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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体育科学研究及其研究成果的特点出发 ,探讨分析目前我国体育科研成果常用的评价方法以及各

自的优缺点。在制定体育科研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原则的基础上 , 提出制定体育科研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标

准 ,并举例说明对体育科研成果进行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的理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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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 science research and its research results , this research explored and ana-

lyzed the general evaluation methods in relation to the sport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On the

basis of creating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sports , it illus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re-

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ambiguity mathematics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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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体育科学研究是一个复杂且难度较高的脑力劳动与操作

劳动紧密结合的工作。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

体育科学产生全面的 、根本的变化 , 初步呈现出体育科学的信

息化 、数学化 、电脑化 、社会化和综合化的新趋势。体育科学

研究也从宏观层扩展到微观层 , 从静态型研究转移到动态型

研究 ,从常规型研究发展到创造型研究 , 从封闭型研究深入到

开放型研究。体育科学与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 ,促

使许多边缘性 、交叉性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 这样就使得体育科

学研究具有继承性 、创造性 、探索性 、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2　科研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度及常见评价
方法的应用

2.1　制定体育科研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2.1.1　科学性原则　即设立的指标体系重点突出 、含义明确

并相互独立 ,有科学 、确切的概念 , 精确的内涵和外延 , 评价指

标能较全面 、合理地反映评价对象的本质特征 ,尽可能选用那

些覆盖面大 、信息量大, 并且在体育科学系统通用的评价标准。

2.1.2　简明优化原则　设立的指标数量及指标体系的结构

形式 ,既要概括对体育科研成果要求的共性内容 , 又要符合简

明优化的评价原则;既要避免指标体系过于庞杂 , 失去重点和

针对性 , 又要避免指标过少 , 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评价因素 , 损

害评价的全面性 、公正性。

2.1.3　可行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

对于定性指标尽可能进行量化 , 以便于评价工作简单 、方便 、

节省时间和费用 , 便于计算机处理。为了减少评价人员的重

复劳动 , 便于操作使用 ,对评价指标的权值和评分等级均作动

态处理 , 全部评价工作可由计算机按程序进行。

2.2　体育科研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标准

2.2.1　学术价值　学术价值主要反映研究成果对体育科学

知识宝库做出新贡献的大小。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发现和

收集新的资料 , 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为本学科 、本专业领域提

供新内容 、新观点 、新认识 、新知识;为促进体育学科及其相关

学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 产生积极影响等。衡量学术价值的

重点在于有无新思想 、新观点 、新资料 , 有些科研成果虽然没

有新观点 、新结论 , 但是能通过所收集和整理的有价值的资

料 , 有力地证实一个已知的观点或结论 , 仍然认为具有新意 ,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初次涉足体育科学研究领域的人来

说 , 只要在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研究范围上有一定的创造 , 就

不失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课题。

2.2.2　社会价值　该指标主要用来衡量研究成果对体育理

论以及体育对社会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社会的需要是科

学发展的原动力 , 也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体

育科学研究中 , 研究课题所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 必须是在

体育运动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或体育科学自身发展所需

要解决的问题。体育科研成果必须对人们的体育观点 、体育

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带来积极影响;在实践应用

中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体育科研成果的社会价

值及效益一般不能立即表现出来 , 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

实践和检验 , 因此比学术价值的评价更为复杂 、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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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研究方法　指成果所采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揭示

体育工作者在实践活动中 ,为完成某项工作(或任务), 达到某

种要求(或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工具 、方式 、程序 、途径 、措施

等。方法具有理论性与技术性相统一 、一般性与个别性相统

一 、手段性与目的性相统一和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统一的特点。

科学的方法对于组织正常的活动 、维护保障系统的运动等 ,具

有重要的意义。一个完整的对体育某一规律的科学认识过

程 ,往往要经历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及其复归实践等阶段 , 各

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科研方法相对应 ,这就表现出体育科研方

法的多样性;此外 ,体育科研过程中课题设计 、问题分析的严

谨性 ,分析论证的逻辑性 、结构的严密性和资料的可靠性以及

文字表达能力等都是在体育科研方法体系中要注重的问题。

在复杂抽象体育理论问题的研究中 ,对当代科技发展新成就

及自然科学新方法的应用等。

2.3　体育科研成果及其常用的评价方法

2.3.1　同行专家评价法　同行专家评价法是以评价者的主

观判断为基础的一种评价方法 , 其特点是充分利用同行专家

的知识 、经验和调查分析能力 , 对成果进行定性评价[2] 。这种

方法通过发展完善 ,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同行专家评

价分为会议评价和通讯评价 ,前者为会议组织者聘请有关专

家召开会议 ,听取被评人员的汇报 , 并且进行面对面的质询 、

问答;后者是以信函的形式送审成果 , 聘请有关专家背靠背的

进行评价。

同行专家评价法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发挥专家的智慧和经

验的作用 ,对所要评价的体育科研成果的信息资料和数据需

求程度比较小 ,从而避免和减少因信息数据不完全或不精确

而产生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 尤其适用于某些研究因素难以量

化的情况。缺点是评价中的随机因素影响较多 , 评价结果往

往受评价者价值观主观意识的影响和专家知识 、经验的局限 ,

容易带有个人偏见和片面性。此外 , 评价成果往往没有经历

被检验和被认识的过程 ,因此可信度和可靠性值得怀疑。

2.3.2　计量指标分析法　为了使体育科研成果的评价结论

尽可能地符合客观性 , 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许多体育科研

管理部门和相应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借助科学计量分析

指标来评价体育科研成果。目前 ,常用的计量分析指标包括:

