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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诒与遣动队集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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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是80年代形成的科学方法论 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运用三论原理，研宄我 

国运动队集体建设问题，特别是研宄运动队枭体存在的蒂件、发展的机制、变化的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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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三论”是当代科学方法论 

继2o世纪5o年代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之 

后．80年代新技术革命浪潮里又涌现出耗散结构理 

论、协同论、突变论。它们是研究自然系统存在的条 

件、内部的机制、变化的规律，因而被称为当代科学 

方法“新三论”，被广泛运用于研究自然和社会各个 

领域，对于认识、分析、解决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耗散结构理论 任何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 

系统，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换物质、能量、信息，在外 

界条件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系统就从原有的混沌 

无序状态过渡到时空和规范的有序状态，形成新的 

结构。研究这种新结构的形成、性质和演变规律的 

科学，就是耗散结构理论。 

协同学 协同学就是协同作用的科学，就是系 

统中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它研究系统内部 

从无序转变为有序的机制，子系统(要素)相互作用 

的方式和整体效应。 

突变理论 突变．原指突然发生的灾难性变化， 

现指事物现象和突然变化。现在研究自然、社会、思 

维中各种形态和结构的不连续的变化的现象和规律 

的科学，就是突变理论。 

二、运动队集体存在的条件——内部要素与外 

部环境 

任何事物都具有联系的普遍性、发展的永恒性。 

根据耗散结构原理，运动队集体作为一个远离平衡 

状态的开放系统而存在。它存在的条件是其内部要 

素必须不断地与队内、队外、家庭、社会等外部环境 

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从而保持自身的稳定， 

进而转变为时空和功能的规范有序状态。 

(一)运动队集体内部要素及外部环境 

运动队集体系统的结构是由要素组成的，而要 

素的结构又决定了运动队集体的功能。运动队集体 

的要素有目标要素、人员要素、物质要素、制度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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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要素和信息要素等。 

目标要素 ，即建设运动队集体的竞技目标。时 

间上，可分近、中、长期 目标；范围上，可分整体的综 

合、部分的单项目标。它是建设运动队集体的出发 

点和归宿，具有导向性功能。 

人员要素，即建设运动队集体的主体。它是由 

组织形式而造成一体的领队、教练员、全队运动员， 

具有能动性功能。 

物质要素，即运动队集体的设备、设施和环境。 

它是运动队集体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具有基础性 

功能。 

制度要素，即运动队集体的规章制度。它是集 

体成员的行为准则淑 范，具有约束性功能。 

活动要素，即运动队集体成员诸方面的认知、实 

践、训练比赛 、学习生活活动，是集体成员个体社会 

化的行为，具有实践性功能。 

信息要素，即运动队集体方方面面的信息、资 

料、动态，具有动态性功能。 

而把握建设运动队集体的外部环境，主要指运 

动技术学院、运动员家庭、社会环境三方面。 

(二)运动队集体 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的物质、 

能量、信息的交换 

恩格斯认为：“放射到太空中的热一定有可能通 

过某种途径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 

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运动队集体内部 

要素只有与外部环境交换物质、能量、信息。才能转 

变为优秀运动队集体，使这种运动形式重新集结和 

活动起来。 

建设运动队集体，取得其理性的认识——确立 

价值性的目标——采取可行性的措施——争取物质 

性的成果，每一步都离不开交换，这正如生物体离不 

开与环境交换而在同化与异化过程中存在、发展一 

样。比如，运动队集体建设的目标必须与社会要求 

交换．明确加强思想建设的措施，培养运动员成为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技术高超的一代新 

