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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田径协会裁判员（晋级）培训大纲 

（试行） 

 

说 明： 

（1）本大纲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有关文件精神，参照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和《中国田径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结合世界田联的相关要求而制定。 

（2）本大纲旨在规范各级田径裁判晋级培训，并对培训的形式、主要内容、培训要求

（标准）、考核等进行了说明，为各级裁判培训提供指导和参考。 

（3）本大纲适用对象为田径国家 B级、一级、二级和三级裁判员晋级培训使用。 

一、培训目标 

经过培训的裁判员，在思想态度、掌握规则程度、运用规则能力、

场地器材熟悉程度、竞赛组织能力及岗位能力等方面应达到以下具体

要求： 

裁

判

员

等

级 

思想态度 

掌握

规则

和裁

判工

作方

法 

运用规

则能力 
场地器材 

竞赛组织能力及岗位

能力 

国

家 B

级 

1.热爱田径裁判工作； 

2.具有吃苦耐劳的品德和团队

协作精神； 

3.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操

守； 

4.具有自我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熟练

掌握 

在各项

目中熟

练运用 

熟悉田径场地、

器材、设施的规

格和检验方法，

了解场地器材布

置。 

1.能协助组织全国田

径赛事，能组织省级

及群众性的田径赛

事。 

2.能在全国田径赛事

中担任个别项目的主

裁判（或同级别岗

位）。 

3.能够预判并解决全

国田径赛事中的突发

问题。 

一 基本 在大多 基本掌握场地器 1.能协助组织省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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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掌握 数项目

中基本

运用 

材知识 径赛事，能组织群众

性田径项目比赛。 

2.能在省级田径赛事

中担任个别项目主裁

判（或同级别岗位）。 

3.能够解决处理好省

级田径赛事中的突发

问题。 

二

级 

基本

掌握

多数

项目 

在多个

项目运

用 

多数了解 

1.能协助组织群众性

田径赛事。 

2.能担任省级田径赛

事中某个岗位。 

三

级 

基本

了解 

在个别

项目运

用 

个别了解 

1.能协助组织群众性

田径赛事。 

2.能担任群众性田径

赛事的某个岗位。 

二、培训学时 

（一）国家级裁判员 B 级，培训总学时不少于 30 学时。其中，

理论学习不少于 22 学时，实践学习不少于 4 学时，考核不少于 4 学

时。 

（二）国家一级裁判员，培训总学时不少于 22 学时。其中，理

论学习不少于 16 学时，实践学习不少于 4 学时，考核不少于 2 学时。 

（三）国家二级、三级裁判员，培训总学时不少于 14 学时。其

中，理论学习不少于 10 学时，实践培训不少于 2 学时，考核不少于

2 学时。 

注：各个级别的裁判员如进行非晋级考试培训的，如继续教育培训、临时集

中提高培训、年资格注册培训考试等情况，可依据管理办法有关要求进行。 

三、培训内容和学时分配 

（一）国家级 B 级裁判员（30 学时） 

序号 主题 
学

时 
培训形式 建议培训内容 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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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想道德

教育 
1 理论讲解 

1、赛风赛纪的相关要求 

2、裁判员应具备的职业

素养 

理解掌握 

2 
反兴奋剂

教育 
1 理论讲解 

1、兴奋剂使用的发展历

史和危害 

2、兴奋剂违规行为 

3、赛事的反兴奋剂工作 

理解掌握 

3 

大型田径

竞赛组织

与管理 

2 理论讲解 

1、大型田径竞赛组织与管

理 

2、大型田径竞赛应急预案 

3、大型田径竞赛案例分析 

理解掌握 

4 

田径竞赛

与技术规

则 

8 理论讲解 

《田径竞赛与技术规则》： 

1、竞赛规则 

2、技术规则：总则、官员、

比赛通则、径赛、田赛、

全能、室内、竞走、公路、

越野、山地、野外、纪录 

熟练掌握

和运用 

5 

田径竞赛

场地、器

材和编排 

4 理论讲解 

1、田径场地基本知识。 

2、田径各项目场地、设施、

器材规格和基本要求。 

3、田径竞赛编排方法与编排

系统介绍。 

掌握和运

用 

6 

1、田径竞

赛裁判工

作方法 

2、田径竞

赛裁判案

例分析 

4 
理论讲解

和实操 

1、竞赛官员及管理官员工作

办法（包括国家级以上竞赛

裁判长、主裁判工作；省级

以下竞赛主管、裁判长工作；

竞赛技术官员工作等） 

2、各项目比赛裁判员设置、

分工、工作流程、工作方法。 

3、国内外经典执裁案例分析 

熟练掌握

和运用 

7 
田径竞赛

技术官员 
2 理论讲解 

1、技术官员工作职责和任务 

2、技术官员工作办法和流程 

3、技术官员工作要求和规范 

基本掌握 

8 实践教学 4 
现场讲解、

实践、观摩 

1、场地、器材认知及使用； 

2、组织某一单项比赛的裁判

工作、总结交流 

熟练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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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考核 4 考核 