主体科研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 , 论文收录 、转载情况 ,成果被

引证情况 ,获奖情况等[ 3] 。

计量指标分析法的优点是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

由于它是根据登载成果刊物的权威程度和成果被转载 、引用

次数来作为评价标准的一种评价方法 , 因此它不受个人主观

因素干扰和其它非科学因素影响 ,有助于规范评价行为。显

然 ,对于以科研论文和著作为主要产出形式的体育科研成果

来说 ,采用计量分析法可以补充同行专家评价的不足和欠缺 ,

提高科学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计量分析指标法的不足之处在于体育科研成果统计上有

时间的滞后效应 ,论文发表或著作出版后通常要等若干年才

能验证其真实价值 , 因此不可能及时对这些成果作出评价。

此外 ,计量分析指标只适用于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公开出

版的著作等体育科研成果 ,对那些不宜公开发表 , 但已被有关

部门采用 ,而且在促进体育运动技 、战术提高和社会体育以及

体育经济领域取得一定成效的科研成果无能为力。

目前 ,计量分析指标法在我国自然科学界基础研究领域

的评价工作中已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但应用于体育科研成果

评价工作方面 ,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要原因是我国体

育科学和体育科研成果情报信息系统还很不完善 , 无法做到

及时准确地检索出成果被引的用情况和引用的次数。

2.3.3　模糊综合评判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以模糊数学为

基础 , 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 , 将一些边界不清 , 不易定量

的因素定量化 , 进行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4] 。由于体育科研

成果评价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较浓厚的“模糊”色彩 , 因此

在同行专家评价的基础上将模糊综合评价法作为辅助的定量

评价手段可以给评价定量结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评价方

法与程序为:

1)假设评价对象的因素集 U =(u1 , u2 , …um)。式中 u i

(i=1 , 2 , …m)代表影响评价对象的各种因素 , 即评价指标。

在体育科研成果评价模型中假设:因素集 U=(学术价

值 、社会价值 、研究方法 、进度 、难度)。

2)假设评价集 V=(v1 , v2 , …vn)。式中 vj(j=1 , 2 , …n)

代表评价对象可能作出的各种评价结果。

此处假设评价集 V=(很好 , 较好 ,一般 , 较差 ,很差)。

3)列出模糊关系矩阵:

R=

r11 , r 12 , …r1n

r21 , r 22 , …r2n

…, …, … , …

rm1 , rm2 , …rmn

其中 rij=d ij N , rij为因素集中第 i 个因素。 ui 为评集中第 j

个元素 vi的隶属度;d ij为专家

中对第 i 个因素作出第 j种评语的人数 , N 为专家总数。

4)根据各个因素重要程度的不同 , 可采用层次分析法或

专家评价法确定各因素权重。
A=(a 1 , a2 , …am)其中:∑ai =1(0<ai<1)

在体育科研成果评价中 ,基础性体育科研成果权重为:A

=(0.5 , 0.1 , 0.2 , 0.2);应用发展类体育科研成果权重为:A=

(0.3 , 0.3 , 0.2 , 0.2)。

5)根据模糊变换原理进行综合评价:

B=A·R=(a 1 , a2 , …am)·

r11 , r 12 , … r1n

r21 , r 22 , … r2n

…, … , … , …

rm1 , rm2 , … rmn

=(b 1 , b 2 , … bn)

式中 bj(j =1 , 2 , …n)为考虑全部因素的影响时 , 评价对

象对评价集中第 j个元素的隶属度。按照最大隶属原则应选

择 bj 中最大的数值所对应的评价等级作为最后的评价结果 ,

即哪一个等级的隶属度最大 , 综合评价结果就属于哪一个等

级。

6)现在将这个评价方法做一案例进行分析

假如我们聘请 9 位专家对某项理论性体育科研成果进行

评价:

(1)根据评价结果得出模糊关系矩阵:

