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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理念、体育精神、体育体制、体育规范、体育伦理、体育智慧、体育惯例和体育

风尚等是人们通过长期的体育实践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体育文化。在当

代合格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良好的文化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其中学校的体育课程又为当

代合格人才的全面成长提供了一条具体途径。通过体育课程的教学活动，探索成才的客观

规律，了解体育的本质与功能，明确体育的目的和身心健康的系统知识，构建自身全面发

展的合理机制；通过体育教学活动，学会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养成自觉锻炼身体的良好

习惯，树立终身体育的观念；与此同时，不断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了解并提高自身的综

合素质，努力使体育与运动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加强体育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我们组织有关专家、教授，按照２００２年教

育部颁发的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指导纲要》的基本要求，结合教育部、国家体育

总局实施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通知，根据中共中央２００７年７月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的精神，面对高校的现实状况，遵循

体育课程建设的客观规律，广泛参阅多本优秀教材，编写了这本集理论与实践于 一 体 的

《高校体育教程新编》。
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是：切实贯彻中共中央、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的一系列文件精

神，按照文件精神规定的原则和要求，以全新的体育健康观，牢牢把握体育教育，建立以

增强学生体质、发展学生基本活动能力、培养学生自愿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为主线的教材

体系；借鉴和吸取体育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大范围地满足当代大学生 的 需 要，集 科 学

性、先进性、时效性、全面性于一体，遵循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兴趣爱好，力争做到

精炼规范、涵盖面宽、通俗易懂、指导性强。
本书共分十四章。第一章至第六章为理论部分，分别为：学校体育概述、大学生的身

心健康、大学生的身体健康、体育锻炼的营养卫生与保健、奥林匹克运动、学生体质健康

评价。第七章至第十四章为实践部分，分别为：田径运动、球类运动、游泳运动、形体舞

蹈健美、武术、跆拳道、户外运动和休闲球类。
全书从社会学、心理学、人文学、生物学、营养学、生理学、运动力学的不同角度，

论述了人体健康的基本原理与指导性的锻炼方法。同时，在教材的阐述上，注意了理论与

体育、生活实践的联系，突出了作为 “方法学应用学”学科的特征，加强了具体操作和使

用方法的介绍。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为适应不同学校、不同形式的教学 和 自 学 参 考 需

要，除以常规内容，作为基础外，还选择了一些目前开始广为开展的新内容。为了便于学

生自学、自检，以提高实际效果，本书对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也作了介绍。总之，
本书具有知识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通俗易懂。《高校体育教程新

编》一书既是普通高校的教科书，又是当代大学生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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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易勤、张兆才、左从 现、孔 军 任 执 行 主 编，陈 宏 星、郑 立 红、高 建 国、吴 伟

勤、系天明、刘吉光、胡剑波任主编，汪英、汪青、朱卫雄、李平斌、袁富绿、张顺贞、
杜滨航、李翠英、何青、张 雪、胡 卫 兵、王 忠、王 红 梅 任 副 主 编，孔 论、廖 晓 军、宋 建

波、袁晓芳、程黎菊、张力、崔德刚、贾凤蓉、唐永红、赵杰、郝敏任编委。
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了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指导委

员会的领导及专家的关心和指导，全国众多高校的专家、教授的无私支援，武汉大学出版

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对所有关心、支持、指导和帮助本书成稿、出版

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众多优秀的专业书籍，在此向有关的作者致以诚挚的感

谢。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７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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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校体育概述

第一节　体育的概念

所谓概念，是指对某一事物属性的一种准确判断。那什么是 “体育”呢？１９世纪６０
年代，由西方传入的 “体育”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其意是指同维持和发展身体的各种

活动有关联的一种教育过程。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体育实践的日益丰

富，当出现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三个既有区别、又互为联系的内容，并逐渐形

成与教育、文化相并列的新体系之后，原指体育教育的 “体育”概念已不能涵盖具有相对

独立体系的 “竞技运动”和 “身体锻炼”。根据我国体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可以为 “体

育”下这样一个定义：体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是以发展身体、增强体质、增进健

康为基本特征的教育过程和社会文化活动。它应包括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三方

面内容。体育既受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和制约，也为一 定 的 社 会 政 治、经 济 服

务。同时必须指出，体育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体育的认

识还会进一步深化。

第二节　体育的组成

体育从产生、发展到现在，都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都带有明显的时代

特征，它受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也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现代体育由学

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组成。

一、学校体育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民体育的基础。它是按不同教育阶段和年

龄特征，通过体育课程、课余体育训练及课外体育活动这三种基本形式，围绕着 “增强体

质”这个中心，全面实现学校体育的各项任务，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几方面都得到发

展。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现代体育教育既重视增强体质的近期效益，又注重培养学生的体

育意识，讲究体育锻炼的科学性，进行终身体育教育，为学生终身体育打下良好的思想、
技能和理论基础。学校体育还将为国家培养和输送竞技体育人才，以适应当代社会和青年

对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二、竞技体育

竞技体育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或集体的运动能力去争取优异成绩而进行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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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竞赛。目前有５０多种运动项目用于国际比赛。由于竞技体育的表演技艺高超，竞

争性强，极易吸引广大观众，因此它富有感染力，又容易传播精神力量，在活跃社会文化

生活、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国际威望、促进友谊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竞技

水平不断提高，为了应付日趋激烈的赛场竞争，正采用先进的科学训练方法和手段，以探

索人类运动的极限。我国在竞技体育方面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亚洲体育强国，并

向世界体育强国迈进。

三、群众体育

群体体育也称大众体育或社会 体 育，是 以 健 身、健 美、娱 乐、医 疗 为 目 的，内 容 丰

富、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国内外经常提到的娱乐体育、休闲体育、养生体育等均可列入

此范畴。现代社会的生产、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才能

适应这种节奏。同时，现代科学技术既给人类带来了舒适和方便，也带来 了 许 多 不 利 因

素，如环境和大气污染，生态失去平衡，缺乏运动和营养过剩等造成各种 “文明病”。人

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才能保持和促进身体健康。因此，大众体育

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提高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手段。目前我国的各种 “健康

城”、“康复中心”和 “健身俱乐部”正吸引着大批体育爱好者。

第三节　体育的功能

一、体育的健身功能

“强身健体”是体育的本质功能。体育以身体运动为基本表现形式，通过科学组合的

身体锻炼给予各器官、系统以一定量和强度的刺激，促使身体在形态结构、生理机能等方

面发生一系列适应性反应和趋优变化，从而增强体质，增进健康。
（一）体育对增进健康的作用

“身体健康”是指正常的生长发育、良好的生理功能、平衡的心理、充沛的精力及承

担负荷后的适宜反应。那么怎样才能促进和保持身体健康呢？早在公元前３００年，古希腊

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生命在于运动”的名言，就深刻寓意了运动对身体健康所起的重

要作用。后来医学关于 “适者生存”、生理学关于 “用进废退”的原理又证明：人的健康

状态和工作效率，不仅取决于全身各器官、系统的功能和相互的协调，还有赖于使身体获

得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除受制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外，还在

相当程度上与体育锻炼休戚相关。实践证明，科学地从事体育锻炼，由于中枢神经和内分

泌系统产生的良好刺激，对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改善血液循环和呼吸功能，延缓有机体适

应能力的降低，推迟生物体各组织器官结构、功能发生退化性变化都有 明 显 的 效 果。因

此，为了促进青年人的生长发育，为了使中年人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老年人延年益寿，凡是

经济发达国家，都大力提倡 “为生命而跑”、“为健康散步”……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有人提出生理———心理———社会医学的新模式，强调在健康诊

断中，应包括和考虑由社会环境引起的心理活动因素，并把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和讲究精

神卫生作为判断精神健康的基础。诚然，影响这种 “基础”的因素很多，但体育锻炼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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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通过各种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人的意志品质，催人奋发进取，
培养集体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协调人际关系，从而促进提高心理调节能力，有利于排

除各种不健康的心理因素，使人体在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中变得欢乐、轻快和活泼，最终达

到精神健康的目的。
（二）体育对增强体质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带 有 不 健 康 因 素 的 人 总 是 属 于 大 多 数。据 医 学 统 计，世 界 上 约 有

５０％～７０％的人都有异常表现，如果再进行更精细的检查，这种异常率就会更高。但为何

这些不健康因素往往不被人所察觉呢？其实这正是体质对健康的弥补作用。
体质作为健康的物质基础，既然意义如此重要，那么体育对增 强 体 质 的 作 用 又 如 何

呢？实践证明，科学的体育锻炼在改造人体器官、系统方面所起 的 作 用，不 仅 有 利 于 骨

胳、肌肉的生长，促使身体形态与内脏器官正常发育，而且还能提高人体对外界的适应能

力，改善血液循环、呼吸、消化等系统的机能状况，使人 的 “防 卫 体 力”得 到 提 高。另

外，系统进行体育锻炼对发展力量、耐力、灵敏、柔韧等 素 质 有 十 分 明 显 的 功 效。这 表

明，当 “防卫体力”和 “行动体力”得到同步发展时，人体就能充分发挥潜在的 运 动 功

能，改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最终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二、体育的教育功能

教育功能是体育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就其作用的广泛性而言，它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

响，是体育的其他社会功能无法比拟的。所以，人们都高度重视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
（一）体育在学校中的教育作用

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经典论述，从来都把体育视为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并始终重视它在这个特定领域里对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利用身心共

同参与其过程的有利条件，培养学生将来担任社会角色所必备的修养，以适应未来社会生

活和工作的需要，是体育在学校发挥教育作用的主要使命。为达此目的，学校通过完整的

体育教育过程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思想、意志品质、道德情操和发展身体的教育，使他们

获得基本的体育理论知识，掌握必要的运动技能，学会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提高运动实

践能力并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二）体育在社会中的教育作用

就社会教育意义而言，由于体育所独具的活动性、技艺性、竞争性、群聚性、国际性

和礼仪性等特点，它作为一种传播体育价值观的理想载体，在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

神及培养社会公德、教育人们要与社会保持一致性方面等，具有极大的社会教育功效。大

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当置身于社会群体之中，因为竞赛的礼仪形式、激烈的竞争气氛、高

超的表演技巧和比赛的胜负结果等因素，在同伴与同伴之间、同伴与对手之间、观众与运

动员之间产生极其复杂的感情交流，并激起人们的荣誉感、责任心、集体观念、民主意识

和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这种通过体育实践诱发的社会教育因素，使体育的社会影响变得

更加深刻，并产生不可低估的社会教育作用。比如，当我国女子排球队员在世界大赛中连

续五次夺冠时，全国人民无不为她们的胜利欢欣鼓舞，国家号召 “以女排精神搞 四 化”，
不少人因此决心在坎坷与逆境中奋起。又如，在我国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和争办２００８年

奥运会期间，几乎举国上下都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其中，人们那种为祖国荣誉作贡献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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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自尊、自强和自信，而且在全国范围 内 树 立 了 讲 科 学、求 实

效、快节奏、高效率等现代社会意识。

三、体育的娱乐功能

“娱乐身心”是被挖掘和利用较早的体育社会功能。在体育初具雏形的原始社会，原

始人在狩猎之余用以宣泄情感而进行的嬉戏活动，虽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稳定的运动方式，
却已通过这种潜意识行为，反映出原始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据 《帝王世纪》记载：“击

壤而歌”就是原始人在休息时伴之唱歌的一种游戏活动；《太平清话》还记载了始于黄帝

时代用于调节军士枯燥生活的蹴鞠活动。体育形成初期，亦即古代开展民族、民间体育阶

段，许多供娱乐消遣的身体活动项目，常在节日庆典、宗教仪式和表演技艺中出现，对调

节和丰富人民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在同时代的欧洲，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和

新型资产者以 “提高和改善人类的生活”为宗旨，大力提倡消遣娱乐活动，并利用各种体

育手段开展社交。
随着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余暇增多，人们为享受生活和善度余暇，使体育的娱乐功能

有了更广泛的发挥。比如，现代都市生活使人与大自然几乎隔绝，但参加户外体育活动，
可以调节生活，使人享受返回大自然境界的乐趣；随着工作紧张和生活节奏加快，体育锻

炼有利于密切人际交往和享受集体聚会的乐趣；通过参与体育竞赛活动或从事一些惊险性

体育项目，可以在体力向自然的挑战中，体验创造人生价值的乐趣；经常欣赏体育比赛和

表演，可以从运动员的高超技艺中得到美的艺术享受。目前，我国为了丰富人民的业余文

化生活，移风易俗，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通过实施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来寻求适合我

国国情的最健康的、理想的体育娱乐方式，以便让大家在和谐的氛围中获得精神快感，使

工作和劳动中造成的精神紧张、脑力疲劳和紊乱的情绪得到调解，最终达到 “净化”心灵

和充分享受生活乐趣的目的。

第四节　高等学校体育的目的和任务

一、高等学校体育的目的和任务

在现代教育和科学的框架上，高等学校体育应该有自己恰当的位置。它是属于教育学

和体育学下的一个学科层次，应该充分体现体育和教育的共同属性。一方面，高等学校体

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应和学校教育的总目的相一致；另一方面，高等学

校体育又是体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又应该充分体现体育的属性，即要以运动和身体练习

为基本手段，提高人的潜能，增强体质，增进身心健康，促使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
综合来讲，高等学校体育的目的就是以运动和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对大学生机体进行科

学的培育，在提高人的生物潜能和心理潜能及社会适应潜能 的 过 程 中，进 德、益 智、促

美，达到全面发展的教育总目的。

二、高等学校体育的任务

高等学校体育的目的是通过完成以下五方面的任务来具体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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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增强体质是高等学校体育的首要任务。体质的增强，除了意味着骨骼、肌肉、内脏各

器官和系统的增强之外，更意味着大脑机能的改善。它反映为：中枢神经 系 统 对 机 体 发

展、发育和人体运动的控制力，神经系统各器官机能的支配力，大脑皮层对各器官活动协

调力等。个体生命的健康存在是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大

脑指挥下实现的。人的一切正常活动都是在大脑相应部位正常反应的结果，人的一切不正

常活动都是大脑相应部位的异常反应的结果，而人的大脑反应的病态和终止也就意味着人

的个体行为的障碍和生命的结束。体质增强还包括大脑的灵活性和协调性。体育活动对大

脑的锻炼有独到的作用，这一点在当今知识信息时代来临的背景下更显得重要。全面增强

学生体质有赖于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运动和练习。要在学生生长发育良好的前提下，实

现体姿健美；在机体结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学生的 “自稳态”；增强免疫力，促使学

生精力充沛，生命力旺盛。
（二）促使学生努力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

通过 “三基”知识的学习，教会学生科学的身体锻炼方法，培养学生终身参加体育锻

炼的兴趣、能力和习惯。引导学生正确地从事运动和身体练习，必须经过一个由感知到理

解，再到巩固和应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便是智力和体力相结合，它

不仅表现在运动及身体练习中，而且表现在它们的结果上。高等学校体育应充分体现智力

和体力的结合以及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科学组合。
（三）培养学生的道德意志品质

在体育中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决不是运动及身体练习与政治口号的

生硬结合，而是要通过运动及身体练习来对学生进行知、情、意、行的教育，最终提高学

生的思想品德修养。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参与和完成运动及身体练习的毅力。
同时，学生的行为是受他的理想、信念和情操所支配的，因此在高等学校 体 育 教 育 过 程

中，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通过发展精神品质来更有效地完成体育教 育 的 任

务。
（四）培养学生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体育与美，自古以来就紧紧相连。运动是力和智慧的结合，身体练习是意念和形体的

统一。人可以用自身的 “造型”来表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通过 “造型”达到其增强功

能的效果。在运动及身体练习中，学生通过韵律体操、竞技体育、基本体操和律动来表现

“造型”的艺术美。美的心灵、美的情操都是通过美的举止、美的造型来表现的。因此高

等学校体育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使 “外在美”与 “内在美”很好地统一起

来。
（五）培养高水平的运动员

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出优秀的体育人才，出世界冠军。我们应该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师资、器材、设施和多学科交叉方面的优势，充分认 识 大 学 生 的 心

理、生理特征和体力、智力优势，把部分有运动天赋和运动才能的大学生培养成为高水平

的运动员，这是时代赋予高等学校的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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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高等学校体育的基本途径

国家为我们规定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培育目标，但是，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体育的目的与任务都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通过

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为其提供具体途径，并实施相应的教学计划才能得以实现。
在我国的高等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有以下几种基本组织形式。

一、体育课程

体育课程是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高等学校体育教育的中心

环节，也是高等学校体育教育的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它为确保高等学校体育的目的和任务

的圆满实现提供了具体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均设置了体育课程，国务院教育部批准颁发的 《学校

体育工作条例》，《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明确规定：“普通高等学校

的一、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育课程……对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开设体育选修课程。”这一法规

为加强高等学校体育课程建设提供了人、财、物、时间、信息等方面的重要保证，将有力

地推动我国高等学校体育课程建设。
通过体育课程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逐步树立正确的体育观 念，了 解 体 育 的 基 本 知

识，掌握锻炼身体的基本技术，形成较强的体育意识，增强自身的体育能力，培养自觉坚

持参加身体锻炼的兴趣和习惯，接受潜移默化的良好品德教育，增强审美和创造 美 的 能

力，深刻领会体育教育与成才的内在联系，从生存、发展、享受等不同层次的需要上去理

解体育给自身和国家、民族带来的好处，学以致用，勇于实践，充分理解体育课程目标与

高等学校体育目标的一致性，把握参与体育课程学习的良好时机，努力完成体育课程的各

项任务，自觉地使体育与运动进入自己的生活，为成才和奉献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课余体育活动

高等学校的课余体育活动是体育课程的延续和补充，是高等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不可

分割的环节，它为实现高等学校体育的目的和任务提供了又一重要途径。课外体育教学是

学校体育的基本形式，其目的在于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同时可

以陶冶学生情操，丰富学生文化生活，发展学生个性，对于完成本课教学任务具有潜移默

化的作用。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来，许多高等学校倍加重视为课余体育活动注入

时代气息，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较大突破，已经收到了令人满意的实效。主要有以下几种

形式：
一是早操。早操即清晨运动，是每天起床后坚持的室外活动，是大学生合理的作息制

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坚持做早操，不仅是锻炼意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促进

身体健康的良好措施，也是每天从事脑力劳动的准备活动，它可以使神经兴奋，活跃生理

机能，形成良好的生理状态。早操活动时间一般以１５～２０分钟为宜。形式可以集体组织

与个人活动相结合。内容多以健身跑、广播操、打拳、健美操以及各种身体素质锻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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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早操课间活动。课间活动 （课间操）是文化课下课后在教室周围进行的几分钟轻

微活动或两节课后休息期间进行的体育活动。目的是活动躯体，进行积极性的休息，为下

一堂课的学习注入更充沛的精力。课间活动时间一般为３～１０分钟。形式以个人 活 动 为

主。以散步、广播操等为主要内容。
三是课外体育锻炼。课外体育锻炼是大学生结束一天课程学 习 后，利 用 每 天 下 午 第

七、八节课的时间，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搞好课外体育锻炼，可以

使大学生增强体质、增进健康、陶冶情操、丰富知识，达到身心完善、精神饱满的目的。
课外体育锻炼时间一般在１小时左右。形式以班集体、单项体育协会组织为主，也可以结

合个人锻炼，还可结合小型多样的竞赛活动。各校还可以从实际出发，因人、因地、因时

制宜地开展活动。
四是课余体育训练与体育竞赛。课余体育训练与体育竞赛是高等学校利用课余时间对

部分身体素质较好并有体育专长的大学生进行系统训练的一种专门教育过程，是实现高等

学校体育目的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它有助于提高我国大学生运动技术水平。参加不同层

次的竞赛，还能为学校培养一支体育骨干，有利于推动学校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目前

全国有很多大学组办了各个项目的高水平运动队。中学也试办传统体育项目的重点学校，
同大学挂钩，形成一条龙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学校。

五是全校性的运动会和体育节。一年一度的校田径运动会和体育文化节都把各个高等

学校的体育教育推到了本年度的高潮。以运动会为舞台给全校师生公平竞争的机会，在拼

搏中找寻个人的成功，在竞争中增强集体的凝聚力，每一次校运会体育文化节成功，都给

学校带来新的活力。
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中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在加深了对教育和体育的本质

与功能的认识之后，明智地作出决定，在自己学校的校历中，安排为期１０天到半月的体

育节，全校动员、宗旨明确、内容丰富、情趣高雅、组织严密、效果良好，有如盛大节日

一般。
六是野外活动。野外就是指山、河、湖、海、草原、天空等自然环境，野外活动就是

指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它是由活动环境、活动主题、活动内容构成

的。野外活动的内容主要可分为陆域、水域、空域。根据活动的范围可分为：陆地运动、
水上运动、冰雪运动、空中运动或称作新体育运动；按活动的性质还可分为：有竞技性的

活动、健身娱乐性活动、教育活动。野外活动是一项具有陶冶情操、强身健体、消除疲劳

等效能，深受青少年和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是其他运动所不能替代的有益活动。其活动特

点决定了它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因而已成为发达国家学校教育的内容和终身体育不可少

的部分。所以也应把推广野外活动列入我国学校体育之中，使之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培养青少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在提高整个国民素质诸多方 面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第六节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目标
——— 《全国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解读

　　２００２年，教育部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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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务院批准发布实行的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精神，制定了新的 《全国高等学校体育课

程教学指导纲要》，对大学体育课程目标作了详细的规定。
总体目标：增强体质、增进身心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总体目标将体质与健康分开叙

述，阐明了学校体育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增强体质依然是我国学校体育的主要目标

之一，但是，真正的健康是指学生的身心协调发展，将提高体育素养作为 总 体 目 标 来 阐

述，说明对体育的认识从过去 “身体发展的教育”转变为 “以运动为基础的教育”。以运

动为基础促进了人们对学校体育认识的深化，拓展了体育教育的领域：生物学领域、心理

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提高体育素养的内涵丰富，它以育人为最高目标，以知识技能为主

导，培养能力为重点，身心发展相协调，终身体育为方向。体育素养既包涵了身体的、心

理的素质，又突出了体育作为文化的一面。体育素养作为一种体育素质 或 能 力，应 该 包

括：认知要素、技能要素、操作要素、情 感 要 素。认 知 要 素：具 备 一 定 的 体 育 卫 生、环

境、保健、营养、养生知识，体质健康评价的常识，欣赏体育比赛的能力；技能要素：健

身运动技能、运动创伤处理能力、生存自救能力；情感要素：喜欢并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操作要素：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制定锻炼计划或运动处方，运动

创伤处理，评价和测量体质健康状况等。从终身体育的角度看，发展大学生的体育素养应

该成为体育课程教学的中心。
具体目标：《纲要》将大学体育课程目标划分为两个层次基本目标与发展目标；五个

领域：运动参与目标、运动技能目标、身体健康目标、心理健康目标、社会适应目标。
在层次上，大学体育课程要全面贯彻素质教育面向体现个性教育的原则，正视学生的

个体差异，在目标设置上体现了科学性。《纲要》将大学体育课程目标划分基为本目标和

发展目标两个层次。前者是根据大多数学生的基本要求而确定的，反映了课程目标的强制

性；后者则是针对部分学有所长又有余力的学生确定的，体现了课程目标的自由度。
在领域目标上，将体育课程目标从知识、技能、情感领域对体育课程的特点进行了扩

展，使大学体育课程目标更加具体，操作性更强。具体目标如下：
运动参与目标：形成自觉锻炼的习惯与意识，具备体育文化欣赏能力，能编制个人锻

炼计划或运动处方。
运动技能目标：熟练掌握两项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以及常见的运动创伤的处

置方法。
身体健康目标：能测试和评价体质健康状况，掌握有效提高身体素质、发展体能的知

识和方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具有健康的体魄。
心理健康目标：根据自己能力设置体育学习目标，自觉通过体育活动改善心理状态，

克服心理障碍，形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运用适宜的方法调节自己的情绪，在运动中体

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
社会适应目标：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以及体育活

动中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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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第一节　现代健康观

什么是健康？健康的本质是什么？这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人们

对健康的认知总是与对世界、对宇宙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世界、对宇宙的认识观

点不同，对生命、对人体的认识也就不同。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健康有不同的理解，并赋予

健康不同的内涵，不同的学科研究也从不同角度给予健康不同的界定。

一、现代健康观的内涵

现代健康观应以具有权威性的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为认识基础，不能单纯地从

人的生物性方面来考察健康问题，而应更全面、客观地从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来探讨

人的健康，争取健康和创造健康。以生物、心理和社会为基础的健康模式，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生物因素

人是一种生物。具有生物属性的人的健康必须是躯体结构与功能正常。一般来说，健

康会受到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如自然因素、体质因素、遗传因素等。
人对这些影响健康的生物性不利因素的行为反应有两种，一是适应，二是改造。人类

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增强与生物性健康环境平衡的能力和抵抗疾病的能力，这便是适应。
人通过掌握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主动地避免、控制和消灭影响健

康的不利因素，积极地预防与治疗疾病，通过各种形式的身体活动增强 体 质，这 便 是 改

造。
（二）心理因素

心理活动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健康应当包括心理健康，即

气质、性格、情绪、智力、心理年龄、心理活动等都应该处于一种正常状态。心理活动是

在生命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又通过情绪的中介作用，影响人体内脏器官的生物生

化变化。积极的情绪可增进健康，延缓衰老过程；消极的情绪则会损害健康。心理因素可

以致病，也可治病。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利于疾病的预防治疗和身体的康复。
（三）社会因素

构成人的属性是其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的健康的社会因素是指人具有正常的社会生活

方式与社会活动能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风格、习惯、职业、社交、婚恋、经历、
地位、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积极的社会因素能促进人的健康，消极的社会因

素可导致疾病。社会因素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一些中介因素导致疾病和影响健康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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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工业生产的迅猛发展，本应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但如果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而

忽视环境保护，使工业废物过多地进入生态环境，将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
对社会因素所导致的疾病，主要靠改变社会条件来防治。人对于社会因素造成对健康

的危害，不能采取被动 的 行 为———适 应，而 应 是 采 取 主 动 的 行 为———不 断 地 改 造 社 会 环

境，消除社会致病因素，积极争取健康。

二、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人类已跨入知识经济的新世纪，在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新世纪里，拥有大批高素质的人

才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健康的体质是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物质基

础，是高素质的人才成才的物质基础，“健康第一”是新世纪合格人才和提高人类生活质

量的新理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正沿着文化———科学———经济———健康———长寿这个文化

历史的轴心，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人类对健康的认识过程也在由过去的 “疾病学”向 “健
康学”的方向发展。２１世纪的国际竞争，就是高素质的国民和专门人才的竞争。没有高

素质的国民和专门人才，就 很 难 占 领 激 烈 竞 争 的 制 高 点。所 谓 高 素 质 的 人 才，就 是 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健康是人一生关注的永恒主题。树立 “健康第一”的理念，将对人类的发展和社会进

步，对我国在新世纪的改革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健康是人类最宝贵的社会财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基本 要 素。判 断 身 体 健 康 与

否，并非单指机体有无疾病而言。健康是指包括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诸多方面因素所

维持的平衡状态。目前多数学者同意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健康乃是一种在身

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能力，而不仅仅是没 有 疾 病 和 衰 弱 的 状 态。”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身心健康，或者说一个人只有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良好和

道德健康四方面都健全，才是完全健康的人。

一、心理健康的标志

人的心理意识是客观现实在大脑中的反映，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意志、
气质、性格、能力等都是人脑反映客观事物不同形式的主题活动。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教授

说：人类的心理是物质发展到人或人脑这种高级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机能，是人脑高度

组织起来的物质所特有的一种运动形态。
那么作为人类健康重要内容之一的心理健康又具体包括哪些主要标志呢？

（１）认知能力正常，没有精神性认知障碍。认知能力是人的基本能力，是心理健康的

基础，也是衡量心理健康的首要标准。一个心理健康的人，首先必须认知能力正常。
（２）情绪稳定，积极愉快。
（３）有健康的理想和价值观。
（４）个性 （人格）健全，情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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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人际关系和谐。
（６）自我评价恰当。
（７）对困难和挫折有良好的承受力。
以上七个方面是心理健康的标志，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

二、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

调查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者占绝大多数，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总体

状况是良好的。
精神方面的内容包括精神状态、心理变化、感情波动、意志、毅力等。在漫长的人生

道路中，人们会遇到许多挫折，过分的喜怒哀乐悲恐惊都可危害健康。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大学生中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正在增长，患者人数不断增加，病种不断

扩大。
大学生常见的心理疾病包括：
（１）神经官能症。又称神经症，是由精神因素造成的常见病。它在神经系统上并没有

器质性病变，但却是既有精神性症状，又有躯体性症状的一种心因性疾病。主要包括神经

衰弱、焦虑症、强迫症、癔病、恐怖症、疑病症和器官性神经症等。
（２）心身疾病。是指那些主要或完全由心理和社会因素引起的、与情绪有关的躯体疾

病。这些疾病一般在身体的生理机能或组织结构上有明显的损害，所以也称心理 生 理 障

碍。如因长期焦虑、恐惧、忧愁、愤怒 等 消 极 精 神 影 响，诱 发 胃 溃 疡、高 血 压、偏 头 痛

等。
（３）精神分裂症。大学阶段是精神分裂症的易发时期。主要表现为精神活动分裂，即

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和个性特征全面分裂与失调。精神分裂症种类很多，大致

有单纯型、青春型、紧张型、偏执型 （妄想型）、潜隐型、残留型、衰退型和其他如急性

发作及非典型精神分裂症等。在大学生中常见的为单纯型与青春型。

三、体育运动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运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促进入的心理健康，消除人的消极情绪 （包括抑郁、消

沉、悲伤、疲惫、沮丧等），培养人的积极情绪，满足人的心理需要，使人保持精神上的

愉悦。运动对心理的保健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运动能提高人的心理素质，增强自信心，克服自卑感。运动中你能体会到成功的

喜悦和失败的沮丧；进步的欣慰和失误的悔恨，这对磨炼自己，增强心理承受能力有着积

极的作用。一些技巧性的运动，如平衡木、单双杠、跳马等项目，有助于人们克服害怕风

险、害怕失败的胆怯心理，培养人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需要耐力或爆发力的运动、如

长跑、游泳、举重等，可以锻炼人的意志；跨栏、跳高、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可以培

养人果断的性格；而棋类、太极拳、散步、慢跑等缓慢、持久、柔和的运动，则有利于增

强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稳定人的情绪。
（２）运动具有宣泄功能，在身体活动时你可以释放内心压抑，忘却烦恼。大量的实验

也表明，运动可以释放人的心理能量，促使人的心理平衡，同时也给你带 来 身 心 上 的 愉

悦。人在社会生活中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运动使人从所遭受的逆境压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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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出来，人在直接参与或观看这些运动的过程中，情感得到宣泄。特别是足球运动对于

人的情感的宣泄有着十分明显的作用。
（３）运动可以增强社会交往能力，改善人际关系。通过运动尤其是户外运动，人与人

之间相互沟通，增进了解、增加交往。
（４）运动可以调节人的生活。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生存环境中，面对单调而繁忙的工作

和学习，参与运动或观看竞技比赛，可以使你的生活得到有效的调节，消除精神疲劳，丰

富生活且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５）运动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需要。人的心理需要多种多样，其中，自我价值的实

现是人的一种高层的需要。自我价值的实现，可能在事业上或生活中难以达到，在运动的

过程中人们可以充分开拓自己的固有潜能，走向自己所能达到的高度。运动给参加者以强

烈的情绪感受。从另一个角度实现了参与者的自我价值，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运动对人体的长期益处总结为：可降低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如心脏冠状动脉类疾病、

糖尿病、骨质疏松、结肠癌、高血压和中风。有助于提高人体抵抗精神疲劳、较好地适应

和调整应激、降低焦虑、提高睡眠。对维持自尊、自信和自重等良好心理状态，享有较高

的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总之，体育疗法能够改善情绪，调节精神状态，促进

身心健康，是大学生心理保健的一剂良药。

第三节　体育运动对身体机能的作用

身体机能是指人体在新陈代谢作用下各器官系统工作的能力。运动锻炼可以提高各器

官系统的机能，尤其是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
（一）运动能改善和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工作能力

第一，使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人脑是人体的最高指挥部，人体的一切活动的指令

都是由大脑发出的。大脑只占人体重的２％，但它需要的氧气却要由心脏总流血量的２０％
来供应，比肌肉工作时所需血液量多１５％～２０％。进行体育运动，特别是到大自然中去

活动，可以改善大脑供血、供氧情况，促使大脑皮层兴奋性增加。此外，体育运动是以肌

肉活动为核心，要完成任何一种锻炼活动，相应的肌肉都得有规律而协调地收缩，这不仅

要求肌肉有一定的力度，而且对动作的幅度、动作的速度和动作的节奏都有要求，这些实

际上都是在神经系统的调节和控制下完成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对神经系统是一个很好的锻

炼，使兴奋和抑制、传导和反应等都能得以改善，表现为大脑皮层神经过程的兴奋性、均

衡性和灵活性提高，反应的潜伏期缩短，大脑及神经系统的机能改善，使经常运动的人精

力充沛，动作敏捷，思维灵活。
第二，解除疲劳和精神紧张，改善睡眠。经常参加运动的人，由脑垂体产生一种称为

乙种内啡呔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增加对疼痛的耐受性，它还能降低血压，抑制食欲，并给

运动者以愉快和健康的感觉。
第三，防止脑动脉硬化，维持大脑良好的血液供应。脑动脉的硬化是由于血液内胆固

醇含量过高所致。科学研究证明，体育活动可使血液总胆固醇含量降低，尤其是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降低，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从而清除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防

止动脉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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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提高体温调节中枢的机能，增强人体耐寒耐热的能力。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既不

畏冰天雪地的严冬，也不怕炎热的酷暑，这是因为运动中神经系统的调节能力会 得 到 改

善，特别是体温调节中枢的机能会加强。在寒冷的环境中进行锻炼，由于下丘脑产热中枢

的兴奋，提高了机体的产热过程，同时皮肤血管收缩使散热减少；而在酷热的环境中进行

锻炼，下丘脑散热中枢的机能加强，可使机体散发更多的热量，以便维持正常体温。
（二）运动能改善心血管系统的形态结构和机能

第一，提高心肌利用氧的能力。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可以使心肌兴奋性增高，收缩力

加强，冠状动脉扩张，血流改善，心肌利用氧的能力提高，从而使心脏的功能得以加强。
运动时，由于肌肉的活动，心脏的工作量增加，心肌的血液供应和新陈代谢加强，心肌纤

维增粗，心壁增厚，心肌中的毛细血管口径变大，数量增多，供血量相应加大，使心脏具

有更大的收缩力，同时使心脏增大。一般人 心 脏 重 约３００克，运 动 员 可 达４００～５００克。
这种心脏增大称为功能性心脏增大。

第二，提高心力储备。坚持运动，可以提高人体的心力储备，增进健康。心力储备是

指心输出量率 （每搏输出量Ｘ心率）随人体代谢需要而增加的能力，它包括每搏输出量

和心率可以发生的最大、最适宜的变化。心脏的良好心力储备表现为长期坚持运动者安静

时脉搏频率低，为４０～６０次／分钟 （一般人安静时为６０～８０次／分钟），在运动时脉搏频

率升高少，紧张活动时脉搏频率升高很多，运动后脉搏频率能较快地恢复到安静状态。动

物实验证明，体育运动能影响营养心脏的血管，使冠状动脉口径增粗和重量增加，心肌的

毛细血管数量增加，增强心肌供血、供氧能力，使其收缩更为有力，功能增强。
第三，降低血脂，减少心血管病的发生率。美国学者对５９名马拉松赛跑者、８５名健

身跑者和７４名不运动者 （年龄为３５～３６岁）进行血液化验，发现马拉松赛跑者每１００毫

升血液中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是６５毫克，健身跑者为５８毫克，不运动者为４３
毫克，说明跑步者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含量高于不运动者，而这种物质有保护心脏、防止

心肌梗塞的作用。中国学者研究发现：一组５０～８９岁经常练习太极拳的老人，血压平均

为１３４１／８０毫米汞柱，而同年龄不运动组，血压平均为１５４５／８２７毫米汞柱，运动组明

显低于不运动组。
（三）促进物质代谢，改善消化系统的功能

经常参加体育运动，能量的消耗就比平时多，新陈代谢也旺盛起来。这些消耗的能源

物质要通过饮食来补充，于是促进了消化机能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运动时呼吸加深、
加快，与呼吸有关的呼吸肌 （如膈肌和腹肌）的活动也大大加强。膈肌上下移动和腹壁肌

肉前后活动，对胃肠起着一种很好的按摩作用，这不仅改善了消化系统的血液循环，而且

帮助了胃肠的蠕动，对提高消化机能、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是很有利的。这些就是经常

锻炼的人所以吃得多、消化得好的原因。
体育运动促进了人的消化机能，而消化机能的提高又给肌肉工作创造了更好的物质基

础，人的体质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一天天强壮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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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学生道德与健康

一、什么是道德健康

道德健康是指人的信仰、品德、情操、人格等处于积极向上、高尚和完善的状态。

二、道德健康的基本特征

（１）有健康、积极向上的信仰。良好的信仰是形成道德健康的基石。一般来讲，信仰

的形成，世界观的确立，是经过了较长时期的思想活动、心理活动、生理活动和社会活动

而取得的，这些活动本身就促进了人体的健康与发展，同时，健康、积极向上的信仰又不

断促进人体健康的多种因素的发展，形成更完善的人体健康发展体系。这是道德健康的主

要特征。
（２）具有高尚的品德与情操。道德健康者往往体现在品德与情操的高尚上，以奉献为

乐，助人为乐，不计较个人得失，心胸开阔，不存在精神上的空虚和道德上的危机，任何

时候都是表里如一，精神可嘉，思想境界高。
（３）有完美的人格。道德健康者的人格是完美的，有很好的做人准则，不两面三刀，

不搬弄是非，不自私自利，不为难他人，吃苦在前，享受 在 后，对 生 活 和 事 业 充 满 信 心

等。

三、道德健康的基本标准

（１）有坚定而完美的人格信念。人格信念实际上是做人的准则，不只 是 停 留 在 口 头

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
（２）作风正派，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是遵纪守法的基础。具备这种素质的人不仅是道

德健康的体现，而且更有利于促进身体健康。
（３）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善于坚持真理的人，心里踏实，具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

心，并且能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这是道德健康的重要方面。
（４）努力工作，乐于奉献。道德健康者时常把工作放在重要 的 地 位，不 计 较 个 人 得

失，以勤奋为本，以奉献为乐。
（５）严于律己，团结群众。严格要求自己，宽以待人，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时常能赢

得群众的欢迎。有这种品格的人善于团结群众，能获得一种健康的心理满足。
（６）生活简朴，以苦为乐。不追求奢侈的生活，不企 求 得 不 到 的 东 西。只 要 思 想 充

实，精神富有，再简朴、艰苦的生活都能充满乐趣。
（７）对社会、朋友、家庭要善于承担责任。道德健康的重要一点就是有责任感，损公

利己、坑害朋友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也更有害于自己的健康。
（８）善于学习，努力进取。道德健康者是不满足于工作与学习的现状的，善于从经验

中学习，有改造世界的决心和信心，能不断攀登事业的高峰，在前进中获得满足，获得健

康。
（９）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是做人的重要准则，不谦虚的人 最 后 总 是 没 有 好 结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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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它还会影响个人的健康。
（１０）容纳他人的进步与发展。品德高尚的人不仅要能与人共事，更重要的是能促进

和容纳他人的进步与发展，不认为他人的进步与存在是对自己的不利。

第五节　大学生情绪、性格与健康

情绪是人体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当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的时候，便产生

积极肯定的情绪，如愉快、高兴等；当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或与本人的需要相反的时候，
便会产生消极或否定的情绪，如愤怒、忧郁等。

当人产生消极的情绪时，人体内部器官、系统功能失调，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内分

泌功能失调。如人在发怒时，交感神经活动相对亢进，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增多，引

起心动过速、血压升高、胃肠活动抑制、消化液减少、免疫功能下降等。长期情绪不好，
很容易引发 “心身疾病”，如冠心病、阵发性心动过速、心率紊乱、高血压、胃及十二指

肠溃疡、神经性头疼、过度换气症等。人在恐惧时，可以使意识变窄，判断力、理解力降

低，甚至丧失理智和自制力，造成正常行为的瓦解。
积极肯定的情绪体验，有利于心理健康。情绪可以影响和调节人的认知过程与活动效

率。良好的情绪有助于发挥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困难。我们经常体会到，在积极良好

的心境中学习和工作，记忆效果好，思路开阔，思维敏捷，解决问题迅速准确。情绪可以

影响和协调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人通过各种表达情绪、情感的手段传递信息，情绪同语

言一起或单独地调节人际行动，是人们彼此联系的纽带。在良好的情绪中，人们容易相互

接纳，彼此喜悦与亲近，能创造和谐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那么，如何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清人生的意义，树立远大的理想，热爱生活。学会客观地

认识和分析事物，提高自我修养，不沉湎于日常琐事，培养忍耐性，加强意志锻炼，用理

智调节烦恼，控制消极情绪。要做到 “喜而不狂，悲而不伤”。
（２）人贵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优点、成绩不可沾沾自喜、盛气凌人，对失败、错误

要勇敢面对，积极寻求克服的办法，绝不能消极悲观、自暴自弃。要多看别人的优点，严

于律己，宽以待人，学会谦让，不要嫉妒。
（３）培养幽默感。幽默是将两种不同的事件豁然串通起来，让人产生惊奇和有趣的感

觉。要学会运用幽默，从而放松紧张心理，释放压抑情绪，摆脱窘迫场面，缓和气氛，减

轻焦虑和忧愁，使烦恼在笑声中消逝。
（４）调整 “现实我”与 “理想我”的差距。理想目标较低，虽 容 易 实 现，但 不 能 满

足；理想目标太高，难以实现，会有挫折感。要从自己的实际条件出发，调整理想目标，
或把总目标分解为几个子目标，通过努力能够一个一个地达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５）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全身心投入到锻炼中。体育锻炼有助于丢掉烦恼，消除紧张

忧郁，缓解思想压力，使人神采飞扬、愉快向上。
（６）增加愉快生活体验。多回忆愉快的往事，善于从光明的一面去观察事物，有利于

克服不良情绪。
（７）多方位观察事物。很多表面看会生气的事情，如果从另一角度去看，就会发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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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正面的积极意义。
（８）注意力转移。当存在不良情绪时，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做一些感兴趣的事情，

如听音乐或看电视等，从而遏制不良情绪。
（９）合理宣泄。情绪不好时，可以找知心 同 学、老 师、家 长、朋 友 等 倾 诉 内 心 的 苦

恼，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这样心情就会平静，“怒则即泄，气则即消”。
（１０）语言调节。通过一些富有哲理的语言来调节，如林则徐墙上挂有 “制怒”条幅，

当要发怒时，可以利用这个警句来提醒自己，约束自己。
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性格特征也很独特。据心理学家研究表明，

大学生的性格特征总的轮廓是趋于开朗、乐观、好强、积极、严肃、负责。
心理学家的调查证实，大学生的主体性格特征是良好的，但也有一些同学存在不良性

格的表现：有的对祖国缺乏感情，个人至上，自由散漫，缺乏真诚，粗暴无礼；有的懒惰

敷衍，粗心马虎，浮华不实，挥霍浪费；有的自命不凡，自傲自大；有的盲目冲动，任性

固执，不能自控；有的喜怒无常，情绪波动剧烈；有的自卑怯懦，羞怯软弱；有的孤僻闭

锁，离群索居，敏感多疑，抑郁焦虑等。
性格因素是大学生整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成才、成功的重要的非智力因

素，更是大学生的健康因素。良好的性格因素能促使人主动适应社会，关心集体，尊重他

人，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与社会和集体保持和谐的关系，使工作和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良好的性格因素能促使人正确评价自己，正确对待他人，既不夜郎自大、目中无人，也不

妄自菲薄、自惭形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烦恼；良好的性格因素能促使人持恒有常，饮食

起居有节有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充沛的精力，这些都是保持身心健康的前提。
良好性格因素中的情绪特征更是与身心健康息息相关，大喜大悲给人带来的危害和造成的

人间悲剧，不仅仅见诸文学作品，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因过分压抑郁闷，暴躁性急，
引起身体机能紊乱、衰减，导致疾病缠身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

性格制约着气质，性格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蔽或改造气质的特点。良好的性格特

征可以改变气质的某些消极方面。例如，自制力强的大学生可以克服自己急躁、易冲动的

缺点；强烈的责任感可以使比较抑郁的大学生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改革与建设之中。性格还

制约能力的发展。良好的性格特 征，如 强 烈 的 事 业 心、进 取 心、坚 定、勤 奋、认 真、谦

虚、细心是能力发展和事业成功的催化剂；不良的性格特征，如不思进取、敷衍、骄傲甚

至马虎粗心，则是能力发展和工作顺利的绊脚石。
渴望成才的大学生，必须自觉进行良好性格的培养，努力克服不良性格。性格主要是

通过人的生活实践，在外界生活条件和人的心理活动的相互作用下培养和形成起来的。因

此，大学生应当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把知、信、行统 一 起 来，把 理 论 与 实 践 结 合 起

来，不仅要在顺利的情境中锻炼自己，更要在遭受不同程度挫折的逆境中磨练自己。在实

践中发展良好性格特征，转化和克服不良性格特征，保持身心健康，顺利成才。

第六节　大学生生活环境与健康

人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们是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１）自然环境：指天然形成的水、空气、土壤、阳光等生态系统。它们是人体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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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基础，对人体健康有促进作用。
由于工农业生产和人们集居生活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当前，环境问题已受到全世界的

普遍关注，人们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如臭氧层保护、生态保护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

环保意识，加强保护与改善环境的责任感，建立有益于环境的行为。
（２）社会环境：指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对人

体健康有重大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劳动条件 越 来 越

好，物质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
由于环境问题是一个相当宏观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全面而详尽地论述，只能就与大学

生健康有关的校园环境加以分析。校园环境就其根本属性而言，它是属于自然环境和人为

环境的结合体。
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大学生们不仅需要在宿舍内起居、劳作和休息，还需要眺望室

外，欣赏自然景色，以消除疲劳，恢复精力、体力和视力。同时也需要漫步在校园内，接

受阳光、山水、花木的抚慰，领略人们自身创造的美。因此，校园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
大学生活是一种集体生活，一个宿舍多人居住，因此，宿舍空气的清洁状况成了一个

很突出的问题。若是不注意宿舍卫生，长期居住在通风不良、空气污染严重的条件下，人

们会感到食欲不振、疲劳、头晕、恶心，且易患各种呼吸系统疾病等，有损健康。
声音与健康的关系也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大学生宿舍建设中也有一个声音问题。悠扬

悦耳的乐曲能使人心旷神怡，消除疲劳，亦是促进健康的环境因素。而非周期性振动发出

的声音———噪声则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容易引起失眠、疲劳、头昏、记忆力衰退、烦

躁不安等症状。

第七节　大学生人际关系与健康

大学生人际关系交往危机主要是指作为在校大学生与他人相处和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