1、理论考核。 

题型：英语考题、判断题、

选择题、填空题、案例分析、

问答题等。 

2、实践考核。 

田赛类的投掷和跳跃；径赛

中的检查、起点、终点。 

达到规定

要求 

 

注：外语部分培训按《中国田径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一级裁判员（22 学时） 

序号 主题 
学

时 
培训形式 建议培训内容 掌握程度 

1 
思想道德

教育 
1 理论讲解 

1、赛风赛纪的相关要求 

2、裁判员应具备的职业素

养 

理解掌握 

2 
反兴奋剂

教育 
1 理论讲解 

1、兴奋剂使用的发展历史

和危害 

2、兴奋剂违规行为 

3、赛事的反兴奋剂工作 

理解掌握 

3 
田径竞赛

组织 
2 理论讲解 

1、田径竞赛组织 

2、田径竞赛管理 
了解掌握 

4 

田径竞赛

与技术规

则 

5 理论讲解 

田径竞赛规则： 

技术规则：总则、径赛、田

赛、全能、室内、竞走、公路

赛等 

熟练掌握 

5 

田径竞赛

场地、器

材 

2 理论讲解 

1、学习了解各项目场地基本知

识和项目特点 

2、掌握田径各项目场地、器材

规格和基本要求 

基本掌握 

6 

1、田径竞

赛裁判工

作方法 

2、田径竞

赛案例 

4 
理论讲

解、实操 

1、全面掌握竞赛官员及管理官

员工作办法（即：国家级竞赛

裁判员；省级竞赛主裁判；地

市级竞赛裁判长） 

2、熟悉组织比赛的全面管理 

基本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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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田径竞赛组织流程。 

4、国内外经典执裁案例分析 

7 
田径竞赛

编排方法 
1 理论讲解 一般比赛的竞赛编排方法 基本掌握 

8 实践教学 4 

现场讲

解、实践、

观摩 

1、场地、器材认知及使用； 

2、组织某一单项比赛的裁判工

作、总结交流 
基本掌握 

9 考核 2 考核 

1、理论考核 

题型：英语考题、判断题、选

择题、填空题、案例分析、问

答题等。 

2、实践考核为参考。 

达到规定

要求 

 

注：外语部分培训按《中国田径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二级、三级裁判员（14 学时） 

序号 主题 
学

时 
培训形式 建议培训内容 掌握程度 

1 
思想道德

教育 
1 理论讲解 

1、赛风赛纪的相关要求 

2、裁判员应具备的职业素养 
理解掌握 

2 
反兴奋剂

教育 
1 理论讲解 

1、兴奋剂使用的发展历史和

危害 

2、兴奋剂违规行为 

3、赛事的反兴奋剂工作 

理解掌握 

3 

1、田径竞

赛组织 

2、田径裁

判组工作

流程 

2 理论讲解 

1、田径竞赛组织 

2、田径竞赛管理 

3、径赛各裁判组主裁判赛前、

赛中、赛后工作组织方法； 

4、田赛各裁判组主裁判赛前、

赛中、赛后工作组织方法； 

5、分组进行实操演练 

基本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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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田径规

则（径赛） 

2、田径规

则（田赛） 

4 理论讲解 

田径竞赛规则： 

1、比赛通则   

2、径赛项目 

3、全能项目：径赛相关内容 

4、室内比赛：径赛相关内容 

5、田赛项目 

6、全能项目：田赛相关内容 

7、室内比赛：田赛相关内容 

基本掌握 

5 

1、田径竞

赛裁判工

作方法 

2、实践教

学 

4 

理 论 讲

解、实操、

观摩 

1、径赛起点、检查、终点、计

时、赛后裁判组主裁判工作办

法； 

2、田赛跳跃高度项目、田赛跳

跃远度项目、投掷项目裁判组工

作办法； 

3、分组进行实操 

4、组织某一单项比赛的裁判工

作、总结交流 

基本掌握 

6 考核 2 考核 

1、理论考核。 

题型：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

案例分析、问答题等。 

2、实践考核为参考。 

达到规定

要求 

注：外语部分培训依据实际情况安排，对于外语能力较强的裁判员可遵循适当鼓

励原则。 

四、培训内容纲要 

（一） 思想道德教育 

（二） 反兴奋剂教育 

（三） 竞赛规则 

（四） 技术规则 

1、总则 

2、官员 

3、比赛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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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径赛项目 

5、田赛项目 

6、全能项目 

7、室内比赛 

8、竞走项目 

9、公路赛跑 

10、 越野、山地、野外赛跑 

11、 世界纪录 

（五） 裁判工作方法 

1、检录裁判员、主裁判工作； 

2、径赛项目赛前、赛中、赛后主裁判工作流程；径赛项目起点、

人工计时、终点和记圈、检查、风速测量工作裁判员、主裁判工作方

法。 

3、田赛项目跳高、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推铅球、掷标

枪、掷铁饼比赛时裁判员和主裁判工作方法。 

4、裁判长工作方法。 

5、田径竞赛编排方法。 

（六） 田径竞赛场地、器材学习： 

场地的标准规格和基本要求；竞赛器材（含自备器材）规格和基

本要求、检测办法。 

（七） 竞赛组织与管理学习： 

田径竞赛管理；裁判员设置安排、编排与管理、竞赛资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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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田径技术官员学习： 