R=

2 9 5 9 2 9 0 0

4 9 2 9 3 9 0 0

1 9 2 9 4 9 1 9 1 9

4 9 3 9 1 9 1 9 0

=

0.22 0.56 0.22 0 0

0.44 0.22 0.33 0 0

0.11 0.22 0.44 0.11 0.11

0.44 0.33 0.11 0.11 0

矩阵中每一元素表示专家中同意该项科研成果在某项指

标上取得某评语的比率 ,如矩阵中第 1行第 1 个元素 r11=2 

9 , 表示 9位专家中认为该项成果学术价值“很高”的专家有 2

位;同理 ,认为“较高”的有 5 位;认为一般的有 2 位;没有人认

为较差或差。

(2)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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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 0.1 , 0.2 , 0.2)·

0.22 0.56 0.22 0 0

0.44 0.22 0.33 0 0

0.11 0.22 0.44 0.11 0.11

0.44 0.33 0.11 0.11 0

第一 ,该模型如果采用如权平均型算子 M(·⊕)计算 , 则

B=A×R=(0.26 , 0.41 , 0.25 , 0.04 , 0.02)。为了统计方便 ,进

行归一化处理 ,得 B=(0.26 , 0.42 , 0.26 , 0.04 , 0.02)。

从综合评价结果看 ,同行专家中有 26%的人认为该项科

研成果很好 , 42%的认为较好 , 26%的人认为一般 , 有 4%的人

认为较差 ,还有 2%的认为很差。根据最大隶属原则 , 显然应

以 42%的人所选择的“较好”作为成果最后评价结果。

在多个项目的评价和排序中 ,为了使评价结果更加直观 ,

可以把评价结果用分值表示。例如把评价等级定为(5 , 4 , 3 ,

2 , 1)分 ,得向量 C(5 , 4 , 3 , 2 , 1)T

那么 ,用矩阵乘法 , 此项科研成果综合得分为:
W=B·CT=1.3+1.64+0.75+0.08+0.02=3.79(分)

第二 , 上述模型如果采用主因素决定型算子 M(∨ , ∧ )

来运算 ,则 B =(0.22 , 0.5 , 0.22 , 0.11 , 0.11)。 进行归一化处

理 ,得 R=(0.19 , 0.43 , 0.19 , 0.095 , 0.095)。
W=B·CT=0.95+1.72+0.57+0.19+0.095=3.53(分)

如果按以下等级范围确定成果优劣:4<W≤5 为优秀体

育科研成果 , 3<W≤4 为较好体育科研成果 , 2<W≤3 为一

般体育科研成果 , W<2 为淘汰体育科研成果。两种算法计

算的综合分值均反映出该项科研成果为较好成果。

如果需要对多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 , 则可按得分高低进

行排序 ,从中判断其优劣。

3　结论与建议

1)进行体育科研成果评价时 , 除了要严格遵循评价的基

本原则外 , 还要对体育科研成果的评价建立明确的质量导

向[ 5] ,并且制定的评价指标合理 、有效 , 尽可能使体育科研成

果能够运用到实践中去 。

2)从文中可以看出 ,体育科研成果评价各种方法都存在

相对的局限性。为了尽可能使体育科研成果的评价更加合

理 , 应该把多种评价方法结合运用 , 尽量做到取长补短。

3)多指标模糊数学评价方法是采用定性和定量相接合

的总和评价方法 , 这种方法使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

有效性 , 在体育科研成果评价中还是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

4)在对科研成果评价过程中 , 为了体现出评价结果的科

学性和权威性 , 对评价者的要求比较高 ,评价者应具备多学科

的综合知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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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单位和各区市县训练基地, 体育社团基本被排除在外。在大

连市体育社团的发育阶段 ,作为宏观主体的市体育局等行政机

构应给与扶持 ,使体育社团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微观主体。

3.2.2　打破资源配置的条块分割状态　由于大连市运动训

练体系的封闭性 , 堵塞了该系统与社会的资源流动 , 学校体

育 、竞技体育 、企事业体育各自成体系 , 形成封闭的格局。大

连市教育系统的竞赛体制和项目与大连市竞技体育的项目设

置没有很好的衔接;在科技资源方面 , 大连市高校具有雄厚的

科研力量 ,但通过对大连市局属训练单位的调查显示 , 没有任

何项目配有科研人员。在社会体育领域 , 大连市拥有各级各

类体育俱乐部 1 202个 , 但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 , 缺少纵向和

横向的管理体系 ,这些俱乐部都还处于分散状态 , 缺少整合机

制 ,对大连市竞技体育贡献率较低。由于大连市体育总会具

有行政和社会的双重身份 ,可以绕开行政壁垒 , 发挥对各体育

社团的协调和纽带作用。

图 1　大连市体育管理体制

根据以上论述 , 本论文提出大连市体育管理体制结构如

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 ,改革后的大连市体育体制采用政府调

控下的市场配置。强调了资源配置中体育社团的主体作用。

体育总会和项目管理中心是平行并列的关系 , 体育总会主要

负责对社会体育资源的整合 , 工作重点在成立组织 、人员培

训 、相关政策制订;项目管理中心主要负责各项目在本市的竞

赛 、训练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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