的不适、自闭、逃避、自恋、自负以及难以调和与他人关系的不良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
造成大学生人际关系交往危机的原因很多，但大学生在交往中存在一些人格缺陷和不良个

性特征是引发大学生人际关系交往危机的主要原因。

一、引发交往危机的不良个性心理特征

自我封闭：受成长环境的影响，这些学生表现为不愿与他人交往，喜欢独来独往，不

合群。
自我否定：这类同学表现得较为自卑。进入大学后，由于在学习、社交、社会工作、

经济、家庭乃至相貌等方面感到不如人，有强烈的失落感，缺乏乃至丧失自信心和进取精

神。
自我欣赏：这类学生自我感觉特别好，喜欢抛头露面，在 各 种 场 合 都 希 望 自 己 是 中

心，对别人的反感缺乏敏感。
盛气凌人：这类学生往往有较好的成长经历，一直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宠儿，走进

大学后仍然被过分关注，因而在心理上形成了优越感，肯定自己，否定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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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往危机的心理及行为表现

不善交往：由于不善交往和不主动与他人交往，这类学生感到孤独，自我心理压力较

大，生活态度不乐观，遇事从坏处着想，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或过于自负，对同学和老

师的话过于敏感，容易导致心理疾病。
交往不善：这类学生不是不会交往，而是在交往的方式、态度等方面把握不好。因为

较为关注自己，对别人的感受不在意，甚至以伤害别人为乐趣。缺乏基本的道德修养，不

尊重别人，比较霸气，自我定位高，易于引起他人反感。
一般来说，大学生是容易交往的，多数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熟悉、了解，便可

以融入新的人际关系。但是由于阅历、知识、经验、技巧的缺乏和不足，在人际关系中也

往往会出现一些障碍，既影响身心健康，又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因此，必须选取正

确的出发点，克服障碍。
首先必须态度端正，做到：（１）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评价自己，正确评价他人，既

不自傲，又不自卑，积极热情，谦虚谨慎。（２）努力了解和认识他人，要有交往的愿望和

行动。（３）与人交往要坦诚，平等待人，对人要宽容。（４）心胸开阔，宽宏大量，不因无

原则的纠纷而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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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学生的身体锻炼

身体健康是指运用各种身体练习和方法，以健身为主要目的的身体活动。一般来讲，

竞技体育项目都具有竞技、健身、娱乐等多种属性的特点，但身体锻炼的目的、对象、内

容等多方面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表３１能反映出两者间的不同。

表３１ 身体锻炼与竞技体育

项目 身体锻炼 竞技体育

目的 强身健体，追求身心健康的实际郊果 提高技术水平，创造优异成绩

对象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 各类、各层次运动员

组织形式 灵活多样，个人或集体均能进行
在教练员的指导下，按严格的规则进行训练或比

赛

内容
按参加 者 的 兴 趣、爱 好、能 力，自 己

选择
以正式比赛项目为主

运动负荷 以对健身有益的适当负荷为主 以提高运动成绩，有效的大强度负荷为主

效果评定
用自我 测 定 的 手 段，以 客 观 和 主 观 指

标为标准

以提高技术水平、取得优异成绩为标准，并被公

众所承认

身体锻炼的作用：
促进青少年的正常发育和健康成长，使成人保持旺盛的精力。促进人体形成良好的体

型、健壮的体格，增强体质。陶冶情操、培养意志，促进人的心理健康。调节情感，丰富

精神生活，使身体得到积极的休息，精力充沛。
身体锻炼的内容：
（１）健身运动：是指为增进健康、增强体质而从事的身体锻炼。其目的和内容大致可

分为强壮身体、松弛肌体和治疗疾病三方面。
（２）健美运动：是为了人体的健美而进行的身体锻炼。通过健美锻炼可增强体质、发

达肌肉、改善体型、增进健康。同时还能培养审美能力和身体的表现能力。
（３）娱乐休闲体育：是为了调节精神、丰富文化生活而采用的体育活动。这类活动能

使人身心愉快，减轻学习、工作压力而产生的疲劳，既锻炼了身体，也陶冶了情操。

身体锻炼的基本原则：
一是自觉性原则；二是适量负荷、循序渐进原则；三是持之以恒原则；四是自我健康

状态的评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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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增强心、肺功能的耐力身体锻炼

耐力是指人体长时间有节奏地进行肌肉活动的能力。耐力素质是人体体能的重要素质

之一。发展耐力素质可采用有氧锻炼和无氧锻炼两种方法，前者主要用于增强心肺功能，
以健身为目的，而后者主要用于发展保持快速跑的能力，以提高运动成绩为目的。

有氧耐力锻炼是指肌肉组织维持长时间大量的氧气供应，而不引起显著的乳酸堆积的

锻炼，在运动过程中，耗氧量达到肌体最大耗氧量的４０％～６０％，肌肉中的能量代谢以

有氧代谢为主。有氧锻炼的目的是使身体在一定时间内加大吸氧量，这时锻炼者会快速吸

入大量空气，加快氧气与二氧化碳的气体交换，以便使身体的各部位都能得到氧的供应。
因此，吸氧能力的大小，直接反映出人体的心肺功能情况。

有氧耐力锻炼持续时间最少应在５分钟以上，一般多为１５～６０分钟，心率一般控制

在１２０～１４０次／分钟。

一、有氧锻炼对心肺功能的影响

（１）安静时的心率减慢，每搏输出量增加，使心脏得到充分的休息。经常进行有氧锻

炼的人，在运动时能提供更多的心输出量来满足运动需要。
（２）安静时呼吸频率降低，肺活量、最大通气量等增加。运动时吸入空气量大，能提

供充分的氧供身体使用。
（３）长期的有氧耐力锻炼可使脂肪代谢更加活跃，利用脂肪供能的能力提高，不仅可

以有效地控制肥胖，还能使血液内甘油三酯含量下降，高密度脂蛋白含量增加，能防治动

脉硬化引起的冠心病等疾病。

二、提高心肺功能的有氧锻炼方法

（１）健身步行

健身步行是一种最简便易行的健身方法，目前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健身步行最

好安排在清晨或晚上睡眠前，每天进行一次，每周至少５次。
步行的正确姿势是：抬头，目视前方，略挺胸收腹，步伐自然、轻松、有节奏，呼吸

自然，身体的重心落在前脚掌。
正常速度步伐：大致每分钟走８０～１００步，每次２０～３０分钟。
快速步行：其速度为每分钟走１００～１３０步，每次最少２０分钟。
步行锻炼应根据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具体情况制定出锻炼计划。
步行运动量的大小是否合适，可通过测量脉搏跳动次数来评定，一般步行１０分钟后

测一次脉搏跳动次数 （可停下原地踏步测量），就可知道是否符合自己锻炼的预定心率数。
在步行结束后５～１０分钟内，再测量一次，这时一般心率应恢复到比运动前多１０～１５次／
分钟。如超过１００次／分钟，说明步行的运动量偏大，应作调整。

（２）健身跑

健身跑是提高人的体力和心肺功能最好的锻炼方法之一，适用于男女老少。如今，健

身跑作为一种 “心肺健康之路”而风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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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跑的特点是要消耗大量氧气，跑步时吸入的空气量比安静时高出数倍，使肺部得

到充分活动，可提高人体携氧及利用氧的能力。实验证明，受过 良 好 训 练、体 力 强 壮 的

人，在进行大强度的运动时，呼出１６％的氧，而吸收消耗的氧多达５％，而一般的人能呼

出１７％的氧，被吸收消耗的氧仅有４％。

美国科学家经过多年的实验，研究制定出了１２分钟跑测试标准 （见表３２、表３３），

它简便、科学，已为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它既可了解本人的体力水平，又是日常锻炼的有

效手段。

表３２ 男子１２分钟跑测试成绩评分表

体力级别 ３０岁以下 ３０～３９岁 ４０～４９岁 ５０岁以上

１ 极差 １６００ （ｍ）以下 １５００ （ｍ）以下 １４００ （ｍ）以下 １３００ （ｍ）以下

２ 差 １６００～１９９９ （ｍ） １５００～１７９９ （ｍ） １４００～１６９９ （ｍ） １３００～１５９９ （ｍ）

３ 稍差 ２０００～２３９９ （ｍ） １８００～２１９９ （ｍ） １７００～２０９９ （ｍ） １６００～１９９９ （ｍ）

４ 好 ２４００～２７９９ （ｍ） ２２００～２５９９ （ｍ） ２１００～２４９９ （ｍ） ２０００～２３９９ （ｍ）

５ 很好 ２８００ （ｍ）以上 ２６０ （ｍ）以上 ２５００ （ｍ）以上 ２４００ （ｍ）以上

表３３ 女子１２分钟跑测试成绩评分数

体力级别 ３０岁以下 ３０３９岁 ４０４９岁 ５０岁以上

１ 极差 １５００ （ｍ）以下 １４００ （ｍ）以下 １２００ （ｍ）以下 １０００ （ｍ）以下

２ 差 １５００～１７９９ （ｍ） １１００～１６９９ （ｍ） １２００～１４９９ （ｍ） １０００～１３９９ （ｍ）

３ 稍差 １８００～２１９９ （ｍ） １７００～１９９９ （ｍ） １５００～１７９９ （ｍ） １４００～１６９９ （ｍ）

４ 好 ２２００～２５９９ （ｍ） ２０００～２３９９ （ｍ） １８００～２２９９ （ｍ） １７００～２１９９ （ｍ）

５ 极好 ２６００ （ｍ）以上 ２４００ （ｍ）以上 ２３００ （ｍ）以上 ２２００ （ｍ）以上

健身跑的运动量测定，可在跑步５～６分钟后采用测量脉搏的方法来测定。对于每一

个年龄段，都有一个相应的较佳的脉搏数区间来表示。（见表３４）

表３４ 跑步、年龄、运动量对照表

年龄 脉搏数 （次／分钟） 年龄 脉搏数 （次／分钟）

２０ １４０～１７０ ４５ １２３～１４９

２５ １３７～１６５ ５０ １１９～１４５

３０ １３３～１６２ ５５ １１６～１４０

３５ １３０～１５７ ６５ １１２～１３５

４０ １２６～１５２ ７０ １０５～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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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强壮、健美的力量性身体锻炼

一、发展力量的身体锻炼对人体的作用

第一，使肌肉发达、有力。力量性锻炼可使肌肉发生质的变化。运动能使更多的肌纤

维参加收缩和放松活动，肌肉毛细血管的血液量增多，可加强肌肉细胞营养代谢能力，使

肌肉产生更多的肌酸，肌酸能促使核糖核酸的合成，并与氨基酸、多糖和脂肪结合成不同

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使肌肉细胞体积增长，肌肉纤维横切面增大。这就是肌肉越练越发

达的基本原因。
第二，使人体的体形匀称、健美。人体的美在很大程度上与肌肉的强健、丰满有关，

调查研究证明，运动 员 的 肌 肉 占 人 体 体 重 的４５５５％，而 一 般 人 的 肌 肉 只 占 人 体 体 重 的

３０％～４０％。一个体形健美的人，肌肉必定匀称，男性体格魁梧，肌肉壮实；女性丰满圆

润，富有曲线美的人体特征。通过力量性的锻炼，可使男性和女性这些特征很好地体现出

来。
第三，增强全身各系统的功能。力量性锻炼要求有一定的运动负荷，经常进行锻炼，

除对运动系统的影响外，对心肺功能、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等都有很好的影响。运动消耗

了大量的能量，肌体需要更多的营养补充，消化功能随之得到加强。另外，力量性练习在

中枢神经的统一指挥下进行，要求保持较好的均衡、协调和灵活性，这样也提高了中枢神

经的功能及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
第四，为其他运动打下了基础。力量素质是反映人的体质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同时也

是各项运动的最基本的素质之一。从事各种项目的运动员，都很重视力量性练习，并把力

量性练习作为提高运动成绩的重要手段。

二、强壮、健美身体的力量性锻炼方法

人体的肌肉共有５００多块，每块肌肉都有其特有的功能。一个动作的完成，实际上是

与此运动相关联的肌肉群的收缩和放松活动。因此，每次锻炼要有针对性地对特定的肌肉

群进行锻炼。
（一）力量性锻炼的种类

（１）克服外部阻力的练习：通过各种器械及克服弹性物体 阻 力 的 练 习，如 杠 铃、哑

铃、实心球、沙袋、拉力器、橡皮筋等。
（２）克服本身体重阻力的练习：如引体向上、俯卧撑、双臂屈伸、跳跃等。
（二）力量性锻炼的不同手段

（１）不同的练习速度：发展爆发力的锻炼，应采用快速度进行重复练习，在一定的时

间内，重复的次数越多，对提高爆发力的效果越好。而在健美锻炼中则要求动作平稳，速

度适中，始终要有控制重量感，不能借助任何惯性，只能靠肌肉收缩完成动作。
（２）不同的动作结构：做同一动作，如果采用不同的结构，其锻炼效果是不一样的，

如推举，采用宽推，能发展斜方肌和三角肌等肌肉；采用窄推，能发展肱三头肌和三角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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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不同的呼吸方式：在发展最大力量的锻炼中，通常是在憋气过程中完成动作的。
在健美锻炼中，一般采用呼吸方式，即肌肉收缩用力时吸气，在肌肉放松时呼气，这样有

助于氧气的充分供给，防止头晕和休克。
（４）不同的意念：发展力量的锻炼，不应在意念上下功夫，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完成

动作结构上，而健美锻炼则要求注意力集中在某块肌肉或某肌肉群上，这样往往能突出这

块肌肉的锻炼，获得较满意的效果。
（三）力量性锻炼应注意的问题

（１）练习前要做好准备活动，根据自己的体力等条件选择适合的起点，防止肌肉和关

节损伤。
（２）循序渐进增加负荷，练习时逐步而合理地增加负荷重量，由轻到重，速度上也应

由慢到快，可采用一定重量一增加次数和组数一增加重量一再增加次数和组数一再增加重

量的方法进行。
（３）练习中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在进行大重量的杠铃练习时，一定要在有

保护的情况下进行，这样既能防止伤害事故，同时也能保证动作的正确合理。
（４）每次练习要充分地做放松整理活动，以提高肌肉的弹性和协调性。

第三节　消除紧张的放松身体锻炼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追求高效率、高节奏的工作方式。由此，人们越来越感

受到精神上、体力上的压力，以致造成过度的紧张。

一、紧张的表现形式

紧张的表现可分为生理性紧张和心理性紧张。生理性紧张主要是指肌肉速度的疲劳，
并由此造成局部疼痛现象。心理性紧张主要是指由于外界刺激而引起的精神方面的负面反

应，如烦躁、焦虑等。无论生理性紧张还是心理性紧张，如果长时期持续下去，不仅要影

响人们正常的工作学习，更重要的会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人们的身体。因此，在当今充满竞

争的现代社会里，消除紧张的方式和方法是人们迫切需要的。

二、消除紧张的放松身体锻炼方法

消除紧张的放松身体锻炼主要是通过运动使大脑皮层产生抑制冲动的刺激，并传递到

肌肉，使肌肉纤维得到伸展，避免紧张的肌肉过多地收缩，使其尽可能地放松。消除紧张

的放松身体锻炼的方法很多，下面重点介绍身体主要部位的放松锻炼方法。
（一）颈部

大学生由于经常长时间看书、写字，往往会出现脖子酸胀、僵硬等症状，造成颈部肌

肉的过度紧张。颈部肌肉中，最容易疲劳、紧张的肌肉是斜方肌和胸锁乳突肌。
斜方肌的放松方法：
第１节　自然站立，双肩放松，颈部慢慢地向前、后伸屈，然后再向左、右伸屈，到

最大限度时，维持３～５秒钟，然后还原，重复３次。
第２节　自然站立，双肩放松，颈部慢慢地向左转动，转到最大限度时维持３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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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再向右侧转动，左右交替进行，重复５次。

胸锁乳突肌放松方法：

自然站立，双手置于背后，左手握住右手手腕，头向左倾，同时左手将右手向左侧慢

慢侧拉，维持１０秒钟，还原，左右交替进行，重复５次。

（二）背部

背部是承受负荷的主要部位之一，同时，颈部和腰部的紧张、疲劳都会直接影响到背

部。另外，心理性紧张往往也会造成背部肌肉的紧张。

背部肌肉放松方法：

第１节　背靠墙壁，双脚离墙脚２０～３０厘米，把上身重量靠在墙上，随后扭动双肩

及身体，每次２～３分钟。

第２节　分脚坐地，双手抱住小腿，上身慢 慢 向 前 弯 曲，弯 曲 到 最 大 限 度 时，维 持

１０～１５秒钟，然后还原，重复５次。

第３节　五指胸前交叉，掌心向外，向前用 力 做 伸 展 运 动，伸 到 最 大 限 度 时，维 持

１０秒钟，还原，重复５次。

（三）腰部

腰部是最容易产生紧张和受伤的部位。长时间站立以及在工作或运动时用力不当都可

能会引起腰部肌肉的紧张甚至损伤。

放松腰部肌肉的方法：

第１节　仰卧位，右腿屈曲。动作：上身慢慢起座，双手抱右膝，同时吸气，还原时

呼气，左右交替进行，各做３～５次。

第２节　仰卧位，双手置于体侧，两腿伸直。动作：腰部慢慢地弓起，同时吸气，利

用肩部、手臂和脚部支撑地面，保持５秒钟，然后慢慢还原、呼气，重复６～８次。

第３节　仰卧位，双手自然置于体侧。动作：右腿屈膝向左侧地面伸展，带动髋成左

侧卧姿。左手按压右膝，同时右手尽量向右侧地面贴紧，维持３～５秒钟，左右方向交替

进行，重复６～８次。

（四）全身性放松锻炼方法

（１）跳交谊舞和健身操，运动量不宜过大，心率控制在１２０次／分钟以下。

（２）放松性气功，包括局部放松气功法和默念放松气功法等。通过意念的调节有侧重

地放松某一部位。
（３）肩肘倒立：每次维持１５～２０秒钟，稍间歇后做重复练习３～５次，练习熟练后逐

步延长倒立时间。此练习较容易，适合于不同年龄的人。
（４）头手倒立：每次练习１５秒钟左右，休息３０～６０秒钟，再进行练习，重复６～８

次。此练习较适合青少年。
（５）倒退步行：其目的是为了让一些不常参加活动的肌肉参加运动，以达到肌体的平

衡和放松的目的。倒退步行时，脚向后退步，骨盆倾斜的方向与向前走时的方向相反，从

而使腹部及下脚肌肉充分放松。倒退步行可采用叉腰和摆臂两种形式，但动作一 定 要 协

调，步子不宜过大，身体重心后移，先前脚掌着地，随后 过 渡 到 全 脚 掌 着 地。每 次 练 习

１５～２０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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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防治疾病的健身锻炼

防治疾病的健身锻炼 （体育疗法）是以体育为手段，通过各种有针对性的身体练习，
达到防治疾病，恢复功能，增进健康的一种特殊的健身锻炼。

防治疾病的健身锻炼对于许多疾病有特殊的效果，如神经衰弱、高血压、冠心病、慢

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消化不良、胃病、糖尿病、肥胖症、子宫脱垂以及各种运动

器官的疾病等。但有些疾病或病情严重时应禁止锻炼，如发高烧的急性或亚急性阶段，以

及在运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出血和疼痛的病症等。

一、常见疾病的健身锻炼方法

（一）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是由于精神长期过度紧张，特别是长期繁重的脑力劳动及睡眠不足、不良的

情绪刺激等原因，引起神经活动能力减弱、神经调节功能失常的病理症状。其症状有的表

现为兴奋性高，情绪波动大，易激动，注意力不集中；有的表现为易疲劳，记忆力衰退，
头痛，倦怠乏力等。体育锻炼对此病是一种很有效的治疗方法。

（１）传统功法中的太极拳 （神经衰弱患者一般采用简化太极拳），每天早、晚各练习

一次。
（２）参加中等运动量的活动性游戏、散步、郊游及球类运动。
（３）采用自我按摩方法。如头痛可按摩天柱穴和太阳穴；头眩可掩住两耳，用手指弹

击至枕穴；失眠可按擦涌泉穴及运动寿眉———推摩印堂穴。
（二）关节炎

关节炎大都是因为周围软组织慢性劳损而引起的，表现为淤滞，致使关节发病。通过

体育锻炼能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有利于水肿、炎症的尽快消散，增加关节活动范围，达到

治愈疾病的目的。

１颈椎类疾病的体育疗法：
第１节　可参照前颈部放松锻炼第１、２节。
第２节　搓擦颈部：两手擦热，左右手交替搓擦颈后部，以发热为宜，然后慢慢转动

颈项，依次练习。

２肩周炎的体育疗法：
第１节　环转肩运动。以肩为轴，以双臂带动两肩由前上向后下绕环４次，然后以同

样动作由后上向前下绕环４次，重复２～３次。
第２节　 “托天”运动。两腿自然站立，两手置于胸前，掌心向下，双手十指交叉，

上抬时外翻手腕，掌心向上，两手尽量上托，到最大限度时维持３秒钟，然后依势还原，
重复１０～１２次。

第３节　冲拳运动。两膝微屈，两脚与肩同宽，两手握拳置于腰间。动作：右手用力

向前冲拳，同时伸肩，冲拳时拳心顺势下转，还原的同时左拳冲拳，然后依次进行，重复

１６次。
第４节　可利用各种器械或重物进行压肩、拉举、摆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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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体育疗法：
第１节　仰卧位，两腿自然伸直，两臂置于体侧。动作：左腿屈膝上抬，尽量贴近腹

部，还原，右腿做同样练习，左、右各重复８次。
第２节　仰卧位，臂和腿同第１节。动作：左腿直腿上抬，尽量抬高，还原后，右腿

做同样练习，左右交替进行，各重复８次。
第３节　仰卧位，屈双膝，两臂屈肘置于体侧。动作：身体抬起，尽量挺胸挺腹。到

最大限度时维持３秒钟后还原，重复１０～１２次。
第４节　仰卧位，两臂屈肘于体侧。动作：下肢固定不动，挺胸，头后仰并维持３秒

钟还原，重复１０～１２次。
（三）慢性肠胃病

慢性肠胃病的病因和发病原理较为复杂，而多数患者与长期生活无规律有很大关系。
体育疗法通过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可改善腹腔血液循环、胃肠蠕动及分泌功能，达到良

好的治疗效果。主要锻炼方法如下：
（１）太极拳。采用简化太极拳或杨式太极拳，注意意念和腹式呼吸的配合。
（２）按摩胃部和腹部。仰卧位，两手擦热后重叠于胃腹部，先顺时针方向，后逆时针

方向依次交替按摩，要求动作均匀，意念渐深，每次按摩数百次。
（３）屈腿运动。仰卧位，两腿交替屈膝提起，使大腿尽力贴近腹部，重复１０～１２次。
（四）慢性肝炎

体育疗法主要通过专门性练习以改善肝脏血液循环，减少肝 脏 淤 血，促 进 肝 细 胞 再

生，增进食欲。主要练习方法如下：
（１）太极拳 （可参照慢性肠胃病体育疗法）。
（２）按摩。仰卧屈膝位，做肝区、腹部自我按摩，动作同肠胃按摩，同时注意意念配

合。
（３）散步 （可参照健身步行法）。根据自己的病情，掌握运动量。同时配合呼吸运动，

心率控制在１３０次／分钟以下为宜。
（五）女子痛经

女子痛经是妇女的常见病，一般是由于内分泌失调、体弱和缺乏运动所致。体育疗法

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锻炼改善盆腔血液循环，纠正子宫位置，减轻盆内压。主要练习方法

如下：
（１）仰卧位，两手置于枕后，做两腿依次上举练习，也可采用两腿同时上举，然后慢

慢还原，重复１６～１８次。
（２）仰卧屈膝，两臂置于体侧，用力下压，同时腹部抬起成桥形，维持３～５秒钟后

还原，重复１６～１８次。
（３）肘膝跪撑垫上，臂部提起，持续３分钟，稍间歇后重复练习，反复做３～５次。
（４）由跪撑至提臂俯撑，慢还原，重复１６～１８次。
在进行上述练习时，动作要正确、协调，以略感疲劳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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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大学生运动健身常用方法

每个人的健康、体质状况不同，因此各人的锻炼目的 和 方 法 也 就 有 所 区 别。为 配 合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介绍一些常用的健身方法。

一、发展耐力素质

（一）８００米或１０００米匀速跑

运动特点：匀速跑以有氧代谢为主，坚持锻炼能提高心肺功能，增强体质。
运动强度：有氧耐力运动，中等运动强度。本人最大吸氧量的５５％～６０％，运动心

率控制在１２０～１６０次／分。
运动频率：每周３～５次，每次１组。
注意事项：练习中记录每次跑完全程的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逐渐缩短跑的时

间，提高跑速。
（二）中长距离慢跑

运动特点：中长距离慢跑是周期性的耐力性运动，以有氧代谢为主，方法简单，无需

成本，强度低，效果好。坚持长距离慢跑能提高人体的心脏功能，促进全身新陈代谢，增

强体质。
运动强度：有氧耐力运动，中等运动强度。本人最大吸氧量的５５％～６０％，运动心

率控制在１２０～１３０次／分钟。青壮年、健康人健身跑的运动心率公式＝１９０－年龄。
运动频率：每周３～５次，每次１０～２０分钟。
注意事项：练习中可以采用走、跑交替的方法。
（三）定量长跑

运动特点：定量长跑能使身体代谢过程加快，体内能量消耗增加，促进多余脂肪被机

体利用而不被转化、积累，是最廉价的也是最容易控制的减肥瘦身方法。若每天坚持３０
分钟以上的锻炼，多消耗３５０千卡以上的热量，并适当地控制饮食，能够达到减肥瘦身的

目的。
运动强度：长时间、长距离、定时间、定距离的中、低运动强度，以有氧代谢为主的

周期性运动形式。
运动频率：每周４～５次，每次３０～４０分钟。
注意事项：定量长跑中手掌心、脚底板潮热，身体微微出汗时，继续运动保持此状态

１０分钟或更长。
（四）健身跑

运动特点：健身跑被体育爱好者视为 “最完美的运动”，一度风靡全球。经常锻炼能

有效地增强腿部肌肉力量和心肺功能。健身跑时两臂自然屈肘前后摆动，步幅不宜过大，
节奏与呼吸配合自然，以脚后跟过度到脚掌着地。每天跑的运动量不是恒定的，可根据自

身状况略有增减。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运动心率为本人最大心率的６０％～７０％。
运动频率：每周３～４次，每次２０～３０分钟不等。根据个体情况采取先慢跑５～１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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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待身体渐渐发热后，稍加快步速并保持等速运动。
注意事项：练习可采取先走后跑、走走跑跑、走跑交替等措施。随着耐力水平的提高

可逐渐增加运动时间与运动强度，一般不超过本人最大心率的８０％。
（五）快速步行

运动特点：快速步行是有氧运动之一，以减肥为目的的快速步行要比平时的步行速度

快。练习中，全身骨骼肌群进行有节奏的舒张与收缩，末稍血管受到肌肉反复挤压，周身

活动能力增强，从而使机体各脏器的新陈代谢处于最佳状态。每次步行，起初可采用舒适

的步伐走上５～１０分钟，作为准备活动，然而按照预定的要求加大步幅、加快步速。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有效的运动心率控制在１００～１３０次／分钟。
运动频率：每周２～３次，每次３０～６０分钟左右，以早晨或傍晚练习效果好。
普通走步法：每分钟６０～８０步，每次２０～４０分钟；
快速走步法：每分钟９０～１２０步，每次３０～６０分钟。
注意事项：两臂甩动有力并配合下肢跨步，呼吸均匀与动作协调一致。

二、发展速度素质

（一）３０米或６０米疾跑

运动特点：３０米或６０米疾跑是典型的周期性无氧代谢运动项目，运动时间短、强度

大，体力主要靠三磷酸腺苷磷酸肌酸 （ＡＴＰＣＰ）的分解和糖酵解供应能量。通过练习能

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反应能力，强化身体的灵活性和敏捷性，发展速度素质。
运动强度：短时间、多组数、大强度运动，运动后即刻心率可达３０～３５次／１０秒钟。
运动频率：每周２～３次，每次２～３组，组间休息４０～６０秒钟。
注意事项：以本人最快的速度完成每次练习。
（二）１００米疾跑

运动特点：１００米疾跑，运动时间短、强度大，经常练习能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反应

能力，发展速度素质。
运动强度：大运动强度，运动后即刻心率可达３０～３５次／１０秒钟。
运动频率：每周２～３次，每次１～２组；组间休息３～５分钟。
注意事项：以本人最快的速度完成每次练习。
（三）下坡跑

运动特点：发展速度素质。
运动强度：大运动强度，运动后即刻心率可达３０～３５次／１０秒钟。
运动频率：每周２～３次，每次３～４组，组间休息４０～６０秒钟。
注意事项：以本人最快的速度完成每次练习。
（四）原地高抬腿跑

运动特点：快速、高频率的高抬腿跑能有效地发展腿部肌肉力量，提高速度素质。练

习者自然站立，两眼注视前方，一腿抬高，一腿支撑，两腿相互交替练习。大腿高抬与地

面保持平行，与上体成９０°直角，踏地脚反弹有力，两臂前后自然摆动。
运动强度：中等偏上运动强度，运动心率在１５０～１７０次／分钟。
运动频率：每周２～３次，每次２～３组，每组３０秒～１分钟，组间休息１～２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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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高抬大腿，立腰抬髋，尽可能保持较高的身体重心，切忌上体后仰。练习

中可利用节奏鲜明的音乐或节拍器控制抬腿的节奏。

三、发展柔韧素质

（一）肋木压腿

运动特点：利用肋木做前压腿、侧压腿，提高下肢或腰部的柔韧性，以及全身的协调

性。
运动强度：柔韧性练习，小运动强度。运动中心率控制在９０～１００次／分钟。
运动频率：每周３～５次，每次８～１０次。
注意事项：膝盖不弯曲，腿放在肋木上的高度与身体尽量成９０°直角。
（二）伸展运动

运动特点：提高关节活动的幅度和柔韧性。其 方 法，上 肢 关 节 伸 展：练 习 者 面 墙 站

立，左手尽量缓慢顺墙摸高，可踮足；然后换右手，重复５次。肩关节伸展：取站立位，
左上肢由前向后做回环运动５圈；然后换右手，重复５次。腰部关节伸展：两脚开立与肩

同宽，双膝伸直，髋关节做缓慢的转体运动，左右各５次，运动幅度越大越好。背部关节

伸展：直体站立，双膝伸直，身体做前屈后伸运动各５次，左右侧弯各５次，运动幅度越

大越好。
运动强度：以柔韧为主的身体素质练习，小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不定期，随时随地进行。
注意事项：伸展动作不要过猛，以轻松舒适为度；也可借助身旁器械物品如：椅子、

桌子、单双杠、肋木等进行练习。
（三）站位体前屈

运动特点：体前屈主要用来发展脊柱和下肢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练习者两足跟并

拢站立，两腿伸直双膝不弯曲，上体尽量前屈使手指前伸触地或双手抱 膝，保 持 此 姿 势

１０秒钟左右，使大腿后侧韧带拉长。
运动强度：柔韧性练习，小运动强度。运动中心率控制在９０～１００次／分钟。
运动频率：每周７次，每次２～３组，每组３～４次。
注意事项：两腿伸直膝盖不弯曲。
（四）坐位体前屈

运动特点：练习者两腿伸直坐于平地或器械上，上体 前 屈，两 臂 伸 直 前 伸 触 击 双 脚

背，前额触膝。
运动强度：柔韧性练习，小运动强度。运动中心率控制在９０～１００次／分钟。
运动频率：每周７次，每次８～１０次。
注意事项：两腿伸直，膝盖不能弯曲；上体尽量前屈，手指尽量前伸触击双脚，停留

几秒钟。
（五）向后伸举腿

运动特点：自然站立，两手扶于支撑物，一腿直立，另一腿前后摆动，提高腿部柔韧

性，增强身体的灵活性。
运动强度：柔韧性练习，小运动强度。运动中心率控制在９０～１００次／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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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每周３～５次，每次８～１０次。
注意事项：后摆腿时塌腰，前摆腿时尽量上摆，振动的 幅 度 以 能 拉 长 大 腿 的 韧 带 为

宜。

四、发展力量素质

（一）上肢力量

１弹簧拉力器直臂扩胸

运动特点：弹簧拉力器能发展上肢、胸部等身体部位的肌肉力量。练习者应该根据自

身的体质、年龄、体力状况选择弹簧根数，随着训练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加弹簧根数。
运动强度：中等偏低运动强度。
中等运动量心率：（１９５次－年龄）×８０％。小运动量心率；（１８０次一年龄）×８０％
运动频率：每周锻炼２～３次，每次２～３组，每组１０～１５次，组间休息１～２分钟。
注意事项：必须依靠臂力完成，身体其他部位不要跟着一起用力。

２双杠双臂屈伸

运动特点：发展人体的上肢力量，经常练习能发达胸部肌肉，促进胸廓运动。练习者

杠端站立，双臂用力支撑身体直至伸直，通过屈伸次数来确定自己的臂力。
运动强度：力量素质练习，中等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每周３次，每次２～３组，每组８～１２次，组间休息２～３分钟。
标准动作等级标准：不及格４次以下；及格５～９次；良好１０～１４次；优秀１５次以

上。
注意事项：练习时尽可能采用深吸气、缓慢呼气的方法；完成杠上标准化的动作稳定

一定练习次数后，再增加练习次数，以获取更大的健身效果。

３平卧推举

运动特点：平卧推举能发展身体的胸大肌、呼吸肌群和肩带肌群。练习者仰卧在长凳

上，肩部与臀部触及凳面，腰部用力收紧抬起，保持挺胸吸小腹 状 态。手 持 杠 铃 两 臂 伸

直，先屈臂缓慢将横杠放在胸部第三、四肋骨间，然后用力向上推举，两臂伸直至原来位

置。重复进行。
运动强度：力量素质练习为主，中等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每周３次，每次３组，每组１０～１２次，组间休息１～２分钟。
注意事项：练习者身旁要有人保护。开始练习时用鼻猛吸一口气，杠铃向下时慢慢用

口呼气，但不要呼尽，如果把气呼尽，胸廓会显得无力。

４提举杠铃

运动特点：提举杠铃是发达上肢肌肉的有效方法之一。杠铃主要由杠铃杆、杠铃片和

卡箍三部分组成。杠铃杠的规格重量为２０千克，杠铃片的规格重量有２５千克、２０千克、

１５千克、１０千克、５千克、２５千克等。练习者可根据自身体力和经验，选择所需重量进

行锻炼。若发展肌肉力量采用大负荷、慢速度、少次数的练习方法；若发展肌肉耐力则采

用轻负荷、快速度、多次数的练习方法。
运动强度：上肢力量为主，中等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肌肉力量练习每周３次，每次３组，每组４～１０次。肌肉耐力练习每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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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次３组，每组１０～２５次；组间休息一分钟再进行下一组练习。

注意事项：提举前做好准备活动，以免造成肌肉、韧带、关节的急性拉伤。提举中注

意自我保护，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

５哑铃

运动特点：哑铃是健身房、俱乐部、家庭必备的小型健身器械。标准的哑铃重量规格

有２５千克、５千克、１０千克等，练习者根据自身体质状况进行针对性练习。

运动强度：上肢与肩轴部肌肉力量为主的练习，采用 中 等 或 中 等 偏 下 运 动 强 度，用

４５％～６５％的力量锻炼。

运动频率：两臂体侧摆举：每周３次，每次２～３组，每组５～１０次，组间休息一分

钟。

前后摆臂：每周３次，每次３～４组，每组２５次，组间休息一分钟。

两臂前上举：每周３次，每次３～４组，每组１５～２０次，组间休息一分钟。

注意事项：练习前做好准备活动，练习中力求动作姿势准确到位，以确保健身效果；

练习后做好放松活动，并安放好器械。

６俯卧撑

运动特点：俯卧撑主要增强上肢肌肉力量。按身体姿势可分高、中、低姿势三种；按

脚法可分两脚并拢和开立式两种。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其一，利用床桌椅进行，头部高于

支撑面，难度较小；其二，双脚支撑于地面，头和躯干保持平面，难度中等；其三，双手

撑于地面，双脚放置高于躯干和臀部２０～４０厘米处，难度提高。

运动强度：中等或偏下运动强度，以手臂不过于颤抖为宜，运动心率１２０～１３０次／分

为好。

运动频率：每周２～３次，每次２～３组，每组１５～３０次不等，组间休息３～４分钟。

注意事项：两臂伸直支撑身体时不要塌腰、撅臀。可灵活选用三种方法交替练习。注

意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少到多地进行练习。

７引体向上

运动特点：引体向上练习能提高上肢肌肉力量，使胸廓发达。引体时两臂伸直握杠，

可正手或反手握杠。如若发展上臂屈肌群，宜采取反握的手法。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练习者根据自身的体力进行持续练习。

运动频率：每次２～３组，每组６～１０次，隔天一次。

注意事项：每次引体向上以下颌过杠记数一次，动作应尽可能规范、标准；身体不要

剧烈摆动，呼吸自然，身体上引时吸气、下垂时呼气。
（二）腰腹肌力量

１抱头仰卧起坐

运动特点：提高腰腹肌力，减少腰腹部位的多余脂肪。取仰卧位，双手抱头，两腿伸

直自然并拢，利用腹肌收缩带起上体，双肘触击腿部，然后躺下连续反复练习。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有效运动心率在１００～１４０次／分。运动频率：每周３～４
次，每次连续做３０次左右，或练习次数接近极限为好。

注意事项：起坐时两腿自然伸直，上体躺下时动作要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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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仰卧举腿

运动特点：提高腹肌力量，减少积聚的皮下脂肪。取仰卧位，两手握住固定物或自然

放于体侧，两腿并拢伸直上举，使上体和腿的夹角小于９０度，再缓慢还原。
运动强度：以腰腹力量为主的练习，中等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每周３～４次或早晚各一次，每次２～３组，每组连续完成２０～３０次或达

到极限举不起腿为宜。
注意事项：两腿自然伸直，膝盖不弯曲。

３仰卧屈膝团身

运动特点：主要发展上、下腹部肌肉，塑造平坦结实的腹部。取仰卧位，双腿伸直，
尽力向上屈膝收腹，双膝触击胸部。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每周３～４次，每次连续做２０～３０次左右，或针对个体提出不同要求。
注意事项：两腿屈膝收腹尽量贴近胸部，腿放下时动作要缓慢。

４仰卧转体

运动特点：经常练习可减少腹部脂肪，缩小腰围，健美体形。仰卧上体抬起时，一手

前伸触击异侧脚背，交替进行。
运动强度：以腰腹力量为主的练习，中等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每周３～４次，或早晚 各 一 次，每 次２组，每 组２０～３０次，必 须 连 续 完

成。
注意事项：起坐时，两腿自然伸直，膝盖不弯曲。仰卧时，上体下落动作宜缓慢，肩

胛骨碰板面，避免头部下落时受撞击。

５肋木收腹举腿

运动特点：肋木是体操练习的必备器材，常用来进行柔韧、攀爬和力量练习。利用肋

木练习收腹举腿是发展腰腹肌力量的有效健身方法。双手紧握肋木，上体固定不动，双腿

并拢伸直向上做收腹举腿运动并尽量贴近胸部再放下。
运动强度：以力量、柔韧练习为主，中等偏低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每周３～４次，每次２～４组，每组６～１０次，组间休息２～３分钟，或根

据自身体力状况进行更多的练习。
注意事项：收腹举腿时，两腿伸直膝盖不弯曲，尽量上抬贴近胸部再缓慢放下。
（三）腿部爆发力

１并足连续跳

运动特点：双脚并拢前脚掌着地连续向前小跳，经常练习能有效地发展小腿肌肉的爆

发力。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每周２～３次，每次２～３组，每组２０～３０米，组间休息３～５分钟。
注意事项：上体自然不挺腹，前脚掌着地协调用力向前跳。

２台阶交替蹬伸跳

运动特点：发展腿部肌肉爆发力。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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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频率：每次２～３组，每组１０～２０次，组间休息２～４分钟。
注意事项：前脚掌着地腿充分蹬直。

３立定跳远

运动特点：是力量和速度的综合素质，经常练习能发展腿部肌肉的爆发力。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每周２～３次，每次２～３组，每组５～８次，组间休息２～４分钟。
注意事项：运动时穿球鞋，练习后要进行放松活动。

五、调节精神，改善情绪

（一）徒手形体操

运动特点：形体操具有典型的健身、健美、健心的作用，不受场地和时间限制，经常

练习能促进体格正常发育，提高全身关节的柔韧性、身体的协调性和灵活性，形成优美的

形体与举止，表现出青春的活力。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１２０次／分左右。
运动频率：每周３～５次，每次１～２套，每次５～１０分钟。
注意事项：练习时应掌握从小幅度到大幅度，从小关节到大关节，动作由慢到快的原

则，并保持积极的情绪。
（二）韵律操

运动特点：韵律操顾名思义讲究韵律节奏，在充满青春气息的练习中发展身体的灵敏

与协调素质。其动作连贯节奏明快，简单易学。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１２０～１５０次／分。
运动频率：每周３～５次，每次１～２套，组间休息２～３分 钟，持 续 练 习１２～１５分

钟。
注意事项：不在饱餐和饥饿状态下跳操，练习时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按音乐节奏协

调练习。
（三）骑自行车

运动特点：提高耐力，增强腿部力量及心肺 功 能，郊 外 远 游 使 人 心 旷 神 怡，心 胸 开

阔。利用周休日结伙搭伴骑车远游，可采用轮流领骑的方法，既加快了车 速 又 增 添 了 乐

趣。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运动心率在１２０～１５０次／分为宜。
运动频率：车速据情况而定。
注意事项：注意交通安全。
（四）登山

运动特点：家人或朋友利用周休日进行锻炼，增强心肺及呼吸功能，提高身体耐力和

腿部力量，增添生活乐趣。爬山时身体稍前倾，速度不宜太快，下山勿跑动，以免受伤。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运动心率在１２０～１４０次／分之间。
运动频率：每周１～２次，每 次 登 山 时 间 不 超 过１５小 时，每 爬１５～２０分 钟 小 憩１

次，或据情而定。
注意事项：衣服要宽松，最好穿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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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跳绳

运动特点：跳绳是一项简单易学，不受场地限制的常用健身方式。经常练习能提高人

体神经系统的灵活性和反应速度，强化身体的协调性与敏捷性，增强臂力和腿部弹跳力，
增强心肺功能。可采用双摇跳，双脚跳，原地交换腿跳，单脚跳，单腿前伸跳等方法。练

习者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能与经验，选择其中的１～２种跳法。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１２０～１５０次／分。
运动频率：不定期或定期。每周４～５次，每次２～３组，每组５０～１００次或每组１～

３分钟，组间休息３～５分钟。
注意事项：呼吸自然，动作协调有节奏。
（六）游泳

运动特点：采用任何一种姿势均可，游泳时胸部要承受一定的压力，对呼吸肌提出更

高的要求，故可增强心肺功能及身体各部位的肌力。
运动强度：中等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若有条件或天气过热，每周２～３次，每次０５～１小时。
注意事项：游泳的速度不要过快，以自己体能的中等运动强度，游完后不感觉太累为

宜。

第六节　运 动 处 方

一、运动处方概述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生理学家卡波维奇就曾提出过运动处方这个概念。１９６９年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使用了运动处方术语，从而在国际上得到确认。运动处方的完整

概念可概括为：“对从事体育锻炼者或病人，根据医学检查资料 （包括运动试验及体力测

验），按其健康、体力以及心血管功能状况，结合生活环境条件和运动爱 好 等 个 体 特 点，
用处方的形式规定适当的运动种类、时间及频率，并指出运动中的注意事项，以便有计划

地经常性锻炼，达到健身或治病的目的。”

二、运动处方的原理

运动处方锻炼主要是采用中等强度有氧代谢为主的耐力性 运 动，也 称 有 氧 运 动，因

此，其健身作用的理论基础就是有氧运动的健身价值、超量恢复原理及全面身心 健 康 概

念。
（一）有氧运动的价值

体育锻炼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而关键环节应该是提高心肺功

能和心血管的输氧能力。
耐力运动对增强呼吸系统摄取氧、心血管系统载荷及送氧的能力，以及组织的有氧代

谢利用氧的能力有显著的训练作用。因此，有氧运动对肌体的影响有生 理 学 的、生 化 学

的、心理学的及社会学的多方面的效果。有氧运动是恒常运动，所谓恒常运动也称稳定运

动，是人体活动时的一种功能状态。这种运动强度的运动刺激使各种生理功能惰性逐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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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呼吸、循环功能提高，人体需氧量与吸氧量之间达到动态平衡、体内不发生乳酸堆

积，心率、每搏输出量和肺通气量等保持稳定状态，因此持续运动时间长，安全性高，脂

防消耗多，提高最大摄氧量和无氧性作业阈值，改善有氧能力等。简明地说，恒常运动是

持续５分钟以上尚有余力的运动，而非恒常运动是５分钟以内便疲倦了的运动。
（二）超量恢复原理

人体对一定量的运动负荷刺激有个适应过程，一般分为负荷、恢复和超量恢复三个阶

段。在负荷阶段能量物质被大量消耗，物质代谢产物 （乳酸、尿素等）被蓄积起来，人体

机能能力下降，产生疲劳。停止运动后，到了恢复和超量恢复阶段，肌体内环境 （热、酸

碱和水）恢复平衡，肌肉内被消耗的能源物质得到补充，并在一段时间内超过原有水平，
此现象称为超量恢复。如果在超量恢复阶段内再进行下一次超负荷锻炼，肌肉物质和肌力

就会逐步积累起来，进而逐步提高肌体能力和训练水平。一般来说，超量恢复常在运动后

１～２天内出现。
（三）全面身心健康概念

库珀博士经过２０多年的艰苦探索与研究，创造性地揭示了保持人体全面身心健康的

奥秘，他认为主要是保持人体生理、心理平衡。人体每天需要一定量的营养，以保证细胞

生长和代谢的需求；同时需要适当时间的休息，以放松和消除工作造成的疲劳；还需要适

当的体力活动，以保持肌肉、筋骨和内脏器官的功能。而有氧代谢运动是保持全面身心健

康最有效、最科学的运动方式。

三、运动处方的内容

（一）运动种类

１运动的分类

对于 “运动”的概念，在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各有不同的含义，
所以有必要搞清运动处方领域内的 “运动”概念。日本学者小川方德将模仿类的运动分为