田径竞赛技术官员工作职责和任务相关知识；田径竞赛技术官员

工作办法和流程；田径竞赛技术官员工作要求和规范。 

五、培训课程划分及说明 

（一）基础课程 

裁判员思想道德教育、反兴奋剂教育、田径竞赛与技术规则（中

国田径协会审定版）、田径竞赛裁判工作方法、场地器材设施手册、

裁判实践课程、案例分析课程、田径竞赛与管理课程等。 

主要用于各级别裁判员晋级培训和考试使用，一定级别的裁判员

专项岗位提高选用；也适用于各级别的裁判培训选用、裁判提升培训

和各级别的再培训选用。 

（二）专项课程 

各单项工作指南或工作手册（径赛、田赛、展示、仲裁、竞走、

路跑、编排等）。 

主要用于一定级别的裁判员专项岗位提高使用；也适用于各级别

的裁判培训选用、裁判提升培训和各级别的再培训选用。 

（三）进阶课程 

技术代表指南、技术官员指南等。 

主要用于高级别的裁判培训使用；也适用于各级别的裁判培训选

用、裁判提升培训和各级别的再培训选用。 

注 1、关于培训中的实践活动开展形式：可采用观摩学习、裁判实习、参与

竞赛裁判工作、实践教学和培训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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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建议各级别的裁判培训，可与不同形式的比赛活动相结合安排学员裁

判实习。二级或三级裁判培训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形式安排。 

注 3、培训教学中，不同级别的裁判员培训课程，除集中培训外，也可采用

网上学习或以参加裁判工作等形式计算培训总学时，采用这种形式：国家级培训

需报请中国田协批准，其他级别可报请相应的主管部门批准方可采用。 

六、考核办法 

根据《中国田径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裁

判晋升等级考核要求，考试内容分为：理论考试、实践考试。 

（一）国家级 B 级裁判员考试 

1、理论考核 

考试题型：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问答

题、外语题等。 

2、实践考核 

以技术官员、裁判长、主裁判及其它重点岗位为主，抽签决定岗

位及分管任务，进行模拟执裁。 

考核内容举例：陈述选定的岗位的职责、任务；陈述本岗位成员

间的分工、协调；陈述本岗位赛前、赛中、赛后工作流程；陈述本岗

位与各裁判组之间的协作配合；本岗位执裁过程中遇到问题如何处理

等形式。 

注：实践考核部分也可采用视频判罚形式。 

（二）一级裁判员考试 

1、理论考核 

考试题型：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问答

题、外语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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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考核（参考） 

以检录、径赛、田赛、全能、外场、录像主裁判及其它重点岗位

为主，抽签决定岗位及分管任务，进行模拟执裁。 

考核内容举例：陈述选定的岗位的职责、任务；陈述本岗位成员

间的分工、协调；陈述本岗位赛前、赛中、赛后工作流程；陈述本岗

位各裁判组之间的协作配合；执裁过程中遇到问题如何判罚等。 

（三）二级、三级裁判员考试 

1、理论考核 

考试题型：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问答题等。 

2、实践考核（参考） 

以径赛、田赛各裁判组为主，抽签决定裁判组，进行模拟执裁。 

考核内容举例：陈述选定的裁判组的职责、任务；陈述本裁判组

成员的分工；陈述本裁判组赛前、赛中、赛后工作流程；陈述本裁判

组各岗位之间的协作配合。 

注：三级裁判考试难度原则上不能高于二级裁判员。 

七、纪律要求 

（一）培训班要求 

1、举办田径裁判员晋级考试培训单位，应对集中培训班严格管

理，严格考勤，严格考核； 

2、举办田径裁判员晋级考试培训单位，要如实报告和反馈培训

情况、考核成绩，并提出改进培训的建议； 

3、举办田径裁判员晋级考试培训单位，应保证教学时数，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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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达 20%学时者（含）不得参加考试； 

4、每期培训班学员人数不超过 100人（线上除外）。  

（二）讲师要求 

一级及以上裁判员培训班的主讲师须为中国田径协会裁判员讲

师培训班考核合格人员。讲师要认真备课，教学方法新颖有效，严格

执行培训大纲，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与现行的国际培训和世界

田联培训方向和形式相一致。 

培训对象 讲师级别 讲课经历要求 

国家 B级 
国家 A级及以上 

培训一级裁判员 3次以上 

一级 
培训二级或三级裁判员 3次以上 

二、三级 国家 B级及以上 

（三）培训通过 

技术规则与裁判工作方法理论测试作为考核达标依据，达到及格

标准的学员视为通过本次培训，未达到及格标准的不能获得相应的课

程结业证书和裁判资格。 

八、本培训大纲最终解释权属中国田径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