人。列表方式表述如下： 

笔者旨在提出建设运动队集体的宏观思路，而 

非微观方法。特别强调的是，以耗散结构原理为依 

据，那种自我封闭、关门建设，认为社会大气候不尽 

人意，怕污染运动员的心灵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运 

动场是座落在社会土壤上，闭关锁门建设集体，表面 

暂时是稳定了，但运动员一步人社会，花花绿绿的商 

品世界使人头晕目眩，这种花盆效应的负作用不能 

不引起教练员的警觉和深思。 

三、运动队集体发展的机制——内部要素在一 

定环境中相互作用 

事物间或事物内部要素间是相互作用的，相互 

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协同学原理指出： 

系统内部诸要素在一定环境中相互作用，是事物发 

展的机制。运动队集体内部要素在队内、家庭、社会 

环境中相互作用，也是运动队集体从无序向有序转 

变，即向最佳运动队集体发展的机制。参见表1。 

表1 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交换物质能量 

(一)运动队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 

决定运动队集体发展进程和建设效益目标要素 

制约其他要素的发展方向，各要素偏离目标，则运动 

队集体的发展势必南辕北辙。 

人员要素能动作用于其他要素，目标的执行、物 

质的利用、制度的遵守、活动的开展、信息的传输全 

靠人员。 

物质要素为其他要素提供物质基础，是影响作 

用于其他要素的物质力量。 

制度要素为其他要素发展提供保证，是在制度 

规范的约束下．人去建设思想、环境、参与活动、交流 

信息。 

活动要素是其他要素相互作用的载体，没有活 

动．就如一潭死水，运动队集体也就停滞不前。 

信息要素是联系其他要素的中介，是其他要素 

相互作用的血液．是沟通与外部环境联系的纽带，使 

运动队集体永葆发展的活力。 

总之，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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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运动队集体建设，推动着运动队集体的发展。 

(二)运动员个体成长与运动员群体影响的关系 

协同学原理认为，个体成长受群体影响而发生 

变化的几率是 ： 

P +
一 Ln+， —J三P+一(q) 

一 l， ，=i，卫±旦11 
一’exp【 Q J 

P+一( +，n一)代表个体成长变化的几率。 

厶代表个体成长与群体影响偶合强度。 

代表个体成长受群体影响的积极(+)消极 

(一)因素。 

Q代表个体成长状态：能否成长或成长快慢。 

设 ／2'=0，函数就简化了。当p值很大．个体成 

长极难极慢，函数分布图象如图 1(a)；当 口值减小、 

厶增大，个体成长与群体偶台度增强，图象如图 1 

(b)；当Q最小，‘最大，个体全面认识群体影响力， 

其发展随机而变，不固执于一，其分布函数图象如图 

l(e)。介绍协同学的教学模型，旨在说明个体成长 

与群体影响关系．尽管定量表述不尽完美．但有助于 

克服主观臆断。 

图 l 函数分布周 

四、运动队集体变化的规律——质变现象和突 

变状态 

客观事物的时间延续，空间分布有许多不确定 

状态的分界和分节点，其结构、形态发生不连续的变 

化，运用这种突变理论，探索运动队集体经过要素与 

环境交换，要素协同作用而突变为最佳运动队集体 

的规律。 

突变论创立者尼伦·汤姆试借用拓朴学曲面折 

叠概念来描述不连续突变现象的。而坚定突变模型 

则是最基本的突变模型。如图2所示。 

将普通运动队集体 与优秀运动队集体Jv建 

立起发展突变的行为曲面，其平面投影为 c ̂ B 分 

支集图象。假定运动队集体积极因素 、消极因素 

F两个控制变量形成二维平面．纵向第三维 D则标 

志运动队集体结构形态变化，这时运动队集体变化 

则是在行为曲面上所形成的运动轨迹A和 。 

当运动队集体的积极或消极因素扰动．从原稳定 

的中间状态P逐步展开，社会行为。必然沿积极因素 

控制的 f̂面移动，至 点下方时不可能沿 0折面 

逆转，于是社会行为 。从 0l突变性提升到 点，并 

继续沿 Ⅳ平面展开，沿投影平面 分支前进，运动队 

集体发生连续性中断、飞跃性进展，这就是运动队集 

体建设中突变为优秀运动队集体的变化轨迹。 

⋯ 一 一 旦． 叁佳熊拍挈态变化 

、 

＼ 
＼ 

＼ 

图2 运动队集体形成的突变规律 

社会行为 b必然沿消极因素F控制的Ⅳ面移 

动，至A点上方时不可能沿O折面逆转．于是 P行 

为从02突发性跌落至A点，并继续沿 f̂平面展开， 

沿投影A’分支前进，运动队集体发生连续性中断、跳 

跃性震荡，运动队集体积极因素泯灭于消极因素而 

为发展，甚至倒退。 

社会行为 8、6分别沿0lB、O2A发生中断、跳 

跃，其间无连续稳定。运动队集体建设中发展变化 

是绝对的，要么普通要么优秀，不可能常静止无类和 

质的区别。只有强化运动队集体内部要素与外部环 

境积极因素，减化其消极因素，才能使普通运动队集 

体向优秀运动队集体突变。此乃建设运动运动队集 

体的关键所在。 

练上所述，运动队集体建设必须遵循如下 3条 

基本规律：即运动队集体内部要索与外部环境进行 

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规律；运动队集体内部要素的 

相互作用规律；运动队集体要素相互作用并与环境 

交换而突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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