日常运动、劳动运动、体育运动及表现运动四类。
从运动生理学上氧的代谢程度来看，对健康有效的运动项目 可 分 为 三 类，即 有 氧 运

动、无氧运动及混合运动。
在运动实践中，两者不规则而混合存在的也不少，而且也有同一项目由于方法不同成

为有氧运动或无氧运动的。例如长跑、轻松慢跑是有氧运动，而竞赛时全力跑即为无氧运

动。按体力水平 （尤其是有氧运动）也不一样，同样的速度，体力好的人为有氧运动，而

体力差的人则为无氧运动。

２运动种类的选择

在运动处方中，对锻炼者提供最适宜的运动项目，可以说是最终的目标。
（１）选择运动种类的条件：经过医学检查已许可；运动强度、运 动 量 符 合 本 人 的 体

力；过去的运动经验、本人喜爱的项目；有进行运动的场所；运动设备、用具齐全；有同

伴，有指导者。
（２）运动处方的运动种类：现代新兴的运动处方要求包括三种运动 种 类，即 有 氧 运

动、伸展运动及力量性运动，以达到全面锻炼的最佳效果。
有氧运动包括：步行、慢跑、走跑交替、自行车、滑冰、越野滑雪、划船、跳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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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楼梯及室内功率自行车、步行车、活动平板 （跑台）等。
伸展运动包括：广播体操、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健身迪斯科、跳舞及各种医疗

体操和矫正体操等。
力量性运动包括：采取中等强度的足以发展和维持去脂体重的力量训练。
（二）运动强度

运动强度是单位时间内的运动量，而运动量是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的乘积。运动强度

是运动处方定量化与科学化的核心问题，而运动量也是取得锻炼效果与安全性的关键。两

者的表示方法有多种，可根据需要分别使用。
运动强度：运动量÷运动时间

运动量：运动强度×运动时间

运动强度可分为绝对的强度和相对的强度两种。
运动量也称运动负荷，是由强度、密度、时间、数 量 及 运 动 项 目 的 特 点 等 因 素 构 成

的。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改变任何一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运动量的大小。
（三）按心率确定运动强度的方法

按心率确定运动强度，可采用年龄减算法 （Ｊｕｎｇｍａｎｎ标准）其公式如下：
运动适宜心率＝１８０－年龄

美国学者根据运动时心率和强度的相关关系提出如下标准：心率１６０次／分钟的锻炼

强度大约是８０％；心率１４０次／分钟的锻炼强度大约是７０％；心率１２０次／分钟的锻炼强

度大约是６０％；心率１１０次／分钟的锻炼强度大约是５０％。
国内外科研成果表明，最适宜的锻炼强度为６５％～７５％，即心率在１３０～１５０次／分

钟之间。
（四）运动时间

指每次持续运动的时间，由于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的乘积决定运动量，因此，即使等

量的运动量，也因运动目的不同而有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不同的处方。以健身为目的的运

动，以强度小而时间长的处方效果好 （中老年人）。对于青少年来说，以短时间的激烈运

动反复多次的处方，对增进健康有很好的作用。
据研究，每次进行２０～６０分钟的耐力性运动是比较 适 宜 的。从 运 动 生 理 学 来 说，５

分钟是全身耐力运动所需的最短时间，６０分钟对于坚持正常工作的人是最大限度的时间。
心率达到１５０次／分钟以上时，最少持续５分钟即可开始收到效果；如果心率在１５０次／分

钟以下，那就需要５分钟以上才会有效果。

１必要的运动时间

一次必要的运动时间是根据运动强度、运动频率、运动目的、年龄及身体条件等的不

同而不同，不能一概而定。这要看某种强度的刺激对呼吸、循环功能从运动开始至达到恒

常运动所需的时间。为了给予呼吸、循环系统有效的刺激，使各种生理功 能 充 分 发 动 起

来，达到恒常运动的时间一般为：轻运动时约５分钟，强运动时约３分钟。由此可见，５
分钟以内的运动对呼吸、循环系统的刺激还是不充分的。因此，在达到恒常运动以后需要

继续运动一些时间，这样合计运动时间则为１０分钟左右，再加上准备活动及整理活动至

少需要５～８分钟，所以，实际所需要的时间为１５～２０分钟，这是比较可行的最低限度。
一般可在持续有氧运动２０～６０分钟范围内，按运动强度及身体条件决定必要的运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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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时间与强度的配合

每次持续时间和运动强度的配合，可明显地改变运动量。一般来说，健康的成年人宜

采用中等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体力弱而时间充裕的人可采用小强度、时间较长的运动；
体力好但时间不富余者，可采用大强度、短时间的运动。

（五）运动频率

指每周的锻炼次数。每周锻炼几次为好？有人研究观察到：当每周锻炼多于３次时，
最大摄氧量 （ＶＯ２ｍａｘ）的增加逐渐趋于平坦；当锻炼次数增加到５次以上时，ＶＯ２ｍａｘ
的提高就很小；而每周锻炼少于２次时，通常不引起改变。由此可见，每周锻炼３～４次

是最适宜的频率。但由于运动效应和蓄积作用，间隔不宜超过３天。作为一般的健身保健

方法，坚持每天锻炼一次当然更好。
关于必要的运动频率，研究结果表明：一周运动１次，运动效果不蓄积，肌肉痛和疲

劳感每次都发生，运动后１３天身体不适，且易发生伤害事故；一周运动２次，疼痛和疲

劳感减轻，效果一点一点蓄积，但不显著；一周运动３次，基本上是隔日运动，不仅效果

可充分蓄积，也不产生疲劳感，如果增加频率为每周４次或５次，效果也相应提高。

四、制定运动处方的程序

（一）制定运动处方的步骤

第一步：一般体检，包括收集病史、运动史。了解运动的目的，对运动的期望；询问

病史，如既往史、家族史；运动史，如运动爱好，现在运动情况等；社会环境条件，如职

业、工作与劳动条件，生活环境、经济、营养等条件，周围能够利用的运动设施，有无指

导等。
第二步：临床检查，包括人体测量及体脂测定。这里所指的临床检查相当于所谓成人

病的检查。检查的目的：一是对现在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二是判断能否进行运动、运动

负荷试验；三是判断有否潜在性疾病或危险因素。总之，医学检查的基本目的在于掌握个

人的状况，为制定运动处方提供必要的信息。
第三步：运动试验及体力测验。运动试验是制定运动处方的基本依据之一。现在最常

用的方法是 “递增负荷运动试验”。只有运动负荷试验无异常的人才能接受体力测验，即

进行肌力、爆发力、柔韧性等运动能力和全身耐力测验。根据库珀等学者的研究证明，１２
分钟跑测验与最大摄氧量相关系数最高。所以，库珀提出的有氧代谢运动的体力测验包括

走、跑、游泳三种方式，一般人可以任选其中之一，用来检查和测量心血管系统功能。由

于是测验，它们的运动强度就比平常锻炼高，并要求尽全力而为之，因此，参加测验的人

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之一：①３５岁以下，身体健康；②有半年以上运动经历；③按库珀介

绍的锻炼计划至少运动了６周。
第四步：制定运动处方，安排锻炼计划。通常根据以上检查的结果，可以根据此人的

健康状况、体力水平及运动能力的限度等具体情况制定运动处方。处方中主要是制定出运

动强度保证安全的一次必要运动量 （运动时间）以及一周的运动频率等内容。一般按照初

定的运动处方试行锻炼，如有不适合的地方，可进行些微调整，待适合后坚持锻炼３～６
个月，再做体力测验，重新制定长期的运动处方，以不断提高锻炼效果。

第五步：善后工作和复查。原则上医生要当面为本人制定运动处方，首先要向本人说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３８　　　

明医学检查结果的大致情况；其次指出注意事项；最后是隔一段时间要与被检查者接触，
询问运动情况，判断有无副作用。

（二）一次锻炼运动的安排

在一次锻炼运动中通常分三部分进行，即准备部分、训练部分和结束部分。在不同的

锻炼阶段，这三个部分的时间划分各不相同。在早期阶段，准备部分时间要长些，一般为

１０～１５分钟，训练部分为２０～２５分钟，结束部分为５～１０分钟。在中期和后期阶段，准

备部分时间可短一些，一般为５～１０分钟，然后进入主项运动 （即训练部分），最后５分

钟是结束部分。以健身为目的的锻炼合计运动时间为３０～４５分钟。各部分训练内容的安

排各有所侧重，并且运动负担量的分配也不同。准备部分的作用是使肌体组织 “暖和”起

来，使身体逐渐适应运动强度较大的训练，以免因心、肺等内脏器官和骨关节功能不能适

应而导致意外发生，一般都采用活动强度较小的步行、伸展性体操或太极拳等。训练部分

也称基本部分，其内容是运动处方的主项运动欲达到的目的。主项运动的运动强度一般定

为最大能力的４０％～６０％，同时还要求达到一定活动范围的肌力训练，其训练强度为最

大能力的８０％左右。结束部分是指在训练结束后，要使高负荷的心肺和肢体活动逐渐安

静下来，不要突然停止运动，因为此时血流仍大量集中于四肢，若突然停止不动，会使回

心血量锐减，可能导致出现 “重力性休克”，即由于搏出量不足，引起脑贫血而发生休克

症状，通常可做一些放松式体操、散步或自我按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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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体育锻炼的营养、卫生与保健

第一节　体育锻炼的营养保证

“民以食为天，健以食为先”，食物是维持人体生命和保证健康的物质基础。获得与利

用食物的综合过程称为营养。
合理的营养能促进身体发育、增进健康、增强免疫功能、预防疾病、提高学习或工作

效率和运动能力。大学生营养不良或营养不当，将影响人体生长发育，使 机 体 免 疫 力 下

降，易患各种疾病等。因此，大学生应讲究合理营养，培养良好、健康的饮食习惯。

一、主要营养素介绍

营养素是指能在体内消化吸收，具有供给热能、构成机体组织和调节生理功能，为机

体进行正常物质代谢所必需的物质。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有４０多种，按其化学组成和生理

功能可分为蛋白质、脂肪、糖类、无机盐、维生素和水。不同营养素在人体内各有不同的

功能，各类营养素的基本功能和在人体中的比例如表４１１所示。

表４１１ 各类营养素在体内的比例及其主要和次要生理功能

营养素 在体内所占百分比
功　　能

供给热能 构成组织 调节生理功能

糖 １％～２％ ＋＋ ＋

脂肪 ０％～１５％ ＋＋ ＋＋

蛋白质 １５％～１８％ ＋ ＋＋ ＋＋

无机盐 ４％～５％ ＋＋ ＋＋

维生素 微量 ＋ ＋＋

水 ５５％～６７％ ＋＋ ＋＋

　　注：＋＋主要功能，＋次要功能

（一）糖

糖由碳、氢、氧３种元素组成，其中氢和氧原子数之比正好是２∶１，与水 （Ｈ∶０）相

同，故习惯上把糖称为碳水化合物。
糖按其分子结构的繁简可分为单糖 （如葡萄糖、果糖）、双糖 （如蔗糖、麦芽糖）和

多糖 （如淀粉、纤维素与果胶）。除纤维素和果胶外，其他糖类都可被人体吸收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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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也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只是在人体内被消化吸收的速度快慢不同而已。所有糖类都在

消化道内被分解成单糖后被机体吸收。

◆生物学功能：供给热能，糖是热能的最重要和最经 济 的 来 源；构 成 机 体 的 重 要 物

质，参与许多生命过程；保护肝脏；维持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是大脑的主要能源；促进

蛋白质的吸收与利用；抗生酮作用，脂肪在体内的正常代谢，必须有糖的参与才能完成；
维持心肌和骨骼肌的正常功能。另外，纤维素和果胶一般虽不能被机体 消 化、吸 收 和 利

用，但能刺激胃肠道蠕动，促进消化液分泌，有助于机体的正常消化与排便。

◆供给量与来源：糖的供给量与消耗量应根据工作形式和劳动强度而定，劳动强度越

大、时间越长，糖的需要量就越多。一般情况下，糖占每日总热量供给量的６０％～７０％。
体内糖储备很少，因此，必须从每日膳食中摄取。但摄入蔗糖过 多 时，对 身 体 有 很 多 危

害，如肥胖病、糖尿病、心血管病、龋齿、近视等疾病的发生都与摄入过多的糖有关。
糖的主要来源是粮食 （米、面、玉米等）、豆类和根茎类食物 （甘薯、马铃薯等）中

所含的淀粉，此外，水果、瓜类也含糖。我国人民的膳食习惯是多糖膳食，糖在膳食中的

比例较高，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在膳食之外再另补充糖。
（二）蛋白质

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基础。它是由碳、氢、氧、氮、硫及磷等元素组成的。

◆生物学功能：蛋白质是构成机体组织与细胞的主要成分，肌肉、血液、骨、皮肤等

都由蛋白质参与组成；蛋白质参与调节生理功能，是体内缓冲体系的组成部分，有维持酸

碱平衡的作用；１ｇ蛋白质在体内氧化分解可放出１６７４ｋＪ热量，人体每天所需要的热量

有１０％～１４％来自蛋白质。

◆供应量与来源：蛋白质在体内的储存量甚微，营养充分时可储存约１％。蛋白质的

需要量与机体的活动强度、肌肉数量的多少、年龄及不同的生理状况等条件有关。蛋白质

的供给量一般成人应占热能供给总量的１０％～１２％，儿童少年为１２％～１４％。正常成年

人蛋白质供应量为每公斤体重１～１５ｇ。
含蛋白质较多的食物有肉类、鱼类，其蛋白质含量一般为１０％～３０％：奶类为１３％～

３８％；蛋类为１１％～１４％；豆类为２０％～４９８％；谷类一般含蛋白质为６％～１０％。
（三）脂类

脂类是人体的重要组成成分，主要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生物学功能：供 给 热 能，脂 肪 是 高 热 能 物 质，１ｇ脂 肪 在 体 内 氧 化 燃 烧 可 产 生

３７６５５ｋＪ的热量；组成机体的重要成分，脂肪组织分布在皮下、内脏和关节周围，有储

存热能、调节体温和支持、保护脏器的作用；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增加食物

的美味和饱腹感。

◆供给量与来源：每日膳食中有５０ｇ脂肪就能基本满足人体的需要。一般认为脂肪应

占每日热能供应量的１７％～２０％左右，不宜超过３０％。
脂肪来自动物性食物，如猪油、牛油、羊油、奶油及蛋黄等；也来自植物性食物，如

芝麻、大豆、花生等。
（四）维生素

维生素是一类具有生物活性的、维持机体健康所必需的营养 素，目 前 已 知 的 主 要 有

１４种，它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称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Ａ、维生素Ｄ、维生素Ｅ、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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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Ｋ；另一类称水溶性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功能各异，不能相互代 替。维 生 素 的 主 要 功

能、来源、缺乏症见表４１２。

表４１２ 维生素的主要生理功能、来源和缺乏症

名　称 主要生理功能 来　源 缺乏症

维生素Ａ

维持 正 常 视 力 所 必 需；防

癌；促 进 骨 骼、牙 齿 正 常

发育

动 物 肝 脏、胡 萝 卜、菠 菜

等
夜盲症、干眼病

维生素Ｄ
促 进 肠 道 钙、磷 吸 收；促

进生长和骨骼钙化

肝、乳、蛋 黄 等；皮 肤 经

日光照射合成

儿童：佝偻病；成 人：骨 软

化病

维生素Ｅ
（生育酚）

与生 殖 功 能 有 关；抗 氧 化

作用
食物油、奶、蛋等 不育症

维生素Ｂ１
（硫胺素）

参与 糖 代 谢；维 持 神 经 系

统正常功能
谷类、杂粮、瘦肉、蛋类 食欲差、疲劳、脚气病

维生素Ｂ２
（核黄素）

参与 氨 基 酸、脂 肪 酸 和 糖

类的 代 谢；与 肾 上 腺 功 能

有关

动物肝、肾脏、青菜 口角炎、舌炎、唇炎等

维生素ＰＰ 细胞呼吸有关 动物肝、蛋奶类、谷类 糙皮病

维生素Ｃ
（抗坏血酸）

形成 和 维 持 骨 胶 原；促 进

伤 口 愈 合；参 与 解 毒；增

强机 体 的 免 疫 功 能，促 进

造血

水果、叶菜类、谷类等
齿 龈 肿 胀、疲 劳、体 重 下

降、抵抗力下降

（五）无机盐

无机盐也称矿物质，它包括除碳、氢、氧、氮以外的存在于体内的其他各种元素，含

量较多的无机盐有钙、镁、钾、钠、磷、硫和氯等７种元素。其他元素如铁、铜、锌、氟

等存在数量很少，有的只有微量存在，故称之为微量元素。各种无机盐总 量 约 占 体 重 的

５％。无机元素与其他有机的营养物质不同，它不能在人体内合成，除了排出体外，也不

会在代谢过程中消失。
无机盐的生理作用十分广泛，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人体组织的组成部分，

如硫、磷参与蛋白质的组成，钙、镁参与骨骼、牙齿的组成；是体液的重要成分，通过渗

透压调节水分的储存和流动；维护机体酸碱平衡；参与酶和激素等活性物质组成；是生物

产生电生理的物质基础；维持神经、肌肉兴奋性；完成某些特殊功能，如铁参与血红蛋白

的构成，对输送氧起重要作用。
（六）水

水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组成成分，它占成人体重的５７％～６０％。体内缺水不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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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正常生理功能，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

◆生物学功能：水是细胞和体液的重要成分，水参与体内许多代谢过程；参与维持体

温的恒定，通过皮肤排汗、蒸发，使体温下降；水是润滑剂；维持脏器的形态和机能等。

◆供给量与来源：水的供给量随年龄、体重、气候及劳动 （或运动）强度而异，正常

成人每日需水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ｍＬ，不同年龄每日需水量不同。一般情况下，水的出入量是平

衡的，体内不能储存多余的水分，也不能缺水。若摄入水分不足，或因出汗、腹泻等排出

水分过多，会使机体失水，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 （表４１３）。体内水的来源主要是来自饮

料水、食物水和代谢水。

表４１３ 失水的表现

失水程度 （占体重百分比） 表　　现

２％ 强烈口渴、不适感、食欲下降、尿少

４％ 不适感加重、运动能力下降２０％～３０％

６％ 全身乏力、无尿

８％以上 烦躁、体温上升、心率加快、血压下降、循环衰竭甚至死亡

二、大学生的营养特征

大学生的饮食特点比其他年龄阶段的人较为复杂。其对营养的需求表现为：既要以热

量充足、质量齐全、进餐规律来满足身体需求；又要以择食合理、摄食有度、个体有别等

来满足学习、交往和社会活动的需要。我国的大学分布广，不仅校园的环境、专业特点、
基础设施、管理模式和生活方式等地域差异较大，而且大学生的生活习惯、生活能力、经

济条件等个体差异也较突出。所以，大学生的饮食行为偏差较大。这些因素虽然都不同程

度地影响着大学生的身心发展，但据资料统计，大学生不良的饮食行为是造成营养不良、
危害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

在校大学生脑力劳动紧张，体力活动较多，能量消耗大，这些都需要由食物营养来补

充。若此阶段营养摄取不均衡，机体会出现疲劳、精力 不 足、学 习 不 能 持 久、学 习 效 率

低，甚至会出现神经衰弱、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和容易患病等现象。因此，从营养学

角度分析，大学生的膳食除保证足够的糖以外，还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磷脂和维生素Ｂ１、
维生素Ｂ２、尼克酸 的 充 分 供 给，以 营 养 脑 细 胞，保 持 记 忆 力，提 高 注 意 力 和 理 解 能 力，
促进大脑机能的活跃、思维敏捷，提高学习效果。

三、运动锻炼与营养补充

（一）运动与营养的关系

经常参加体育运动，会引起能量消耗的增加，人体对营养物质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
运动中与运动后如何合理有效地补充营养，对于保持良好的身体机能、运动能力和维护身

体健康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体育锻炼中，短时间、小强度的体育活动一般不会引起营养需

要的明显改变，只有在长时间的剧烈运动时，热能才能被大量消耗，此时才需要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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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加特殊营养。
（二）运动与营养的补充

１运动与补糖

糖是运动肌肉的最佳能源。人的运动能力与糖的贮备有密切 关 系，中 枢 神 经 的 能 量

９９％以上来自糖，低水平的血糖将首先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
（１）比赛前的最大肌糖元储存

体内糖的储备包括肌糖元、肝糖元和血糖三部分。肌糖元是体内糖储备的最大部分。
比赛前及比赛中适量补充糖可维持血糖水平，并可提高竞赛能力，延缓疲劳的发生。赛前

补糖的目的是使体内有充足的肝糖元和肌糖元的储备量。
在长时间的高强度比赛之前，应该调节膳食训练计划，以便使肌体内的肌糖元储存达

到最大值，即 “糖元超代偿”。具体做法是：在赛前的最后３天，摄人高糖膳食，使肌糖

元提高２０％～４０％。比赛前６ｈ内使用高糖餐，使肝脏帮助维持血糖的水平。
（２）运动中的糖摄入

在７０％最大吸氧量的强度运动时，５０％～６０％的能量来源于糖。运动２～３ｈ后，血

糖的浓度通常会下降到相对低的水平，运动能力将明显下降，出现疲劳。因此，从事长时

间高强度运动的人，运动中每小时应该补偿３０～６０ｇ葡萄糖、蔗糖或其他高血糖指数的含

糖食品。通过补糖可使疲劳推迟３０～６０ｍｉｎ发生，使运动的后期保证足够的糖供给。
（３）运动后补糖

运动者在运动后应该尽早摄入５０ｇ高或中血糖指数的糖，而且随后每２ｈ摄人５０ｇ糖，
直到正式用正餐。运动后４～２４ｈ，食物的血糖指数在肌糖元合成率中起主要的作用。

（４）低血糖的症状与预防

在体育活动中，有时学生发生低血糖症，轻者出现头晕、心跳、饥饿感、乏力、面色

苍白，出冷汗；较重者神志模糊、语言不清、四肢发抖、精神错乱，甚至还会出现更为严

重的现象。低血糖症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长时间剧烈运动时血糖供应不足或 消 耗 过

多，导致血糖过低，皮质调节糖代谢的机制紊乱所造成的。
预防低血糖的发生，主要在于教育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时，应避免空腹，在参加体力

消耗大而运动时间长的体育比赛时，要注意补充含糖丰富的食物或饮料；对有低血糖病史

的学生应去医院检查，查明原因，对症治疗。

２运动与蛋白质的补充

一般来说，运动员蛋白质的需要量比普通人要高，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所需蛋白质

含量也不尽相同。
蛋白质对运动能力的发挥与提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能够增加肌肉蛋白质合成，增加肌肉力量；可以预防运动性贫血。
（２）对体内胰岛素的分泌有良好且稳定的刺激效果，从而保持稳定的精神和 体 力 状

态。
（３）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４）在长时间运动时可以作为细胞的部分能源，提供运动中５％～１５％的能量。
但蛋白质摄取要适量，如果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不仅对肌肉增长和提高肌肉的运动能

力没有好处，反而会对正常代谢和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导致肥胖，肝、肾负担加重，易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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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和降低运动能力。

３运动中的合理补水

水营养是合理营养的基础。对于运动员来说，只有保持良好的水营养，才能保证身体

的健康，维持较好的竞技状态和发挥最大的运动潜能。
参加体育运动时肌肉运动产生大量热量，使皮肤血流量增加，分泌大量汗液，运动出

汗的特点是出汗率高，出汗量大，失水量多。如在天热的环境下踢足球，运动员１小时汗

液的丢失量高达２～７Ｌ。运动中若不注意科学合理地补充水分，会造成机体内的水失衡。

脱水会严重影响人的运动能力。

水平衡是指水的摄人和排出平衡。当身体水分排出量超过摄入量而发生机体缺水时称

为脱水状态。当饮用大量的水，体内水过量时，机体会出现水中毒现象。

脱水对运动员的影响不仅在于体温升高和心血管负担加重，还 可 导 致 肾 脏 损 害。因

此，运动中的合理补充水分是十分重要的。脱水的分类及表现症状如表４１４所示。

表４１４ 脱水的分类及表现症状

脱水类型 脱水程度 表现症状

轻度脱水 脱水量达体重的２％ 表现为口渴

脱水综合症 脱水量达体重的４％
表现为严重 口 渴，心 率 加 快，体 温 升 高，血 压 下 降，

感觉疲劳

重度脱水状态 脱水量达体重的６％～１０％
出现呼吸加快、恶心、情绪不稳、易激怒、肌肉抽搐

等现象

怎样补水才能保证运动员的合理水营养呢？最关键的原则是积极主动地补水。
（１）运动训练前的补水。
运动前１５～２０ｍｉｎ补充水４００～７００ｍＬ （２～３杯），可分次饮用。因为口渴的发生落

后于机体的实际需要情况，不能在感到口渴时才喝水。专家建议运动员在参加比赛前几天

多喝水，虽然多余的水分不能在体内贮存，但有利于在比赛开始时，对体内具有最大的水

合状态。
（２）运动中补水。
运动中每１５～３０ｍｉｎ补充１００～３００ｍＬ （１～２杯）运动饮料或水。运动中最好采用含

糖和无机盐的运动饮料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因为在热环境下，运动饮料可以迅速地被组

织吸收。在剧烈运动中，水分的最大吸收量是每小时８００ｍＬ。
（３）运动后补水。

运动后应及时补水，以保持体内的水分平衡。水分补充量应与汗液丢失量大体一致。
补水不应过度集中，若短时间内大量暴饮，虽然可解一时的口渴感，但尿 量 和 汗 量 的 增

加，加重体内电解质的进一步丢失，还会增加人体心肾的负担。所以，合理补水应以少量

多次为原则。

４运动与维生素补充

体育运动促进了人的能量代谢，在能量消耗增加的情况下，某些维生素的需要量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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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参加体育运动 （中等强度以上），应重视多种维生素的补充，促进运动恢复，延缓

疲劳发生，增进体力和体能，从而保证身体健康，提高竞技能力。
通常，在获得良好平衡膳食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维生素缺乏情况，但是在长时间进行

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控制体重或减轻体重或进食紊乱等特殊情况下，应注意适量补充

维生素，但在补充维生素时，应注意供给量建议，避免过量补充的副作用。
（１）运动后造成机体维生素需要量增加的原因。

①运动训练使胃肠对维生素的吸收功能下降；

②运动引起汗液、尿液及粪便中维生素排出量增加；

③运动使维生素在体内的周转率加速，能量代谢增加等。
（２）对运动影响较多的几种维生素。

①维生素Ｂ１。维生素Ｂ１ 在能量代谢和糖代谢生成ＡＴ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当

维生素Ｂ１ 缺乏时，其代谢物丙酮转化成乳酸，乳酸堆积会导致疲劳，损害有氧运动能力，
影响正常的神经冲动和传导，并使消化功能和食欲受影响。维生素Ｂ１ 的主要食物来源为

粗糙的粮食 （如米、面、花生、核桃、芝麻和豆类）。

②维生素Ｂ２。维生素Ｂ２ 与 人 体 细 胞 呼 吸 有 关，因 此 在 有 氧 耐 力 运 动 中 起 着 重 要 作

用。此外，维生素Ｂ２ 还可能是糖酵解酶的有效功能物质，所以对无氧运动也有作用。维

生素Ｂ２ 主要集中在少数食物中，其中以肝、肾含量最丰富，牛奶、黄豆和绿叶菜中也较多。

③维生素Ｂ６。运动训练加强维生素Ｂ６ 的代谢途径，因此经常锻炼的人对其需要量增

加。硬果类、豆类和动植物食品以及蔬菜、水果中均含有维生素Ｂ６，此外，米糖、麦芽

中维生素Ｂ６ 含量最为丰富。

④维生素Ｃ。维生素Ｃ是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大运动量训练可能会使人体维生素

Ｃ的代谢加强。运动后补充维生素Ｃ有利于减轻疲劳和肌肉的酸痛，增强体能及保护细胞

免于自由基损伤，但不宜过量补充。维生素Ｃ的主要来源是蔬菜和水果。

⑤维生素Ｅ。维生素Ｅ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营养素，在特殊条件下进行训练后补充维

生素Ｅ有提高最大吸氧量、减少氧债和血乳酸的作用。维生素Ｅ最丰富的来源是植物油、
麦胚、硬果类及其他谷类食物。

５运动与微量元素的补充

体育运动中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主要有铁、锌、铜、锰、铬、硒、氟等，其中比较容

易发生营养问题的是铁和锌。
（１）运动与铁的补充。
铁在机体内最突出的功能是运输氧，如果铁的运氧能力被阻断，或铁的数量不足，机

体可出现缺铁性或营养性贫血。因此，铁对运动能力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运动员来

讲，缺铁可能直接损伤机体的氧运输能力。
运动中有大量的铁经汗液丢失，使运动员的铁丢失高于普通人。由于运动中的血液循

环加快，红细胞的寿命因此又较常人短，加之大运动量训练还会降低铁的吸收率，使食物

所供应的铁得不到充分的利用。综上种种原因，运动员对铁的需要量高于普通人。
铁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包 括 肉 类、蛋 类、蔬 菜、谷 类、水 果、海 带 等。动 物 性 铁 易 溶

解，且其中的一种结合铁———血红素铁可以直接吸收入小肠黏膜，因此血红素铁是铁的最

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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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运动与锌的补充。
锌是许多重要代谢酶的成分之一。运动对锌代谢的影响取决于运动量的大小或机体的

适应能力。当运动量过大时，血液中的锌水平将会下降，尿锌的排量也大大增加。此外，
运动还可以影响食物中锌的吸收与利用，引起体内锌的重新分布，这些都是影响人体锌量

平衡的重要原因。因此，运动后应注意锌的补充。
大多数膳食锌的摄入来源于动物性食物，尤其是肉类。来源于植物食物的锌主要包含

在谷类中。饮用水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锌。
（三）运动项目与营养补充的特点

参加不同的运动项目，所需的营养补充各有特点，下面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１耐力项目运动员的膳食营养特点

耐力项目如马拉松、长跑、长距离自行车、长距离游泳和滑雪等项目，在训练方面具

有运动时间长，运动员能量消耗大、运动中无间歇、动力型、运动强度小及以有氧代谢供

能为主要特点。经常从事耐力运动的人，营养补充注意以下几点。
（１）能量补充。
膳食应首先满足能量的消耗，否则运动能力会下降。膳食的蛋白质供给量应丰富，如

供给牛奶、奶酪、牛羊肉等富含蛋白氨酸的食物。耐力项目运动员对脂肪的利用和转换率

高，耐力项目运动员 膳 食 的 脂 肪 可 略 高 于 其 他 项 目 运 动 员，达 到 总 能 量 的３０％～３５％，
膳食的碳水化合物应为总能量的６０％以上。

（２）液体的补充。
在耐力运动中出汗量大，容易发生脱水，运动前、中、后适量补液有利于维持体内环

境稳定。
（３）铁和钙营养的补充。
耐力项目运动员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应提供含铁丰富的食物。

２力量项目运动员的膳食营养特点

该运动项目要求力量和速度，如短跑、有阻力的骑车、短距离游泳、足球、举重和投

掷等项目。
经常从事力量项目的人，在其营养摄入时，应注意补充优质、充足的蛋白质，蛋白质

的热量应占总热量的１５％，并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量，以提高体内的碱储备。

３灵敏、技巧项目运动员的膳食营养特点

击剑、体操、跳水和跳高等项目运动员在训练中神经活动紧张，动作为非周期性和多

变，并在协调、速率和技巧性方面要求较高。为完成复杂的高难度动作，运动员常采取控

制饮食措施来控制体重，因此，这一类型运动员的膳食能量摄入量较低。为保证紧张神经

活动过程的需要，食物应提供充足的蛋白质，食物的脂肪供给量不宜过高。营养摄入时应

注意减少脂肪，并增加维生素Ｂ族、维生素Ａ、维生素Ｃ、维生素Ｅ、泛酸、钙、磷等营

养的摄入，以提高应激水平。此外，乒乓球、击剑等项目运动员训 练 过 程 中 视 力 活 动 紧

张，应保证充足的维生素Ａ供给。

４球类项目运动员的膳食营养特点

球类项目如篮球、排球、足球和冰球等要求运动员具备力量、耐力、灵敏、速度、技

巧等多方面的素质，运动强度大，多变，他们的能量消耗量较高，其膳食供给应根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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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大小，保证充足的能量。膳食的营养也应当是全面和平衡的。
团队项目运动员的营养措施是在剧烈运动前的３～４ｈ采用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在长

时间的训练或比赛前，应每隔２０ｍｉｎ补充配方科学的运动饮料１５０ｍＬ。为了加速糖元储

备的恢复，应注意补充维生素Ｂ１、维生素Ｃ、维生素Ａ和钙、钾盐和磷等微量元素。

四、营养摄入的均衡合理

营养科学是一门揭示身体状况和饮食关系的科学。营养科学证明，饮食对机体的长期

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所能控制的因素。 “先天遗传，后天营养”。人的生命首先在于营

养，营养是健康之本。合理营养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体的正常生理需要，有助于人体的吸收

与利用，同时有助于减少机体的负担。从人们的精力、体力、头发 的 光 泽 和 面 颊 的 神 色

中，能够反映出饮食是否良好。吃得好有助于我们生活得好，运动发挥得更好。

１营养摄入的均衡

平衡是指人所摄取的各种营养成分应与身体的生理需要之间形成相对平衡，反之则称

为营养失衡。营养失衡的一个方面是营养摄入量过少，不能满足身体需要。主要表现为头

晕、怕冷、易倦、体重减轻等，严重的有可能发生营养不良的疾病；营养失衡的另一个方

面是营养过剩，主要表现为人的体重过量增加，并引起肥胖等疾病。因此，营养的摄入既

不要欠缺，又不要过量。

２营养摄入的合理

合理是指人所摄取的各种营养成分之间的配比要适当，只有合理的营养搭配，尤其是

热量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三者的比例要合理适当，才能有利于人体更好地吸收

与利用营养成分，保证机体的各种需要，并造就健康的体魄。

３营养摄入的全面

全面是指人所摄取的各种营养成分要全面，不能偏食。没有任何一种天然食物能够包

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能够具备全部的营养功能，完全满足人体健康的需要。

４注意营养摄入的个体差异

每个人的遗传因素、身体状况、所处的年龄阶段、生活环境、营养状况等各方面的条

件均不相同，因此，在营养摄入和补充方面应区别对待。当生活和工作环境、生理条件改

变时，营养素的供给应予以适当调整。

５营养摄入的因时调整

人应随四季变化，合理安排膳食。春季是冬寒转暖的季节，饮食应温和平淡。夏季气

温高，人们食欲降低，消化能力减弱，应少吃油腻食物，多吃清淡食物。秋季天高气爽，
人们食欲大增，要适当节制饮食量。冬季寒冷，基础代谢高，人体维持体温所用的热量增

加，可多吃脂肪类食品。冬季蔬菜少，应注意补充维生素。

五、肥胖与体重控制

（一）肥胖的危害与原因

肥胖是指由 于 体 内 脂 肪 储 存 过 多 所 引 起 的 体 重 增 加。一 般 认 为 体 重 超 出 正 常 标 准

１０％～１９％为超重，超出２０％以上为肥胖。
正常体重的计算方法很多，常用的简易公式是：本人的身高 （单位为ｃｍ）减去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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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的差 数 就 是 正 常 体 重 （单 位 为ｋｇ）。比 如 一 个 人 身 高 是１７０ｃｍ，其 正 常 体 重 则 是

１７０－１０５＝６５ （ｋ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脂肪摄入量也随着加大，肥胖的发生率增加，从而引

起人们的重视。因为肥胖不仅使体态臃肿、行动缓慢，而 且 是 高 血 压、冠 心 病、高 脂 血

症、糖尿病、痛风症等病的诱因。肥胖被看作是健康的一项重要威胁。
（二）如何控制体重

影响体重变化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热能摄入量与消耗量，对于成年人来说，当热能摄入

量等于消耗量时，体重基本保持不变；当热能摄入小于消耗量时，则体重减轻；反之，则

体重增加。可见，体重的变动必须通过变动热能平衡的措施，以达到减轻或增加控制体重

的目的。
体重减轻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缓慢减体重，即是通过热量摄入与热量消耗量较长时间

负平衡而实现体重减少，其丢失的主要成分为脂肪。另一种叫快速减体重，即是以脱水及

快速的能量平衡为主，并伴有无机盐和糖元丢失，体蛋白消耗，心血管系统负担加重，并

对体力产生较大的影响。
科学合理的减肥方法是通过合理减少热能摄入量，消耗体内贮存的脂肪，以达到降低

体重。科学减肥的方法很多，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种。

１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节食是减少热能摄入量，增加体力活动是增加热能消耗量。青年学生正值生长发育时

期，需要丰富的营养素。因此，青年学生应尽量通过体育锻炼的方式进行减肥，不可过度

节食。单纯节食不易做到保持肌肉组织、减少脂肪组织的要求。因此体育运动是减少体内

脂肪贮存、减轻体重的最好办法。
减肥的运动方法以采用有氧运动效果为好，如跑步、长跑、骑自行车、游泳等。为达

到减肥目的，运动强度应达到最大吸氧量的５０％～８５％，或相当于最大心率的６０％左右，
每次持续３０～６０ｍｉｎ，每周最少进行３～５次。运动量不宜过大，心率每分钟１３０～１４０次

为宜。

２减少热能摄入量

热能摄入量应逐渐减少，不要减得过猛，减至使体重接近正常值时即可。青少年时期

活动量最大，能量消耗也最大，不应过度控制热能的摄入，以保证合理的热能摄入，保证

身体健康。

３营养摄入平衡

应注意营养的安排合理。蛋白质一定要充足，碳水化合物的进食量可适当减少，脂肪

的进食量必须降低，避免进食过多的动物脂肪和高胆固醇的 食 物。此 外，无 机 物、维 生

素、膳食纤维要供给充足，以满足生理需要。

４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１）少吃肉。把肉作为饮食中的风味，而不是把肉作为一餐中的主食。
（２）尽量少用煎炒的方法。用蒸、煮、烤或微波加工蔬菜或肉。
（３）尽量不食用或少食用快餐油炸等脂肪含量高的食品。
（４）晚餐肉的量减少，可以用新鲜水果和蔬菜及谷物、豆类替代。
（５）少吃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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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将热量摄入平均分布于全天的饮食中，不要某一餐吃

得过饱。

５减肥贵在长期坚持

减肥的目的不在于一时的体重减轻，而是在于长期维持正常体重。如若一经达到标准

就不参加体育运动，放松饮食控制，恢复旧的饮食习惯，体重就 会 立 即 反 弹，若 再 想 降

低，则往往更加困难。因此应长期坚持锻炼，长期坚持健康的饮食方式，才可能长期控制

体重。

第二节　体育锻炼的卫生保障

一、体育锻炼与生活卫生

体育锻炼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积极的手段，在实施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人体

生理机能活动能力的变化规律，还要讲究卫生，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这里将介绍体育锻

炼中的生活制度、饮食卫生等方面的知识。
（一）生活制度卫生

生活制度是指对一天内的睡眠、饮食、学习、休息和体育锻炼等各项运动作出基本固

定的时间安排。它有利于机体内的各种生理活动，有利于身体健康。每天养成有规律的生

活习惯，有助于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习效率，也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大脑皮层支配下来完成的。每天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起床、吃饭、

休息、工作、睡眠和进行体育锻炼，养成有规律的学习、生活习惯，大脑皮层有关区域的

兴奋和抑制的转换也建立起相应的顺序，形成了大脑皮层活动的 “动力定型”。神经系统

和组织器官的活动有了一定的规律，就可以使机体在一定时间内对某种活动有所准备。如

果生活制度不合理，经常打乱作息制度，会使大脑皮层中建立起来的 “动力定型”遭到破

坏。神经系统的机能减弱时，各器官系统的机能也相应受到影响，这样就会降低机体的机

能，影响学习和工作效率，有损身体健康。
但是，大脑皮层中的 “动力定型”的建立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大脑皮层功能的可塑

性，对于新的环境，只要逐步适应，还是可以改变的。
（二）饮食卫生

１合理营养

在校大学生脑力劳动紧张，体育锻炼、文化 娱 乐、社 交 活 动 形 式 较 多，能 量 消 耗 较

大，这些都需要食物营养来补充，同时为了有助于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还要注意保持

各种营养之间数量的平衡。
上章已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２合理的饮食制度

饮食制度应包括每日进餐时间和食物量的分配等内容。一般认为早餐热量占全日热量

的３０％左右，午餐占４０％，晚餐占３０％左右较为适宜。每日三餐的时间应基本稳定，并

力求做到与体育锻炼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１）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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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运动后不宜立即进餐。人在剧烈运动之后，往往会产生饥饿感。为了补充失去的能

量，很多人会大吃一顿，或者进食的量比平时多，他们以为这样就会将运动时消耗的东西

全部补回来。据研究，人们在运动中消耗的主要是矿物质、水和脂肪。运动后产生的饥饿

感，不一定是真正的饥饿，而常常是口渴，这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补充液体，喝些水或

果汁。这样补充了失去的矿物质和水。半小时以后再进食，可以吃些平时爱吃的低热量食

品，以不感到饱胀为原则。这样，既能补充运动中消耗的东西，又不会使失去的多余脂肪

很快回到体内，从而保持健美的身材。

②饭后不宜立即进行剧烈运动。运动前１小时进食，这样是为了避免因为体力活动而

导致消化功能紊乱；同样，要避免食用难以消化的食物，如油炸食品等，这些食品可引起

腹痛、恶心等症状，也可酿成胃下垂。

③合理安排一日三餐。“一日三餐”是人类古已有之的饮食制度，然而从目前的实际

情况来看，大学生不吃早餐的现象有增无减。他们宁可把进早餐的时间用来睡觉，也不重

视早餐，起床后即匆忙赶去教室上课，致使上课时血糖浓度降低，疲劳很快出现，使得学

习效率降低，身体也受到损害。不吃早餐的学生自以为可以利用第二节课后去补充食品，
殊不知这样正好打乱了自己生物钟的节奏，其结果是午餐没了食欲，不能好好地进食，导

致下午不是饥饿就是腹胀，肠胃功能出现紊乱。有的同学在夜间临睡前还饱餐一顿，这些

都是十分不好的饮食习惯。医学研究表明，无规则的进食很容易引起胃病，其中以胃溃疡

最为普遍，这就是许多大学生肠胃功能不好、胃病发病率高的重要原因。因此，注重正常

的饮食制度，吃好三餐，对保持身体健康有良好的功效。
（２）饮食量

饮食量不单指饮食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指饮食中所含身体必需的能量。大学生一天的

学习、锻 炼 和 日 常 生 活 需 消 耗 较 多 的 能 量，一 般 而 言，平 均 一 天 约 需 从 食 物 中 摄 取

１１７１５～１２５５２千焦热量来补充身体的需要。由于个体差异较大，每个人的饮食量可能不

同，所以饮食量以主观感受为前提，以主食为基础，副食不宜过饱。常言说得好：一日三

餐七分饱，身体健康精神好。
（３）饮食成分

饮食成分 （见表４２１）是指饮 食 中 所 含 的 营 养 成 分。现 代 医 学、营 养 学 研 究 表 明，
蛋白质、糖类、脂类、维生素、各种矿物盐及微量元素是人类保持健康必需的营养成分。

表４２１ 每天食物构成

营养素 大学女生 大学男生

谷类 ３００ｇ （６两） ５００ｇ （１０两）

蔬菜 ４００ｇ （８两） ５００ｇ （１０两）

水果 １００ｇ （２两） ２００ｇ （４两）

肉、禽 ５０ｇ （１两） １００ｇ （２两）



第
四
章
　
体
育
锻
炼
的
营
养
、

卫
生
与
保
健

５１　　　

续表

营养素 大学女生 大学男生

蛋类 ２５ｇ （０５两） ５０ｇ （１两）

鱼虾 ５０ｇ （１两） ５０ｇ （１两）

豆类及豆制品 ５０ｇ （１两） ５０ｇ （１两）

奶类及奶制品 １００ｇ （２两） １００ｇ （２两）

油脂类 ２５ｇ （０５两） ２５ｇ （０５两）

早餐应吃含有丰富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午餐一定要吃饱；晚餐吃的不宜过多，也

不宜吃脂肪和蛋白质过多以及有刺激性的食物，以免影响睡眠。
（三）睡眠卫生

每天的睡眠时间应占一天的１／３左右。一般来说，学龄前儿童应睡１０小时以上，青

少年应睡８～９小时，成人每天一般应保持约８小时的睡眠。因为睡眠时，中枢神经系统，
特别是大脑皮质的抑制过程占优势，能量物质的合成过程也占优势，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

被利用或排除，疲劳得到消除。因此，必须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来解除一天的疲劳。又由于

人的２４小时节奏是比较固定的，因此，要注意每天尽可能按时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时

间，不仅有利于工作与学习，而且还能使身体健康成长。
为了保证良好的睡眠，睡前１小时不宜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引 起 神 经 细 胞 的 过 度 兴

奋，影响睡眠。但是睡前做些适度运动，能对人体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降低大脑的兴奋

性，有助于睡眠。
睡前不宜吃得过饱，以免增加肠胃负担，刺激消化液的增加，这样就会打乱消化液的

正常分泌。胃不停地蠕动，管胃肠的神经也会受到刺激，人就会感到胃不舒服，“撑”得

难受，而睡不踏实。临睡前也不宜过多喝水，这除导致胃液稀释、夜间多尿外，还会诱发

眼睑水肿和眼袋。睡前用温水洗脚，漱口刷牙，以及保持室内通风和卧具的清洁卫生，都

对睡眠有益。
（四）戒除不良嗜好

世界卫生组织决定每年５月３１日为 “世界无烟日”，促使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减少

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吸烟可诱发和形成某些严重疾病，导致许多不良后果。长期大量吸烟

引发的常见病有肺癌、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病症、消化系统病症及其

他疾病；吸烟同时也污染环境，也会使被动吸烟者致病。
长期大量饮酒，也会损害人体健康。长期大量吸烟引发的常见病有神经系统并发症、

消化系统并发症、心血管系统并发症和其他并发症。
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危害，也会影响体育锻炼的正常进行。如

果已经染上了这些不良嗜好，一定要坚决戒除。

二、体育锻炼与环境卫生

体育锻炼过程中，环境卫生对锻炼者的运动情绪和锻炼效率有相当的影响，环境好可

激发锻炼者的情绪；反之，可抑制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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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锻炼与空气卫生

空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外界环境因素之一，氧是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物质，人

们通过呼吸机能与外界环境随时进行气体交换，这是机体获取足够氧气以供代谢所需的惟

一天然途径。新鲜空气中有大量的负离子，它能调节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增强心肺

功能，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精力充沛，消除疲劳，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改善睡眠和呼吸机能，提高基础代谢；增强人体抵抗力。在体育锻炼时，由于气体交换充

分，特别要摄取更多的氧分，以供给运动中的能量消耗，因此，要注意在空气新鲜的环境

下进行锻炼。
（二）体育锻炼与气温

在天气极热或极冷时，运动不宜进行到精疲力竭的程度，锻炼的理想天气是：气温介

于１～３０°Ｃ，湿度在６０％以下，风速不超过６７ｍ／ｓ。气候条件不在这个范围时，应缩短

锻炼的时间或减少运动强度。
（三）体育锻炼与噪声

噪声是指在一定环境中不应有而有的声音，一般指嘈杂刺耳的声音。它是一种环境污

染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交通运输工具、工业机器、公共场所的高音喇叭和 人 群 喧 闹 等 声

