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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科学和运动机能部门 

该团队的研究重点之一是 “竞技和高性能运动”领域。这里研

究课题有：初级训练、体育人才、人才开发、体育比赛分析和以适应

训练为中心的研究。 

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健康和健身运动”领域。所有研究项目涉及

体育科学应用研究和寻找相关的实践问题，在相关类型体育和运动领

域实施并推广研究结果。 

研究 

研究方向 

A 竞技运动研究 

B 健身和健康研究 

A1 人才研究 

在研究人才时，从理论的角度来假设，人才诊断和人才培养是两

个紧密相连的故事情节。训练科学实验主要集中在人才诊断方面。根

据少年儿童阶段性的具体表现，预测青年运动员达到的运动水平和成

年后达到的最终水平。              

   方法论的特点是：（a）相对广泛的能力诊断，因为在许多类型的

运动中不清楚运动和认知情绪能力是未来高水平运动表现的一般性

能要求是不可缺少的;（b）线性（判断分析）和非线性分析方法（如

神经网络）的应用。后一种方法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在许多类型的

体育运动中（即使在成年运动中）不仅存在高度可变性，而且有时还

存在互惠的互补性。这都可以通过相关模式识别。  

 

A2 年龄组训练： 

研究的重点是关于与绩效导向的初级培训有关的训练科学的课

题。这些问题涉及一个狭义定义的课题范围有关，如在训练各阶段的

过程设计（训练目标，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中体育特有的子问题。

此外，还面临许多不同类型运动的问题，其中以青少年训练发展阶段

为核心的初级训练目标、时间结构概念以及组织方面等研究。      

 

A3 训练适应 

对训练适应现象充分描述首先需要对训练效果和训练控制进行



适当的建模。因此，综合运动训练模型必须表现出内在变化机制（生

物适应和学习）、外在因素、内容的复杂性和训练措施的时间动态性。

在支持训练过程中，从理论观点出发，采用系统动态观点。在这方面，

假定训练负荷表示一个未指定的控制参数，它除了产生应变量变化

（疲劳、恢复和学习）之外，还导致运动员的自我调节的过程，从而

导致性能水平的变化（状态）。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训练适应的过

程被假设为一个非线性系统，可以用非线性数学统计方法进行最佳建

模（如神经网络）。 

 

A4 运动竞赛研究： 

在体育赛事的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比赛特定负荷和基于能力的

需求结构（如水球），战略战术对手分析，性能优化问题（如乒乓球，

手球和足球），和训练工具分析。在方法论方面，从运动实验程序到

系统比赛观察实验方法都很适用。（如视频定位与运动分析）。此外，

数学/模拟建模程序（如马尔科夫链）应用于对手分析和策略优化。         

 

A5 游泳研究： 

在游泳中，研究了一系列与性能优化有关的不同问题。训练科学

中的性能诊断一方面涉及游泳性能的条件因素（尤其是力量强度）和

协调/技术特征（如在单循环中的游泳力量），另一方面针对各种泳姿

进行运动学，动力学和肌电图等方面的若干研究。 

 

实验室：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 2012—2013 冬季学期，在部门成立的两年

后正式启动训练和运动机能实验室。       

 该实验室投资 655,000 欧元，适用面积达 191 平方米，不仅大大

提高了研究项目的质量，而且提高了教学质量。不仅用于毕业论文答

辩和以经验为主职业领域方向竞技体育（学士）高级研讨会，还用于

硕士课程，如高级模块领域训练、竞赛表现、研究方法和测试程序等

课程。 

 除了用于实验室管理人员的两个办公室和研究人员参与第三方

项目的之外，温控实验室本身还有三个额外的工作区，直接用于学期

论文的数据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