音。噪声对人体健康十分有害，它会严重干扰中枢神经系统的 正 常 功 能，使 人 头 痛、失

眠、恶心、呕吐、脾气暴躁、心跳加快、肌肉紧张等，因此，为了使运动技术和锻炼效果

不受影响，应保持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锻炼，理想的声强级不超过３５ｄＢ。
（四）运动场地卫生

１室外运动场地卫生

在室外运动场周围应种一些花草树木，这不仅能美化运动环境，而且能改善空气和温

度。田径赛场的跑道必须平坦、结实而富有弹性，并保持一定的干湿度；田赛场的助跑道

应与径赛跑道一样，跳远的踏跳板应与地面平齐，沙坑要掘松耙平没有杂物，沙坑与地面

平。足球场地最好铺有草皮，场地要平坦，没有坑洼。室外篮球、排球、网球场地要平坦

坚实，没有浮土，球场周围应留有余地。

２室内运动场馆卫生

室内运动场馆地面最好铺木制地板，要求平整、结实、不滑、没有裂缝，场馆力求光

线充足，并应有完整的通风设备，保持整洁卫生。

３游泳池卫生

游泳池水源要清洁，水中游离性余氯为０３～０４ｍｇ／Ｌ，尿素≤３５ｍｇ，细菌总数≤
１０００个／ｍＬ，大肠菌群≤１８个／Ｌ，浑浊度≤５，ｐＨ值为６５～８５，水透明度的要求为水

在静止时，在任何地方均能看到水底。必须经常换水，做好水池的清洗和池水的净化消毒

工作。为了保证池水清洁，游泳前必须全身淋浴，并通过消毒脚池后方能入池。

三、体育锻炼与运动卫生

（一）运动前卫生

１准备活动

准备活动是指体育锻炼前进行的有目的和指向性的身体练习，它包括一般性准备活动

和专项性准备活动。运动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各种练习提高中枢神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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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兴奋性，使兴奋达到适宜的水平；预先加强各器官系统的活动，克服各器官机能活动

的惰性；加强心血管和呼吸器官的活动能力，使人体从相对静止的状态过渡到紧张活动的

状态，预防心血管意外的发生，减少肌肉、关节和韧带的损伤。

准备活动的内容和时间的长短，应根据锻炼的项目、内容、季节变化和身体条件来安

排，一般使身体稍微发热，心率上升到１３０～１６０次／ｍｉｎ为宜，使内脏器官、肢体的活动

幅度和肌肉力量等方面达到适宜的工作状态。

２运动前饮水

在运动前应适当补充水，但不宜一次性大量饮水。饮水过多，会使胃膨胀，影响膈肌

运动和呼吸从而影响运动能力。
（二）运动中卫生

１选择好运动着装

运动时衣着以轻松为好，大小适宜，有一定的通气性 和 吸 水 性，并 经 常 保 持 清 洁 卫

生。鞋子大小要合适，应尽可能穿运动鞋。夏季应以浅色薄运动衣裤为好，冬季应注意保

暖，但不能妨碍运动。锻炼时身上不能佩戴尖锐物件。

２选择良好的运动环境

选择在空气清新、流通性较好、温度比较适宜、场地整洁的运动场所进行锻炼，这样

有利于体育活动的开展，也有利于锻炼者的身体健康。

３合理安排运动量

合理安排运动量是指在进行体育锻炼时应根据其年龄、性别、体质、健康水平和技术

的熟练程度合理安排练习的强度、密度、时间和数量。一般学生在一堂课 上 平 均 心 率 达

１３０～１７０次／ｍｉｎ为宜。运动量适宜时睡眠良好、食欲增加、精力充沛。如果超过了锻炼

者的生理负荷量，反而会伤害身体健康，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

４运动中饮水

在运动中应少量、多次的饮水。水占了人体的６５％，而在血液中高达９０％，在运动

时，机体需要保持充分的血容量，一是为了加强肌肉组织的血液供应，以保证肌肉中物质

代谢过程的进行；二是运动中体内产生大量的热量，需要血液将其带到体表，以维持正常

体温。而在进行体育锻炼时，身体会大量出汗，导致机体出现脱 水 症 状，使 机 体 机 能 下

降，因此及时补充水分十分重要。
（三）运动后卫生

１整理活动

整理活动是指在正式运动后，做一些加速机体机能恢复的较轻松的身体练习，目的在

于使人体由紧张激烈的肌肉运动阶段逐渐过渡到相对安静的阶段，是消除疲劳，促进体力

恢复的良好措施。整理活动应着重于全身性放松，尽量采用轻松、活泼、柔和的练习，活

动量减少，节奏逐步减慢，使呼吸频率和心率下降。

２注意保暖

运动后应注意身体的保暖。有些人运动后马上洗冷水澡，吹电扇，冬天运动后到室外

吹风凉快等，这些都会对关节造成伤害。因为运动后全身的毛细血管都是张开的，热量大

量散发，如用冷水刺激，容易引起感冒。经常受冷刺激，会导致关节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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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不宜立即洗热水澡

运动后也不宜立即洗热水澡。因为运动时流向肌肉的血液增加，心跳也增加以适应运

动所需；运动结束后，加快了的心跳和血液流动仍会持续一段时间，才会冷却下来。如果

在没有冷却以前立刻洗热水澡，会使血液往肌肉和皮肤的流量继续大量增加，结果可能使

剩余的血液不足以供应身体其他器官的需要，尤其是心脏和脑部，导致心脏病突发或脑部

缺氧。

４运动服装

运动后汗湿的衣物要及时换洗，鞋要放在通风的地方去味，保持干净。

５运动后饮水

运动后应适当补充水分，但不宜一次性大量饮水，否则会使尿量和汗水增加，加重体

内电解质的进一步丢失，还会增加人体心肾的负担；大量饮水还会造成胃液稀释，影响食

欲和消化，易导致胃病。

第三节　运动性病症和运动性损伤

常见运动性病症及其处理

运动性病症一般系指因机体对运动应激因子不适应或训练安排不当而造成体内紊乱所

出现的一类疾病、综合症或机能异常，包括人体生理活动过程的有序性由于运动而受到暂

时性破坏所导致的某种生理反应。运动性病症在体育运动中较为常见，在学校体育中也是

较为常见的。

一、延迟性肌肉酸痛（ＤＯＭＳ）

延迟性肌肉酸痛是指机体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后，特别是大强度的离心训练或进行新的

不习惯的练习之后一段时间，参与运动的肌肉所出现的酸痛现象。到目前为止，其病因和

发病机理还未完全清晰，也没有真正有效清除或减轻ＤＯＭＳ的方法。
（一）临床表现

一般在运动后２４小时之内出现肌肉僵硬、酸痛和自觉酸痛部位肿胀，有压痛，多发

生于双下肢主要伸、屈肌群，而肌肉远端和肌肉一肌腱移行处常常症状较重，严重者则肌

肉全长发生疼痛，且以腹肌为主。２４～４８小时内，酸痛达到高峰，之后可自行缓解，５～
７天消失。其过程较少受外界因素 （如各种治疗措施）的影响。

大强度、大运动量锻炼或训练，较长时间未锻炼后刚开始锻炼，长时间登山及大强度

离心运动 （如长距离下坡跑、肌肉牵拉）等均可能引起ＤＯＭＳ。它既可发生于高水平运

动员，亦可发生于未经训练者，既可发生于极限强度下，亦可发生于次极限强度下。
（二）处理

（１）热敷。（２）伸展状态下的静力牵张。即患部关节伸直，慢慢拉长受伤肌肉，牵拉

２分钟后休息１分钟，重复进行几次。（３）按摩。主要采用揉捏法，即将掌心及各指紧紧

贴于酸痛部位皮肤，拇指与其余四指相对用力，开始时动作要轻，适应后逐渐加重，结束

前放松。（４）口服维生素Ｃ。（５）理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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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防

（１）循序渐进，把握运动强度及运动量的递进性原则。（２）降低训练环境的温度，尤

其要避免在炎热的气温条件下进行大强度的肌肉离心性工作练习。 （３）大强度力量练习

后，对主要工作肌肉进行推拿按摩。

二、极点和第二次呼吸

（一）极点

剧烈运动时，由于运动开始阶段内脏器官的活动满足不了运动器官的需要，氧债不断

积累，大量乳酸性代谢产物堆积在血液中，而引起呼吸循环系统暂时失调，机能下降。出

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动作迟缓、胸闷难忍、下肢沉重和不愿再运动下去等现象，这在

运动生理学上被称为 “极点”。
（二）第二次呼吸

“极点”出现后，若适当降低运动速度并有意识地加深呼吸，上述生理反应将逐渐缓

解与消失，随后人体植物性机能的隋性被克服，氧供应增加，各器官系统的机能活动开始

进入一种稳定状态，此时呼吸变得均匀而加深，动作感到轻快，一切不舒 适 的 感 觉 都 消

失。这种现象在运动生理学上被称为 “第二次呼吸”。
“极点”和 “第二次呼吸”是长跑运动中常见的生理现象，只要坚持经常锻炼， “极

点”现象是可以延缓和减轻的，并且，只有在锻炼中不断克服 “极点”，人体机能才能逐

步得到提高。

三、肌肉痉挛

肌肉痉挛 （俗称抽筋），是肌肉不自主的强直性收缩。它是运动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症

状，尤其是在田径、游泳、足球等一些时间长、强度大的运动项目中，发生率高。
（一）临床表现

运动中最易发生痉挛的肌肉是小腿腓肠肌，其次为足底的屈跖肌和屈趾肌。痉挛的肌

肉僵硬或隆起，疼痛难忍，痉挛肌肉所涉及关节的伸屈功能有一定障碍；痉挛缓解后，局

部仍有酸痛不适感。
（二）处理

（１）牵引痉挛肌肉。如腓肠肌痉挛，可伸直膝关节，同时用力将踝关节背伸；如屈跖

肌和屈趾肌痉挛，可用力背伸踝关节和足趾。牵引时用力宜均匀、缓慢，切忌暴力。
（２）配合局部按摩。一般几分钟后即可缓解。
（３）游泳时如发生肌肉痉挛，首先不要惊慌，应立即呼救，在无人或呼救无果时，可

自行解脱痉挛。其具体方法是：①小腿腓肠肌或脚趾痉挛时，先吸一口气，仰卧水上，用

痉挛肢体对侧的手握住痉挛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另一手掌压住痉挛肢体的膝关

节，以帮助膝关节伸直。②大腿肌肉痉挛时，深吸一口气，仰卧水面，弯曲痉挛大腿的膝

关节，然后用双手抱着小腿用力使它贴在大腿上，并用力向前伸直。③胃部肌肉痉挛时，
先吸一口气，仰卧水上，迅速屈髋、屈膝 （大腿、小腿折叠），并使大腿靠近腹部，用双

手稍抱膝，随即下肢向前伸直，注意用力不要过大。④手指肌肉痉挛时，用力握拳，然后

用力迅速把手张开，重复几次。⑤手掌肌肉痉挛时，两手掌相对用力压，并作震颤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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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防

（１）经常参加体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２）运动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３）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运动量。（４）冬季锻炼注意保暖，夏季运动注意加强电解质的

补充。（５）机体饥饿或疲劳时不宜参加体育活动。

四、运动性晕厥

由于脑部一时性血液供给不足或血液中化学物质变化而突然发生的一时性知觉和行动

能力丧失的现象，称为运动性晕厥。其多发生于大强度训练或激烈比赛中或比赛后。
（一）临床表现

在运动中或运动后突然出现一般性知觉丧失及昏倒；发生前可感到全身无力，头昏耳

鸣，眼前发黑，面色苍白，恶心，出虚汗等；昏倒后，皮肤苍白，四肢发凉，脉搏细弱，
一般经短时间休息后神志迅速恢复。其病因和发病机理，主要由脑部供血、供氧不足所引

起。
（二）处理

（１）立即平卧，头略低于足部，安静，保暖。
（２）进行由小腿至大腿的重手法推摩或揉捏，同时用手指掐按人中、合谷、百会、涌

泉等穴位。
（３）如有呕吐，应将头偏向一侧，以免因舌头后坠及呕吐物堵塞气道而妨碍呼吸。
（４）如呼吸停止，应立即做人工呼吸。如伴有心跳停止，应同时进行胸外心脏挤压。
（５）如神志不能迅速恢复，应立即送医院处理。
（三）预防

（１）坚持体育锻炼，提高心血管功能。（２）发生过晕厥者应做全面的检查，并避免剧

烈运动。（３）久蹲后要慢慢地站立；疾跑后应继续慢跑，并作深呼吸。（４）剧烈运动后，
应休息约半小时后再洗澡或淋浴 （因立即淋浴有可能造成心肌缺血，心排血量减少）。（５）
若有晕厥先兆时，应立即平卧。

五、运动中腹痛

运动中腹痛是指由于体育运动而引起或诱发的腹部疼痛，它是运动中 常 见 的 一 种 症

状，尤其在长跑中发生率较高。运动中腹痛多发生在运动过程中或运动结束时，以右上腹

疼痛为常见，男运动员多于女运动员。引起运动中腹痛的原因，大致可分为腹腔内疾患、
腹腔外疾患和原因不明但与运动有关的运动性腹痛三大类。

（一）处理

（１）一般只要减慢运动速度，加深呼吸，按压疼痛部位或弯腰跑一段距离，疼痛即可

减轻，以至消失。
（２）若疼痛仍不减轻，甚至反而加重，就应停止运动，口服解痉止痛药，针刺或用手

指点揉穴位内关、足三里、大肠俞等。
（３）若以上措施均不见效，则应请医生诊治。
（二）预防

（１）循序渐进，把握运动训练和体育健身活动的运动强度及运动量的递进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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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强全面身体训练，提高生理机能水平。
（３）膳食安排要合理，饭后 须 经 过 一 定 时 间 （１５小 时 左 右）以 后 才 可 进 行 剧 烈 运

动；运动前不宜过饱或过饥。
（４）要充分做好准备活动，运动中注意呼吸节律，中长跑时要合理分配速度。

六、中暑

中暑是因高热环境或受到烈日暴晒而引起的一种物理病因性急性病。它 多 发 生 在 长

跑、负重行军、越野跑、马拉松、自行车及足球等运动项目。
（一）分类和临床表现

根据其发病机制，它可分为以下几类：
（１）热痉挛：在高温环境中因出汗过多，体内丢失大量的氯化钠，引起肌肉兴奋性增

高，导致肌肉疼痛和痉挛。
（２）热衰竭：高温时大量出汗可引起失水，使血容量减少，同时由于皮肤散热需要，

皮肤的血液循环大量增加，如心脏功能和血管舒张调节功能不能适应，可导致周围循环衰

竭。其起病急，头晕，头痛，呕吐，面色苍白，皮肤湿凉，脉搏细弱，神志恍惚，有时可

出现意识丧失。患者体温正常或稍低。
（３）日射病：由于头部长时间受到烈日直接照射，红外线和紫外线穿透颅骨引起脑组

织充血和水肿，而导致呼吸和周围循环衰竭。表现为剧烈头痛，头晕，眼花，耳鸣，剧烈

呕吐，烦躁不安，严重时出现昏迷、惊厥。患者体温正常或稍升，但头部温度很高。
（４）热射病：由于长时间处于高温、高热或不通风的环境中，机 体 体 温 调 节 功 能 失

常，散热机制发生障碍，热能逐步累积导致中枢神经等损伤及凝血机制紊乱。其典型表现

为高热，颜面灼热潮红，皮肤干燥无汗，呼吸快而弱，脉搏细速，神志逐渐模糊，有时出

现昏迷和惊厥。
（二）处理

（１）迅速脱离热环境，到阴凉通风处平卧，解开衣服，喝清凉饮料等。
（２）对热痉挛和热衰竭患者，重点是大量口服含盐饮料。
（３）对日射病患者，重点是进行头部有效降温，可用冷水泼头颈部或采取额部冷敷，

或用５０％的酒精 （白酒亦可）擦浴。
（４）对热射病患者，重点是迅速有效的全身降温，如冷水淋浴、冷敷、５０％的酒精擦

浴等。
（５）若症状较重或昏迷时，应一方面进行急救，一方面迅速送医院做进一步处理。
（三）预防

（１）平时要坚持在较热的环境中锻炼，逐步提高身体的耐热能力。（２）高温季节应调

整作息时间，耐力性运动应安排在上午１０点前或傍晚。（３）在烈日下运动应戴白帽，穿

浅色、宽松、透气性能好的运动服。（４）室内运动场应有良好的通风、降温设备。（５）夏

季运动时应备有清凉消暑或低糖含盐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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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损伤及其急救处理

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损伤，称为运动损伤。它的发生与锻炼者的运动基础、体质

水平、运动项目的特点、技术难度及运动环境等因素有关。其特点为：小创伤多，慢性伤

多，严重及急性者少。

一、出血的初步急救处理

（１）冷敷：用于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有内出血者，如踝关节扭伤。用冷水冲淋或用

冷毛巾敷于患处。
（２）加压包扎法：用于小静脉和毛细血管出血。先用消毒纱布覆盖伤口，然后用绷带

适当加压包扎。
（３）止血带法：用于四肢部位大动脉外出血。在靠近出血部位的近心端缚扎止血带，

稍紧即可，上肢每隔半小时、下肢每隔一小时放松止血带一次，以免肢体缺血坏死。止血

带可用橡皮管、宽布条、皮带、毛巾等，切忌用绳索代替。
（４）充填法：用于鼻出血或躯干部位出血。用消毒药棉、凡士林油纱条或消毒的卫生

纸巾充填于伤口内，以压迫止血。
（５）直接指压法：在大量出血，情况紧急，来不及采用其他止血法时，可用手指直接

压迫出血的血管或出血部位，暂时止血，以便进一步采取措施。
（６）间接指压法：用于动脉出血，是一种临时性止血的好方法。用手指压迫身体表浅

部位的动脉，最好压在骨面上，使该动脉供血部位的出血暂时停止。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①头顶及额部出血：以拇指压迫耳屏前方的血管搏动处 （即颞动脉）（见图４３１）。

图４３１　 　
　　

　　图４３２
　　

图４３３

②面部出血：以拇指压迫下颌角前１５厘米切迹处的血管搏动部位 （即面动脉）（见

图４３２）。

③肩部和上臂出血：以拇指用力压迫锁骨上方、胸锁乳突肌外缘的动脉搏动处 （即锁

骨下动脉），将该动脉向内后下压在第一肋骨上 （见图４３３）。

④肘部和前臂出血：以拇指压迫上臂中段、肱二头肌内缘的动脉搏动处 （即肱动脉），



第
四
章
　
体
育
锻
炼
的
营
养
、

卫
生
与
保
健

５９　　　

将该动脉压迫在肱骨上 （见图４３４）。

图４３４
　　

图４３５
　　

图４３６

⑤手指出血：以拇指和食指相对夹压出血手指的第一指节根部两侧 （即指动脉）。

⑥大腿及小腿部出血：以双手拇指重叠压迫腹股沟中点稍下方的动脉搏动处 （即股动

脉），将该动脉压迫在耻骨上 （见图４３５）。

⑦足部出血：以双手拇指分别按压踝关节背侧、足背皱纹中点的动脉搏动处 （即胫前

动脉）和内踝与跟骨之间的动脉搏动处 （即胫后动脉）（见图４３６）。

二、骨折及其初步急救处理

（一）骨折的概念

在外力作用下，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遭到破坏的损伤，称为骨折。运动中，身体某部

位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暴力作用时，可造成骨折。凡受伤后局部 有 疼 痛、压 痛、纵 向 叩 击

（或挤压）痛、畸形、功能障碍、假关节活动及移动肢体时有骨摩擦音者，即可作出骨折

的诊断。脊柱骨折者这些征象多不明显，疑有骨折即应按脊柱骨折急救处理。
（二）骨折的初步急救处理

（１）伴有休克者，应先抗休克。
（２）伴有出血和伤口者，应先止血和包扎伤口。
（３）四肢骨折：①急救原则：及时固定骨折部位，避 免 加 重 骨 折 端 附 近 的 组 织、神

经、血管等损伤，减轻疼痛，便于搬运。②固定的办法：将长度超过骨折部位上、下两个

关节的夹板或树枝、木板、纸板置于患肢骨折部位一侧或两侧，再用绷带或布带等进行包

扎；先固定骨折部位的两个断端，再固定其上、下两个关节。如寻找不到合适的器材，可

将受伤的上肢用布类吊在胸前，或将受伤的下肢与健肢捆在一起。
（４）脊柱骨折：①急救原则：始终保持脊柱在伸直状态，以免加重或造成脊髓损伤。

其关键是搬运方法要得当。②搬运方法：须由３～４人将患者同时托住 头、背 部 和 下 肢，

把患者身体平托起来，移至硬板上 （见图４３７）。切忌一人抬头、一人抬脚的软抬。③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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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颈椎骨折时，应由一人专管头部的牵拉固定，使头部与身体成直线位置不摇动 （见 图

４３８）；将患者抬上硬板后，应在颈下放一小垫，不用枕头，并在头颈两侧用沙袋或衣物

垫好，防止头部左右摇动。④在转运过程中，要尽可能减少震动，并且，务必使躯干保持

伸直位。
（５）经初步急救处理后，须立即送医院作进一步处理。

图４３７
　　　

图４３８

（三）骨折的愈合

正确复位与固定是骨折愈合的重要条件，但在治疗过程中，既 要 保 持 局 部 的 相 对 固

定，又要重视全身和患肢肌肉、关节的适当活动，以促进骨折的良好愈合和结构及功能的

完全恢复。骨折愈合的整个过程是持续渐进的，一般分为血肿机化期、原始骨痂期和骨痂

塑形期。
骨折的临床愈合标准： （１）局 部 压 痛、纵 向 叩 击 痛 消 失。 （２）局 部 异 常 活 动 消 失。

（３）Ｘ线片显示骨折线模糊，有连续性致密梭形骨痂通过骨折线。（４）解除外固定的情况

下，上肢能平举１公斤重物达１分钟，下肢能连续徒步行走３分钟，并不少于３０步。

三、关节脱位及其初步急救处理

（一）关节脱位的概念

由于暴力的作用，构成关节的各骨关节面失去正常的互相连接关系，造成关节基本结

构及辅助装置破坏，引起关节功能失常者，称为外伤性关节脱位。运动中 发 生 的 关 节 脱

位，多由间接外力所致，常见有肘关节脱位、肩关节脱位或指关节脱位。凡伤后局部有关

节畸形 （关节轮廓变形，骨 突 标 志 改 变，肢 体 保 持 在 特 殊 畸 形 位 置 等）、关 节 弹 性 固 定

（被动活动伤肢时 可 感 到 弹 性 阻 力，被 动 活 动 停 止 后，患 肢 立 即 弹 回 原 有 的 特 殊 畸 形 位

置）、关节功能障碍、肿胀、剧烈疼痛及压痛者，即可做出关节脱位的诊断。大关节脱位

或合并其他损伤时，可并发休克。
（二）关节脱位的初步急救处理

（１）抗休克。
（２）立即用三角巾、夹板、绷带等在脱位所形成的特殊畸形姿势下固定患肢。若没有

合适的器材，可将患肢固定在自己的躯干或健肢上。
（３）肩关节脱位的固定：将患肢肘关节屈曲９０°，一条三角巾在颈后打结，将前臂悬

挂于胸前，另一条三角巾绕过患侧上臂，在健侧腋下打结，将上臂固定于躯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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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肘关节脱位的固 定：将 铁 丝 夹 板 弯 成 约１３５°的 托 板，置 于 肘 后，用 绷 带 扎 好，
再用三角巾将前臂悬挂于胸前。若无铁丝夹板，可直接用三角巾将前臂悬挂于胸前。

（５）指间关节脱位：用绷带或布带将患指直接固定于健指上。
（６）经初步急救处理后，应立即送医院作进一步处理，争取早期复位。

四、溺水及其初步抢救措施

（一）溺水的概念

人淹没于水中，由于呼吸道被水、污泥、杂草等堵塞，或因吸水的刺激导致喉头、气

管发生反射性痉挛，引起窒息和缺氧，称为溺水。因溺水引起的 窒 息 和 缺 氧，可 导 致 呼

吸、心跳骤停而致死。溺水常因未掌握游泳技术而误入深水、游泳时肌肉痉挛或思想麻痹

大意等引起。溺水者一般有身体发绀，面色苍白肿胀，口鼻充满泡沫，四肢冰冷，神志昏

迷，腹部胀大，甚至呼吸、心跳停止等临床表现。
（二）溺水的初步抢救处理

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立即按以下步骤迅速就地抢救：
（１）清除口腔和鼻腔内的分泌物及其他异物。
（２）控水：对上腹鼓胀、腹内有水者，可将溺水者腹部置于抢救者屈膝大腿上，使溺

水者头部下垂，然后按压背部，使口腔、咽喉及气管内的水倒出。控水时间不宜过长，切

不可因控水而失去心肺复苏的良机。
（３）检查呼吸、心跳情况，如呼吸、心跳停止，立即就地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

压 （详见下述的 “呼吸、心跳骤停及其初步抢救措施”）。
（４）迅速转送医院，应当尽量在运送途中仍然继续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术。切忌

不作任何抢救就将溺水者送往医院，这样会使溺水者脑缺氧时间过长而无法挽救生命。

五、呼吸、心跳骤停及其初步抢救措施

（一）呼吸、心跳骤停的概念

呼吸停止和心跳停止，可单独发生或同时发生。呼吸停止后因全身缺氧，随即可引起

心跳停止。心跳停止后，因延髓血流即停止，可迅速引起延髓缺氧及中枢性呼吸衰竭而导

致呼吸停止。电击伤、一氧化碳中毒或药物中毒、溺水和窒息等 均 可 引 起 呼 吸、心 跳 骤

停；在运动损伤中，严重创伤所导致的大量失血，亦可导致呼吸、心跳骤停。
（二）呼吸、心跳骤停的初步抢救措施

呼吸、心跳骤停的诊断一经确立，应立即用最简便的方法重新 建 立 有 效 的 循 环 和 呼

吸，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是现场复苏急救的重要手段。复苏成功的关键是：必须行

动迅速，争分夺秒，不可延误时机。
（１）人工呼吸：是借助人工方法来维持机体的气体交换，改善缺氧状态，并排出二氧

化碳，为恢复自主呼吸创造条件。对呼吸停止但心跳尚未停止的患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

①操作方法 （仅介绍口对口人工呼吸法，此方法简便有效，并可同时进行胸外心脏按

压）：使患者仰卧，解开衣领、裤带和胸腹部衣服，抢救者一手托起患者下颌，掌根轻压

环状软骨 （喉结的下方），以避免将空气经食管吹入胃内；另一手捏住鼻孔，掌根压住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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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前额，深吸一口气后对准患者口吹入 （有条件时可在患者口部盖上一块纱布），吹完气

后松开捏住鼻孔的手。如此反复进行。

②注意事项：人工呼吸前应清除患者口腔异物，并将其头部置于极度后仰位，以保持

呼吸道的通畅。每次吹气量应为８００～１２００毫升，吹气按每分钟１６～１８次的频率讲行。
（２）胸外心脏按压：是通过按压胸骨下端而间接地压迫左、右心室腔，使血液流入主

动脉和肺动脉，建立有效的大、小循环，为恢复心脏自主节律创造条件。对心跳停止但呼

吸尚未停止的患者，应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①操作方法：使患者仰卧于木板或地上，抢救者以一手的掌根部置于患者胸骨中、下

１／３交界处，另一手置于前手之上，肘关节伸直，充分利用上半身之重量和肩、臂部肌肉

的力量，带有一定冲击力并有节奏地垂直按压胸骨，使之下陷３～４厘米 （儿童相应要轻

些），随即迅速抬手，使胸廓复位，以利于心脏舒张。如此反复进行。

②注意事项：接触胸骨只限于掌根部。用力不可太猛，以免引起肋骨骨折。按压以每

分钟６０～８０次的频率进行，儿童应以单手掌根按压，每分钟约１００次左右。
（３）对呼吸与心跳都停止的患者，应同时由两人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与胸外 心 脏 按

压。一人口对口人工呼吸，一人做胸外心脏按压，每按压５次，吹气一次，交替进行。若

只有一人时，则应每按压心脏１５次，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２次，反复交替进行。
（４）抢救时应沉着、冷静、迅速，抢救一经开始，就要连续进行，不能间断，一直做

到患者恢复自主呼吸及心跳或确定死亡为止。
（５）在就地进行抢救的同时，要迅速请医生来处理或迅速转送医院，在运送途中仍然

要不间断地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术。

六、休克及其初步急救处理

（一）休克的概念

休克是人体遭受体内外各种强烈刺激后发生的一种因毛细血管的血流灌注量急剧减少

所引起的组织代谢障碍和细胞受损的综合症，若不及时抢救，可导致患者的死亡。其临床

上以急性周围循环衰竭为特征，有效循环血量的锐减是休克的主要矛盾。
（１）病理机制：由于有效循环血量的绝对或相对减少，导致组织器官的缺氧和代谢率

紊乱，同时，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也发生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并互为因果而造成恶性

循环。
（２）病因：凡能引起有效循环血量不足或心排出量减少的各种因素都能引起休克。运

动损伤中并发的休克多为外伤性休克，主要是损伤引起的剧烈疼痛所致，多见于脑脊髓损

伤、骨折、睾丸挫伤等，由于神经作用使周围血管扩张，有效循环血量相对减少；其次为

出血性休克，由于损伤引起大血管破裂出血、腹部挫伤合并肝脾破裂等，因出血引起血容

量突然降低，有效循环血量绝对减少。此外，还有心源性休克、中毒性休克、过敏性休克

等。
（３）主要临床表现：①兴奋期：紧跟损伤而出现，是抑制期的前导，可能只持续几分

钟乃至数秒钟。此期患者多有烦躁不安、呻吟，表情紧张，面色苍白，脉搏快而有力，呼

吸急促，血压正常或反而稍高。②抑制期：此期患者出现显著病容，虚弱，表情淡漠，反

应迟钝，口渴，头晕，出冷汗，四肢发凉，气促，脉搏快而无力，血压下降。严重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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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绀、酸中毒、昏迷。
（二）休克的初步急救处理

（１）应立即让患者平卧休息，一般应 采 取 头 和 躯 干 部 抬 高 约２０°～３０°，下 肢 抬 高 约

１５°～２０°的体位。
（２）神志清醒又元消化道损伤的患者，可饮适量的盐水或姜糖水、热茶等。
（３）保暖，但不宜过热，以免皮肤血管扩张，影响生命器官的血液灌注量和增加氧气

的消耗。在炎热的夏天，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止中暑。
（４）保持呼吸道畅通，对昏迷病人要及时清除口腔分泌物及血块，松解衣领，必要时

可将舌头牵出口外。
（５）剧烈疼痛时，可口服或注射止痛剂、镇静剂。
（６）可针刺或指压人中、百会、涌泉、内关、合谷等穴位，宜用强刺激手法。
（７）对有骨折或脱位者应进行必要的急救固定，对有出血者应及时采用适当的方法止

血，对疑有内脏出血者应迅速送医院抢救。
（８）在进行以上现场急救的同时，应迅速请医生处理，或尽快将患者送医院治疗。

常见运动损伤及其处理

一、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及其治疗原则

软组织损伤主要是指因外力撞击、跌仆闪挫、扭转牵拉、钝器挤压、强力负重、过度

活动和姿势不正等原因引起的软组织急性损伤和慢性损伤，是运动损伤中最常见的一种。
常见的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包括：挫伤，肌肉拉伤，关节囊和韧带扭伤，劳损、肌腱腱鞘和

滑囊损伤等。
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可根据损伤的病理变化过程分为急性损伤和慢性损伤两大类，其治

疗的基本原则是按不同的病理过程进行处理。
（１）急性损伤：即受到直接或间接外力作用、有急性伤史的软组织损伤。其治疗可按

早、中、后三个时期进行。
早期：即伤后２４小时或４８小时以内。其临床表现主要为：红、肿、热、痛、功能障

碍。其处理原则主要是：适当制动，止血，防肿，镇痛和减轻炎症。其治疗方法主要为：
伤后即刻冷敷、加压包扎、抬高患肢，２４小时后外敷新伤药、内服去痛片等。

中期：即伤后２４小时或４８小时后。其临床表现主要是：红、肿、热、痛逐渐消退，
但仍有瘀血和肿胀。其处理原则主要是：改善伤部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促进组织新陈代

谢，加速瘀血和渗出液的吸收及坏死组织的清除，防止粘连形成，促进再生修复。其治疗

方法主要为：热疗，理疗，按摩，针灸，药物痛点注射及外敷活血生新的中草药等。
后期：其临床表现主要是：肿胀和压痛消失，功能尚未完全恢复，锻炼时仍感局部微

痛、酸胀、无力或僵硬。其处理原则主要是：增强和恢复肌肉、关节的功能。如有瘢痕硬

结和粘连，应设法软化和松解，以促进功能的恢复。其治疗方法主要为：按摩，理疗，功

能锻炼，中草药熏洗等。
（２）慢性损伤：由急性损伤后处理不当转化而来。劳损亦属此类。其病理变化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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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和增生。其临床表现主要是：自觉局部酸胀，疼痛，发凉，活动不便。其处理原则主

要是：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组织新陈代谢，合理安排局部的负担量。其治疗方法与急

性损伤的后期大致相同。

二、挫伤

挫伤是身体某一部位受钝性暴力作用而引起该处及其深部组织的闭合性损伤。
其临床表现主要有：（１）单纯性挫伤：是皮肤和皮下组织 （包括皮下脂肪、肌肉、关

节囊和韧带）的挫伤。轻者局部仅有疼痛、压痛、肿胀、功能障碍。重者可因皮下出血形

成血肿或瘀斑，如有血肿可查得波动感，疼痛和功能障碍都较明显。（２）混合性挫伤：在

皮肤和皮下组织受到挫伤的同时，还合并其他组织器官的损伤。如头部挫伤可合并脑震荡

或脑溢血，胸部和背部的挫伤可合并肋骨骨折或肺脏损伤而发生气胸或血胸，腰、腹部挫

伤可合并肾挫伤和肝、脾破裂而发生内出血和休克，股四头肌、腓肠肌的严重挫伤可引起

肌肉或肌腱断裂。
其治疗主要为：单纯性挫伤在局部冷敷后外敷新伤药，加压包扎，抬高患肢。头部、

躯干部挫伤有休克症状出现者应首先进行抗休克处理，并立即送医院治疗。有肌肉、肌腱

断裂者，将肢体包扎固定后速送医院治疗。

三、肌肉拉伤

肌肉拉伤是肌肉主动强烈收缩或被动过度的拉长，超过了肌肉本身的负担能力或伸展

性所造成的损伤。拉伤可发生在肌腹、肌腹与肌腱交界处或肌腱的附着处。
其主要临床表现有局部疼痛、肿胀、压痛、肌肉紧张或痉挛，功能受限，受伤肌肉做

主动收缩或被动拉长的动作时，疼痛加重。肌肉严重拉伤者，在受伤当时可感到或听到断

裂声，疼痛和肿胀明显，皮下瘀血显著，运动功能严重障碍。肌纤维部分断裂或完全断裂

时可在断裂处摸到凹陷或一端异常隆起。
其治疗主要为：轻者立即冷敷，加压包扎，止痛，２４小时后可外敷新伤药，痛点药

物注射、针灸、理疗或按摩等。重者经加压包扎等急救处理后立即送医院，如有肌肉完全

断裂应及早做手术缝合。

四、关节囊和韧带扭伤

多为关节部位的复合性损伤。它是由于间接外力的作用，迫使关节异常扭转，而导致

关节囊、韧带和关节附近其他软组织结构损伤。
其临床表现主要有：局部疼痛、肿胀、压痛、皮肤青紫，关节功能障碍及关节不稳。

关节侧扳试验是检查韧带损伤的重要方法，关节侧扳时若出现疼痛，即为韧带扭伤或少量

韧带纤维断裂，如果出现 “关节松动”或超常范围的活动，则为韧带完全断裂。关节韧带

扭伤时，常可合并其他损伤，如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扭伤可合并膝内侧半月板及十字韧带损

伤，踝关节外侧韧带扭伤可合并副舟骨损伤或第五跖骨基底部骨折等。
其治疗主要为：轻者立即冷敷，加压包扎，止痛，２４～４８小时后可外敷新伤药，痛

点药物注射，３天后进行理疗或按摩等。重者经加压包扎等急救处理后立即送医院，及早

做手术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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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劳损

劳损是局部的肌肉、肌腱、筋膜等组织因长期负荷过度或体位不正等因素引起的慢性

积累性损伤。它由微细的小损伤逐渐积累而成，其实质为一种慢性无菌性炎症的 病 理 改

变。较为常见的劳损有腰肌劳损、疲劳性骨膜炎等。
其临床表现主要有：局部酸胀、疼痛，准备活动后症状减轻或消失，运动结束后症状

又出现或加重，经休息后又减轻。其症状常与天气变化有关。
其治疗主要为：按摩 （效果较好），理疗，痛点注射考的松类药物等。

六、踝关节扭伤

踝关节扭伤是闭合性软组织损伤中最常见的一种，它多由于跑步、跳跃、行走时突然

踏在不平的地面上，或踩在他人的脚上，或踩在球上，或下楼梯时因足部受力不稳，突然

发生过度内翻或外翻，致踝外侧或内侧副韧带受到强大的扭转牵拉张力作用而损伤。
其临床表现主要有：（１）有明显扭伤史。 （２）踝关节外侧 （踝关节内翻、内旋位损

伤）或内侧 （踝关节外翻、外旋位损伤）剧烈疼痛，活动受限，行走时疼痛明显。（３）轻

者仅局部肿胀，重者整个踝关节肿胀，跛行或不能行走。（４）伤处有明显压痛。（５）如有

踝外侧韧带完全断裂，则伤处剧痛，肿胀严重且范围大，踝关节不稳和跖骨异常活动，踝

关节前抽屉试验 （患足稍跖屈，检查者一手握住小腿，一手握住足跟向前推拉，使跖骨向

前错动）活动范围加大。
其治疗主要为：（１）伤后立即冷敷或用冷水冲淋１０余分钟。（２）可顺足尖方向轻轻

牵拉足前部，以理顺踝关节诸骨及韧带的关系。（３）用绷带或布带加压包扎。包扎时，绷

带或布带的缠绕方向应与受伤暴力作用方向相反，如内翻、内旋位损伤，绷带或布带应由

内向外绕过足底进行包扎，并应将踝关节包扎于轻度外翻、背 屈 位；如 外 翻、外 旋 位 损

伤，绷带或布带则应由外向内绕过足底进行包扎，并将踝关节包扎于轻度内翻、背屈位。
（４）在包扎固定的同时，外敷新伤药，一般应包扎固定５～７天。（５）３天之内不要作热

敷、理疗、按摩等。（６）对较严重的扭伤，应在现场初步处理后，送医院作进一步诊治。
必要时可摄Ｘ光片，以判断是否有骨折。

七、大腿后群肌肉拉伤

大腿后群肌肉拉伤亦是闭合性软组织损伤中最常见的一种，其损伤原因主要分为主动

拉伤 （该群肌肉强烈收缩引起，如短跑运动员猛烈蹬离起跑器、跳远运动员最后一步强力

蹬地腾起等）和被动拉伤 （该群肌肉超生理范围运动引起，如强行踢腿、压腿、劈叉等）
两种。其好发部位多为肌腹和坐骨结节肌腱附着点。

其临床表现主要有：（１）常有急性损伤史，受伤当时可能听到断裂的声音。（２）轻伤

疼痛局限于伤部，休息位不痛，重复受伤运作时才痛。（３）重伤者伤肢多处于屈曲位，疼

痛剧烈，步履困难。（４）大腿后侧肿胀，伤处压痛明显，肌肉发紧，有时能触及硬结；肌

肉完全断裂者，可摸到膨大的两断端与中间的凹陷。（５）受伤肌肉主动收缩或被动拉长时

疼痛加重。
其治疗主要为：（１）伤后立即加压包扎。（２）冷敷４～６小时，并抬高患肢休息。（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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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小时后可外敷新伤药，痛点药物注射、针灸、理疗或按摩等。（４）重者经加压包扎等

急救处理后立即送医院，如有肌肉完全断裂应及早做手术缝合。

八、网球肘

网球肘又称肱骨外上髁炎 （肱骨外上髁为前臂伸肌群附着点），是一种慢性劳损所致

的肘外侧疼痛综合症，在运动损伤中较为多见，尤以网球运动 员 好 发，故 名 网 球 肘。此

外，乒乓球、羽毛球运动员等亦可发生。
其临床表现主要有：（１）无明显受伤史，其症状逐渐出现。（２）早期在做某一动作

时，有肘关节外侧疼痛；病情发展，肱骨外上髁部位发生持续性疼痛，并可向前臂或上臂

放射。（３）重者握物无力，手提不重的物品时，可突然发生不可抑制的无力感而丢掉物

品。（４）扫地、拧毛巾、反手击球时，疼痛尤为显著。（５）肘关节外侧有明显压痛。（６）
前臂桡侧上段软组织有轻度肿胀、压痛及僵硬。（７）伤肘微屈，前臂旋前，腕关节屈曲，
在有外力加于腕关节背侧时用力背伸腕关节，肱骨外上髁产生疼痛。

其治疗主要为：（１）用手法按摩、药物痛点注射 （强的松龙等）、针灸 （阿是穴 ［即

痛点］、曲池穴、网球肘穴 ［曲池穴与肩峰的连线，曲池穴上３寸，用拇指按压此处有明

显的酸胀痛感］）等综合性治疗，绝大多数可获得满意效果。（２）手腕和前臂用力活动时，
于前臂肌腹处缠绕弹性绷带或戴护肘，可减轻疼痛发生。（３）对少数久治不愈的患者，可

考虑手术治疗。

九、胫腓骨疲劳性骨膜炎和疲劳性骨折

该症又称应力性损伤或行军骨折或应力骨折，为长期、反复、快速、轻微的外伤应力

累积于骨骼的某一部位，逐渐发生的慢性损伤。好发于跑跳运动员、长途行军的新兵等。
其临床表现主要有：（１）无明显受伤史，逐渐出现胫骨前或小腿后外侧疼痛。（２）训

练或较大运动量后，或上下楼梯时、或走路多时疼痛加重；做后蹬腿动作感觉乏力且疼痛

加重。（３）胫骨内侧或外踝上有轻度凹陷性水肿，皮肤发红、灼热。（４）胫骨内侧的中、
下段有明显压痛，部分患者在腓骨的外踝上方亦有压痛。（５）病程较长的患者，其患部可

触摸到高凸不平或硬节。
其治疗主要为：（１）减少下肢运动量，调整训练内容，避免在过硬的场地上跑步或跳

跃。（２）患侧小腿用弹力绷带包扎。（３）对患部进行按摩，理疗，外敷药等。（４）对经上

述治疗后，局部症状 无 改 善 甚 至 加 剧 者，应 拍Ｘ光 片 确 诊 是 否 疲 劳 性 骨 折，如 有 骨 折，
则应按骨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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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奥林匹克运动

第一节　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林匹克运动

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从公元前７７６年有文字记载的第１届算起，到公元３９３年，历时１１６９年，共举办了

２９３届古代奥运会。它的活动形式、传统与精神体系，对世界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

古代奥运会的起源，实际上与古希腊的社会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１）古代希腊商品生产极为繁荣，这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人类古代社会是绝 无 仅 有

的。商品经济的繁荣，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念易于形成，社

会生活内容也就丰富多彩，奥林匹克竞技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２）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的海洋地理环境使希腊人产生了外向、好动的性格。他们

有独立不羁的人格、开拓的精神。这种充满自由、竞争精神的文化个性，鼓励人们参与各

种竞争活动，激发了人们的竞争能力。
（３）古希腊的城邦统治注重军事，更注重军事力量的主体———人的体力的发展。
（４）古代奥运会是一种泛希腊的宗教庆典，它与宗教习俗活动关系密切。这些机制的

综合运行，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持续了１０００余年，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枝

奇葩。
（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规定

（１）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时间。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基本上是每４年举行一次，这一周期被称为 “奥林匹亚德”。按

此周期算，则从公元前７７６年到公元３９３年间共应举办２９３届，但实际上召开的次数要少

得多。不过，古代奥运会有规定，一个奥林匹亚德为一届，不管举行与否次数照算。
古代奥运会初期，竞赛项目不多，会期只有１天。后来随着比赛项目的增加，会期不

断延长。从公元前４７２年的第７７届奥运会起，会期延长到５天。
（２）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技比赛项目主要是田径。场地跑是古代奥运会最早设立的竞

赛项目，也 是 从 第１届 到 第１３届 运 动 会 上 的 惟 一 竞 赛 项 目，距 离 是 一 个 “斯 泰 德

（ｓｔａｄｅ）”，约为１９２２７ｍ，这 个 距 离 是 传 说 中 的 竞 技 之 父———赫 拉 克 勒 斯 神 的 脚 的６００
倍。后来逐渐增加了中长距离跑、摔跤、五项全能、拳击、赛马、角斗，以及战车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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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赛跑等等，最多时达２３项。大多数比赛项目为现代运动项目的原始雏形，比赛规则简

单，任意性很大，一些项目如最富有古希腊运动特色的角斗在现代运动中已经绝迹。
此外，还举行文艺比赛，参加者为诗人、作家、艺术家和演说家等。文艺比赛是从公

元前４４４年的第８４届古奥运会开始的，当时被誉为希腊 “历史之父”的格罗多特宣读了

他的名作 《历史》中的某些章节，歌颂了公元前４９０年在马拉松河谷战役中打败波斯军队

的希腊战士，最终赢得首次文艺比赛的桂冠。
（３）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奖励。
比赛结束时，在宙斯神坛前为各项目的优胜者举行庄严而隆重的发奖仪式。首先由裁

判庄严宣布优胜者姓名和他们父亲的姓名、所属城邦，以及他们在奥运会获胜的项目，同

时授予优胜者一枚棕榈，再由神的代表———奥运会的祭司授予神赐给人类的象征和平、幸

福的橄榄枝花冠。每位奥林匹克冠军都是城邦的英雄，这一地位和荣誉是人间无 与 伦 比

的，即便是身在高位的将军也对此羡慕不已，宁愿以将军的头衔去换得那用橄榄枝编织的

奥运会桂冠，尽管那只是一顶花环，而不是财富和权势。可见，在古奥林匹克繁荣时期，
奥林匹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圣洁和高尚。最初的奖赏偏重于荣誉，以后逐渐发展

成为优厚的物质奖赏，并授予某种特权。
（４）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规定。
古代的奥运会，对运动员、裁判和观看者有着种种规定、特权与禁令。
古代奥运会对运动员资格审查是极为严格的，当时的规定是：只有希腊血统的自由民

才能作为参赛者，而奴隶、外国人、犯过罪的人，对神不虔诚的人和有亵渎行为的人都不

能参加。妇女不但无参赛资格，而且也不允许观看。
古代奥运会的裁判官由伊利斯城邦在有名望的贵族中推举产生，大多 由 王 公 贵 族 担

任，权力很大。最初只有１～２名裁判，到公元前３４８年的第１００届奥运会上才确定为１０
名。裁判官负责向各城邦宣告 “神圣休战令”开始，审查运动员资格，执行赛场纪律。裁

判员不仅是赛场的执法者，也是整个大会的组织者。
古代奥运会的比赛规则十分严格，古希腊人认为奥运会是神圣的，光明正大的取胜是

光荣的；反之，则是对神圣事业的亵渎。这表现了古希腊人的荣辱意识。据说在第９８届

古奥运会上，一拳击运动员因买通另外３名敌手取胜，结果４人皆被罚重金，并用这４人

的罚金雕刻了４尊宙斯像，其中一尊还刻上警语：奥林匹克的胜利不是可用金钱买来的，
而需依靠飞快的两腿和健壮的体魄。

（５）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特点。
赤身运动是古希腊体育竞技的一大特色，表现出其独特的民族风尚和艺术风格，同时

也显示出古希腊人对神的崇敬以及对美和力量的崇尚。因此，在比赛场上的运动员全身赤

裸，涂擦上橄榄油，使皮肤富有光泽，肌肉更富有弹性，既有利于比赛，又显示出力量与

美。
（６）妇女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古代奥运会的禁令主要是针对妇女而言，当时规定：女子不能参加或观看体育比赛，

违者要受法律制裁，甚至处以死刑。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公元前３９６年第９６届奥运

会上，一位拳击世家的妇女———卡莉帕捷里娅女扮男装混入赛场，在教练员席上观看儿子

的比赛。当儿子获得冠军后，她欣喜若狂跑入赛场热烈拥抱亲吻儿子，暴露了自己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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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由于其父是第７９届奥运会的拳击冠军，再加上长老的说情，她才免于一死，成为

有历史记载的古代奥运会史上妇女违禁得以生还的罕见事例。
（三）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盛衰

古代奥运会按其起源、盛衰，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１）公元前７７６年至公元前３８８年，这一时期各城邦之间虽有纷争，但希腊是一个独

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都较发达，是古代奥运会的黄金时期。
（２）公元前３８８年至公元前１４６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衰落。公元前４３１年，

在古希腊爆发了使古希腊民间丧失元气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近３０年，战

争不仅耗损了几乎所有希腊城邦的国力，而且嘲弄了希腊人借奥林匹克竞技实现民族团

结、精神统一的梦想，到了后来，马其顿人毫不留情地把这种梦想撕了个粉碎。
（３）公元前１４６年至公元３９３年，古代奥运会由衰落走向毁灭。公元３９３年罗马皇帝

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认为古代奥运会有违基督教教旨，是异教徒活动，翌年

宣布废止古奥运会。
（四）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文化遗产

古代奥运会虽然衰亡了，但它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在世界体育史上有

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１）创造了一种竞技运动的组织模式。
从单一项目的竞赛到大型综合性竞赛，从运动会的组织、活动内容到竞赛方法，都形

成了独特的体系。
（２）积累了丰富的体育教育经验。
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古代奥运会，促进了古希腊人身体训练制度的形成，使古希腊 “对

青年的教育原则中贯穿着竞技运动、神性与人性的精神。在希腊文化的全盛期，运动锻炼

一直是城邦生活的重要部分和教育的基本原则”，为人类积累了体育教育经验。
（３）在体育的理论和实践上留下了宝贵财富。

１０００多年的古奥运会的实践，在体育的功能、德智体美关系、运动生理、运动营养、
训练周期、运动道德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４）形成了一种价值体系——— “奥林匹克精神”。
古代 “奥林匹克精神”主要内容为：①和平与友谊的精神。古代奥运会反映了人民渴

望和平的意愿。在 “神圣休战”期间，各城邦人民可以自由交往、经商旅行，反映了人民

对友谊的崇尚。②尊崇公正、平等、竞争的精神。运动员赛前宣誓：“不以不正当的手段

取胜！”这既是一种社会对人的理想化的规范，也反映了人们对公正、平等、竞争的渴望

与崇敬。③追求人体健美的精神。古代奥运会不仅是体能的比赛，也是健美的比赛，它体

现了古希腊人对人体健美的追求。④追求奋进精神。古代奥运会是古希腊人展示自我、表

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形式。运动员来到赛场，就是要胜过别人，成为冠军。这是一种鼓舞人

奋进向上、不断探索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贵动力。

二、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由于古代奥运会遗址的多次发掘，各国人民对恢复奥运会的呼声日

益高涨，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于１８８８年首先向全世界提出恢复奥运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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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１８９４年６月１６日至２４日，有３４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体育大会在法国召开。会上决

定，第１届现代奥运会将于１８９６年在希腊雅典举行，只允许业余运动员参加；成立国际

奥林匹克委员会，选举希腊的维凯拉斯为第一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 旦 任 秘 书 长。这

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此正式诞生了。
（一）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夏季奥运会，简称奥运会，为有别于冬季奥运会，又称为夏季奥运会。每４年举办一

届。夏季奥运会沿袭古奥运会旧制，不管运动会举行与否，届次照算。自１８９６年在雅典

举行第１届奥运会起，到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止，共２８届。因两次世界大战，实际只举行

了２５届。
第１届 （艰难的起步）：第ｌ届现代奥运会于１８９６年４月６日至１５日在雅典举行。这

届奥运会因经费问题遇到重重困难。大会沿袭了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体制。虽然参加奥

运会的只有１３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１１名运动员，但这次运动会面向的却是全世界的各国人

民。这届奥运会不允许女运动员参加比赛。
由希腊人塞玛拉斯作曲的奥运颂歌第一次奏响。１９５７年，这首歌曲成为奥运会的正

式会歌。
第２届 （女子走向世界舞台）：１９００年５月到１０月，第２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行。

比赛持续了５个月，被称为是一次 “马拉松”式的奥运会。参加本届奥运会的共有２２个

国家和地区的１３３０名运动员。有１１名女运动员突破传统的禁戒，参加了高尔夫球和网球

比赛。英国的夏洛特·库珀在女子网球单打比赛中获得冠军。
第３届：１９０４年７月１日至１１月２３日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３届奥运会并没有弥

补巴黎奥运会的不足，总共只有１２个国家参加。参赛运动员６２５名 （其中女运动员８名）
中美国人占了５３３人。有人甚至称之为 “美国运动会”。

第４届：１９０８年４月２７日至１０月３１日，第４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召开。这是第一

次五大洲运动员齐聚的奥运会。２２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６００名运动员 （其中３６名女运动员）
参加，人数几乎是１８９６年雅典奥运会的１０倍。

第５届 （《体育颂》流传于世）：１９１２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共有２８个国家和

地区的２５４７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５７名）参赛。在这届奥运会上，为了答谢作家、音

乐家、建筑师及诗人，奥运会设立了艺术竞赛项目。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 旦 写 出 《体 育

颂》获首次举行的奥运会文学艺术比赛金牌。１９２４年，法国作家蒙泰朗和画家富白塔表

达了因没能获奖而深感失望的心情，后来，艺术比赛就被取消了。
第６届：原定１９１６年在德国的柏林举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
第７届 （五环旗首次在奥运赛场上空飘扬）：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４日至２９日，第７届奥运

会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举办。参赛国家２９个，运动员共２６０７人 （其中女运动员６４人）。
由于战争的原因，第６届奥运会未能如期举行。奥运会在安特卫普，这座被战争摧毁、被

经济问题所困扰的城市重新举办。在这届奥运会上，象征着博爱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
第一次在体育场升起，运动员第一次进行宣誓，第一次出现周长４００ｍ的标准跑道。

第８届：１９２４年５月４日至７月２７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了第８届奥运会，这是巴黎举

办的第二次奥运会。参加本届奥运会的有４４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０９２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

员１３６名）。国际奥委会第一次正式允许女子参赛。



　
　
第
五
章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７１　　　

第９届 （奥运殿堂终为女子正式敞开）：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７日至８月１２日在荷兰的阿姆

斯特丹举行了第９届奥运会。共有４６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０１４名运动员 （其中２９０名女运

动员）参赛。奥林匹克火炬从奥林匹亚引取火种，并远距离向奥运会场传递，其中各国代

表团入场由希腊率先，东道国殿后，其他代表团按东道国语字母顺序进入会场的传统，都

是从这一届奥运会开始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妇女终于获准参加奥运会田径赛中５个项目的比赛了。在这届奥

运会上，美国运动员贝蒂·鲁宾逊成为第一位奥运会女子１００ｍ冠军。
中国首次派宋如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这届奥运会。
第１０届：１９３２年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１４日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举行。共有３７个国家

和地区的１０４８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１２７名）参赛。
中国代表团６人首次参加奥运会，但仅有刘长春参加了１００ｍ和２００ｍ的 短 跑 比 赛，

未获名次。
第１１届：１９３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６日在德国柏林举行。本届奥运会参赛国家和地区有

４９个，运动员共４０６６名，其中女运动员３２８名。中国运动员６９名。从本届起国际奥委会

正式规定，每届奥运会开幕式都必须举行点燃奥林匹克火焰的仪式。希特勒原想借奥运会

来炫耀纳粹德国的 “兴盛”，掩盖他加紧备战的阴谋；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奥运会来宣扬

“亚利安人种优越论”。但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却成为这届奥运会的焦点，他

夺得了４枚金牌 （１００ｍ、２００ｍ、跳远和４×１００ｍ接力赛）。直到４８年后，才有另一名跑

步运动员夺得了这４个项目的全部金牌，这就是１９８４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卡尔·刘易斯。
第１１届奥运会只是纳粹主义实力的演示，它预示着战争。希特勒已下令他的军队进

攻全世界。在闭幕式期间，当奥林匹克旗帜被带到体育场外时，每个人都十分清楚：和平

被埋葬了。
第１２届：原定１９４０年在日本的东京和芬兰的 赫 尔 辛 基 举 行，因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中

断。
第１３届：原定１９４４年在英国的伦敦举行，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
第１４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１４日在具有抵抗运动历史

的英国伦敦举行奥运会可以说是奥运复兴的最好象征。有５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０９９名运动

员 （其中女运动员３８５人）参赛。中国有３３名运动员参赛，均未获名次。
第１５届 （五星红旗飘扬在奥运赛场）：在这个沉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冷战中

的世界里，波罗的海沿岸的宁静城市赫尔辛基于１９５２年７月１９日至８月３日提供了一块

和平的 “净土”。苏联人自从１９１２年以来第一次重新参加奥运会。日本与德国也重返奥运

赛场。共有６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９２５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５１８人）参赛。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代表团派出４０名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在运动会已接近尾声时 才 到 达，
只有吴传玉参加了游泳比赛。

第１６届：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１２月８日第１６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
因牲口入境检疫问题，马术比赛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成为奥运会史上惟一分在两个

洲举办的奥运会。共有６７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１８４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３７１人）参赛。
第１７届：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５日至９月１１日在意大利的罗马举行。共有８４个国家和地区

的５３４８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６１０名）参赛。本届奥运会首次对某些项目实施兴奋剂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７２　　　

检查。
中国台湾的杨传广号称田径十项全能 “三杰”之一，他战胜苏联库兹涅佐夫，但以微

弱的劣势输给美国的约翰逊，获得银牌，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奥运会奖牌的人。
第１８届：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０日至２４日，奥运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地点是日本的东

京。共有９４个国家和地区的５１４０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６８３名）参赛。在开幕式上，

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出生于广岛的１９岁的阪井吉手持奥林匹克火炬进入体育场。８月６日是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１０多万人丧生。因此，阪井吉象征着新生命的诞生，也表明

了日本人民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
第１９届：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２７日在海拔２２５０ｍ的墨西 哥 城 举 行。这 一 届 共 有

１１２个国家和地区的５５３１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７８１人）参赛。本届奥运会增加了裁

判员宣誓仪式，并首次正式实施性别和兴奋剂检查。
第２０届 （慕尼黑惨案震惊世界）：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６日至９月１０日第２０届奥运会在德

国的慕尼黑拉开序幕。有１２２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７１４７名 运 动 员 （其 中 女 运 动 员１０７０名）
参赛。９月５日，巴勒斯坦 “黑九月”（“黑九月”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一个强硬派）组

织成员袭击奥运村，杀害了１１名以色列运动员……奥运会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下继续进行。
第２１届：在慕尼黑悲剧发生后４年，第２１届奥运会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７日至８月１日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共有８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６１８９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１２７４名）
参赛。

第２２届：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９日至８月３日第２２届奥运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奥运会由

于苏联出兵阿富汗而受到美国、西德、中国、日本等６２个国家和地区的抵制，参赛的仅

有８１个国家和地区的５８７２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１２４７名）。
第２３届 （商业化的开端）：在美国洛杉矶 举 办 第１０届 奥 运 会 的５２年 后，１９８４年７

月２８日至８月１２日，第２３届奥运会回到了洛杉矶的纪念体育场。共有１４０个国家和地

区的７６１６名运动 员 （其 中 女 运 动 员１７１９名）参 赛。中 国 体 育 健 儿 开 始 走 向 世 界，共 有

２２５名运动员参赛。在自由企业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共同合作之下，奥运会首次全部交由一

个私人委员会组织承办，若干个跨国大公司出资，而不再是由举办城市和举办国出资。洛

杉矶奥运会首次实现了扭亏为盈。此后，主办国在历届奥运会中均能赚到丰厚的利润。
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获得第一枚洛杉矶奥运会金牌。这是一个庆祝中国重返奥林匹

克大家庭的象征。
第２４届：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７日至１０月２日，在韩国汉城举办的第２４届奥运会最大的问

题已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体育方面的———关于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使用兴奋剂的

丑闻。
汉城奥运会标志着自１９５２年以来有损于奥运精神的意识形态 领 域 中 的 冲 突 结 束 了。

共有１６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９５８１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２４７６名）参赛。
第２５届：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５日至８月９日第２５届奥运会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举行。共

有１７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９３６４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２７０５名）参加了本届比赛。
第２６届 （百年奥运）：１９９６年是现代奥运的百年诞辰，７月１９日至８月４日在美国

亚特兰大举行的第２６届奥运会实现了奥运家庭的大团圆。
本届比赛中设２６个大项，２７１个小项，共有来自世界１９７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０７８８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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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参加了各项比赛的角逐，各国选手经过１７天的激烈争夺共打破２５项世界纪录。
第２７届：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５日至１０月１日，第２７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共

有１９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１１１６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４２５４名）参加了比赛。本届奥运

会加大了兴奋剂检测力度，血检第一次成为奥运会兴奋剂检测的方法之一。
第２８届：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３日 至２９日 在 希 腊 雅 典 举 行。共 有２０１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１１０９９名运动员 （其中女运动员４５２４名）参加了３０１个比赛项目的角逐。中国此次派出

了由６００多人组成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取得了３２金１７银１４铜的历史最好成绩，
列金牌榜的第二位。

（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冬季奥运会比赛项目都和冰雪有关，所以有人称之为 “白色奥运会”。自１９２４年在法

国夏蒙尼举行第１届冬季奥运会起，至２００６年在意大利都灵举办冬季奥运会止，共举办

了２０届。运动规模越来越大。１９２４年第１届冬季奥运会只有１６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９３名

运动员参加，比赛项目仅有４个，分１４个单项。而参加１９９２年第１６届冬季奥运会的国

家和地区已达到６４个，运动员１８０１名，比赛项目大项为６个，单项５７个。冬季奥运会

每四年举办一届，按实际举行次数计算届次。为了使冬、夏两季奥运会不在同一年举行，
第１７届冬季奥运会改在１９９４年举行。会期原为１２天，从第１５届起改为１６天。

（三）伤残人奥运会

伤残人奥运会是根据奥林匹克宗旨所创设的由伤残者运动员参加的奥运会。伤残人奥

运会的英文名称ｐａｒａｌｙｍｐｉｃｓ，是由ｐａｒａｐｌｅｇｉａ （截瘫）与ｏｌｙｍｐｉｃ（奥林匹克）两词合成

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在于向所有的人开放，吸收 一 切 人 参 加。根 据 这 一 宗 旨，１９６０
年在第１７届奥运会之后，在罗马举办了第１届伤残人奥运会，并成立了国际伤残人奥委

会 （ＩＰＣ），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 认。每４年 一 届，与 奥 运 会 同 年 举 行，一 般 是 在 夏 季

奥运会闭幕后举 行。伤 残 人 奥 运 会 由 国 际 伤 残 人 奥 委 会 主 办。１９８８年 汉 城 奥 运 会 之 后，
伤残人奥运会更趋正规化，决定每届伤残人奥运会在夏季奥运会的同一奥运城，并使用夏

季奥运会的体育设施举行。伤残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有 田 径 运 动、游 泳、举 重、射

击、自行车、射箭、篮球、排球、足球、网球、乒乓球、门球、击剑、柔道等。

三、奥林匹克运动

在人类社会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全球性的活动丰富多彩。然而，从古至今在持续的时

间、规模以及所象征的崇高思想方面，几乎没有一种活动可以同奥林匹克运动相媲美。
奥林匹克运动，是在奥林匹克主义的指导下，以体育运动和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庆典

为主要活动内容，促进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道德全面发展，沟通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

解，在全世界普及奥林匹克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社会运动。奥林匹克运动包括以奥

林匹克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以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或地区奥委会

三大支柱为骨干的组织结构体系和以奥运会为周期性高潮的活动内容体系。
（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１９世纪兴起，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１４世纪起，欧洲各国

相继发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文化运动，１８世纪到１９世纪，欧洲完

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它们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扫清了思想障碍，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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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基础。而奥林匹克运动产生的直接动因则是古希腊体育传统影响、资产阶级 教 育 改

革、现代体育的兴起和国际化。
在经历了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文艺繁荣之后，欧洲进入了被称为 “黑暗时代”的中世

纪。教会和贵族领主的封建统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中世纪宗教哲学提倡 “灵肉对立论”
和 “禁欲主义”，扼杀了体育的发展。１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兴起，第一次冲击

了封建领主和教会的专横统治。在 “重新振兴文艺”的口号下，西欧各国的文化艺术、科

学有了重大发展。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

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近代人类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１８世

纪的启蒙运动被称为近代人类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推崇以近代思想文化取代教

会和贵族的专制、迷信和欺骗，倡导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三大思想文化运动的一个

共同点是宣扬古希腊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赞美古奥运会的理想和精神。这一思想文

化运动，引起了人们对古希腊体育和古奥运会的关注。

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机 器 大 工 业 代 替 手 工 业 的 工 业 革 命 从 英 国 开 始，到１９世 纪 末，
欧洲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大为提高，它不仅引起生产技术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革，也使社会思想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推动了教育改革。资产

阶级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强健的身体、丰富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具有开拓、进取、务实精

神的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实业家。个性和人格的发展，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古希腊教育制

度和古奥运会的基本精神符合文艺复兴以来的教育家们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对教育改革

起了重要作用。
在教育改革初期，欧洲大陆各国盛行与军事训练相结合的体操活动，而英国盛行户外

活动和竞技运动。到１９世纪后期，随着大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都市化生活的节奏加快，
人们需要寻求具有较好娱乐功能、能有效地消除紧张状态的活动方式，竞技运动最能适合

这一需要，由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通过涌向各地的殖民者向世界传播，在世界不同类

型体育的交流和融合中产生了现代体育。
从１８世纪开始，英、法、德等国的一些专家学者，相继赴奥林匹亚实地考察和发掘。

进入１９世纪后，欧 洲 和 美 国、加 拿 大 的 一 些 地 区 为 复 兴 奥 运 会 进 行 了 各 种 尝 试。１８３０
年，希腊从土耳其获得独立，出现了复兴古希腊文明的热潮。１８８１年，古奥运会遗址的

主要设施终于重见天日。奥林匹亚的考古成果，激发了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憧憬。
在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众多先驱者中，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 拜 旦 最 为 突

出。１８８８年，他通过对 各 国 体 育 状 况 的 调 查，强 烈 地 感 到 需 要 尽 快 复 兴 古 奥 运 会 精 神，
以团结、友好、和平精神指导体育竞赛。顾拜旦希望通过体育消除偏见，增进了解，促进

人们友好共处，达到世界和平。１８８９年７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田径代表大会上，顾拜

旦首次公开提出用现代形式复兴奥运会的设想。１８９２年他又发表了著名的 “复兴奥林匹

克”演说，正式提出了复兴奥运会的具体构想。从此奥林匹克运动进入了具体筹备阶段。

１８９３年，根据顾 拜 旦 的 建 议，在 巴 黎 举 行 了 讨 论 复 兴 奥 运 会 问 题 的 国 际 性 体 育 会 议。

１８９４年６月１６日，“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在巴黎索邦神学院开幕，大会通过了 《复

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决议。６月２３日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标志着现代奥林匹克

运动的诞生。１９８６年国际奥委会决定，把每年的６月２３日定为 “奥林匹克日”。各国都

在这一天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以纪念１８９４年６月２３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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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从１８９４年国际奥委会成立，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度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岁月，这期间无

论是奥林匹克运动本身，还是它存在的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奥林匹克运

动的发展过程按其特征可以大体上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１奥林匹克运动的初创时期 （１８９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正值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急剧变化时期，各种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妨碍了

正常的国际交往。现代运动项目仅在少数欧洲国家有所开展，世界范围的体育竞赛活动很

少进行。奥林匹克运动尚处于一种摸索阶段。１９０８年奥运会实施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
为未来奥运会的举办构建了基本框架。１９１２年奥运会是这一时期最成功的奥运会，从参

赛国家、运动员人数、场地设施到组织工作都有较大提高，第一次实现了顾拜旦所期望的

没有事故、没有抗议、没有民族沙文主义仇恨的奥运会。
这一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和国家奥委会还都只是一

个松散的机构。国际奥委会尚未认识到奥运会是国际奥委会委托给某个城市承办的，放弃

了领导和监督权，以致奥运会一切事宜均由东道主随意安排。由于不允许妇女正式参加奥

运会，不但使奥运会的广泛性存在重大的缺陷，而且也使女子体育发展受到阻碍。

２奥林匹克运动的形成时期 （１９１４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于１９２０年重新进行。国际奥委会从实践

中意识到奥运会规范化的重要性，整个奥运会的基本框架、运行机制和基本特征在这一时

期基本形成，比赛项目的设置逐渐趋向合理，比赛设施进一步 完 善，会 期 基 本 固 定，申

办、举办程序基本确立，并基本解决了有关运动员的参赛资格问题。先进的技术开始应用

到比赛中去，如电子计时器、终点摄影仪、自动打印机、闭路电视转播等。自１９２８年起，
女子田径项目纳入正式比赛，这一重要变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性和号召力起到了推动

作用。另一重要发展是有了冬季奥运会，它使奥林匹克运动的覆盖面大大增加。
这一时期，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机构也得到发展，国家奥委会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２９个增加到６０个，为奥林匹克思想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各国

际单项体育组织也相继成立，通过国际奥委会与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和各国家奥委会的协

调，使国际奥委会摆脱了每届奥运会都存在的具体技术事务，而更多地在领导、协调、决

策等更高的层次上发挥作用。
这一时期政治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日益加重，如１９３６年柏林奥运会，被希特勒用

以向世界炫耀自己的实力，违背了奥林匹克和平、友谊、进步的宗旨。

３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时期 （１９４６～１９８０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形成了东西方两大政治集团对峙的局面，这对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战后各国经济振兴和科技发展，促进了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由于苏联及新兴独立国家的参加，这一时期奥运会每届参赛国家和人数以及竞赛项目

都在增加；与此同时，顾拜旦关于在各大洲轮流举办奥运会的设想得以实现；各洲范围的

运动会、伤残人奥运会也相继产生。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竞技运动 水 平 也 迅 速 提

高，非洲体育开始崛起。在奥运会上形成美国和苏联争强的局面。奥运会比赛场地及各种

配套设施较前有很大的发展，奥运会向大型化、艺术化方向发展。先进的电子设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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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违禁药物检查，使比赛的公正性得到加强。
这一时期政治对奥运会的影响也更趋明显、复杂，各种势力集团都想通过这个舞台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兴奋剂问题、奥运会承办国财政负担过重等问题 都 提 到 重 要 议

程。三大支柱之间出现了裂痕，经济上也危机四起。

４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时期 （１９８０年至今）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萨马兰奇的领导下，针对奥林匹克运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

行了大规模的变革。过去的那种 “独立性”原则，即在经济上不谋利，政治上不同政府联

系的做法已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要求不只限于四年一度的奥运

会，奥林匹克运动已参与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国际奥委会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方面注重

了奥林匹克思想的传播。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际奥委会建立了包括主席、各 类 专 业 人 员 在 内 的 长 驻 机

构———洛桑总部，保证了总部机构对各方面的领导。自１９８１年起，国际奥委会第一次有

了正式的法律地位，从而得以法人的身份参与处理各种重大事务，经济上大胆进行商业性

开发，利用各种活动创造财富，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从第

２３届奥运会开始，连续几届的奥运会主办国均未出现赤字。经济上的盈利，极大地调动

了主办国家搞好奥运会的积极性。
这一时期发生的重要变化是在肯定政治对体育作用的同时，强调体育不应听命于任何

一个国家的指挥；在肯定商业化的同时，对商业化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并废除了参赛者

业余身份的原则，使奥运会向所有优秀的运动员开放。这种务实的态度，促进了奥林匹克

运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奥林匹克运动体系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由思想体系、
组织体系、活动体系三大部分组成。

１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体系

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体系包括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思想及其宗旨

和格言等，它们都属于一个统一的范畴，包含在 《奥林匹克宪章》中。

２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体系

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体系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三个

组织构成了奥林匹克运动组织的三大支柱。此外，为使国家奥委会在区域性的范围内更好

地合作，促进各大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在五大洲还设有国家奥委会的洲级协会。

３奥林匹克运动的活动体系

奥林匹克运动的活动内容是实现奥林匹克理想的具体手段和途径，它包括奥林匹克运

动会、大众体育以及与体育有关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等活动。以奥林匹克主义贯穿一系列

活动，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奥林匹克活动体系。在奥林匹克运动众多的活动内容中，
四年一度的冬、夏季奥运会是最重要的活动，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主旋律。

奥林匹克运动的其他重要竞赛活动，包括：各大洲际运动会、伤残人奥运会等国际奥

委会承认的竞赛活动；大众体育活动主要是每年都举办的 “奥林匹克日”，旨在促进群众

体育活动的开展，扩大奥林匹克影响；奥林匹克科学、文化教育活动主要包括开办国际奥

林匹克学院，建立奥林匹克博物馆，召开奥林匹克科学大会等。另外还有为表彰一些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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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奥林匹克运动作出贡献的团体或个人而进行的颁奖活动。

第二节　奥林匹克思想体系

一、奥林匹克主义

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长盛不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奥

林匹克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宗旨、奥林匹

克精神、奥林匹克格言、奥林匹克名言所组成，该体系使奥林匹克运动有了坚实的思想基

础和明确的指导方针。
（一）奥林匹克主义的概念

“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种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

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它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主义的中心思想是人

的和谐发展，旨在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

原则的 “生活方式”。
（二）奥林匹克主义的特点

（１）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教育。教育的内容有：奥林匹克知识教育、奥林匹克

宗旨教育、奥林匹克理想教育、奥林匹克精神教育。
（２）吸收并发展和借用了古代奥运会的传统思想和仪式。现代奥运会继承了古代奥运

会的宝贵历史遗产，如公平竞争、拼搏进取和身心和谐发展的思想，以及４年一个奥林匹

克周期，在奥运会的火炬接力，奥运会期间的点燃圣火及开、闭幕式等古代的传统仪式。
（３）充满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奥林匹克主义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希望通过竞

技运动来改造 社 会，造 就 人 类 的 未 来，向 往 和 追 求 人 类 的 真、善、美。正 如 顾 拜 旦 在

１８９６年所说的 “和平只能产生于一个好的世界，一个好的世界只能由好的个人组成，好

的个人只能从激烈的比赛中造就”。
（４）发扬公平竞争的精神。古代奥运会的一个突出的传统就是崇尚精英、崇拜英雄，

而这些精英和英雄必须在竞赛中遵守规则，通过公平竞争而获得，不能投机取巧。现代奥

运会正是继承了古代奥运会的这种传统，这也构成了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内容。
（三）奥林匹克主义的现实意义

（１）在奥林匹克主义的指导下的奥林匹克运动，既不局限于体育也不局限于奥运会的

竞技比赛，而是一种超越体育竞技运动的关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

和运动。
（２）奥林匹克主义谋求人的全面发展。奥林匹克主义主张人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

在古希腊，人们崇拜的竞技者不仅技艺高超，而且道德高尚、知识丰富、内心充实、体魄

健美、举止优雅，现代奥运会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和谐发展的思想，把体育与文化、教育结

合起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宣传人的全面发展，宣传体育在建设社会 文 明 中 的 重 要

作用。
（３）奥林匹克主义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由于奥林匹克主义提倡体育与文化及

教育相结合、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以及在竞技中公平竞争，所以激励人类挖掘自身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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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及社会价值。

二、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思想

（一）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

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

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奥林匹克运动力图通过体育运动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达到减少战争，促进

和平的目的。其宗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代国际社会的需要，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

（二）奥林匹克精神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 “奥林匹克精神”就是 “互相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

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互相了解、友谊、团

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主义就不可能得到贯彻，奥林匹克运动也无法实

现。

（三）奥林匹克格言

“更快、更高、更强”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格言。

这一格言是顾拜旦的好友，巴黎阿奎埃尔修道院院长迪东，在一次户外运动会上鼓励

他的学生时说的 “在这里，你们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顾拜旦借用过来，将这

句话用于奥林匹克运动。１９２０年，国际奥委会将其正式确认为奥林匹克格言，在比利时

的安特普奥运会上首次使 用。此 后，奥 林 匹 克 格 言 的 拉 丁 文：Ｃａｌｌｕｓ，Ａｌｔｕｓ，Ｏｒｇｉｅｓ出

现在国际奥委会的各种出版物上。“更快、更高、更强”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充分表

达了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奋斗精神和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在

比赛场上，面对强手，发扬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对自己则是永

不满足，不断战胜自己，不断超越自己，实现新的目标，达到新的境界。

（四）奥林匹克名言

“参与比取胜更重要”是奥林匹克运动广为流传的名言。这是顾拜旦１９０８年７月２４
日伦敦第４届奥运会期间，在英国政府所举行的招待宴会上发表的讲话。这句话出自圣·

保罗大教堂一次宗教仪式上宾夕法尼亚主教的一段话：“对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说，参与比

赛比取胜更重要。”顾拜旦引用了这句话后还做出精辟的解释：“生活中重要的不是凯旋，

而是奋斗，其精髓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使人类变得更勇敢、更健 壮、更 谨 慎 和 更 落 落 大

方。这是我们国际奥委会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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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奥林匹克运动与科技

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繁荣

奥林匹克运动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首先是科学技术的进

步与应用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繁荣。再者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对现代科学技

术的进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高科技不断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

现代国际社会最大型的体育文化活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现代科学技

术的支持；无论是科学训练、运动器材与装备的改进，还是运动会的各项保障系统，无不

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庇护。可以说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

展。
（二）体育科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１９世纪末，现代奥 林 匹 克 运 动 诞 生 之 时，现 代 体 育 科 学 的 主 干 学 科 已 经 基 本 形 成，
并有了许多研究的成果。现代科学技术对体育领域的渗透日益广泛，已成为奥林匹克运动

发展的推动力量。
（三）科学训练保证了运动技术的不断完善和运动成绩的不断提高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奥林匹克的运动训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科学体

系。现代奥运会运动成绩的大幅提高，使许多运动项目的成绩已经接近和达到了人体的生

理极限，那种仅仅依靠教练员的经验和运动员 “辛勤与汗水”换来运动成绩的时代已经结

束，依靠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来提高运动成绩的 “知识体育时代”已经来临。现在，以系

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指导，以计算机等高科技器材为手段的现代运动训练方法，越来

越广泛地运用于运动训练的实践。

１科学训练的方法论

现代运动训练已脱离了原始的、无序的、盲目的、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而是在根据

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仿生学、运动生物化学等原理的指导下进行有目的、有针对

性的、科学的训练过程。先进的科学检测仪器可以有效地记录运动员的训练过程，经过科

学的分析，可以发现技术缺陷，使运动技术的合理性得以体现。

２科学训练与恢复

有效的恢复手段可以消除大负荷训练所产生的疲劳，使运动员得以超量恢复，减少运

动损伤和疾病的发生。

３科学训练与营养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运动员的营养的科学化使运动成绩稳步提高得以保证。
（四）运动器材和装备的科学化促进了运动成绩的提高

有助于运动成绩提高的变量主要有两个，即 “内在变量”———指运动员自身体能和技

能的提高和 “外在变量”———指运动器材与装备的改进和革新。目前，在运动成绩接近人

体体能极限的情况下，依靠内在变量来提高运动成绩的难度越来越大，为了求得运动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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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利用高科技来改变外在的变量，即注重运动器材和装备的

革新。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联邦德国的塑胶跑道、电动计时器和终点摄像设备、短跑用的起

跑器、新式跑鞋、新的仿生学游泳衣等。
（五）科学的检测手段限制和杜绝了违禁药物的泛滥

科学技术也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提高运动成绩服务，又可以为恶，做出违背体育

道德的事来。这就是困扰和危害奥林匹克运动的毒瘤———兴奋剂。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又

有力地限制了兴奋剂的使用和蔓延。
（六）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为奥运会的举办提供了保障

（１）气象预报的科学化，使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有了明显的提高。
（２）交通运输的科学化，使一个城市的交通现代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
（３）安全保障的科学化，切实地保护奥运会参与者，特别是运动员的安全，使奥运会

能够在热烈、祥和、融洽的环境和氛围中进行，一直是历届奥运会组办者 面 临 的 头 等 大

事，特别是当前国际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日趋深化，也加大了奥运会安保工作的难度。
（４）奥运会信息服务的科学化，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奥运会信息服务

科技系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一）奥林匹克精神为体育科技工作确定了目标

在奥林匹克精神的倡导下，世界体育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 化。在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更高、更快、更强”这一格言的鼓舞下，体育竞技领域成为人类不断超越自我、挑战人

体极限的前沿阵地。体育运动作为人类的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和科

学内涵。仅仅竞技运动的训练过程，就包括科学选材、系统训练、技术诊断、机能评定、
医务监督、伤病防治、体能恢复等众多环节。现在，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进入更加理性化、
更加科学化的时代。随着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范围的普及，随着竞技运动水平的 普 遍 提

高，奥运会的竞争日趋激烈，提高运动成绩、夺取奥运金牌的难度越来越大。提高运动员

的运动能力，成为体育科技工作的确定目标。
（二）奥林匹克运动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

奥林匹克运动为科技成果的应用提供了最佳的 “科技实验场”。奥林匹克运动为科技

成果的交流提供了特殊的场合。奥林匹克运动使科技知识的传递速度大大加快。
（三）奥林匹克运动赋予科学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

顾拜旦所提出的奥林匹克主义，决定着体育科学技术必须以人为本来促进公平竞争和

文明进步的前进方向。一切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不正当行径，都将遭

到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的唾弃和谴责。

第四节　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

一、中国早期的奥林匹克运动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并取得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１８９４年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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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便致函邀请中国清政府派人参加１８９６年在雅典举办的

近代第１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清政府没有回信。１９１３年开始举办的远东运动会 （最初名

为 “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亚洲的先驱，中国是发起者之一。在远东

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表现了良好的体育道德。１９２２年，中国大学校

长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１９２４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简称全国体协）成立后，
中国陆续加入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足球、篮球８个国际单项体育联

合会。１９３１年全国体协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其团体会员。从此，中国与国际奥委会

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并积极参与了国际奥委会组织的一些重大比赛活动。

１９２８年，中国派 了 一 个 观 察 员 去 参 观 在 荷 兰 阿 姆 斯 特 丹 举 行 的 第９届 奥 运 会。从

１９３２年起，中国开始正式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至１９４８年共参加了３届。
第１０届奥运会１９３２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事前国民党政府宣称不派运动员出席，可

是日本帝国主义却积极筹派两名东北运动员以 “满洲国”名义参加奥运会。消息传出，国

内外舆论大哗。全国体协乃出面筹资派人参加。当时勉强拼了一个代表团，仅有刘长春参

加了１１３０ｍ和２００ｍ的短跑比赛。因旅途疲倦，体力不支，刘长春在预赛即被淘汰。这是

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正式进入奥运会赛场，虽然成绩不佳，但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奥林匹克运

动的存在。
第１１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１９３６年８月在德国柏林举行。国民党政府于１９３５年便令

全国体协进行运动员的训练和选拔。１９３６年组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代表团参加。６９名运

动员参加田径、足球、篮球、游泳、举重、拳击、竞走、自行车比赛和武术表演，同时还

有一个由３４人组成的赴欧体育考察团，随同前往。竞赛结果，除符保卢撑杆跳高进入复

赛外，其余均在初赛中被淘汰。但武术表演却引起了各国体育界人士的极大兴趣。
第１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１９４８年７月在英国伦敦举行。在全国体协的努力下，中国

仍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总领队王正廷，总干事董守义，总教练马约翰 （后来未去），运

动员３３人，参赛项目有足球、篮球、游泳、田径、自行车等。竞赛结果各项均未能进入

决赛。运动会结束后，代表团在当地华侨总会的帮助下，解决了路费问题，运动员才得以

返回祖国。

二、中国近期的奥林匹克运动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

一系列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化。社会的变化给体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给奥

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开始了新的历程。
（一）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组织的更新与发展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１０月２６日，将原中华全国体育

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全国体总对外代表中国奥委会。全国体总成立后，陆续

改组和成立了一批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为了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发展体育运动的积极

性，又先后成立了一批行业性的体育运动协会。
（二）中国在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

１９５２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就曾致函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惟一体育组织，任何其他团体不能作为中国的任何合法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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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及其活动。并排除一切困难参加了第１５届赫尔辛基奥运会，以表示我们对国

际奥委会的尊重与诚意。１９５４年５月，在雅典举行的国 际 奥 委 会 第４９次 会 议 上，以２５
票赞成、２１票反对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是国际奥委会

的成员。但是，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的布伦戴奇却同时将中国台湾的体育组织

以 “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中，搞起了 “两个中国”
的把戏。１９５６年以后，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也陆续用 “中华民国”的名义接纳了台湾

的体育组织，允许他们占据我国的合法席位。为了坚决抵制 “两个中国”的阴谋，维护国

家主权，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关于同国际

奥林匹克委员会中断关系的声明。从此，中国和国际奥委会的正常联系被迫中断了２１年，
这不仅给中国体育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国际奥委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缺陷。

２０世纪下半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重回奥运会国际大家庭的时机

成熟了。１９７５年４月９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要求恢复我国合法席

位的申请。１９７９年，根据邓小平 “一国两制”的设想，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提出解

决中国合法席位的建议。１０月２５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市举行，会上一致

通过了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１１月２６日，国际奥委会领导人在瑞士洛

桑国际奥委会总部正式宣布，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通讯表决，以６２票赞成、１７票反

对、２票弃权批准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

决议。根据 “一个中国”的原则，确认代表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

委会，正式名称为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址北京，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

歌；台湾地区的奥委会，正式 名 称 为 “中 国 台 北 奥 林 匹 克 委 员 会”。这 就 是 闻 名 于 世 的

“奥运模式”。之后，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宣布：中国奥委会接受国际奥委会决议。

三、中国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

１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情况

（１）参加奥运会。

１９５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为团长的，包括足

球、篮球和游泳选手在内的４０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

第１５届奥林匹克运动会。７月２９日中国代表团抵达芬兰时，奥运会比赛已进行了１０天，
足球、篮球等项目的预赛均已结束，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参加了一项男子仰泳比赛，中国

的篮球队与芬兰国家队等进行了几场友谊赛。
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历尽艰难，但飘扬在奥运会会场上空的五星红旗，向全世界表

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参加奥运会的合法权利。同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参与第１５届奥运

会的过程中，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同世界人民加强友谊的良好愿望。

１９８０年２月，我国派出了２８名运动员前往美国的普莱西德湖参加第１３届冬季奥运

会，这是我国在被迫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２０多年后，第一次出现在奥运盛会上，也

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冬季奥运会，它拉开了中国当代体育向世界体育高峰进军的序

幕。１９８０～２００６年，中国参加了第２３～２８届夏季奥运会及第１３～２０届冬季奥运会。中

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证明了中国已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
它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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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２３届奥运会上，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实现了中国奥运会

金牌 “零”的突破，我国运动员总共获得了金牌１５枚、银牌８枚、铜牌９枚，迎来了中

国奥林匹克运动史上新的时代；在１９９２年第１６届冬季奥运会上，我国滑冰运动员叶乔波

获得女子速滑５００ｍ和１０００ｍ两枚银牌，李琰获女子短道速滑５００ｍ银牌，实现了我国在

冬季奥运会上奖牌 “零”的突破。如表５４１所示，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成绩情况。

表５４１ 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成绩 （１９５２～２００６年）

届次 时间 地点 金牌 银牌 铜牌

第１５届夏季奥运会 １９５２年 赫尔辛基

第２３届夏季奥运会 １９８４年 洛杉矶 １５ ８ ９

第２４届夏季奥运会 １９８８年 汉城 ５ １１ １２

第２５届夏季奥运会 １９９２年 巴塞罗那 １６ ２２ １６

第２６届夏季奥运会 １９９６年 亚特兰大 １６ ２２ １２

第２７届夏季奥运会 ２０００年 悉尼 ２８ １６ １５

第２８届夏季奥运会 ２００４年 雅典 ３２ １７ １４

第１３届冬季奥运会 １９８０年 普莱西德湖

第１４届冬季奥运会 １９８４年 萨拉热窝

第１５届冬季奥运会 １９８８年 卡尔加里

第１６届冬季奥运会 １９９２年 阿尔贝维尔 ３

第１７届冬季奥运会 １９９４年 利勒哈默尔

第１８届冬季奥运会 １９９８年 长野 ６ ２

第１９届冬季奥运会 ２００２年 盐湖城 ２ ２ ４

第２０届冬季奥运会 ２００６年 都灵 ２ ４ ５

（２）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其他活动。

在体育技术方面，到１９９２年我国先 后 向１０５个 国 家 和 地 区 派 出 过 乒 乓 球、羽 毛 球、

体操、排球、跳水、武术等２５个 项 目 的 教 练 员。据 不 完 全 统 计，从１９７８年 到１９９２年，

我国共派出援外教练员１０７７人次。近年来，我国有大批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和排球运

动员退役后到欧美各国留学或当教练员、运动员，对所在国家这些项目的发展做 出 了 贡

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乒联、国际羽联有关人士，对中国在这些项目发展中做出的贡献都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此外，到１９９２年中国还为亚非拉和 南 太 平 洋 地 区 的３６个 国 家 设 计、施 工、援 建 了

７４项大型体育设施 （场、馆、池、运动员宿舍及配套设施）。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２年，先后

派出工程技术人员３０００余人。为了表彰我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体育设施建设中做出的特殊

贡献，国际奥 委 会 主 席 萨 马 兰 奇 于１９８６年４月 专 程 来 华，将 国 际 奥 委 会 的 最 高 荣 誉

奖———奥林匹克杯授予中国奥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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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举办第１１届亚运会和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

（１）举办第１１届亚运会。

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６日，第１１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的

大型综合性国际运动会。运动会开得极为成功。这届运动会在历届亚运会中是参加代表团

最多、参加运动员人数最多、比赛项目数最多 （２７个大项、３０８个小项、２个表演项目）
的一届。

（２）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体育事业的巨大成就，以及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

位和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影响，中国已具备了承办重大国际比赛和２０００年奥运会的

能力。

１９９１年２月２６日，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市决定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在北京举办２０００年

第２７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请，并成立了北京２０００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同年１２月４
日，北京申奥委代表在瑞士洛桑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递交了承办申请书；１９９３年１
月１１日又递交了正式的申请报告。虽然，北京最终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未能成为最

后的幸运者，但却向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要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决心，申办活动

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３２００８年在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５日，隆重而庄严的 “北京市向中国奥委会递交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申

请书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正式宣布申 办２００８年 第２９届 奥 运 会。１９９９年１
月６日，中国奥委会召开全体会议，按照国际奥委会规定的程序对北京市的申请进行了审

议和批准，一致通过了北京的申办奥运会的申请。１９９９年４月６日，中国奥委会主席伍

绍祖和北京市市长刘淇等一行赴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北京市承

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申请书。中国北京再次站在了申办奥运会的起跑线上。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８日，北京入选为第２９届奥运会５个申办城市之一。北京、巴黎、多

伦多、大阪和伊斯坦布尔５个城市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向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进行最后的冲刺。
自此，从２０００多份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北京申奥会徽———由五星、五环和太极拳

动作幻化而成的图案，出现在大街小巷、车站、机场、机关、学校、商场……北京的申奥

口号———新北京、新奥运 （ｎｅ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ｒｅａｔｏｌｙｍｐｉｃｓ），在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叫

响。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４０分，尼日利亚籍的国际乒联副主席乔治·塞贡和国

际乒联市场部主任、加拿大人特斯特罗姆抵达中国，就北京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有关乒乓

球比赛的场馆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从这一天始到１２月底，２８个国际体育单项组

织陆续来京考察。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６日，以秘书长王伟为团长的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带着这部凝聚了２００
多人经过１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奋战的心血结晶的 《申办报告》，飞赴洛桑，交给国际奥委会。
《申办报告》共分１８个部分，前１７个部分包括国家和城市特点、法律、海关入境、财政、
环保、市场开发、体育竞赛、奥运村、交通、安全、技术、新闻、医疗卫生、残奥会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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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面，可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 “百科全书”，它全面反映了北京与中国的现状和前景。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０日至２５日之间，由各方面专家、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运动

员代表等组成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一行１７人第一个考察了北京，中国首都给他们留下了

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３日上午９点３０分起，５个申办城市分别进行４５分钟的陈述，这是申

办城市第一次和惟一一次直接面对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它对随后的投票表决具有重要意

义。
从莫斯科时间下午５点３０分 （北京时间晚９点３０分）起，紧张的投票工作开始了。

北京时间７月１３日晚２２点０８分，当萨马兰奇打开那个信封后，一个坚定而雄浑的声音

传遍全世界：“下面我宣布：主办城市是———北京！”
奥运选择北京，世界看好中国。正如国际奥委会在评估报告中评价：２００８年北京奥

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在占世界人口１／５的中国举办奥

运会，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将更大规模地普及，奥林匹克精神会更广泛地

弘扬。中国是有着５０００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北京是有着３０００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都，
举办奥运会将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交往，促进奥林匹克运

动的进一步发展。
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次重要机遇。
第一，奥运会能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国家能否举行一次盛大的奥运会，是一

个国家实力的显示。奥运会申办成功，是一个国家政治、外交、体育事业上的胜利，它能

充分激发一个民族和一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为了把奥运会办好，我国人民会同心同

德，万众一心，把国家和申办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第二，奥运会能带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尽管金钱无法凌驾于奥林匹克精神之上，但谁

也无法忽视奥林匹克运动蕴藏的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国家统计局公布：北京申办成

功后，从２００２年起到２００８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将增长０３个百分点。
奥运会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特别是举办城市失业

人口的压力。如洛杉矶奥运会创造就业机会共２５万个，汉城奥运会给３４万人提供了工

作。若按照汉城奥运会的六倍计算，北京总体增加的就业人数可达１５０万人。
第三，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申奥的成功最大的受益者应属体育产业。奥运会需

要的各种体育器材、设备用品等物资。体育产业和其他产业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因而除

了直接的产品消耗外，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在边沿交叉上将形成体育广告业、体 育 旅 游

业、体育博彩业等行业的发展机遇。此外，可以推动我国的体育体制改革的进程。我国体

育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与国际现代体育接轨。举办奥运会，在与各个国际和国家

体育组织的广泛交往过程中，学习别人先进的体育管理理念，会促使我国的体育组织得到

发展与完善。
第四，举办奥运会还为一个国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供难得的机会。韩国由于成功

地举办了奥运会，其国际形象得到极大改善。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

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韩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２００８年，中国人

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让世界了解美丽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古国，了解中国文化的精华，了解

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东方文化的神韵，了解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安宁和寻求世界文化多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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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
第五，举办城市的环境、设施将得到极大的改观。北京为迎接奥运会，将建设体育场

馆、修建道路、增加通讯设施、治理环境污染等。那时，北京的天空会更蓝，水会更清，
空气会更新鲜，生态环境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北京的交通更发达，形成市中心向周围辐射

的交通网；新建的体育场馆将成为北京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随着人们生

活质量的提高更加活跃，更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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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学生体质健康评价

第一节　学生体质健康测定与评价概述

一、体质的基本概念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为 “健康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生理、心理

的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对体质的定义在体育、教育和卫生系统，也已基本形成

共识，即 “体质，是指人体的质量，它是在遗传性和获得性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相对稳

定的特征”。
体质是在人们从事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个体

差异和阶段性。在人的生命活动的各个阶段，从儿童、青少年到中老年，体质状况不但具

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而且是不断变化的。

二、体质的范畴

体质的范畴包括人体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因素等方面。
（１）身体形态发育水平，即体格、体型、姿势、营养状况及身体组成成分等。
（２）生理功能水平，即机体新陈代谢水平以及各器官、系统的效能。
（３）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发展水平，即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和柔韧等素质及走、

跑、跳、投和攀爬等身体活动能力。
（４）心理发育 （或发展）水平，即本体感知能力、个性和意志等。
（５）适应能力，即对内外环境条件的适应能力、应激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力等。
以上５个方面的情况，决定着人们的不同体质水平。在进行体质的测量和评价、检查

增强体质的实际效果时，必须看到体质的综合性特点以及测定和评价的多指标性质。

三、体质测定与评价的目的意义

进行体质测定与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掌握测定对象体质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检查、评

定体育教学和体育锻炼对增强体质的效果，分析研究影响体质强弱的各种因素，并从加强

科学的体育教学和锻炼以及改善营养、卫生条件等方面，及时采取适宜的措施，从而更有

效地增强体质。体质测定与评价的主要意义如下：
第一，可使学校有关部门了解和掌握学生体质的现状。通过测定和评价获得的数据，

经过分析研究，了解学生体质变化的客观规律，并且可检查、衡量体育教学和身体锻炼对

增强体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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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制定切合实际的体育教学大纲、计划，确定适宜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提供了科

学依据。同样，也为制定科学的体育锻炼计划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第三，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发育程度、机能水平、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以及各个时期体

质的发展和变化。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体质状况，激发和培养他们科学锻炼身体的自觉性

和积极性。
第四，体质测定和评价过程中收集和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能促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

的科学研究。
第五，能更有效地改善学校体育、卫生、营养、生活制度和学习负担等工作管理，从

而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体质，提高健康水平。

第二节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价原则

一、可靠性原则

可靠性是指在同等条件下，对一批受试者重复测量时测量结果的一致程度。《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 《标准》）所采用的均是受技术因素和主观因素影响较小、重复测

量结果一致程度较高的测试项目。从理论上讲，在相同条件下 （受试者本身不发生变化），
对同一受试者进行两次测量，应该得到相同的测量结果。然而，即使最严格地保证标准化

的测量条件，使用最精密的仪器，测量结果总会存在一定误差。这种误差的大小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测量的可靠性。如果测试者没有熟练掌握测量方法的技巧和要领、使用不合格

的仪器、受试者不配合、测试项目本身的技术要求高等，都会降低测量的可靠性。为了保

证测量的可靠性，《标准》里没有设置受技术因素影响较大的测试项目。

二、有效性原则

有效性指某一测试在测量某一种特性 （质量、能力和特征等）时所具有的准确程度。
也就是说我们想测量的和所测量到的是否一致。例如，我们想测量学生跑的速度，一般用

５０ｍ跑，它的有效性是很高的；如果用５０ｍ跑测量学生的耐力时有效性就低，甚至可以

说是无效的。《标准》所采用的评价指标均有很强的针对性，是针对身体形态、身体机能

或身体素质中的某一方面的有效评价，能够有效地测出学生在该方面的特性。

三、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指不同的测试人员，按照统一的测试方法对同一批受试者实施测试时测量和评

价结果的一致程度。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发展水平不同，为了保证测试准确，不同测试

者只要按照统一的要求进行测量，都能够得到可靠的数据，《标准》所设置的测试项目都

是规范化的项目，只要依照规定的测量程序和方法，测量结果就能准确定量。

四、一致性和个别性原则

《标准》所采用的测试项目均适合受试者的能力，采用的评价指标既能适应年龄、性

别特征，又使之尽可能一致，以便进行纵向和横向研究。测量数据能反映个体差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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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测量结果能较准确反映出被测者体质健康水平的动态变化。

五、标准化原则

标准所采用的测试项目和评价指标，尽可能选用全国通用的 指 标，以 利 于 研 究 和 比

较。

六、代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采用的测试项目简便易行，测试项目虽少，但具有代表性，基本上能反映学

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我国有２亿多学生，如果 《标准》中的测试项目和评价指标过多，会

导致测试和评价的工作量十分繁重，不利于 《标准》的实施。因此，研制组精选了具有代

表性同时又便于操作的项目作为 《标准》的测试项目，做到少而精。

第三节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大学生测试项目及操作方法

在实施 《标准》的过程中，掌握各项目正确的测试方法是所有体育教师和测评人员迫

切需要了解的内容。测试工作必然和所使用的测试仪器有一定的关系，现在测试器材多种

多样，有全手工操作的，也有电子仪器。手工操作与电子仪器的操作流程不完全相同。如

使用带有ＩＣ卡的测试仪器就可以减少测试人员的记录和计算工作。但无论使用何种仪器，
对测试人员的基本的操作要求是一致的，本节对 《标准》中各个项目基本的测试方法及其

操作要求进行介绍。对于不同的测试器材，可参考相应测试器材的说明书。

一、身高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身高，与体重测试相配合，评定学生的身体匀称度，评价学生生长发育的水

平及营养状况。

２场地器材

身高测量计。使用前应校对０点，以钢尺测量基准板平面至立柱前面红色刻线的高度

是否为１００厘米，误差不得大于０１厘米。同时应检查立柱是否垂直，连接处是否紧密，
有无晃动，零件有无松脱等情况并及时加以纠正。

３测试方法

受试者赤足，立正姿势站在身高计的底板上 （上肢自然下垂，足跟并拢，足尖分开成

６０度角）。足跟、骶骨部及两肩胛区与立柱相接触，躯干自然挺直，头部正直，耳屏上缘

与眼眶下缘呈水平位。测试人员站在受试者右侧，将水平压板轻轻沿立柱下滑，轻压于受

试者头顶。测试人员读数时双眼应与压板水平面等高进行读数，记录员复述后进行记录。
以厘米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测试误差不得超过０５厘米。

４注意事项

（１）身高计应选择平坦靠墙的地方放置，立柱的刻度尺应面向光源。
（２）严格掌握 “三点靠立柱”、“两点呈水平”的测量姿势要求，测试人员读数时两眼

一定与压板等高，两眼高于压板时要下蹲，低于压板时应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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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水平压板与头部接触时，松紧要适度，头发蓬松者要压实，头顶的发辫、发结要

放开，饰物要取下。
（４）读数完毕，立即将水平压板轻轻推向安全高度，以防碰坏。
（５）测量身高前，受试者应避免进行剧烈体育活动和体力劳动。

二、体重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的体重，与身高测试相配合，评定学生的身体匀称度，评价学生生长发育的

水平及营养状况。

２场地器材

杠杆秤或电 子 体 重 计。使 用 前 需 检 验 其 准 确 度 和 灵 敏 度。准 确 度 要 求 误 差 不 超 过

０１％，即每百千克误差小于０１千克。检验方法是：以备用的１０千克、２０千克、３０千

克标准砝码 （或用等重标定重物代替）分别进行称量，检查指标读数与标准砝码误差是否

在允许范围。灵敏度的检验方法是：置１００克重砝码，观察刻度尺变化，如果刻度抬高了

３毫米或游标向远移动０１千克而刻度尺维持水平位时，则达到要求。

３测试方法

测试时，杠杆秤应放在平坦地面上，调整０点至刻度尺水平位。受试者赤足，男性受

试者身着短裤；女性受试者身着短裤、短袖衫，站在秤台中央。测试人员放置适当砝码并

移动游标至刻度尺平衡。读数以千克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记录员复诵后将读数

记录。测试误差不超过０１千克。

４注意事项

（１）测量体重前受试者不得进行剧烈体育活动或体力劳动。
（２）受试者站在秤台中央，上下杠杆秤动作要轻。
（３）每次使用杠杆秤时均需校正。测试人员每次读数前都应校对砝码标重以 避 免 差

错。

三、台阶试验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在定量负荷后心率变化情况，评价学生的心血管机能。

２场地器材

台阶或凳子、节拍器 （或录音机及磁带）、秒表、台阶试验仪。

３测试方法

大学各年级男生用高４０厘米台阶 （或凳子），各年级女生用高３５厘米的台阶 （或凳

子）做踏台上、下运动。测试前测定安静时的脉搏，然后受试者做轻度的准备活动，主要

是活动下肢关节。上、下台阶 （或凳子）的频率是３０次／分，因而节拍器的节律为１２０次

／分 （每上、下一次是四动）。受试者按节拍器的节律完成试验。
被测试者从预备姿势开始，（１）被测试者一只脚踏在台阶上；（２）踏台腿伸直成台上

站立；（３）先踏台的脚先下地；（４）还原成预备姿势。用２秒上、下一次的速度 （按节拍

器的节律来做）连续做３分钟。做完后，保持静止休息状态，测量运动结束后的１分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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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半钟、２分钟至２分半钟、３分钟至３分半钟的３次脉搏数。并用下列公式求得评定

指数，计算结果包含有小数的，对小数点后的１位进行四舍五入取整进行评分。

评定指数＝踏台上、下运动的持续时间 （秒）×１００／２× （３次测定脉搏的和）

４注意事项

（１）心脏有病的学生不能参加测试。

（２）按２秒上、下一次的节律进行。当受试者跟不上节奏时应及时提醒，如果三次跟

不上节奏应停止测试，以免发生伤害事故。
（３）上、下台阶时，膝、髋关节都应伸直。
（４）被测试者不可自己测量脉搏。
（５）如果受试者不能完成３分钟的负荷运动，以实际上下台阶的持续时间进行计算，

计算公式同上。

四、肺活量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的肺通气功能。

２场地器材

电子肺活量计。

３测试方法

房间通风良好；使用干燥的一次性口嘴 （非一次性口嘴，则每 换 测 试 对 象 需 消 毒 一

次，每测一人时将口嘴下倒出唾液并注意消毒后必须使其干燥）。肺活量计主机放置平稳

桌面上，检查电源线及接口是否牢固，按工作键液晶屏显示 “０”即表示机器进入工作状

态，预热５分钟后测试为佳。

首先告知受试者不必紧张，并且要尽全力，以中等速度和力度吹气效果最好。令被测

试者面对仪器站立、手持吹气口嘴，面对肺活量计站立试吹１至２次，首先看仪表有无反

应，还要试口嘴或鼻处是否漏气，调整口嘴和用鼻夹 （或自己捏鼻孔）；学会深吸气 （避

免耸肩提气，应该像闻花式的慢吸气）。受试者进行一两次较平日深一些的呼吸 动 作 后，

更深地吸一口气，屏住气向口嘴处慢慢呼出至不能再呼为止，防止此时从口嘴处吸气，测

试中不得中途二次吸气。吹气完毕后，液晶屏上最终显示的数字即为肺活量毫升值。每位

受试者测三次，每次间隔１５秒，记录三次数值，选取最大值作为测试结果。以毫升为单

位，不保留小数。

五、５０米跑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速度、灵敏素质及神经系统灵活性的发展水平。

２场地器材

５０米直线跑道若干条，地面平坦，地质不限，跑道线要清楚。发令旗一面，口哨一

个，秒表若干块 （一道一 表）。秒 表 使 用 前，应 用 标 准 秒 表 校 正，每 分 钟 误 差 不 得 超 过

０２秒。标准秒表选定，以北京时间为准，每小时误差不超过０３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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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测试方法

受试者至少两人一组测试。站立起跑，受试者听到 “跑”的口令后开始起跑。发令员

在发出口令的同时要摆动发令旗。计时员视旗动开表计时，受试者躯干部到达终点线的垂

直面停表。以秒为单位记录测试成绩，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小数点后第二位数按非零进

１原则进位，如１０１１秒读成１０２秒记录之。

４注意事项

（１）受试者测试最好穿运动鞋或平底布鞋，赤足亦可。但不得穿钉鞋、皮鞋、塑料凉

鞋。
（２）发现有抢跑者，要当即召回重跑。
（３）如遇风时一律顺风跑。

六、８００米或１０００米跑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耐力素质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心血管呼吸系统的机能及肌肉耐力。

２场地器材

４００米、３００米、２００米田径场跑道，地 质 不 限。也 可 使 用 其 他 不 规 则 场 地，但 必 须

丈量准确，地面平坦。使用前需校正秒表，要求同５０米跑测试。

３测试方法

受试者至少两人一组进行测试，站立式起跑。当听到 “跑”的口令后开始起跑。计时

员看到旗动开表计时，当受试者的躯干部到达终点线垂直面时停表。以分、秒为单位记录

测试成绩，不计小数。

４注意事项

（１）测试人员应向受试者报告剩余圈数，以免跑错距离。
（２）受试者不得穿皮鞋、塑料凉鞋、钉鞋参加测试。
（３）对分、秒进行换算时要细心，防止差错。

七、立定跳远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下肢爆发力及身体协调能力的发展水平。

２场地器材

沙坑、丈量尺。沙面应与地面平齐，如无沙坑，可在土质松软的平地上进行。起跳线

至沙坑近端不得少于３０厘米。起跳地面要平坦，不得有坑凹。

３测试方法

受试者两脚自然分开站立，站在起跳线后，脚尖不得踩线 （最 好 用 线 绳 做 起 跳 线）。
两脚原地同时起跳，不得有垫步或连跳动作。丈量起跳线后缘至最近着地点后垂直距离。
每人试跳三次，记录其中成绩最好一次。以厘米为单位，不计小数。

４注意事项

（１）发现犯规时，此次成绩无效。三次试跳均无成绩者，应允许再跳，直至取得成绩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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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可以赤足，但不得穿钉鞋、皮鞋、塑料凉鞋参加测试。

八、掷实心球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的上肢爆发力。

２场地器材

长度在３０米以上的平整场地一块，地质不限，在场地 一 端 画 一 条 直 线 作 为 起 掷 线。
实心球若干，大学各年级测试球重为２千克。

３测试方法

测试时受试者站在起掷线后，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身体面对投掷方向，双手举球至

头上方稍后仰，原地用力把球投向前方掷出。如两脚前后开立投掷，当球出手的同时后脚

可向前迈出一步，但不得踩线。每人投掷三次，记录其中成绩最好的一次。记录以米为单

位，取一位小数。丈量起掷线后缘至球着地点后缘之间的垂直距离。为了准确丈量成绩，
应有专人负责观察实心球的着地点。

４注意事项

（１）受试者需原地投掷，不得助跑。
（２）实心球必须从肩上方投出。
（３）如受试者前后开立投掷，当实心球出手的同时后脚可向前迈出 一 步，但 不 得 踩

线。
（４）发现踩线等犯规时，则此次成绩无效。三次均无成绩者，应允许再投，直至取得

成绩为止。

九、握力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上肢肌肉力量的发展水平。

２场地器材

电子握力计或弹簧式握力计。

３测试方法

受试者两脚自然分开成直立姿势，两臂自然下垂。一手持握力计全力紧握 （此时握力

计不能接触受试者的衣服和身体），记下握力计指针的刻度 （或握力器所显示的数字）。用

有力 （利）手握两次。取最大值，以公斤为单位，保留１位小数。

４注意事项

保持手臂自然下垂姿势，手心向内，不能触及衣服和身体。

十、引体向上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的上肢肌肉力量的发展水平。

２场地器材

高单杠或高横杠，杠粗以手能握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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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测试方法

受试者跳起双手正握杠，两手与肩同宽成直臂悬垂。静止后，两臂同时用力引体 （身
体不能有附加动作），上拉到下颌超过横杠上缘为完成一次。记录引体次数。

４注意事项

（１）受试者应双手正握单杠，待身体静止后开始测试。
（２）引体向上时，身体不得做大的摆动，也不得借助其他附加动作撑起。
（３）两次引体向上的间隔时间超过１０秒停止测试。

十一、坐位体前屈

１测试目的

测量学生在静止状态下的躯干、腰、髋等关节可能达到的活动幅度，主要反映这些部

位的关节、韧带和肌肉的伸展性和弹性及学生身体柔韧素质的发展水平。

２场地器材

坐位体前屈测试计。

３测试方法

受试者两腿伸直，两脚平蹬测试纵板坐在平地上，两脚分开约１０～１５厘米，上体前

屈，两臂伸直前，用两手中指尖逐渐向前推动游标，直到不能前推为止。测试计的脚蹬纵

板内沿平面为０点，向内为负值，向前为正值。记录以厘米为单位，保留一位小数。测试

两次，取最好成绩。

４注意事项

（１）身体前屈，两臂向前推游标时两腿不能弯曲。
（２）受试者应匀速向前推动游标，不得突然发力。

十二、仰卧起坐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的腹肌耐力。

２场地器材

垫子若干块 （或代用品）、铺放平坦。

３测试方法

受试者仰卧于垫上，两腿稍分开，屈膝呈９０度角左右，两手指交叉贴于脑后。另一

同伴压住其踝关节，以固定下肢。受试者坐起时两肘触及或超过双膝为完成一次。仰卧时

两肩胛必须触垫。测试人员发出 “开始”口令的同时开表计时，记录１分钟内完成次数。

１分钟到时，受试者虽已坐起但肘关节未达到双膝者不计该次数，精确到个位。

４注意事项

（１）如发现受试者借用肘部撑垫或臀部起落的力量起坐时，该次不计数。
（２）测试过程中，观测人员应向受试者报数。
（３）受试者双脚必须放于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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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跳绳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的下肢爆发力和身体协调能力。

２场地器材

地面平整、干净的场地一块，地质不限。主要测试器材包括秒表、发令哨、各种长度

的跳绳若干条。

３测试方法

两人一组，一人测试，一人记数。受试者将绳的长短调至适宜长度，听到开始信号后

开始跳绳，动作规格为正摇双脚跳绳，每跳跃一次且摇绳一回环 （一周 圈），计 为 一 次。

听到结束信号后停止，测试员报数并记录受试者在１分钟内的跳绳次数。测试单位为次。

４注意事项

测试过程中跳绳拌脚，除该次不计数外，应继续进行。

十四、篮球运球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综合身体素质和篮球基本技能水平。测试年级为大学各年级。

２场地器材

测试场地长２０米，宽７米，起点线后５米设置两列标志杆，标志杆距左右边线３米。

各标志 杆 距 杆３米，共５排 杆，全 长２０米，并 列 的 两 杆 间 隔１米。测 试 器 材 包 括 秒 表

（使用前应进行校正，要求同５０米跑）、发令哨、３０米卷尺、标志杆１０根 （杆高１２米

以上），篮球若干个。测试用球应符合国家标准。

３测试方法

受试者在起点线后持球站立，听到出发口令后，按图中所示箭头方向单手运球依次过

杆，高中学生和大学生每次过杆时需换手运球。发令员发令后开表计时，受试者与球均返

回起终点线时停表。每名受试者测两次，记录其中成绩最好一次。以秒为单位记录测试成

绩，精确到小数点后１位，小数点后第２位数按非零进１原则进位。

４注意事项

（１）测试中篮球脱手后，如球仍在测试场地内，受试者可自行捡回，并在脱手处继续

运球，不停表。
（２）测试过程中出现以下现象均属犯规行为，取消当次成绩：出发时抢跑、运球过程

中双手同时触球、膝盖以下部位触球、漏绕标志杆、碰倒标志杆、人或球出测试区域、未

按图示要求完成全程路线、通过终点时人球分离等。
（３）受试者有两次测试机会，两次犯规无成绩者可再测直至取得成绩。

十五、足球运球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足球基本技能水平，测试年级为大学各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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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场地器材

在坚实、平整场地或足球场上进行，测试区域长３０米，宽１０米，起点线至第一杆距

离为５米，各杆间距５米，共设５根标志杆，标杆距两侧边线各５米。测试器材包括足球

若干个 （测试用球应符合国家标准），秒表 （使用前应进行校正，要求同５０米跑），３０米

卷尺，５根标志杆 （杆高１２米以上）。

３测试方法

受试者站在起点线后准备，听到出发口令后开始向前运球依次过杆，不得碰杆。受试

者和球均越过终点线即为结束。发令员发令后开始计时，受试者与球均返回终点 线 时 停

表。每人跑两次，记录其中成绩最好的一次成绩。以秒为单位记录测试成绩，精确到小数

点后一位。小数点后第二位数按非零进１原则进位。

４注意事项

（１）测试过程中出现以下现象均属犯规行为，取消当次成绩：出发时抢跑、漏绕标志

杆、碰倒标志杆、故意手球、未按要求完成全程路线等。

（２）受试者有两次测试机会，两次犯规无成绩者可再测直至取得成绩。

十六、排球垫球

１测试目的

测试学生排球基本技能水平。

２场地器材

在坚实、平坦的场地或排球场上进行，测试区域为３米×３米。测试器材为排球。测

试用球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

３测试方法

受试者在规定的测试区域内原地将球抛起，个人连续正面双手垫球，要求手型正确、

击球部位准确、达到规定的高度，球落地即为测试结束，按次计数。受试者每次垫球应达

到的高度，大学男生为２４３米，女生为２２４米。每名受试者测试两次，记录其中成绩最

好的一次。测试单位为次。

４注意事项

（１）测试过程中如出现以下现象均只作为调整，不计次数：采用传球 等 其 他 方 式 触

球、测试区域之外触球、垫球高度不足等。

（２）为方便判定垫球高度，可将排球场的球网调整到相应的高度，或者在测试区域外

相距０５米处插两根标杆，标杆顶端用橡皮筋或标志线相连，将标杆调整到相应的高度进

行判定，测试时通过比较垫球的高度和球网或标志线的高度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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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大学生测试项目查分表

表６４１ 大学一年级～四年级男生身高标准体重 （体重单位：公斤）

身高段 （厘米）
营养不良

５０分

较低体重

６０分

正常体重

１００分

超　重

６０分

肥胖

５０分

１４４～１４４９ ＜４１５ ４１５～４６３ ４６４～５１９ ５２～５３７ ＞＝５３８

１４５～１４５９ ＜４１８ ４１８～４６７ ４６８～５２６ ５２７～５４５ ＞＝５４６

１４６～１４６９ ＜４２１ ４２１～４７１ ４７２～５３１ ５３２～５５１ ＞＝５５２

１４７～１４７９ ＜４２４ ４２４～４７５ ４７６～５３７ ５３８～５５７ ＞＝５５８

１４８～１４８９ ＜４２６ ４２６～４７９ ４８～５４２ ５４３～５６３ ＞＝５６４

１４９～１４９９ ＜４２９ ４２９～４８３ ４８４～５４８ ５４９～５６６ ＞＝５６７

１５０～１５０９ ＜４３２ ４３２～４８８ ４８９～５５４ ５５５～５７６ ＞＝５７７

１５１～１５１９ ＜４３５ ４３５～４９２ ４９３～５６ ５６１～５８２ ＞＝５８３

１５２～１５２９ ＜４３９ ４３９～４９７ ４９８～５６５ ５６６～５８７ ＞＝５８８

１５３～１５３９ ＜４４２ ４４２～５０１ ５０２～５７ ５７１～５９３ ＞＝５９４

１５４～１５４９ ＜４４７ ４４７～５０６ ５０７～５７５ ５７６～５９８ ＞＝５９９

１５５～１５５９ ＜４５２ ４５２～５１１ ５１２～５８ ５８１～６０７ ＞＝６０８

１５６～１５６９ ＜４５６ ４５６～５１６ ５１７～５８７ ５８８～６１ ＞＝６１１

１５７～１５７９ ＜４６１ ４６１～５２１ ５２２～５９２ ５９３～６１５ ＞＝６１６

１５８～１５８９ ＜４６６ ４６６～５２６ ５２７～５９８ ５９９～６２２ ＞＝６２３

１５９～１５９９ ＜４６９ ４６９～５３１ ５３２～６０３ ６０４～６２７ ＞＝６２８

１６０～１６０９ ＜４７４ ４７４～５３６ ５３７～６０９ ６１～６３４ ＞＝６３５

１６１～１６１９ ＜４８１ ４８１～５４３ ５４４～６１６ ６１７～６４１ ＞＝６４２

１６２～１６２９ ＜４８５ ４８５～５４８ ５４９～６２２ ６２３～６４８ ＞＝６４９

１６３～１６３９ ＜４９０ ４９～５５３ ５５４～６２８ ６２９～６５３ ＞＝６５４

１６４～１６４９ ＜４９５ ４９５～５５９ ５６～６３４ ６３５～６５９ ＞＝６６０

１６５～１６５９ ＜４９９ ４９９～５６４ ５６５～６４１ ６４２～６６６ ＞＝６６７

１６６～１６６９ ＜５０４ ５０４～５６９ ５７～６４６ ６４７～６７ ＞＝６７１

１６７～１６７９ ＜５０８ ５０８～５７３ ５７４～６５ ６５１～６７５ ＞＝６７６

１６８～１６８９ ＜５１１ ５１１～５７７ ５７８～６５５ ６５６～６８１ ＞＝６８２

１６９～１６９９ ＜５１６ ５１６～５８２ ５８３～６６ ６６１～６８６ ＞＝６８７

１７０～１７０９ ＜５２１ ５２１～５８７ ５８８～６６５ ６６６～６９１ ＞＝６９２

１７１～１７１９ ＜５２５ ５２５～５９２ ５９３～６７２ ６７３～６９８ ＞＝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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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身高段 （厘米）
营养不良

５０分

较低体重

６０分

正常体重

１００分

超　重

６０分

肥胖

５０分

１７２～１７２９ ＜５３０ ５３～５９８ ５９９～６７８ ６７９～７０４ ＞＝７０５

１７３～１７３９ ＜５３５ ５３５～６０３ ６０４～６８４ ６８５～７１１ ＞＝７１２

１７４～１７４９ ＜５３８ ５３８～６１ ６１１～６９３ ６９４～７２ ＞＝７２１

１７５～１７５９ ＜５４５ ５４５～６１５ ６１６～６９９ ７０～７２７ ＞＝７２８

１７６～１７６９ ＜５５３ ５５３～６２２ ６２３～７０９ ７１～７３８ ＞＝７３９

１７７～１７７９ ＜５５８ ５５８～６２７ ６２８～７１６ ７１７～７４５ ＞＝７４６

１７８～１７８９ ＜５６２ ５６２～６３３ ６３４～７２３ ７２４～７５３ ＞＝７５４

１７９～１７９９ ＜５６７ ５６７～６３８ ６３９～７２８ ７２９～７５８ ＞＝７５９

１８０～１８０９ ＜５７１ ５７１～６４３ ６４４～７３５ ７３６～７６５ ＞＝７６６

１８１～１８１９ ＜５７７ ５７７～６４９ ６５～７４２ ７４３～７７３ ＞＝７７４

１８２～１８２９ ＜５８２ ５８２～６５６ ６５７～７４９ ７５～７７８ ＞＝７７９

１８３～１８３９ ＜５８８ ５８８～６６２ ６６３～７５７ ７５８～７８８ ＞＝７８９

１８４～１８４９ ＜５９３ ５９３～６６８ ６６９～７６３ ７６４～７９４ ＞＝７９５

１８５～１８５９ ＜５９９ ５９９～６７４ ６７５～７７ ７７１～８０２ ＞＝８０３

１８６～１８６９ ＜６０４ ６０４～６８１ ６８２～７７８ ７７９～８１１ ＞＝８１２

１８７～１８７９ ＜６０９ ６０９～６８７ ６８８～７８６ ７８７～８１９ ＞＝８２０

１８８～１８８９ ＜６１４ ６１４～６９２ ６９３～７９３ ７９４～８２６ ＞＝８２７

１８９～１８９９ ＜６１８ ６１８～６９８ ６９９～７９９ ８０～８３２ ＞＝８３３

１９０～１９０９ ＜６２４ ６２４～７０４ ７０５～８０５ ８０６～８３６ ＞＝８３７

　　注：身高低于表中所列出的最 低 身 高 段 的 下 限 值 时，身 高 每 低１厘 米，实 测 体 重 需 加 上０５公 斤，

实测身高需加上１厘米，再查表确定分值。身高 高 于 表 中 所 列 出 的 最 高 身 高 段 时，身 高 每 高１
厘米，其实测体重需减去０９公斤，实测身高需减去１厘米，再查表确定分值。

表６４２ 大学一年级～四年级女生身高标准体重 （体重单位：公斤）

身高段 （厘米）
营养不良

５０分

较低体重

６０分

正常体重

１００分

超　重

６０分

肥胖

５０分

１４０～１４０９ ＜３６５ ３６５～４２４ ４２５～５０６ ５０７～５３３ ＞＝５３４

１４１～１４１９ ＜３６６ ３６６～４２９ ４３～５１３ ５１４～５４１ ＞＝５４２

１４２～１４２９ ＜３６８ ３６８～４３２ ４３３～５１９ ５２～５４７ ＞＝５４８

１４３～１４３９ ＜３７０ ３７～４３５ ４３６～５２３ ５２４～５５２ ＞＝５５３

１４４～１４４９ ＜３７２ ３７２～４３７ ４３８～５２７ ５２８～５５６ ＞＝５５７

１４５～１４５９ ＜３７５ ３７５～４４ ４４１～５３１ ５３２～５６１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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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段 （厘米）
营养不良

５０分

较低体重

６０分

正常体重

１００分

超　重

６０分

肥胖

５０分

１４６～１４６９ ＜３７９ ３７９～４４４ ４４５～５３７ ５３８～５６７ ＞＝５６８

１４７～１４７９ ＜３８５ ３８５～４５ ４５１～５４３ ５４４～５７３ ＞＝５７４

１４８～１４８９ ＜３９１ ３９１～４５７ ４５８～５５ ５５１～５８ ＞＝５８１

１４９～１４９９ ＜３９５ ３９５～４６２ ４６３～５５６ ５５７～５８７ ＞＝５８８

１５０～１５０９ ＜３９９ ３９９～４６６ ４６７～５６２ ５６３～５９３ ＞＝５９４

１５１～１５１９ ＜４０３ ４０３～４７１ ４７２～５６７ ５６８～５９８ ＞＝５９９

１５２～１５２９ ＜４０８ ４０８～４７６ ４７７～５７４ ５７５～６０５ ＞＝６０６

１５３～１５３９ ＜４１４ ４１４～４８２ ４８３～５７９ ５８～６１１ ＞＝６１２

１５４～１５４９ ＜４１９ ４１９～４８８ ４８９～５８６ ５８７～６１９ ＞＝６２０

１５５～１５５９ ＜４２３ ４２３～４９１ ４９２～５９１ ５９２～６２４ ＞＝６２５

１５６～１５６９ ＜４２９ ４２９～４９７ ４９８～５９７ ５９８～６３ ＞＝６３１

１５７～１５７９ ＜４３５ ４３５～５０３ ５０４～６０４ ６０５～６３６ ＞＝６３７

１５８～１５８９ ＜４４０ ４４～５０８ ５０９～６１２ ６１３～６４５ ＞＝６４６

１５９～１５９９ ＜４４５ ４４５～５１４ ５１５～６１７ ６１８～６５１ ＞＝６５２

１６０～１６０９ ＜４５０ ４５～５２１ ５２２～６２３ ６２４～６５６ ＞＝６５７

１６１～１６１９ ＜４５４ ４５４～５２５ ５２６～６２８ ６２９～６６２ ＞＝６６３

１６２～１６２９ ＜４５９ ４５９～５３１ ５３２～６３４ ６３５～６６８ ＞＝６６９

１６３～１６３９ ＜４６４ ４６４～５３６ ５３７～６３９ ６４～６７３ ＞＝６７４

１６４～１６４９ ＜４６８ ４６８～５４２ ５４３～６４５ ６４６～６７９ ＞＝６８０

１６５～１６５９ ＜４７４ ４７４～５４８ ５４９～６５ ６５１～６８３ ＞＝６８４

１６６～１６６９ ＜４８０ ４８～５５４ ５５５～６５５ ６５６～６８９ ＞＝６９０

１６７～１６７９ ＜４８５ ４８５～５６ ５６１～６６２ ６６３～６９５ ＞＝６９６

１６８～１６８９ ＜４９０ ４９～５６４ ５６５～６６７ ６６８～７０１ ＞＝７０２

１６９～１６９９ ＜４９４ ４９４～５６８ ５６９～６７３ ６７４～７０７ ＞＝７０８

１７０～１７０９ ＜４９９ ４９９～５７３ ５７４～６７９ ６８～７１４ ＞＝７１５

１７１～１７１９ ＜５０２ ５０２～５７８ ５７９～６８５ ６８６～７２１ ＞＝７２２

１７２～１７２９ ＜５０７ ５０７～５８４ ５８５～６９１ ６９２～７２７ ＞＝７２８

１７３～１７３９ ＜５１０ ５１～５８８ ５８９～６９６ ６９７～７３１ ＞＝７３２

１７４～１７４９ ＜５１３ ５１３～５９３ ５９４～７０２ ７０３～７３６ ＞＝７３７

１７５～１７５９ ＜５１９ ５１９～５９９ ６０～７０８ ７０９～７４４ ＞＝７４５

１７６～１７６９ ＜５２４ ５２４～６０４ ６０５～７１５ ７１６～７５１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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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段 （厘米）
营养不良

５０分

较低体重

６０分

正常体重

１００分

超　重

６０分

肥胖

５０分

１７７～１７７９ ＜５２８ ５２８～６１ ６１１～７２１ ７２２～７５７ ＞＝７５８

１７８～１７８９ ＜５３２ ５３２～６１５ ６１６～７２６ ７２７～７６２ ＞＝７６３

１７９～１７９９ ＜５３６ ５３６～６２ ６２１～７３２ ７３３～７６７ ＞＝７６８

１８０～１８０９ ＜５４１ ５４１～６２５ ６２６～７３７ ７３８～７７ ＞＝７７１

１８１～１８１９ ＜５４５ ５４５～６３１ ６３２～７４３ ７４４～７７８ ＞＝７７９

１８２～１８２９ ＜５５１ ５５１～６３８ ６３９～７５ ７５１～７９４ ＞＝７９５

１８３～１８３９ ＜５５６ ５５６～６４５ ６４６～７５７ ７５８～８０４ ＞＝８０５

１８４～１８４９ ＜５６１ ５６１～６５３ ６５４～７６６ ７６７～８１２ ＞＝８１３

１８５～１８５９ ＜５６８ ５６８～６６１ ６６２～７７５ ７７６～８２４ ＞＝８２５

１８６～１８６９ ＜５７３ ５７３～６６９ ６７～７８６ ７８７～８３３ ＞＝８３４

　　注：身高低于表中所列出的最 低 身 高 段 的 下 限 值 时，身 高 每 低１厘 米，实 测 体 重 需 加 上０５公 斤，

实测身高需加上１厘米，再查表确定分值。身高 高 于 表 中 所 列 出 的 最 高 身 高 段 时，身 高 每 高１
厘米，其实测体重需减去０９公斤，实测身高需减去１厘米，再查表确定分值。

表６４３ 大学男生评分标准

等级
单项

得分

肺活量

体重

指数

１０００米

（分／秒）
台阶

试验

５０米跑

（秒）

立定

跳远

（米）

掷实

心球

（米）

握力

体重

指数

引体

向上

（次）

坐位体

前屈

（厘米）

跳绳

（次／

１分钟）

篮球

运球

（秒）

足球

运球

（秒）

排球

垫球

（次）

优秀

１００ ８４ ３′２７″ ８２ ６ ２６６ １５７ ９２ ２６ ２３ １９８ ８６ ６３ ５０

９８ ８３ ３′２８″ ８０ ６１ ２６５ １５２ ９１ ２５ ２２６ １９３ ９ ６５ ４９

９６ ８２ ３′３１″ ７７ ６２ ２６３ １４４ ９０ ２４ ２２ １８６ ９６ ６９ ４６

９４ ８１ ３′３３″ ７４ ６３ ２６２ １３６ ８９ ２３ ２１４ １７８ １０３ ７３ ４４

９２ ８０ ３′３５″ ７１ ６４ ２６ １２５ ８７ ２２ ２０６ １６８ １１１ ７７ ４１

９０ ７８ ３′３９″ ６７ ６５ ２５８ １１５ ８６ ２１ １９８ １５８ １２ ８２ ３８

良好

８７ ７７ ３′４２″ ６５ ６６ ２５６ １１３ ８４ ２０ １８９ １５２ １２４ ８５ ３７

８４ ７５ ３′４５″ ６３ ６８ ２５２ １０９ ８１ １９ １７５ １４４ １２９ ８９ ３４

８１ ７３ ３′４９″ ６０ ７ ２４８ １０５ ７９ １８ １６２ １３６ １３５ ９３ ３２

７８ ７１ ３′５３″ ５７ ７３ ２４３ １０ ７５ １７ １４３ １２４ １４３ ９９ ２９

７５ ６８ ３′５８″ ５３ ７５ ２３８ ９５ ７２ １６ １２５ １１３ １５ １０４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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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单项

得分

肺活量

体重

指数

１０００米

（分／秒）
台阶

试验

５０米跑

（秒）

立定

跳远

（米）

掷实

心球

（米）

握力

体重

指数

引体

向上

（次）

坐位体

前屈

（厘米）

跳绳

（次／

１分钟）

篮球

运球

（秒）

足球

运球

（秒）

排球

垫球

（次）

及格

７２ ６６ ４′０５″ ５２ ７６ ２３５ ９３ ７０ １５ １１３ １０８ １５６ １０７ ２５

６９ ６４ ４′１２″ ５１ ７７ ２３１ ８９ ６６ １４ ９５ １０１ １６６ １１２ ２３

６６ ６１ ４′１９″ ５０ ７８ ２２６ ８５ ６３ １３ ７８ ９４ １７５ １１７ ２１

６３ ５８ ４′２６″ ４８ ８ ２２ ８ ５９ １２ ５４ ８５ １８８ １２３ １８

６０ ５５ ４′３３″ ４６ ８１ ２１４ ７５ ５４ １１ ３ ７５ ２０ １２９ １５

不及格

５０ ５４ ４′４０″ ４５ ８２ ２１２ ７３ ５３ ９ ２４ ７１ ２０６ １３３ １４

４０ ５２ ４′４７″ ４４ ８３ ２０９ ７ ５１ ８ １４ ６４ ２１６ １３８ １２

３０ ５１ ４′５４″ ４３ ８５ ２０６ ６７ ４９ ７ ０５ ５８ ２２５ １４３ １０

２０ ４９ ５′０１″ ４２ ８６ ２０３ ６２ ４７ ６ －０８ ４９ ２３８ １５ ８

１０ ４７ ５′０８″ ４０ ８８ １９９ ５８ ４４ ５ －２ ４０ ２５ １５７ ５

表６４４ 大学女生评分标准

等级
单项

得分

肺活量

体重

指数

８００米

（分／秒）
台阶

试验

５０米

跑（秒）

立定

跳远

（米）

掷实

心球

（米）

握力

体重

指数

仰卧

起坐（次／

分钟）

坐位体

前屈

（厘米）

跳绳

（次／１
分钟）

篮球

运球

（秒）

足球

运球

（秒）

排球

垫球

（次）

优秀

１００ ７０ ３′２４″ ７８ ７２ ２０７ ８６ ７４ ５２ ２１１ １９０ １１２ ７３ ４６

９８ ６９ ３′２７″ ７５ ７３ ２０６ ８５ ７３ ５１ ２０８ １８４ １１５ ７８ ４４

９６ ６８ ３′２９″ ７２ ７４ ２０５ ８４ ７２ ５０ ２０３ １７５ １２ ８６ ４１

９４ ６７ ３′３２″ ６９ ７５ ２０３ ８２ ７１ ４９ １９８ １６６ １２６ ９４ ３８

９２ ６５ ３′３５″ ６４ ７７ ２０１ ８ ６９ ４７ １９２ １５４ １３３ １０５ ３４

９０ ６４ ３′３８″ ６０ ７８ １９９ ７８ ６７ ４５ １８６ １４２ １４ １１５ ３０

良好

８７ ６３ ３′４２″ ５９ ７９ １９７ ７７ ６６ ４４ １７７ １３７ １４６ １１９ ２９

８４ ６１ ３′４６″ ５７ ８ １９３ ７６ ６３ ４３ １６３ １３０ １５６ １２５ ２７

８１ ５９ ３′５０″ ５５ ８２ １８９ ７５ ６１ ４２ １５ １２２ １６５ １３２ ２５

７８ ５７ ３′５４″ ５２ ８３ １８４ ７４ ５８ ４０ １３１ １１２ １７８ １４ ２３

７５ ５４ ３′５８″ ４９ ８５ １７９ ７２ ５５ ３８ １１３ １０２ １９ １４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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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等级
单项

得分

肺活量

体重

指数

８００米

（分／秒）
台阶

试验

５０米

跑（秒）

立定

跳远

（米）

掷实

心球

（米）

握力

体重

指数

仰卧

起坐（次／

分钟）

坐位体

前屈

（厘米）

跳绳

（次／１
分钟）

篮球

运球

（秒）

足球

运球

（秒）

排球

垫球

（次）

及格

７２ ５３ ４′０３″ ４８ ８６ １７６ ７１ ５３ ３７ １０１ ９８ １９８ １５６ １９

６９ ５１ ４′０８″ ４７ ８７ １７２ ７ ５０ ３５ ８３ ９２ ２０９ １６７ １７

６６ ４９ ４′１３″ ４６ ８８ １６９ ６８ ４８ ３３ ６５ ８６ ２２ １７８ １５

６３ ４６ ４′１８″ ４４ ８９ １６３ ６６ ４４ ３１ ４１ ７８ ２３５ １９３ １３

６０ ４３ ４′２３″ ４２ ９ １５８ ６４ ４０ ２８ １７ ７０ ２５ ２０８ １０

不及格

５０ ４２ ４′３０″ ４１ ９１ １５６ ６２ ３９ ２７ １５ ６６ ２５８ ２１２ ９

４０ ４１ ４′３７″ ４０ ９３ １５３ ６ ３８ ２６ １３ ５９ ２６９ ２１９ ８

３０ ３９ ４′４４″ ３９ ９５ １５ ５７ ３６ ２５ １ ５３ ２８ ２２５ ７

２０ ３７ ４′５１″ ３８ ９８ １４６ ５４ ３４ ２３ ０６ ４４ ２９５ ２３４ ６

１０ ３５ ５′００″ ３６ １０ １４２ ５ ３２ ２１ ０２ ３５ ３１ ２４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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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田 径 运 动

第一节　田径运动概述

一、田径运动的概念

１田径运动的定义

田径运动是人类从走、跑、跳跃和投掷自然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用于健身和

竞技的身体运动和竞技项目。也就是说田径运动包括田径健身运动和田径竞技运动。
田径运动是以发展人类的基本运动能力、提高身体的健康水平为目的的，是人类以自

身的走、跑、跳跃和投掷这些劳动生产的基本技能和身体活动发展起来的健身手段、方法

或运动方式。田径运动又是以 “更快、更高、更远”为目标，以当代科学技术和专业基础

理论为基础，不断挑战人类运动能力的极限，是人类体育运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

的走、跑、跳跃和投掷等基础运动能力的升华和典型表现。
田径在国际上和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最多和影响最深的是一种竞技运动项目。世界竞

技运动的权威机构国际田径竞技组织机构———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将田径竞技的范围解释

为 “田赛和径赛、公路赛跑、竞走和越野赛跑”。由此可见，国际上的 “田径”，实际上指

的是 “田径竞技”。很多国家的 “田径”都是指从人们走、跑、跳、投等生活技能中发展

起来的一种竞技运动项目。因此，我国有的田径教材将田径运动解释为 “田径运动的内容

包括男女竞走、跑、跳跃和投掷等４０多个单项以及由跑、跳、投部分项目组成的全能运

动。以时间计算成绩的竞走和跑的项目叫 “径赛”；以高度和远度计量成绩的跳跃和投掷

项目叫 “田赛”。“径赛”和 “田赛”总称为 “田径运动”。
在我国，“田径运动”这个词是从英文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ｐｏｒｔ翻译和演变而来的。英

国人把在运动场跑道 上 进 行 的 赛 跑 和 在 运 动 场 中 间 进 行 的 跳 跃、投 掷 比 赛 称 之 为Ｔｒａｃｋ
ａ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ｐｏｒｔ。Ｔｒａｃｋ的中文意思为 “小路”（径），Ｆｉｅｌｄ的中文意思为 “田地”。１９世

纪末，欧美体育传入中国时，我们将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ｐｏｒｔ翻译为 “田径赛”，以后演变

为 “田径运动”。
虽然我国的 “田径运动”是由外国的 “田径竞技”翻译和演变而来的，但是，目前我

国的 “田径运动”与外国的 “田径竞技”在含义上已有所不同。按照中国人对田径运动约

定俗成的概 念，不 仅 竞 技 的 走、跑、跳 跃 和 投 掷 是 田 径 运 动，而 非 竞 技 用 于 健 身 的 走、
跑、跳跃和投掷也是田径运动。

田径运动具有两种属性，即竞技属性和健身属性。两种属性的田径运动，有很多相同

之处。例如，都是人体走、跑、跳跃和投掷的运动形式；对人的身心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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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是，它们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表７１１）。只 有 认 识 和 区 别 两 种 不 同 属 性 的 田 径 运

动，并按照各自的原理、原则依法去运行，才能促使田径运动健康发展，才能使我们更好

地发挥田径运动的功能和作用。

表７１１ 两种属性田径运动的区别

健身属性 竞技属性

①面向 广 大 群 众，以 锻 炼 身 体、增 进 健 康、增

强体质为目的；

②掌握基本技术，追求锻炼身体的最佳效果；

③有专门的健身原理、原则和方法；

④根据年龄、性 别、健 康 状 况，确 定 不 同 内 容、

形式和方法；

⑤要服从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和教育的要求；

⑥对运动场地、器材的规格没有严格的要求。

①面向运动员，以提高运动成绩，比赛获取优胜为

目的；

②追求最佳化的技术和优异的运动成绩；

③有专门的训练原理、原则和方法；

④有专门的比赛项目、形式和方法；

⑤有严格的竞赛规则要求；

⑥要保证安全和讲究卫生。

　

２田径运动的功能

（１）健身功能

田径运动是一项易于在群众中开展且健身价值较高的运动项目。经常系统地参加田径

运动锻炼，能提高人体走、跑、跳跃和投掷等基本活动技能的水平；能促进人体正常生长

发育和各器官、系统机能的发展；能全面发展速度、力 量、耐 力、灵 敏 和 柔 韧 等 身 体 素

质。由于田径运动多在户外进行，使人体更多地受到日光、空气等自然条件的锻炼，能提

高人体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由此可见，田径运动是一项健身功能很强的 运 动 项

目，是人们增进健康、增强体质、推迟衰老和延年益寿的重要手段。因此，田径运动不仅

是我国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中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体育课教材的主要内

容。
（２）竞技功能

竞技体育是社会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每年在国内和国际上举行的田径运动竞赛

很多。在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上，田径项目奖牌数最多，影响最大，故 有 “得 田 径 者 得 天

下”之说。田径竞技运动的功能在于推动田径运动的普及，加强国内和国际间交往，提高

国家威望，振奋民族精神。对观众来说，则起到消遣、娱乐和教育的作用等。另外，著名

田径运动员所产生的明星效应，对提高田径运动的商业价值，激活田径竞赛表演市场，促

进田径竞技运动按产业化方式运作，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３）基础功能

田径运动的基础功能表现在３个方面。首先，当进入 发 达 社 会 以 后，生 产 力 高 度 发

展，人类已从原始社会时依靠走、跑、跳跃和投掷获取生活资料和延续生命中解脱出来，
但是人类永远不会摆脱依靠走、跑、跳跃和投掷等基本活动技能去提高人类的生活、生存

和生命的质量。其次，很多运动项目都离不开走、跑、跳跃和投掷等动作，田径运动成为

很多运动项目的基础。再次，由于田径运动能有效和全面地发展人的各种身体素质，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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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素质全面发展的水平越高，对于各项运动的技术发展和运动成绩的提高也越能起积极和

决定性作用。因此，很多竞技项目都把田径运动作为体能训练的重要手段，使田径运动成

为提高各种竞技项目运动水平的基础。
（４）教育功能

由于参加田径运动练习要承受一定的生理负荷和心理负荷，还要遵循 一 定 的 练 习 方

法、要求和规则，接力跑项目还需集体协同作战，因此能培养良好的思想、心理品质。另

外，在从事田径运动教学、锻炼、训练和竞赛过程中还有很多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培养心

理品质的因素。因此，田径运动就成为进行精神文明教育的一种有力手段。通过田径运动

教学、锻炼、训练和竞赛，能对学生和运动员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方面的教育，同

时能培养竞争意识和勇敢顽强、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二、田径运动的特点

１田径运动包括人体基本运动的主要技能

走、跑、跳和投掷是人类生活和劳动的重要技能，是田径运动项目中最基本的活动形

式。通过田径运动锻炼可以提高人们适应社会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而这些自然动作和

技能的培养对学习和掌握田径运动各项技术也是十分有利的。

２田径运动是奥运会金牌最多的项目

田径运动项目广泛、众多，共有５０多个单项，在奥运会比赛中被称为金牌大户。近

些年女子田径项目还在增加，有赶上男子田径运动项目数量的趋势。

３田径运动是各项竞技运动的基础

首先，从历史上看，田径运动的历史最长，田径运动的发展为其他运动项目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其次，很多运动项目都离不开跑、跳和投掷等动作的基本训练，都需要速度、

力量、耐力、柔韧和灵敏等身体素质，而田径运动能有效和全面地发展人 的 各 种 身 体 素

质，因此，很多竞技项目都把田径运动作为身体训练的重要手段，使田径运动成为提高各

项目运动水平的基础。

４田径运动属于室外运动

各种体育运动项目中，有的属于室内运动项目，有的属于室外运动项目，尽管田径运

动也有室内田径比赛，但是田径运动多是户外活动，因此可以使人体更多地受到日光、空

气等自然条件的锻炼，从而提高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

５项目要求个体形态、素质差异较大

田径运动为了出好成绩，所要求的形态、主要素质和技术，在各专项之间区别较大。

例如，中长跑运动员要求体重轻、吸氧及缺氧耐受能力强；跨栏运动员要求个子高、腿部

力量强、动作灵敏协调，等等。这在其他运动项目中是少见的，所以一定要精心做好选材

工作。

６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发挥顽强的斗志

短跑和田赛各项目，在转瞬之间完成动作，所以在平时训练中，需要在心理上、精神

上高度集中的条件下练习技术。径赛项目的中长跑及马拉松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要培

养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意志力，才能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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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田径运动的分类

田径运动包括男、女竞走、跑、跳跃、投掷４０多个单项，以及由跑、跳跃、投掷部

分项目组成的全能运动。
以时间计算成绩的竞走和跑的项目叫 “径赛”。以高度和远度计算成绩的跳跃、投掷

项目叫 “田赛”。田径运动是径赛、田赛和全能比赛的合称。
田径运动的分类和项目如表７２１、表７２２、表７２３、表７２４所示。

表７２１ 走、跑

项　目

距离

成年 少年

男子组 女子组 男子甲组 男子乙组 女子甲组 女子乙组

竞走
２０公里

５０公里

５公里

１０公里

短距离跑

１００米

２００米

４００米

１００米

２００米

４００米

１００米

２００米

４００米

６０米

１００米

２００米

１００米

２００米

４００米

６０米

１００米

２００米

中距离跑

８００米

１５００米

３０００米

８００米

　
１５００米

８００米

１５００米

３０００米

４００米

　
８００米

８００米

　
１５００米

４００米

　
８００米

长距离跑

５０００米

　
１００００米

３０００米

５０００米

１００００米

３０００米

跨栏跑

１１０米栏

（１０６７米）

４００米栏

（０９１４米）

１００米栏

（０８４米）

４００米栏

（０７６２米）

１１０米栏

（０９１４米）

　

　

１１０米栏

（０９１４米）

　

　

１００米栏

（０８４米）

　

　

１００米栏

（０７６２米）

　

　

障碍跑 ３０００米

马拉松 ４２１９５千米 ４２１９５千米

接力跑
４×１００米

４×４００米

４×１００米

４×４００米

４×１００米

４×４００米

４×１００米

　

４×１００米

　

４×１０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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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２２ 跳　　跃

项目 男子组 女子组 备　　注

高度
跳高 跳高

撑高跳 撑高跳

远度
跳远 跳远

三级跳远 三级跳远

少年男、女甲组与成年 男、女 组

项目相同

表７２３ 投　　掷

成年 少年

项目 男子组 女子组 男子甲组 男子乙组 女子甲组 女子乙组

铅球 ７２６千克 ４千克 ６千克 ５千克 ４千克 ３千克

标枪 ８００克 ６００克 ７００克 ６００克 ６００克 ５００克

铁饼 ２千克 １千克 １７５千克 １５０千克 １千克 １千克

链球 ７２６千克 ４０千克 ６０千克 ５０千克 ４０千克 ３０千克

表７２４ 全能运动

组别 项　目 内容和比赛顺序

成年男子 十项全能
第一天１００米、跳远、铅球、跳高、４００米

第二天１１０米栏、铁饼、撑杆跳高、标枪、１５００米

成年女子 七项全能
第一天１００米栏、铅球、跳高、２００米

第二天跳远、标枪、１５００米

少年男甲 五项全能 跳远、标枪、２００米、铁饼、１５００米

少年女甲 五项全能
第一天１００米栏、铅球、跳高

第二天跳远、标枪、８００米

少年男乙

少年女乙
三项全能 １００米、铅球、跳高

第三节　短　　跑

一、技术要领

短跑属极限强度运动，短跑比赛项目包括６０米、１００米、２００米、４００米，是发展速

度素质最有效的手段，短跑全程按技术动作变化可分为起跑、起跑后加速跑、途中跑和终

点跑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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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００米跑的技术

１起跑

起跑的任务是使身体迅速摆脱静止状态，为起跑后加速跑创造条件。田径规则规定，
在短跑比赛中运动员必须采用蹲踞式起跑，必须使用起跑器。运动员要按发令员的口令完

成起跑动作。
安装起跑器的目的是使脚有牢固的支撑，形成良好的用力姿势，有利于获得较快的起

跑速度。
起跑器的安装方法常有普通式、接近式和拉长式３种。
前起跑器抵足板与地面的夹角为４５°左右，后起跑器为６０～８０厘米，两个起跑器之间

宽约为１５厘米。
运动员采用哪种起跑器和安装方法应根据个人的身高、体型、身体素质和技术水平等

情况来选择，其目的是使运动员能充分发挥肌肉的最大力量，以获得最大初速度，有助于

加速跑的完成。起跑过程包括 “各就位”、“预备”和鸣枪三个阶段。
听到 “各就位”口令后，运动员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走到起跑器前，俯身，两手撑

地，两脚依次踏在前后起跑器的抵足板上，将有力脚放在前面，后腿跪地。然后两手收回

到起跑线后，两臂伸直，两手间距离与肩同宽或比肩稍宽，四指并拢或稍 分 开 和 拇 指 成

“人”字形，身体重心稍前移，肩约与起跑线齐平，头与躯干保持在一条直线上，颈部自

然放松，身体重量均匀地落在两手、前腿和后腿之间，注意听 “预备”口令。
听到 “预备”口令后，逐渐抬起臀部，臀部要稍高于肩部１０～２０厘米，同时使身体

重心向前上方移动。此时，身体重心落在两臂和前腿上，身体重心投影点在距起跑线１５
～２０厘米处，两小腿趋于平行，前腿膝角为９０°～１００°，后腿膝角为１１０°～１３０°。两脚贴

紧在前后起跑器抵足板上，集中注意力听枪声。
听到枪声后，两手迅速推离地面，屈肘做有力地前后 摆，同 时 两 腿 快 速 用 力 蹬 起 跑

器。后腿快速蹬离起跑器后，便迅速屈膝向前上方摆出。摆出时腿不应离地面过高，这有

利于摆动腿迅速着地并过渡到下一步。前腿有力地蹬伸，后蹬角为４２°～４５°（图７３１）。

图７３１

２起跑后的加速跑

起跑后的加速跑是从蹬离起跑器到途中跑开始的一个跑段，一般为３０米左右，其任

务是尽快加速达到自己的最高速度。

起跑后第一步约为３脚半长，第二步约为４脚至４脚半长，以后逐渐增大，直至途中

跑的步长。脚蹬离起跑器后，身体处于较大的前倾姿势，为了不使身体向前摔倒，继续加

速，要积极加快腿与臂的摆动和蹬地动作，保持身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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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跑的最初几步，由于运动员的身体由静止状态开始起动，跑的速度还较低，所以

两脚的着地点并非在一条直线上，随着速度的加快，两脚着地点逐渐趋于一条直线。

３途中跑

途中跑的任务是继续发挥和保持最高跑速。加速跑结束后即进入途中跑，一个单步由

后蹬、腾空、着地和缓冲几个部分组成。
（１）后蹬和前摆。
后蹬是推动人体向前的重要动作。当身体重心移至支撑垂直面时，支撑腿开始积极有

力地后蹬。后蹬的用力以伸展髋关节开始，依次蹬伸膝、踝关节，直到脚掌蹬离地面。随

着支撑腿的蹬地，摆动腿迅速有力地向前上方摆出，并带动同侧髋前移。
支撑腿与摆动腿的协调配合是途中跑的技术关键。正确完成蹬摆技术，特别是加快摆

动腿前摆的幅度和速度，对于增大支撑反作用力、减小支撑腿的后蹬角度、增大水平速度

和减小身体重心上下波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２）腾空。
腾空是支撑腿结束后蹬离地面，进入无支撑状态。即当左腿离地折叠前摆时，右腿的

摆动已接近最高位置，当右腿摆至最高点后，大腿积极下压，小 腿 随 大 腿 快 速 摆 落，成

“鞭打”着地，与此同时，左腿大小腿夹角逐渐缩小，在右腿着地前左膝角接近最小。在

大腿摆落过程中，应强调前后两大腿做快速 “剪绞”动作，以便加快步频。途中跑中，头

部正直，上体前倾，摆臂动作是以肩为轴前后摆动，颈肩应放松，手成半握或伸直，臂弯

曲，上臂与前臂约成９０°。前摆时，肘关节角度小于９０°，后摆时，肘关节角度大于９０°，
前后摆动应自然、有力。

（３）着地和缓冲。
腾空结束时，摆动腿积极下压，用前脚掌富有弹性地着地，着地瞬间小腿与地面接近

垂直。摆动腿积极着地有利于缩短前支撑的时间，并能减小着地时的阻力，身体重心迅速

前移转入后蹬阶段。然后迅速屈膝、屈踝缓冲，随着跑动惯性，摆动腿大小腿折叠，迅速

向前摆动并与支撑腿靠拢。
在支撑腿缓冲过程中，摆动腿的大小腿折叠角处于最小状态，折叠越好，越能缩短摆

动半径，减小摆动阻力，加快摆动速度，从而增加后蹬效果。
（４）终点跑。
终点跑是全程跑的最后一段，要求运动员在离终点线１５～２０米处时，尽力加快两臂

摆动速度和力量，保持身体前倾角度。当运动员离终点线前一步距离时，上体急速前倾，
双手后摆，用胸部或肩部撞终点线。跑过终点后逐渐减速。

（二）２００米和４００米跑的技术

２００米和４００米跑，有一半以上的距离是在弯道上进行。为了适应弯道，技术上应有

相应的变化。
（１）弯道起跑和起跑后能有一段直线距离进行加速跑，应将起跑器安装在弯道的跑道

右侧，起跑器对着弯道的切线。
弯道起跑后前几步应沿着内侧分道线跑。加速跑的距离适当缩短，上体抬得较早。
（２）弯道跑技术。运动员从直道进入弯道时，应尽可能沿着跑道内侧跑，身体应有意

识地向内倾斜，加大右侧腿和臂的摆动力量和幅度。后蹬时，右腿用前脚掌的内侧，左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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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脚掌外侧蹬地。两臂摆动时，右臂前摆稍向左前方，后摆时肘关节稍偏向后方：左臂

稍离躯干做前后摆动。弯道跑的蹬地与摆动方向都应与身体倾斜方向趋于一致。
从弯道跑入直道时，应在弯道最后几步，身体逐渐减小内倾程度，自然跑几步，然后

全力向前跑。

二、练习方法

（一）途中跑技术练习

练习１：原地脚分前后站立个人摆臂练习。
练习２：原地脚分前后站立，在教师统一口令或其他信号下摆臂练习。
练习３：原地两脚提踵站立开始，原地小步跑练习。上体保持正直、髋、膝、踝三关

节伸展，脚、膝正对前方，上下肢动作配合协调。
练习４：两脚提踵站立开始，原地高抬腿跑练习。练习时，注意大腿要高抬，两腿蹬

直。
练习５：两脚提踵站立开始，听到教师第一次信号后先原地做小步跑；听到第二次信

号后再向前做行进间小步跑１０～１５米。脚落地要积极，方向正，并有扒 “地”动作。
练习６：两脚提踵站立开始，听到教师第一次信号后先原地做高抬腿跑；听到第二次

信号后再向前做行进间高抬腿跑１０～１５米。练习时，大腿要高抬，腿蹬直，身体重心高。
练习７：行进间开始，先后蹬跑１５～２０米，然后过渡到中速跑５０～６０米。
（二）起跑和起跑后疾跑技术练习

练习１：站立式起跑。
（１）原地脚分前后 （有力脚在前）成小弓步站立，身体重心在前腿，上体稍前倾，两

臂自然下垂。做手、脚配合站立式起跑练习。
（２）走动中突然俯身做站立式起跑。
（３）由站立式起跑姿势开始，听击掌或枪声起跑。
练习２：蹲踞式起跑。
（１）一手支撑地面半蹲式起跑。练习时，用前脚异侧臂支撑 地 面，起 跑 后 要 快 速 摆

臂，并保持疾跑时身体的前倾角度。
（２）两手反握肋木起跑和疾跑１０～２０米。
（三）终点跑技术练习

练习１：快速跑２０～３０米直接过终点。
练习２：中速跑２０～３０米结合胸部或肩部压线动作跑过终点。
练习３：快速跑４０～６０米完成终点跑技术。
（四）弯道途中跑技术练习

练习ｌ：原地脚分前后站立，前腿稍屈膝，后脚前掌内侧 着 地 做 摆 臂 练 习。练 习 时，
内侧臂前后摆，外侧臂稍加大左右摆动的幅度。

练习２：由直道开始逐渐进入弯道练习 （直道跑１５～２０米，弯道跑３０～４０米）。内

侧脚用脚前掌外侧着地，外侧脚用脚前掌内侧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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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一）“坐”着跑

纠正方法：
（１）跑时上体应基本保持正直，腰部稍上提，背脊肌保持适度紧张。
（２）加强后蹬跑和发展髋关节灵活性练习。
（二）动作幅度小

纠正方法：
（１）明确步幅与步频的合理关系。
（２）加强高抬腿跑、后蹬跑等跑的专门性练习。
（三）“甩小腿”跑

纠正方法：
（１）注意摆动腿前摆动作和幅度。
（２）加强小步跑、高抬腿跑等专门性练习。
（四）摆臂紧张或方向不正

纠正方法：
（１）多做原地摆臂练习，强调技术的正确性。
（２）通过慢跑和中速跑等练习，改进摆臂技术。
（五）跑的直线性差

纠正方法：
（１）加强髋关节灵活性练习。
（２）跑时注意蹬摆结合和送髋动作。
（六）抢跑

纠正方法：
采用延长或缩短 “预备”到鸣枪的时间进行起跑练习。
（七）两腿蹬起跑器无力

纠正方法：
加强臂与腿的配合练习。
（八）起跑后疾跑时上体抬起过早

纠正方法：
（１）起跑时两臂要积极配合。
（２）采用推肩起跑、拉拖车或拉胶皮带起跑等辅助性手段。
（九）跳起撞线

纠正方法：
（１）快速跑２０～３０米 （不做撞线动作），自然跑过终点。
（２）快速跑２０～３０米，结合撞线动作跑过终点。

第四节　接　力　跑

接力跑是田径运动中以集体形式出现的竞赛项目，是田径场上最具吸 引 力 的 项 目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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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力跑设置的项目一般为男、女４×１００米接力跑和男、女４×４００米接力跑。规则要

求必须在２０米长的接力区内完成传接棒动作。

一、技术要领

（一）４×１００米接力跑技术

１第一棒运动员采用蹲踞式起跑

一般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握住棒的末端，用拇指和食指分开撑地，但接力棒不得触

及起跑线及起跑线前面的地面。第二、三、四棒运动员多采用半蹲式或站立式起跑。接棒

运动员起跑姿势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能否快速起跑，并能清晰地看到传棒选手以及设定的

起动标志 （图７４１）。

图７４１

２传、接捧方法

传棒方法一般分上挑式、下压式和混合式三种。
（１）上挑式：接棒人手臂自然后伸，手臂与躯干成４０°～４５°角，掌心向后，虎口张开

朝下，传棒人将棒由下向前上方 “挑”送到接棒人手中。此种方法的优点是接棒人手臂后

伸的动作比较自然放松，易掌握。缺点是第二棒接棒后，手已握在棒的中部，这样不便于

持棒快跑。另外，第三、四棒传接棒时，棒的前端已剩下不多，所以相对容易掉棒。
（２）下压式：接棒人手臂后伸，与躯干成５０°～６０°角，掌心向上，虎口向后，拇指向

内，传棒人将棒的前端由上向下 “压”送到接棒人手中。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每一次传接棒

都能握住棒的一端，便于持棒快跑。缺点是接棒人在手臂后伸时相对紧张。
（二）４×４００米接力跑技术

４×４００米接力跑的传棒技术相对简单。由于接棒人最后跑速已不快，所以接棒人应

顺其跑速接棒，然后再快速跑出。

二、练习方法

练习１：原地手持 接 力 棒 摆 臂，集 体 按 教 师 口 令 做 上 跳 式 或 下 压 式 传 棒 动 作。练 习

时，学生成前后两排左右错开站立，前排保持上挑式或下压式接棒的固定手势，后排按口

令将棒用上挑式或下压式传至前排手中。
练习２：学生成两列横队散开队形 （前后两排错开）站立，在原地小步跑中做上挑式

或下压式传接棒技术练习。
练习３：学生成两列横队散开队形或成若干组，前后相距２～２５米 （左右错开），在

慢跑中做传接棒技术练习。
练习４：学生分成若干组，在接力区内用快速跑进行传接棒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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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５：学生分成若干接力队进行４×１００米接力跑比赛。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一）传、接棒信号发出得过早或过晚

纠正方法：
（１）明确传、接棒时机，进行反复练习。
（２）传、接棒时要克服紧张情绪。
（二）标志线确定不准确，使接棒人起动过早或过晚

纠正方法：
根据传、接棒人的速度调整标志线位置，并反复进行练习。

第五节　跨　栏　跑

一、技术要点

起跨攻栏时，起跨腿要快速落地，并迅速蹬直髋、膝、踝三关节；摆动腿折叠后小腿

前摆，上体前倾，异侧臂前伸；摆动腿过栏后大腿积极下压，同时起跨腿屈膝外展，经体

侧迅速向前提拉，上体保持前倾，摆动腿的异侧臂向后划摆；下 栏 不 制 动，重 心 前 移 要

快，栏间步节奏明显，步长稳定，重心高，速度快。
跨栏跑的距离和全力跑的生理负荷与短跑基本相同，它的技术结构属于非对称周期性

运动。全程包括起跑至第一栏、跨栏、栏间跑和终点冲刺四个主要环节。项目包括：男子

１１０米栏和４００米栏，女子１００米栏和４００米栏。重点是栏上动作和栏间节奏。

二、练习方法

练习１：摆动腿动作练习。原地练习摆动腿屈膝高抬、前摆小腿再积极下压做扒地动

作，使摆动腿的前脚掌在身体重心投影点前落地。由原地做过渡到行进间做，在栏边做摆

动腿过栏练习。
练习２：起跨腿动作练习。扶肋木或墙，体侧处纵放一栏架，练习者位于栏立柱一脚

左右，摆动腿脚跟与栏板平齐，上体前倾，起跨腿屈膝经腋下向前提拉，膝部提拉至身体

正前方，身体不要扭转偏斜。练习动作速度由慢到快。栏侧做起跨腿过栏３～４个栏，栏

距７～８米。先做走动过栏练习，再过渡到慢跑中完成过栏动作。
练习３：过栏时两腿 的 剪 绞 动 作 和 上 下 肢 配 合 练 习。走 或 小 步 跑 经 栏 上 完 成 过 栏 动

作，同时注意两手臂动作与过栏腿动作的配合；高抬腿跑完成过栏动作。
练习４：按栏间跑三步的合理比例和节奏连过多个栏练习。栏距和栏高先可低标准，

后逐步把栏距和栏高过渡到标准要求。
练习５：起跑过第一栏的练习，先用站立式起跑完成，再采用蹲踞式起跑完成这个练

习，逐步建立栏前跑固定步数和步长的空间定位感。
练习６：逐步增加栏的个数，由三个栏———五个栏———八个栏———完成全程，提高连

续跨栏的速度能力，形成良好的全程跑栏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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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一）直腿摆动攻栏

纠正方法：
（１）讲清先屈后直的攻摆动作要领。
（２）面对肋木、鞍马或墙等，反复做攻摆练习。
（二）摆动腿摆动方向不正或小腿绕过栏板

纠正方法：
（１）摆动腿攻栏时要高抬腿，加快速度。
（２）在栏板上正确位置处放一标志物，摆动腿过栏时，足跟向着标志物完成动作。
（３）用布带或皮筋代替栏板进行练习。
（三）起跨腿后提，下栏停顿

纠正方法：
（１）反复做摆动腿攻栏、下压练习。
（２）加强从栏架中间的过栏练习。
（四）跳栏

纠正方法：
（１）克服怕栏情绪。
（２）调节起跨点距栏架的距离。
（３）降低栏架高度或用皮筋、木棍等代用品练习过栏。
（五）起跑至第一栏没踏上起跨点

纠正方法：
（１）通过反复练习确定步长和步数。
（２）降低栏架高度，起跑后加大每步步长。
（六）过栏时前倾不够或后仰

纠正方法：
（１）改进攻摆技术，强调身体前倾。
（２）用语言信号提醒注意上体姿势。

第六节　中　长　跑

中长跑包括中距离和长距离跑。中距离跑对速度和耐力都要求较高，而长跑以耐力为

主。现代中长跑技术的特征为：身体重心位移平稳，动作实效、经济、轻松、自然，并保

持良好的节奏、高步频，积极有效地伸髋和快速有力地摆动动作。
中长跑时，应注意呼吸的节奏。呼吸的节奏取决于个人特点和跑的速度。一般是跑两

三步一呼气，跑两三步一吸气，随着跑速的提高，呼吸频率也相应加快。在强度大、竞争

激烈的情况下，应采用半张口与鼻同时呼吸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机体对氧气的需要。中长跑

时，由于内脏器官机能的惰性，氧气的供应暂时落后于肌肉活动的需要，跑一段距离后会

不同程度地出现胸部发闷、呼吸困难、动作无力等现象，迫使跑速降低，甚至有难以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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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的感觉。这种生理现象叫 “极点”，它与准备活动、训练水平有关，训练水平高，内

脏器官的适应能力强，“极点”出现就缓和、短暂。当 “极点”出现时，可适当降低跑速，
注意加深呼吸，同时要以顽强的意志坚持下去。

第七节　跳　　远

一、技术要领

助跑要提高重心、高抬腿、富有弹性、节奏明显。最后几步要有积极向踏板进攻的意

识。快速、准确是助跑技术的要点，节奏是完成这一要 点 的 关 键。技 术 动 作 由 助 跑、起

跳、腾空、落地组成，重点为助跑和腾空步。动作姿势分为蹲踞式、挺身式、走步式 （图

７７１）。

图７７１

二、练习方法

练习１：原地摆臂动作的模仿练习。两腿前后站立，起跳脚在前，起跳腿同侧臂以大

臂带动小臂由后下方向前上方摆动；摆动腿同侧臂由前下方向后上方摆动。摆动时要做到

耸肩带上体，头部正直，眼看前上方。

练习２：原地摆动腿模仿练习。两腿前后站立，起跳腿在前。摆动腿前摆时，大小腿要

充分折叠，大腿带髋向上高摆。踝关节自然放松，脚尖不得超过膝关节。两臂配合摆动。

练习３：原地蹬摆结合练习。摆动腿在前，起跳腿前摆做着地动作。重心前移缓冲，

当放脚缓冲后，重心和脚跟的连线垂直地面时，开始做蹬摆动作。摆动腿在蹬的基础上向

前上方摆，起跳腿在摆的同时快速蹬伸髋、膝、踝关节。摆动腿可落在适当的台阶上。

练习４：两步助跑起跳练习。两腿前后站立。起跳腿在前，摆动腿向前跑出第一步落

地后，积极后蹬推动髋部迅速前移，起跳腿积极放脚起跳。同时，摆动腿积极前上摆，落

地时摆动腿先着地。

练习５：短、中距离的助跑成腾空步练习。丈量步点，采用走步丈量法。先确定助跑

步数，然后根据助跑步数确定走的步数。走的步数一般为跑的步数乘２减２。例如：８步

助跑的步数确定：８×２－２＝１４ （走步）。助跑要做到 “三高”：高重心、高频率、高速度。

起跳要强调一个 “快”字。

练习６：利用俯角跳板或斜坡跑道的短、中程助跑起跳腾空步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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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７：中程助跑起跳和腾空落地的结合练习。
练习８：全程助跑完整技术练习。在高速助跑的情况下，掌握好快速起跳。助跑步点

要准确，空中动作要协调用力，落地要充分。每次练习时发现有错误动作应及时纠正。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一）助跑步点不准

纠正方法：
（１）固定助跑的开始姿势，正确使用助跑标志。
（２）反复跑步点，在快跑中固定助跑的动作幅度、步频和节奏。
（３）在不同的气候和场地练习助跑，培养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
（二）“制动式”起跳

纠正方法：
（１）强调起跳前保持跑的动作结构和起跳腿着地时的 “扒地”动作。
（２）强调在快速跑过跳板的情况下起跳。
（３）在俯角斜板上进行跳远练习，做低平腾空轨迹的跳远练习。

第八节　三 级 跳 远

一、技术要领

第一跳要尽可能做到平稳和放松，保持良好的向前冲力，控制好身体平衡，落地放脚

有积极的 “扒地”动作。起跳腿蹬离地面时，做好双臂的制动动作。第二跳起跳离地后，
完成 “跨步”飞行自然腾空，一直延续到腾空的２／３处，后１／３为下次起跳作准备。第三

跳用蹲踞式或挺身式跳远腾空和落地技术。

二、练习方法

练习１：连续跨步跳练习。在整个跨步跳过程中，应做到动作幅度大而自然，持续时

间较长。在腾空中段的１／３处可稍团身，以便在最后１／３处接着前摆和强有力地 “扒地”
和起跳。

练习２：短距离助跑单足跳练习。４～６步助跑起跳后，腾空中两腿换步，以起跳腿落

入沙坑后继续跑进。重点体会空中换步时机和幅度。
练习３：连续单 足３～５级 跳 练 习。控 制 好 蹬 地 方 向、跳 跃 的 节 奏 和 “扒 地”落 地，

同时两臂要协调配合。
练习４：连续做三步助跑起跳一单脚跳一腾空步动作。
练习５：六 步 助 跑 三 级 跳 远 练 习。助 跑 六 步，在 起 跳 板 上 起 跳 做 单 脚 跳———跨 步

跳———跳跃动作。第一跳 “平”，第二跳 “远”，第三跳 “高”。初学者应掌握好三跳的比

例：一般为第一跳３５％，第二跳３０％，第三跳３５％。
练习６：全程助跑完整三级跳练习，助跑采用１６～１８步助跑距离。助跑要快速、有

节奏、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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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跑起跳快速、有力，摆动协调、快速、有力。三跳的起跳要牢固树立摆腿起跳的概

念，手臂和摆腿动作积极有力。

三、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一）跨步跳时后坐

纠正方法：

加强力量练习，用跨步姿势越过某种高物或路上高物做起跳练习。

（二）第一跳腾空时过早地交换腿

纠正方法：

起跳保持适宜的腾空步后做交换动作。

（三）第二跳距离过短

纠正方法：

加强腿部力量练习，控制第一跳的距离，衔接好第二跳。

第九节　跳　　高

一、技术要领

助跑要积极加速、步点准、有弹性、节奏好。后段弧线助跑保持身体向内倾斜。过杆

时形成较大背弓，充分利用身体重心腾起的高度和身体各环节之间的补偿作用。技术动作

由助跑、起跳、过杆、落地组成。动作姿势分为跨越式、俯卧式、背越式。重点是助跑、

起跳的结合，过杆动作 （图７９１、图７９２）。

图７９１
　　

图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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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练习方法

练习１：利用跳箱仰卧做背弓成 “桥”练习。
练习２：在垫子上原地站立，后倒背弓练习。
练习３：利用木马做背弓练习。背靠木马站立，然后腹部放松，肩后倒挺髋，成背弓

仰卧在木马上，小腿自然下垂。
练习４：原地双腿跳起做后倒背弓练习。背对海绵包站立，然后双脚跳起，肩后倒挺

髋，成背弓仰卧落在垫子上，先不要抬大腿，保持小腿自然下垂姿势。
练习５：原地双脚跳起做背弓过杆练习。背对海绵包站立，背后放一低横杆，屈膝半

蹲，两臂在体侧后下方，两臂上摆，提肩提腰，两腿蹬伸跳起，肩后倒挺髋成背弓，小腿

自然下垂。下落时，提大腿，甩直小腿。过杆后，以肩背落在海绵包上。
练习６：确定助跑步点，全程助跑起跳练习。
练习７：４步弧线助跑起跳成背弓练习。助跑起跳后，成背弓姿势，落在高于臀部的

海绵垫上，小腿放松自然下垂。强调倒肩、放摆动腿的时机。
练习８：弧线助跑２～４步起跳背越式跳高练习。要求倒数第二步上体保持内倾。起

跳脚着地，身体快速跟上，摆动腿迅速超过起跳腿，起跳积极有力。腾起后，肩部积极向

上—向后—向下运动。髋上挺，在杆上形成较大的背弓。臀部过杆后，举腿上甩小腿，以

肩背部落在垫子上。
练习９：４～６步助跑起跳过杆练习。
练习１０：逐渐升高横杆高度的全程助跑背越式跳高完整技术练习。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一）助跑最后两步减速

纠正方法：
（１）适当降低前段助跑速度，强调后４步助跑节奏。
（２）沿不同半径弧线进行加速跑练习。
（３）弧线助跑结合起跳练习。
（二）起跳时身体过早倒向横杆

纠正方法；
（１）明确弧线助跑结合起跳技术要领。
（２）肋木或墙前做上步起跳模仿练习，体会起跳时的肌肉用力感觉。
（３）沿弧线助跑起跳，用手、头、摆动腿、膝触高吊物练习，要求充分跳起后落在一

定区域内。
（４）沿弧线助跑起跳后，落在较高的海绵垫上。
（５）在跳高区内做沿弧线助跑起跳练习。要求两脚踏在画好的助跑弧线上，身体向内

倾斜保持到起跳脚着地。
（三）过杆时形不成背弓动作

纠正方法：
（１）原地后倒成背弓仰卧在垫子上，保持背弓动作。体会身体各部位的相对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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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肌肉用力的感觉。
（２）２～４步助跑起跳后，下放摆动腿。
（３）２～４步助跑起跳手触高吊物练习。
（４）助跑起跳后成背弓姿势，落在较高的海绵垫上。
（四）身体斜交叉过杆，不能形成背对横杆

纠正方法：
（１）摆腿练习。屈膝内扣，向异侧肩摆动，体会髋、腰、肩与摆腿协调配合。
（２）做放脚着地、重心和摆动腿迅速跟上、蹬伸起跳与摆动腿屈膝扣摆相配合的分解

模仿练习。
（３）助跑起跳练习。最后两步落在弧线上，起跳离 地 时 身 体 垂 直 于 地 面，提 肩、拔

腰、顶头，充分伸展，离地后自然转向背对横杆。

第十节　推　铅　球

一、技术要领

滑步时身体要平稳，腿部动作以摆带蹬，以 压 促 收，低 滑 快 落，与 最 后 用 力 紧 密 衔

接。推铅球是在直径为２１３５米的投掷圈内，将铅球推在４０°角的扇形区之内。推铅球技

术有侧向推铅球、背向推铅球、旋转推铅球。推铅球技术由五个方面组成：持球、预备姿

势、滑步、最后用力、维持身体平衡。重点是滑步和最后用力技术（图７１０１、图７１０２、
图７１０３）。

图７１０１
　　　　　　　　

图７１０２

二、练习方法

练习１：向下方推球。两脚 左、右 开 立 稍 宽 于 肩，上 体 微 前 倾，左 手 托 球，右 手 抵

球，持球于胸前，而后挺胸、伸臂推球，上体随之下压，掌心向外。
练习２：向前下方推球。两脚前后自然开立，上体直立，右手握持好球 （也可用左手

托扶住球），然后上体右转，挺胸、转肩、伸臂拨球，将球向前下方推出。
练习３：徒手模仿出手动作。两腿前后开立，右臂模仿持球动作，两膝微屈，重心移

至后腿，在后腿用力蹬伸并将重心移向前腿的同时，做转髋、转体、送肩、伸臂、拨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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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１０３

最后用力动作。完成动作后应稍停顿，以体会出于瞬间的肌肉感觉。
练习４：原地正面推轻铅球。两脚前后开立，面对投掷方向握持好球。左脚在前，脚

尖内扣约３０°，右脚在后，膝微屈。左臂前伸内旋，肩稍有转，含 胸，做 向 前 上 方 挺 胸、
送肩、伸臂、拨球动作，以体会下肢蹬伸发力和左侧支撑与右侧转体顶肩 动 作 的 用 力 配

合。
练习５：原地侧向推球。侧向推预备姿势站立，身体预摆１～２次后，接着做蹬伸起

体、转体送肩、伸臂拨球动作，将球推出。
练习６：原地背向推球。背向推铅球预备姿势站立，完成推球动作。技术要点同练习

５。
练习７：蹬摆配合练习。
练习８：预摆团身练习。练习时，左脚放松，以大腿带动小腿向后上 方 摆 动ｌ～２次

后，左腿回摆并靠近右腿，此时，右腿屈膝下蹲成弓背团身姿势。
练习９：背对投掷方向站立滑步练习。
练习１０：滑步对墙推实心球。滑步与最后用力动作要连贯，左腿支撑要积极、稳固。
练习１１：背向滑步推轻铅球。
练习１２：圈内背向滑步推铅球。动作幅度要大、协调、连贯、快速，用力充分。

三、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一）推铅球时臂用力过早，下肢和腰背肌群的力量发挥不充分

纠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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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明确最后用力时髋部发力和自下而上的用力顺序。
（２）由教师或同伴顶住练习者右手掌，做原地最后用力的双人对抗模仿练习，体会用

力顺序。
（３）原地对墙推实心球，强调积极蹬伸、抬体、转体、挺胸以及左侧支撑。
（二）最后用力时左肩侧倒或后转

纠正方法：
（１）做出手结束动作模仿练习。
（２）原地侧向或背向对墙推实心球。要求重心移向左腿，左侧积极有力支撑。
（３）由同伴顶住持球人异侧肩，帮助制动，做推球或推球模仿练习。
（三）滑步中未做出超越器械动作

纠正方法：
（１）两脚前后大开立，上体前倾稍右转，下体不动，只做收右腿内扣膝、脚尖收至臀

下落地动作。
（２）左手握肋木或同伴的手，做滑步练习。要求右腿积极蹬 伸 并 内 收，两 脚 快 速 落

地。
（四）滑步后停顿，与最后用力动作脱节

纠正方法：
（１）侧向或背向徒手滑步结合蹬伸抬体练习。强调低滑快落。
（２）采用较高姿势、较小幅度，持轻器械进行滑步推铅球练习。要求动作连贯，并逐

步过渡到低重心、大幅度和标准场地、器材的完整技术练习。

第十一节　掷　标　枪

标枪原为古代的一种捕猎工具和武器，作为比赛项目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奥运会上，但

当时的标枪，其形状、重量与投掷方法都不同于现在。１９０８年第４届奥运会时，对标枪

的规格与投掷技术做了统一的规定，逐渐形成了现代的掷标枪技术。男子标枪的第一个世

界纪录是６２３２米，由瑞典人创造，至２００５年提高到９８４８米。女子标枪于１９３２年被列

入奥运会项目，现已从第一个世界纪录４３６８米，提高到了８０米。掷标枪技术是由握枪

和持枪、持枪助跑、最后用力与缓冲三个部分组成的。

一、技术要领

助跑逐渐加速。投掷步第一、二步完成引枪；第三步下肢积极向前，形成大幅度地超

越器械动作；第四步积极落地支撑，控制好标枪的角度与指向，沿标枪纵 轴 快 速 有 力 地

“鞭打式”投枪；第五步缓冲维持身体平衡，避免犯规。

二、练习方法

练习１：原地正 面 持 枪，两 脚 前 后 开 立，举 枪 于 肩 后，枪 尖 略 低 于 枪 尾，重 心 在 右

腿，做蹬伸右腿、挺胸挥臂 “鞭打”出枪动作。要求枪出手后，落在正前方地面上。
练习２：原地侧向持枪，侧对投掷方向成原地引枪姿势，然后做提踵、顶膝送髋、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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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翻肘成 “满弓”、挺胸、挥臂 “鞭打”投枪动作。主要体会用力顺序和强调主动地左侧

蹬撑用力与挺胸、转肩沿标枪纵轴用力。

练习３：徒手或持枪连续交叉步练习。

练习４：预备姿势同练习３，然后做交叉步成最后用力前的预备姿势，注意三、四步

的节奏性，交叉步要转肩不转髋，身体和持枪臂平稳并控制好枪的位置与指向。下肢积极

向前完成超越器械动作。

练习５：交叉步掷枪，侧对投掷方向成原地引枪姿势，向前做交叉步结合最后用力掷

枪练习。强调左脚主动快落和右脚落地后积极地屈蹬送髋，使交叉步与最后用力动作紧密

衔接。

练习６：慢跑投掷步掷枪，持枪助跑４～６步后接做投掷步轻投枪动作。强调投掷步

节奏清楚，身体平稳加速，动作协调连贯，左侧支撑积极有力，沿标枪纵轴用力。

练习７：投掷标枪完整技术练习，注意完整技术动作的紧密衔接。强调最后用力幅度

大、速度快，沿标枪纵轴用力。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一）投掷步阶段减速，助跑与最后用力衔接不连贯

纠正方法：

（１）适当调整预跑阶段的跑速。
（２）采用短助跑引枪结合交叉步练习，教师用语言或击掌信号，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

四步节奏。
（３）交叉步掷枪练习，强调交叉步后积极发力意识。

（二）最后用力掷枪时，力量不能通过标枪纵轴

纠正方法：

（１）反复做引枪交叉步练习，提高控制标枪的能力。
（２）利用橡皮带或持枪做交叉步成 “满弓”的动作练习。

第十二节　掷　铁　饼

一、技术要领

开始旋转要低重心、大幅度。旋转过程中重心要平稳，不断加速，边旋转边向前。当

右脚摆向圆心着地、右腿单腿支撑时，要不停顿地继续旋转。左膝外展靠近右膝沿小弧度

迅速摆向中心线左侧落地支撑，形成大幅度地超越器械动作。在旋转至侧对投掷方向时，

右脚应转变为以蹬伸为主，并边蹬伸边转向前。当重心移向左腿的同时，要抬头挺胸，左

侧用力蹬撑，肩轴迅速超越髋轴，快速挥臂 “鞭打”出饼。掷铁饼比赛在直径２５米的投

掷圈内进行。掷铁饼技术可分为握饼、预备姿势和预摆、旋转、最后用力和维持平衡四部

分。掷铁饼时，在投掷圈内，通过上述一系列动作将铁饼掷出并落于４０°角的扇形投掷区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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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练习方法

练习１：直臂前后自然摆饼，左上右后摆饼，８字摆饼，身前身后摆饼。
练习２：竖直向上抛饼，竖直地滚饼。
练习３：正面转 肩 挥 臂 练 习。面 对 投 掷 方 向，两 脚 左 右 开 立 稍 宽 于 肩 站 立，两 臂 抬

起，肩稍右转，两膝微屈，然后，两腿蹬伸，向前转肩挥臂。
练习４：右手拉住约与肩同高的肋木或木桩等物，做两腿转蹬用力练习。
练习５：正面原地掷饼。面对投掷方向，两脚左右开立稍宽于肩，右手持饼做左上右

后预摆动作，当铁饼摆至右后方时，上体右转扭紧，两膝微屈，然后两腿蹬转、转髋、转

肩、挥臂 “鞭打”。
练习６：原地侧向 （背向）投掷铁饼。侧向站立，预摆至预备姿势，在左侧制动支撑

配合下，右腿积极蹬转送髋，使重心移向左腿，同时挺胸、转肩、挥臂、将饼掷出。
练习７：迈步转体，正面站立，右腿直线前迈，以脚前掌落地屈膝向内扣旋转，左腿

屈膝靠近右腿以最短途径摆向直线左侧着地，头要正，身体垂直或稍前倾，右手远远留在

右后方。
练习８：跨步转 体。正 面 站 立，左 脚 在 前，先 左 蹬 右 摆 前 跨，使 右 脚 落 地 时 屈 膝 内

转，然后左脚沿最短途径前摆落成原地投掷预备姿势。连续做。
练习９：正面旋转投掷。正对投掷方向，两脚前后开立 （左脚在前），右手持饼或辅

助器材，臂稍抬起约与肩高，先前移重心，然后左蹬右摆做跨步转体接原 地 侧 向 投 掷 动

作。要求跨步转体与最后用力紧密衔接。
练习１０：侧向旋转投掷，侧对投掷方向，两脚左右开立稍宽于肩，预摆后身体重心

由右腿移向弯屈的左腿，此时左膝、左脚外旋，以左侧为轴旋转９０°，两腿蹬摆前跨转体

接原地侧向投掷最后用力动作。
练习１１：背向旋转投掷模仿练习。
练习１２：投掷圈内 背 向 旋 转 投 掷 铁 饼 完 整 技 术 练 习。要 求 整 个 投 掷 过 程 重 心 平 稳、

节奏清楚、动作连贯、不断加速、动作幅度大、速度快。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一）预摆时不能将饼摆至水平或掉饼

纠正方法：
（１）放松肩臂，多做熟悉铁饼性能的练习。
（２）持饼做蹬转腿、扭转躯干移动身体重心、带动投掷臂摆动的练习。
（二）最后用力时，左肩后转或侧倒

纠正方法：
（１）明确左侧支撑动作要领，多做重心由右腿移到左腿时左侧制动蹬撑模仿练习。
（２）多做抬头挺胸转肩与左侧制动支撑配合练习。
（三）旋转结束时，不能形成大幅度超越器械动作

纠正方法：
（１）明确超越器械技术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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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多做上步转体练习，明确并体会左腿前摆路线，强化快摆落地意识。
（３）身体右侧靠近肋木，做上步转体练习。要求结束动作髋向前转送，肩轴与肋木平

行。
（四）旋转与最后用力衔接不好

纠正方法：
（１）左腿单腿支撑旋转 “换步式”过渡到右腿支撑旋转练习，要求右腿前摆不要离地

过高。
（２）侧向、背向徒手或持辅助器械，当旋转至面对投掷方向时，做上步转体接最后用

力动作模仿练习。

第十三节　田径运动基本竞赛规则

一、径赛项目的有关规则

（１）参加径赛项目的比赛，运动员必须按时到赛前控制中心检录。凡服装、号码、钉

鞋及随身携带的旅行包等物品不符合要求者，不允许其入场比赛。凡点名不到者，取消其

比赛资格。
（２）４００米及４００米以下的项目 （包括４×４００米接力的第一、二棒，４×１００米接力

的第一、二、三棒）和８００米跑，均为分道跑和部分分道跑，道次由大会抽签决定。比赛

中运动员应自始至终在各自的分道内跑。跑出自己的跑道，而从中获得实际利益或阻挡、
撞别人则应取消其比赛成绩。

（３）４００米及４００米以下的项目 （包括４×４００米、４×１００米接力的第一棒）运动员

必须采用蹲踞式起跑，并使用起跑器。起跑时，运动员必须完全在自己的分道内和起跑线

后做好准备姿势，双手和一个膝盖必须触地，双脚必须接触起跑器。起跑的口令为 “各就

位”、“预备”、鸣枪。
（４）４００米以上的项目，运动员不得使用起跑器，应采用站立式起跑。起跑的口令为

“各就位”、鸣枪。站立式起跑时，双脚必须与地面接触。由分道跑转入不分道跑时，必须

跑过抢道标志后，方可切入里道。
（５）接力跑比赛，运动员必须手持接力棒跑完全程，如发生掉棒，必须由掉棒运动员

拾起。在所有接力赛跑中，必须在接力区内传送接力棒。传棒后离开跑道时，不得影响他

人跑进，不得通过推动或接受其他方式的助力，否则，均应取消其比赛资格。
（６）４×４００米接力比赛时，第三、四棒运动员接棒顺序的排列 （由里向外），是以前

棒运动员到达２００米起点处的先后顺序为准。顺序排定后，不得变更。
（７）跨栏跑比赛，运动员在过栏时，脚或腿不得低于栏顶的水平面，不准跨越他人的

栏架，也不准有意地用手推倒或用脚踢倒栏架。
（８）障碍跑比赛，运动员必须越过或涉过水面。不得踏上水池两边中的任一边，或在

过栏时其脚或腿低于栏架顶端水平面，违者，均应取消其录取资格。
（９）４００米以上的项目比赛时，凡有任何形式的伴跑、听取非大会指定人员的报时、

借故缩短比赛距离者，均应给予警告或取消比赛资格和录取资格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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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任何径赛项目，如参加人数较多，可先举行分组预、次赛或复赛。分道跑的径

赛项目，最后选８人进行决赛。在弯道上起跑的 （即１０００米以上 的 项 目），运 动 员 超 过

１２人时，则同时在两条起跑线上起跑，６５％的运动员在常规起跑线上起跑，起跑后切入

第１道；３５％的运动员在外侧一半跑道起跑线处起跑，跑过抢道标志线后，方可切入第一

道。
（１１）径赛项目均按决赛成绩的优劣判定比赛名次，计取径赛成绩的方法是，从看到

发令枪烟或闪光时开动秒表，到运动员躯干 （包括头、颈、手、臂、腿、脚）到达终点线

后沿的垂直面时停表。

二、田赛项目的有关规则

（一）田赛项目的比赛通则

（１）检录。田赛项目的比赛，检录工作由田赛裁判员负责。运动员的服装、号码、钉

鞋等不符合规定者，不允许其入场比赛。检录不到者，取消其比赛资格。
（２）及格赛。如参加比赛的人数过多，可先举行及格赛。及格赛的成绩不作为正式比

赛的成绩，但打破纪录，符合规则要求的，予以承认。及格赛的标准由大会决定，并事先

公布。高度项目的及格赛，每一个高度允许试跳３次；远度项目，每人只许试跳或试掷３
次。一旦达到及格标准，即不用继续参加及格赛。

（３）田赛项目的正式比赛，运动员试跳、试掷的顺序，由大会抽签排定。参加的人数

超过８人，每人可先试掷或试跳３次，成绩较好的前八名与第八名成绩相等的运动员再试

跳或试掷３次。试跳、试掷顺序以８名中成绩从差到好的顺序进行。若参加比赛的人数只

有８名或不足８名，则每人均可试跳或试掷６次。
（４）无故延误比赛时间。比赛时，运动员若无故延误比赛时间超过时限的即按该轮次

试跳失败论，如再次无故延误，即取消其比赛资格，但以前的成绩仍然有效。其时限为撑

杆跳高１分３０秒，其他项目为１分钟。
（５）兼项请假。田赛项目轮次：高度项目，以一个高度为一轮次；远度项目以所有运

动员按顺序试跳或试掷一次为一轮次。遇兼项请假，运动员可以不按顺序试跳或 试 掷 一

次，但不得将应试跳或试掷的次数连续试跳或试掷完。回来后也不得补试已错过的比赛轮

次。如未错过轮次，则可将本轮次中剩余的次数试跳或试掷完。
（６）判定名次与成绩相等。远度项目是以六次试跳或试掷最好的一次成绩，高度项目

是以最后跳过的高度，全能项目是以各个单项得分总和判定名次，成绩好的名次列前。若

出现成绩相等时，远度项目应以次优成绩为准判定名次，若再相等，则以第三较优成绩判

定名次，以此类推。高度项目则以在出现成绩相等的高度上试跳次数较少的名次列前，若

仍相等，则以全赛中试跳失败次数 （包括最后跳过的高度在内的全赛中失败次数）最少运

动员列前。全能项目则以单项得分最多的项目较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以任何一个

单项得分最多者名次列前。团体总分以破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全国纪录项次多者名次列

前，若再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若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次类推。
田赛项目比赛的第一名不能并列。按上述办法不能判定名次时，则进行决定名次赛，

远度项目，成绩相等的运动员，按原比赛顺序进行新的一轮试跳或试掷，直到决出名次为

止。高度项目，涉及第一名的运动员在成绩相等的共同失败高度中的最低高度上 （在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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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每人再试跳一次，如仍然不能判定，则降低或升高一个高度 （跳高２厘米，撑

杆跳高５厘米）试跳，每个高度试跳一次，直到决出名次为止。每次决定名次的试跳，有

关运动员必须参加，不能免跳，其他名次可以并列。
（二）田赛各单项比赛规则

（１）跳高。必须单脚起跳。试跳中碰落横杆或在越过横杆之前，身体任何部位触及立

柱之间，横杆延长线垂直面以外的地面或落地区，则判为试跳失败。在只剩下一名运动员

或出现第一名成绩相等之前，每轮横杆升高不得少于２厘米。运动员可在规定的任何一个

高度上开始起跳，也可在以后任何一个高度上免跳，在任何高度上连续三次试跳失败，即

失去继续比赛的资格。在某一高度上已请求免跳，则不准再在该高度上恢复试跳。每次升

高横杆之后，在运动员试跳之前，均应丈量高度。丈量时，须使木尺与地面垂直，从地面

至横杆上沿的最低处计算高度，以１厘米为最小丈量单位，不足１厘米不计。凡涉及纪录

情况，当横杆放置纪录的高度时，裁判员必须审核丈量。自从上次丈量后，如横杆曾被触

及，裁判员在每次试跳结束后继续试跳之前，必须再次审核丈量。即使其他运动员均已失

败，一名运动员仍有资格继续试跳，直到其放弃继续比赛的权利。助跑道的长度不得短于

１５米，助跑道和起跳区朝横杆中心的倾斜度不得超过１∶２５０。起跳区必须平坦。
（２）跳远。必须在起跳板及其后面起跳。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均被判为试跳失败，

即：在未做起跳的助跳中或在跳跃动作中，运动员以身体任何部位触及起跳线以 外 地 面

者；从起跳板两端之外，不论是起跳线延伸线的前面还是后面起跳者；在落地过程中触及

落地区外地面，而区外触点较区内最近触点离起跳线近者；完成试跳后，向后走出落地区

者；采用任何空翻姿势者。试跳成绩应从运动员身体任何部位着地的最近点至起跳线或起

跳线的延长线直角丈量。每名运动员应以最好的一次试跳成绩作为其最后的决定成绩。助

跑道长不得长于４０米，宽度最小为１２２米，最大为１２５米；助跑道的左右倾斜度不超

过１∶１００，跑进方向总的倾斜度不超过１∶１０００。
（３）铅球。运动员 试 掷 顺 序 由 大 会 抽 签 决 定。运 动 员 超 过８人，应 允 许 每 人 试 掷３

次，前８名运动员可再掷３次，倘若第八名成绩相等，则成绩相等的运动员 （或当运动员

少于８名时），每人均可试掷６次。在比赛前，每名运动员在裁判员监督下最多能练习试

掷两次。练习试掷的顺序应按抽签的顺序进行。比赛一旦开始，运动员无论持器械与否，
均不得使用投掷圈落地区内地面练习试掷，也不能持器械练习。铅球应从圈内推出，运动

员必须从静止姿势开始进行试掷。允许运动员触及铁圈和抵趾板的内侧。铅球应从肩部用

单手推出。当运动员进入圈内开始试掷时，铅球应抵住或靠近下颌，在推球过程中持球手

不得降到此部位以下。铅球不得置于肩轴线后方。不允许使用任何装置对运动员在投掷时

进行任何帮助，例如使用带子将两个或更多的手指捆在一起。除了开放性损伤需 要 包 扎

外，不得在手上使用绷带或胶布；不允许使用手套。为了防止脊柱受伤，运动员可系一条

皮带或其他合适材料制成的带子。运动员不得在圈内或鞋底喷洒任何物质。运动员进圈并

开始投掷后，如果身体的任何部位触及圈外地面，或触及铁圈和抵趾板上面，或不符合规

定方式将铅球推出，均为一次试掷失败，不计成绩。器械落地点，必须完全落在落地区角

度线内沿以内试掷方为有效。每次试掷后应立即进行丈量，从铅球着地点的最近点与圆心

之间的直线量至投掷圈内沿。每一名运动员应以其最好的一次试掷成绩为其最后的决定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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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标枪。试掷时，手应握在标枪的把手处，从肩部或投掷臂上方掷出，不得在体侧

用抛或甩的方法投出，不得采用非传统姿势。投掷时，在标枪出手前，身体不得完全转向

背对投掷弧。在比赛中不得使用任何有助于投掷的装置。在开始试掷后，身体任何部位触

及投掷弧、助跑道边界线和助跑道以外的地区，均应判为一次试掷失败。如果违反上述规

定，可中止已开始的试掷，放下器械，离开助跑道。标枪的金属尖先于其他部位触地，并

留下可见痕迹，枪尖必须完全落在落地区角度线内沿以内，试掷方为有效。标枪掷出后，
方可离开助跑道，离开时，首先接触的助跑道两侧平行线或线外地面，必须完全在投掷弧

及两端延长线后面。如标枪在投掷时或在空中折断，或因此失去平衡而犯规，均不应判为

一次试掷失败。丈量成绩时，应从标枪枪尖所留下痕迹的最近点至投掷弧的圆心 的 直 线

上，量至投掷弧内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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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球 类 运 动

第一节　篮　　球

篮球运动概述

篮球运动于１８９１年由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学校体育教

师詹姆斯·奈·史密斯博士借鉴其他球类运动项目设计发明的。起初，他将两只竹篮钉在

健身房内看台的栏杆上，竹篮上沿离地面稍高于１０英 尺，约３０５米，用 足 球 作 比 赛 工

具，任何一方在获球后，利用传递、运拍将球向篮内投掷，投球入篮得一分，按得分多少

决定比赛胜负。１８９２年，奈·史密斯制定了 《青年会篮球规则》１３条，比赛时间规定为

上、下半时各１５分钟；对场地大小也做了规定；上场人数由每队９人、７人，到１８９３年

决定为５人。随着篮球运动在美国国内的推广和开展，场地、器材也不断改进，逐渐形成

近似现代的篮板、篮圈和篮网。
由于篮球运动是一项室内、富有吸引力的新颖的运动项目，不仅在美国国内得到很快

的发展，而且也相继传播到欧、亚、南美洲等一些国家。１９０４年，美国青年会男子篮球

队在第三届奥运会上进行了表演赛。此后，篮球运动逐步在各大洲开展起来。１９３２年在

瑞士日内瓦成立了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并正式出版了第一本国际篮球规则。１９３６年第

十一届奥运会将男子篮球列入正式比赛项目，篮球运动登上了国际竞技运动舞台，成为一

项世界性的运动项目。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的建立、比赛规则的初步统一，以及男子篮球列

入奥运会竞赛项目，篮球运动进入现代新起点。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世界男、女篮球锦标赛赛制先后建立，美国ＮＢＡ职业

篮球联赛开始。７０年代中期，女子篮球运动列入１９７６年第２１届奥运会竞赛项目，篮球

运动开始世界性的大普及、大发展。竞技水平通过自身的演进实践 （规则完善）和现代科

学技术的渗透影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篮球运动发展进程中高度与速度的增加，技术、战术的进一步

创新发展，个人攻防能力的增强和对抗性加剧，促使比赛场地扩大 （长２８米、宽１５米）
和远投３分球的确立，现代篮球运动迅速向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社会化、整体化、
综合化、个性化、技艺化、产业化道路迈进，显示出现代篮球竞技运动发展的新趋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美国ＮＢＡ职业篮球运动员组成的 “梦之队”进入在西班牙举行的

第２５届奥运会，进一步增强了现代篮球运动文化艺术、科技含量的氛围和职业化带来的

商业化、产业化气息，从某种意义上促进了２１世纪新时代篮球运动发展的新观念、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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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技术、新战术的形成。

篮球基本技术与练习方法

一、移动

移动是队员在比赛中改变位置、速度、方向和争取高度时所采用的各种脚步动作的统

称。
（一）基本技术

１起动

起动是队员在场上由静止状态变为跑动状态的一种脚步动作。突然快速起动在比赛中

运用最多，是摆脱对方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起动时，前脚掌要 短 促 而 迅 速 地 用 力 蹬

地，使动作具有突然性。起动的前几步要小而快速，同时上体迅速前倾或侧转，向跑动方

向转移重心，手臂协调摆动，能在最短的距离内充分发挥速度或以起动超越对方。

２变向跑

变向跑是队员在跑动中突然改变方向并加快速度来摆脱防守的一种方法。变向时，上

体稍向前倾，同时右 （左）脚前脚掌内侧用力蹬地，随之腰部扭转，上体 向 左 （右）前

倾，移动重心，左 （右）脚向左 （右）前方跨出一小步后，右 （左）脚迅速同左 （右）腿

的侧前方跨出一大步，继续跑动。

３侧身跑

比赛时，队员在跑动中为了更好地摆脱或超越对手，同时观察场上变化接应队员，经

常采用侧身跑。侧身跑时，头部和上体放松地向球的方向扭转，同时侧肩，脚尖朝着跑的

方向，既要注意观察场上情况，又要保持奔跑速度。

４急停

跨步急停：队员快速跑动到最后两步时，先向前迈出一步，用脚后跟着地并过渡到全

脚掌抵住地面，迅速屈膝，同时身体稍向后仰，转移重心，减缓向前的冲力。第二步着地

时，身体侧转，脚尖稍向内转，用前脚掌内侧蹬地，两膝弯屈，重心落在两脚之间。
跳步急停：队员在近距离慢跑中，用单脚或双脚起跳 （离地不高），上体稍后仰，两

脚同时落地。落地时用前脚掌内侧着地，两膝弯屈，下降重心，保持身体平衡。

５转身

前转身：一脚从中枢脚脚尖前绕过移动为前转身。如 向 左 做 前 转 身 时，左 脚 为 中 枢

脚，右脚前脚掌用力蹬地，同时上体向左转动。
后转身：一脚从中枢脚跟后面绕过移动为后转身。如 向 右 做 后 转 身 时，左 脚 为 中 枢

脚，身体重心移到左脚，右脚前脚掌用力蹬地，同时上体向右转动。

６滑步

前滑步：由前后站立姿势开始，向前滑步时，前脚向前跨一小步，与此同时后脚用力

蹬地向前滑一步，保持开立姿势。注意屈膝降低重心。
侧滑步：由两脚平行站立姿势开始，向左侧滑步时，左脚向左跨出，落地的同时，右

脚蹬地滑动，跟随左脚移动，保持屈膝低重心的姿势。身体不要 上 下 起 伏，两 脚 不 要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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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重心要落在两脚之间。向右侧滑步时动作相反。

７后撤步

前脚掌内侧用力蹬地，重心后移，然后将前脚移至后脚的斜后方，紧接前滑步，保持

防守位置。
（二）练习方法

（１）基本站立姿势 （面向、背向、侧向），听或看信号起动跑的练习。
（２）自抛或别人抛球后，迅速起动快跑，把球接住。
（３）成一路纵队，采用全场 “之”字形急停急起。练习时，一队员急停变向后，第二

名接上再做，依次进行。
（４）看手势做前、后、侧滑步，后撤步练习，全场 “之”字形滑步练习。
（５）两人一组，一攻一守练习。
（６）两人一组，一人运球做各种变向、变速运球，另一人根据对方运球做相应的防守

动作。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１）移动时低头，不注意观察。纠正方法：可采用看教练手势进行移动练习或组织竞

赛性练习，以提高观察判断能力。
（２）起动时，上体不能快速前倾，两臂摆动与脚蹬地无力。纠正方法：讲解示范，强

调起动蹬地、摆臂的用力方法，采用由原地慢跑变快速碎步跑、追逐跑练习或自抛自接球

起动练习等，以提高起动时蹬地的协调配合。
（３）侧身跑时，头和上体未转向有球方向或边跑边回头，脚尖没朝向跑的方向，而形

成交叉步跑、滑跳步跑。纠正方法：强调动作要领，正误对比示范，在练习中教练及时提

醒 “侧身看球”、“脚尖向前”等，还可围绕中圈、罚球圈做侧身跑练习。
（４）急停不稳，重心前移，甚至走步违例。纠正方法：强调动作要领，通过示范建立

正确的技术动作概念，可做走动中急停练习，体会急停时脚用力制动的方法，也可做跑动

中急停练习，掌握前脚掌用力蹬地，屈膝降低重心，保持身体平衡和全身的协调配合。
（５）转身时，中枢脚用前脚掌做轴旋转，身体上下起伏、重心不稳。纠正方法：练习

中强调转身前保持正确的基本站立姿势，可规定中枢脚，要求降低和转移重心保持身体平

衡，队员听教练员的口令由慢到快做转身练习。

二、运球

运球是篮球比赛中个人进攻的重要技术，是组织全队进攻战术配合的重要桥梁。运球

练习可以提高控制球、支配球的能力。经常做各种运球练习，不仅可以提高运球技术，而

且对传接球、投篮等技术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基本技术

１急停急起运球

在防守较紧的情况下，运球向前推进时，可利用急停急起的变化来摆脱对手。
动作方法：在快速运球中，突然急停时，手拍按在球的前上方。运球急起时，要迅速

起动拍球的后上方，要注意用身体和腿保护球。
技术要点：运球急停急起时，要停得稳、起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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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前变向运球

当对手堵截运球路线时，突然向左或向右改变运球方向，摆脱防守的运球方法。
动作方法：以右手为例，运球向右侧前进，遇到对手堵截前进路线时，右手拍球的右

上方使球从体前弹向左侧。同时右脚向前跨，上体向左用肩挡住对手，然后换左手按球的

后上方，左脚跨出，从对手的右侧继续运球前进。
技术要点：手、脚、肩、身体协调配合。

３虚晃运球

在对手堵截运球路线时，不换手的横运球，改变球路线，摆脱防守的运球方法。
动作方法：运球假动作突破是运球队员利用腿部、上体和头部虚晃，佯作运球动作迷

惑对手，使其产生错误判断而做出抢球动作。当其一侧露出空隙时，立即运球突破，左晃

右过，右晃左过。
技术要点：手按拍球的部位和拉拍球的动作要连贯。

４背后运球

这是在运球前进中，当遇到对手堵截一侧时，而且距离较近而无法采用体前变向运球

时，所采用的一种运球方式。
动作方法：以右手运球，向左侧变向为例。变向时，右脚在前，右手将球拉到右侧身

后。迅速转腕拍接球的右后方，将球从身后拍按至身体的左侧前方，然后用左手运球，左

脚向前，加速前进。
技术要点：手拉拍球的右外侧，手、脚、腿及身体协调配合。

５转身运球

当对手逼近，不能用直线运球且体前变向运球突破时所采用的一种运球方法。
动作方法：变向时，左脚在前为轴，做 后 转 身。同 时，右 手 将 球 拉 至 身 体 的 左 侧 前

方，然后换手运球，加速前进。
技术要点：蹬地、转身，拉引球、拍按球动作协调。

６胯下运球

当防守队员迎面堵截时，用这种运球摆脱防守方法。
动作方法：当防守队员迎面堵截，贴 得 很 近 时，以 右 手 运 球 为 例。变 向 时，左 脚 在

前，右手拍按球的右侧上方。将球从两腿之间运至身体左侧然 后 上 右 脚，换 手 运 球，加

速。
技术要点：拍按球的右侧上方，球从两腿之间穿过，上步、换手要协调。
（二）练习方法

（１）原地运球：听哨音或看手势，做各种运球练习，体会运球动作，增强手感，逐步

提高控球能力。
（２）直线运球：分两组或多组，成横队站于端线处。第一组持球行进间高运球至另一

端线，返回时换左手运球，然后将球交给下一组，轮流进行。
（３）变向换手运球：身后运球转身，都采用每人一球，从端线的一边行进间 “之”字

形依次运到另一边。
（４）对抗练习两人一组一球，全场一攻一防，进攻者采用各种运球方法，从一端攻到

另一端攻防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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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球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１）运球时低头，不能观察场上情况，易失去进攻机会。纠正方法：可采用看固定目

标或教练手势进行运球练习。然后可采用甲、乙两人一组，每人 一 球，甲 做 各 种 运 球 练

习，乙观察并跟着甲做各种运球练习。
（２）运球时，用手打球，而不是用手腕、手指的动作按拍球。纠正方法：教练员讲解

并示范运球时是以肩关节为轴，用前臂、手腕、手指力量柔和地随球上、下按拍的动作要

领，然后在教练员指导下，队员做原地运球练习，逐步过渡到做行进间运球练习。
（３）运球时，不能合理地用身体保护球，易被对方打掉。纠正方法：教练员讲解并示

范运球时的身体姿势，手臂协调配合方法与防守的位置、距离，使队员看清保护球的重要

性。可组织队员做边运球、边打对方球的练习，以提高运球中保护球的能力。
（４）在变向、变速运球或运球转身时，形成明显翻腕动作，造成两次运球违例现象。

纠正方法：教练员向队员示范并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主要在于手触球的部位是在球的下方

或侧方。可组织队员在慢速练习中体会手触球的部位正确与否所产生的结果，然后逐渐在

快速练习中进行。

三、传、接球

传接球是实现战术组织配合的纽带，它能把５名队员连成一个整体，充分发挥集体力

量，体现篮球运动特点。巧妙准确的传球，能打乱对方防御部署，创造更多、更好的投篮

机会；若接到传球后直接投篮得分，则这个传球被称为 “助攻”。稳定牢 靠 合 理 的 接 球，
能弥补传球的不足，从而很好地完成传球、突破、投篮等动作。

（一）基本技术

１持球手法与传出后的手形

手法：根据手的大小，两拇指八字或一字相对，手指展开拿球。手心不应触球。

２持球姿势与方法

持球基本姿势是可投、突、传的三威胁姿势。它的动作要领：脚尖正对篮圈，前后开

立，曲膝，背要直。躯干要对篮，球放在胸前，抬头看防守及观察场上情况。

３传球技术与方法

传球由 “动作方法、球的运行路线和球的落点”三者构成，这是评价传球质量的重要

指标。
（１）双手胸前传球

双手胸前传球是一种最基本而又最常用的传球方法。这种传球快速有力，可在不同方

向、不同距离中使用，而且便于和突破、投篮等动作相结合。
动作方法：以基本姿势站立，双手持球，向传球方向迅速伸臂、抖腕，同时身体向传

球方向移动。初次练习传球时，应向前跨一步以帮助传球。
技术要点：手臂前伸与手腕后屈的协调，伸臂与拨腕指的衔接。
（２）双手头上传球

双手头上传球出手点高，便于与头上投篮相结合，与 突 破、运 球 等 技 术 相 结 合 使 用

时，增加动作的幅度，所以它适于高大队员使用。
动作方法：传球时应将球举过头顶。使用双手持球，球高过前额，目光集中在传的点



　
　
　
　
第
八
章
　
球
类
运
动

１３３　　

上，双手朝向传球的方向，应意识到对手可能会封盖传球。通过抖动指腕将球传出，球就

呈直线传到同伴手中。
技术要点：摆臂与拨腕指的衔接。
（３）单手肩上传球

单手肩上传球是最基本的传球方法，而且是经常运用的一种远距离传球方法。
动作方法：由持球基本姿势开始，右手腕向右肩处翻转，到达合适传球位置后，以肘

关节为轴，借助下肢蹬转或腰腹转动的力量，顺势带动前臂的挥动。手腕、手指前屈，球

通过指端旋转传出。
技术要点：展体挥臂和蹬腿与身体重心前移的协调连贯。
（４）单手体侧传球

这是一种近距离隐蔽传球的方法，外围队员传球给内线同伴时常用这种方法。
动作方法：持球经身体侧后方弧线向外伸展手臂，以肩为轴向前摆臂，当手臂侧伸较

充分时，及时扣、拨腕指将球传出。
技术要点：体侧弧线引球，摆臂制动与拨腕指的衔接。
（５）反弹传球

这是最常用的一种近距离隐蔽传球方式，是小个队员对付高大防守者或中锋传给往球

篮方向切入的同伴的有效手段。
动作方法：双手掌心向下，置球于胸腹之间。用手指、手腕弹拨球传出。反弹点落于

离接球队员三分之一处。反弹高度于腰膝之间。
技术要点：球速快，掌握好击地点。
（６）单手体前侧传球

这是最常用的一种非常隐蔽传球方式，适用于各个位置。
动作方法：以 “三威胁”姿势开始，余光观察自己同伴的位置，把握时机。传球时，

摆动小臂，当球基本过了前胸时及时压腕、拨指将球传出。
技术要点：摆动小臂与压腕、拨指的连贯。
（７）单手背后传球

当持球者贴近防守者时运用之，一般情况在快攻结束和突破分球时运用。
动作方法：向背后引球时肘稍上抬，上臂带动前臂摆动，当半球位于体后时及时拨腕

指将球传出。
技术要点：摆臂与拨腕的时机。

４接球

接球就是获得传球的动作。良好的接球技巧能够弥补传球的不足。
无论何种接球，都是由伸臂迎球和缓冲握球等动作组成。接球时，要伸臂迎球，当指

端触球的瞬间，手臂要顺势后引，曲肘缓冲来球的惯性后持球。有对手防守时，要先卡位

再要球。接球后要随时做 “三威胁”攻击姿势，并尽快衔接下一个动作。
（１）接球的手法

①双手接球。两臂先伸出迎球，双手十指自然分开成半球状，手指指端触球瞬间，双

臂随球缓冲来球的力量后，自然持球于胸腹之间，保持好 “三威胁”的姿势。

②单手接球。五指自然分开成弧形并伸出手臂迎球，手指指端触球的瞬间顺势缓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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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同时，借助另一手的辅助成双手持球的 “三威胁”姿势。
（２）接球方法

①原地接球方法。迎、引、成基本姿势：迎：是向来球方向伸臂或上步迎接球。引：
即在缓冲过程中将球带到所需部位。成基本姿势：是指下一个进攻动作的开始姿势。由接

球点到腹前走一条向后向下的弧线。

②移动接球方法。跨停步接球：靠近来球方向的内侧 脚 跨 步 缓 冲 接 球，后 腿 膝 部 内

扣，斜撑制动。
跳停步接球：收身稍跳起接球，双脚同时落地。
（二）练习方法

（１）原地对墙做各种传接球。
（２）两人一组做各种传接球。
（３）迎面传接球。
（４）行进间两人传接球：把人数分成相等的两组站在端线后，两人一组传接球上篮交

给对面的另一组做同样的练习，然后排到队尾，交替进行。
（５）行进间三人传接球：练习方法同上，要求三人传球时，中间队员稍后与左右两名

同伴成三角形队形，每次传球必须通过中间队员。
（６）三人 “８”字围绕传接球：传球人始终从接球者身后绕切至前面接球。
（三）主要传、接球技术动作易犯错误和纠正方法

（１）持球手形不正确，掌心触球，传球无力。纠正方法：队员观察教练员正确持球手

形，看图片或录像。可采用两人持一球互相推传的练习，使队员体会正确的持球和出手用

力方法。
（２）双手持球，两肘外张，传球时形成挤球动作。纠正方法：教练员讲明正确持球手

形，分析肘外张多是手指朝上握球，两臂与肩、手腕、手指紧张造成的。练习时，要求队

员握球手形正确，上肢各部位肌肉放松。
（３）双手传球时用力不一致，传出的球侧旋。纠正方法：保持正确的基本站立姿势和

持球手法。然后两人一组做持球与不持球的传球模仿练习，体会传球动作的连贯性和上下

肢的协调配合。再做由慢到快、由近到远的两人传接球练习，体会两手翻腕、拨指动作。
（４）单手肩上传球时，手指指向衣领部形成推铅球式的传球。纠正方法：先采用徒手

模仿练习，体会蹬地、转体、甩臂、扣腕协调动作。然后由近到远练习单手传球，体会和

提高传球技术。
（５）接球时手形不正确，手臂未伸向来球方向，无缓冲动作。纠正方法：要求以正确

的手形迎球，臂、肘放松，手臂伸向来球方向，接球时顺势后引。二人练习传、接球，掌

握接球时机和接球后的缓冲动作。移动中练习接球，提高判断来球方向及速度的能力，加

强接球手法与步法的协调配合。
（６）行进间双手胸前传、接球时，手与脚步动作配 合 不 协 调，腾 空 较 高，出 现 交 叉

步、跳步等。纠正方法：在走动、慢跑中做行进间模仿练习，练习时要求自然跑动。可采

用在慢跑中先接、传固定球的练习，再进行跑动中传、接球，体会正确动作，逐渐增加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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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篮

投篮得分是篮球运动所有技术、战术、技能的最终目的，是篮球比赛中惟一的得分手

段。篮球所有的技、战术配合都是为了创造最佳投篮时机，提高命中率，因此投篮是篮球

比赛的关键，是攻防对抗的焦点。
（一）基本技术

１投篮的身体姿势和持球方法

（１）投篮的身体姿势

两脚开立，与肩同宽或略宽。重心在两脚之间，保持好重心平衡。两个膝关节要保持

弯曲，上身要含胸直背，身体不能前后、左右摇动，目视投篮目标。
肘关节的姿势是当投篮手举起时，手应放松地贴住自己的身体。手和球举起后，肘关

节适度外展，躯干与上臂，上臂与前臂，前臂与手腕都要形成９０°。
（２）持球方法

对于单手投篮，用投篮手的食指尖端接触球的平面中心部位。投 篮 手 的 拇 指 应 该 展

开，与食指呈６０°夹角，手指应有 “握球”的感觉，手心自然空出。扶球手扶球 的 一 侧，
手指全面展开到最大程度。

２投篮技术与方法

（１）原地投篮

它是比赛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投篮方法，是行进间单手高手投篮、跳起单手肩上投篮等

技术动作的基础。

①单手肩上投篮。动作方法：以投篮姿势，用力蹬地，伸展腰腹，抬肘，手臂上伸、
手腕、手指前屈，指端拨球，用中指食指将球投出，手臂向前自然伸直。

技术要点：全身动作协调，用力一致。

②双手胸前投篮。动作方法：双手持球于胸前，肘关节自然下垂 （不要外展），上体

稍前倾，两膝微屈，身体重心放在两脚之间，目视投篮目标。投篮时，两脚蹬地，腰腹伸

展，两臂上伸，两手腕同时外翻，指端拨球，用拇指、食指、中指投出，手自然伸直。
技术要点：掌握好屈膝蹬地、腰腹伸展。手臂上伸与手腕、手指用力动作的连贯、协

调。

③勾手投篮。动作方法：以右手为例，降低重心，上体向左倾斜，左脚用力蹬。技术

要点：掌握身体重心，手腕和手指力量的控制。
（２）行进间投篮

行进间投篮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投篮方法。一般在快攻中或切入篮下时运用，也可以

在中、近距离运用。

①行进间篮下单手肩上投篮。这是快攻和突破到篮下时常运用的一种投篮方法。比赛

中命中率较高。动作方法：以右手为例，在跑动中右脚向前跨出一大步，双手迎前接球，
左脚接着上一步，脚跟先着地迅速过渡到前脚掌起跳，同时双手举球，右脚屈膝向上抬配

合左脚起跳。当身体到达最高点时，扣腕和手指拨球，柔 和 地 将 球 投 出。技 术 要 点：接

球、起跳、引球、扣腕、拨指配合协调。

②行进间单手低手投篮。这是快速中超越对手后所采用的一种投篮方法。它具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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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伸展的距离远和便于保护球的优点。动作方法：以右手为例。在跑动中右脚向前跨出

一大步，双手迎前接球，左脚接着上一步，脚跟先着地迅速过渡到前脚掌起跳，同时双手

举球，右脚屈膝向上抬配合左脚起跳。当身体到达最高点时，左手离球，右手托住球的下

部，手臂继续向球篮上方伸展，并以手腕为轴，手指向上挑球从食指尖投出。
技术要点：助跑、接球、起跳举球、挑球动作连贯协调。
（３）跳起投篮

跳起投篮，它具有突破性强、出手点高、不易防守、便于与传球、突破和其他假动作

相结合的优点。经常与移动、传接球、运球突破等技术动作结合运用。

①原地跳投。动作方法：以投篮姿势，在两脚用力蹬地向上起跳的同时，上体向上伸

展，双手举球，当身体接近最高时，右臂抬肘向上伸直，最后用手腕、手指的力量将球投

出。落地时，双腿屈膝缓冲，准备下一个动作。
技术要点：利用身体在空中最高点刹那间的稳定迅速出手。全身用力协调一致。

②接球急停跳投。动作方法：在快速移动中 接 球，用 跨 步 或 跳 步 急 停。突 然 向 上 起

跳，迅速举球，当身体接近最高点时前臂向前上方伸直，手腕前屈，手指拨球，通过指端

将球投出。
技术要点：急停时，步子要稳，连接起跳技术，身体腾空和投篮出手协调一致。

③运球急停跳投。动作方法：在快速运球中，用跨步或跳步急停，突然向上起跳，迅速举

球。当身体接近最高点时前臂向前上方伸直，手腕前屈，手指拨球，从指端将球投出。
技术要点：急停时，步子要稳，连接起跳技术，身体腾空和投篮出手协调一致。
（二）练习方法

（１）持球模仿投篮练习：成广播体操队形，体会原地或跳起投篮的手法和用力过程。
（２）接球急停跳投练习：两人一组一球，相距５米左右。一人跳起做投篮练习，另一

人接球急停后跳起模仿投篮练习。体会动作的衔接过程。
（３）五点定位投篮。三人一个球篮，用一个或两个球，篮下有人捡球，按五点顺序投

篮或跳投，每个点投中三个球才能换下一个点，设计中或未中次数。离篮３～４米逐渐放

远到５～６米，并逐渐加快速度，依次练习。
（４）罚球投篮练习：持球站在罚球线后，原地或跳起投篮。进一步体会投篮手法，协

调用力和投篮出手角度。
（５）在三分线区域内做一分钟投篮练习：一人一球自投自抢，先３米远左右投篮，再

把距离拉远投篮练习。
（６）行进间运球投篮练习：把队员分成两组，从中场开始做运球上篮。
（７）行进间全场传接球投篮：三人直线传接球投篮，三人围绕跑动中传接球投篮练习。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１）持球时，掌心触球，手指没有自然分开，影响手腕、手指用力。纠正方法：教练

员反复讲解示范，使队员看清手持球的部位，组织队员对墙或两人相对，做投篮模仿练习

和投篮练习，相互纠正动作，体会正确持球方法和用力动作。
（２）持球时，肘关节外展，投篮出手时，球不是向后旋转而是侧转。纠正方法：教练

员进行正确示范，并说明投篮时球向侧旋转是持球的手臂肘关节外展，以及持球手形、握

球部位不对和球出手的用力顺序不正确造成的。可先做徒手模仿练习，一人一球自投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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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两人一球相互投篮，练习时自己与同伴注意观察持球的姿势，手腕、手指用力方法

与全身协调配合，然后过渡到投篮练习。
（３）投篮出手角度小，球飞行的弧线低。造成此问题的原因在于，投篮时手臂向前推

而没有向上提肘伸臂动作。纠正方法：在投篮练习时，队员面前 站 一 人，并 向 上 举 起 双

臂，迫使投篮队员改变投篮角度和提高投篮的弧线，同时还可以帮助队员克服投篮时向前

冲的毛病。
（４）行进间投篮时步法乱，手脚配合不协调。纠正方法：教练员站在篮下适当的位置

托球，让队员先走动后跑动，以正确的步法去拿教练员的球投篮。跑动中自抛自接球做行

进间投篮练习，以掌握跑动的节奏、步幅和手脚的协调配合。在 此 基 础 上，在 跑 动 中 接

前、侧、侧后方的传球进行投篮练习。
（５）起跳投篮时身体重心不稳，失去平衡，跳起投篮出手晚，在 身 体 下 落 时 球 才 出

手。纠正方法：教练员讲解示范跳投的３个环节，即起跳 （垂直向上）、引球上举 （空中

短暂停顿）、投篮出手。可做原地持球上一步跳投练习，拍一次球上步拿球跳投练习。练习

时，可运用语言刺激，如“跳”、“举”、“投”，以建立正确概念和掌握跳投的动作顺序。

五、持球突破

随着篮球技术的发展，各个位置的队员都能熟练地运用持球突破技术。持球突破技术

发展主要表现为突然性强、速度快，与其他技术的结合非常紧密。持球突破后的各种运球

和投篮更加具有攻击性。与假动作结合，使突破防不胜防。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基本技术

１交叉步持球突破

动作方法：以右脚做中枢脚为例。突破时左脚先向左 跨 出 一 小 步 （假 动 作），而 后，
左脚前脚掌内侧用力蹬地，同时上体向左侧转，左肩下压，使身体向右前方跨出，将球引

向右侧并运球，中枢脚蹬地上步继续运球超越对手。
技术要点：蹬跨积极，转体探肩保护球。

２同侧步持球突破

动作方法：准备姿势和突破前的动作要求与交叉步相同。突破时，右脚向右前方跨出

一步，向右转体探肩，重心前移，右手运球，左脚前脚掌迅速蹬地，向右前方跨出，突破

防守。
技术要点：蹬跨积极，转体探肩保护球，第二次加速蹬地积极。

３前转身突破

动作方法：以左脚做中枢脚为例。突破前的准备动作背向球篮站立，两脚平行开立，
屈膝，重心降低，两手持球于胸前。突破时重心移至左脚上，以左脚为轴前转身，右脚向

球篮方向跨出，向左压肩，右手运球后左脚蹬地突破对手。
技术要点：移重心，蹬地运球动作连贯。

４后转身突破

动作方法：准备动作与前转身相同，突破时以左脚为轴转身，右脚向右侧后方跨步，
压肩，脚尖指向侧后方，右手向右脚前方放球，左脚前脚掌内侧迅速蹬地 向 球 篮 方 向 跨

出，运球突破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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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点：重心平稳。右脚向右侧后方跨出，左脚掌内侧蹬地发力。
（二）练习方法

（１）原地模仿练习。
（２）运用假动作：做不同的突破技术练习，提高运用动作的变化能力和动作的变换速

度。
（３）半场或全场一对一对抗比赛：两人一组一球，先由一方持球开始进攻，进攻时可

以运用交叉步或突破上篮。如突破成功或投篮命中，进攻者继续进攻，反之则交换。

六、个人防守

个人防守技术更具有攻击性。防守者降低重心，增大防守面积，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

体重与灵活多变的脚步。对有球队员采用平步或斜步的紧逼攻击性防守，对无球队员采用

错位防守。做到以球为主，球、人、区三位一体的防守。
（一）防守的基本动作

１基本姿势

动作方法：两脚左右分开，一脚稍前，屈膝下蹲，重心在两脚之间。上体挺胸塌腰。
一脚稍前比两脚平行站立前后更稳定，在突然后撤或向前时易于发力而不需调整。

２脚步移动

滑步：移动时先向移动方向蹬跨，跨步脚紧贴地面，再蹬地脚紧贴地面并步。
后撤步：第一步蹬跨后撤要跨步完成，紧接滑步动作。
交叉步：是后撤步接追踪步的第一步 （交叉）再接滑步的组合。
追踪步：是保持给对手一定压力的、重心稍低的侧身跑动作。
（二）防有球队员的基本动作

迅速调整防守脚步贴近对方，用手干扰对方，破坏对方进攻动作。同进攻者保持一臂

距离，重心降低，始终要把进攻者置于自己的两腿之间。若运球停止后，要迅速贴近，积

极挥动手臂进行封堵。

１平步防守

动作方法：两脚平行站立，重心置于两脚之间。重心降低膝角约１００°，两手臂侧伸，
五指张开，两脚处于起动状态。膝关节内扣。

２斜步防守

动作方法：两脚前后斜步站立，一 臂 上 举，一 臂 侧 伸。重 心 置 于 两 脚 之 间，屈 膝 收

腹。重心低于对方，两脚处于起动状态。
（三）防无球队员的基本动作

人、球、区兼顾，做到近球上，远球放，控制对手接球。防守强侧的无球队员时，采

取面向对手侧向球的站位法。用眼睛的余光注意球。防守弱侧无球队员时，采取侧向对手

面向球的站位法。防止对手接球。
（１）在球、对手、球篮三点的夹角中间防守

动作方法：两腿稍屈，两臂自然，保持放松机动姿势，侧对防守对象和球。根据对手

离球和球篮的远近不断调整与防守对象的距离。
（２）绕前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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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在防守的人、球、球篮成直线或从篮下溜过时要采用的防守方法。它可分为

挤绕和后转身绕。

①挤绕。动作方法：后臂从上前伸下压同时后脚前跨。

②后转身绕。动作方法：前臂屈肘以前脚为轴后转身。绕前防守紧贴的对手，一手后

伸掌握防守对手的移动。技术要点：快速移动中身体姿势和重心的稳定；人和球兼顾。
（３）贴身防守

这是一种在对手接近球篮时要采用的防守方法。
动作方法：两脚斜步防守，一手屈肘顶住对方腰部，一手前伸干扰传接球。

七、抢篮板球

篮球比赛中，抢篮板球是获得控制球权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基本技术

１抢进攻篮板球

根据自己场上所处的位置，及时判断出球反弹方向，快速起动，摆脱防守，抢占有利

的位置。采用单脚或双脚起跳，腾空后身体和手臂充分伸展，及时调整重心，进行投篮或

将球传出。

２抢防守篮板球

攻方投篮时，防守队员应根据自己与进攻队员之间的不同距 离，采 用 不 同 的 挡 人 方

法。然后根据球反弹的方向，及时转身，抢占有利位置，跳起用单手或双手迅速将球抢下

来。落地后持球远离对手，便于及时传球或运球。
（二）练习方法

（１）原地起跳抢球练习，向上自己抛球，然后用双脚起跳，在最高点处将球抢下来。
落地屈膝缓冲。体会起跳、空中抢球和落地动作。

（２）两人一组一球，一人站在罚球线处，传球给篮下的队员。篮下队员接球后把球向

篮板上抛出碰板。罚球线处的队员上步用双脚或单脚起跳抢从篮板上反弹起来的球，抢下

后把球投进篮圈；数次后交换。
（３）抢罚球篮板，双方按照比赛中罚球方法进行站位。确定甲方其中一人执行罚球，

甲方的另外四人和乙方分别站在分位线后。当投球碰板或碰圈弹起瞬间，双方即冲抢篮板

球。如投篮命中，则换由甲方的另一名队员罚球；如投篮不中，由抢得篮板球的队罚球。

篮球基本战术

一、战术基本配合

（一）进攻战术基础配合

１传切配合

是指利用传球和切入技术组成的简单配合 （图８１１）。

２突分配合

是指进攻队员持球突破防守队员向篮下切入，遇到防守方另一队员补防时，将球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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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方补防而漏防的同伴，或传给转移到指定的配合位置上的接应同伴的简单配合方法

（图８１２）。

３掩护配合

是指进攻队员以自己的身体采取合理的动作挡住同伴防守者的移动路线，使同伴借以摆

脱防守的一种方法。根据被掩护者的不同方位而分为侧掩护、前掩护和后掩护（图８１３）。

４策应配合

一般是指处于内线的队员背对或侧对球篮接球，由他作枢纽与外线队员的突切相配合

而形成的一种里应外合的方法 （图８１４）。

图８１１ （传切）
　

图８１２ （突分）
　

图８１３ （侧掩护）
　

图８１４ （策应）

（二）防守战术基础配合

１挤过配合

是在对方进行掩护配合时，防守者为了破坏对方的掩护，在掩护者临近一刹那，主动

靠近自己的对手，并从两个进攻队员之间侧身挤过去，继续防住自己的对手 （图８１５）。

２穿过配合

对方进行掩护配合时，防守掩护的队员主动后撤一步，让同伴从自己和掩护队员之间

穿过去，以便继续防守自己的对手 （图８１６）。

３交换防守配合

是为了破坏 进 攻 队 员 掩 护 配 合，防 守 队 员 及 时 交 换 所 防 对 手 的 一 种 配 合 方 法 （图

８１７）。

４ “关门”配合

“关门”配合是临近的两个防守队员协同防守突破的配合方法 （图８１８）。

图８１５ 图８１６ 图８１７ 图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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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队战术配合

（一）全队进攻战术配合

１进攻半场人盯人

常采用内线、外线结合，积极穿插、换位，连续掩护等基本手段，制造中投或篮下投

篮等各种机会。常采用的队形有：“２—１—２”（单中锋进攻法）、“１—２—２”（双中锋进攻

法）、“８”字掩护进攻法、移动进攻法等。

２进攻区域联防

进攻区域联防的方法有很多，可根据本队的具体情况和对方联防的形式确定阵式和配

合方法。其目的在于攻击对方区域联防的薄弱环节。如 “１—３—１”进攻队形布局是针对

“２—１—２”和 “２—３”区域联防而 组 成 的， “２—１—２”进 攻 队 形 布 局 是 针 对 “１—３—１”
区域联防组成的等。

（二）全队防守战术配合

１半场人盯人防守战术配合

这种战术配合是进攻队进入防守队的后场后，防守队立即迎上积极盯住各自的对手，
同时，进行集体协同防守。基本战术要求是：“以人为主，人球兼顾”和 “有球紧，无球

松”；针对对手的具体情况 （如个人特点和离球、离篮的远近），抢占有 利 位 置，积 极 移

动，进行抢、堵，控制对手的行动，破坏对方进攻配合。半场人盯人防守分松动和扩大两

种形式。一般来说，对外围中投不太准而篮下攻击力量较强的对手，采用 “松动”形式，
反之采用 “扩大”形式 （图８１９）。

图８１９

２全场人盯人防守战术配合

全场人盯人防守是一种积极主动、富有攻击性的防御战术。在进攻转入防守后，立即

在全场积极地阻挠对手移动、接球和投篮。这种战术不但能破坏对方有组织、有计划的战

术配合，提高比赛速度，而且能促使对方失误。目前，常用的全场紧逼人盯人防守队形有

“１—２—１—１”、“２—１—２”、“２—２—１”等。

３区域联防

是指当进攻队转入防守时，队员迅速退回到后场，每个人负责防守一定的区域，并把

每个区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组成的集体防守网。半场区域防守要求防守队员的行动随球

的转移而变化，加强有球一侧的防守，兼顾远离球的一侧，做到 “近离球者紧，远离球者

松，松紧结合，人球兼顾”。区域联防有许多战术队形，但要根据比赛时进攻队的特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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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防守占位队形。例如：对付内外线攻击力量较平均的队，可采用 “２－１－２”区域联

防队形；对付内线较强的队，且希望加强篮板球的争夺与控制，可采用 “２－３”区域联防

队形；对付外围投篮较准，而内线攻击较差的队，可采用 “３－２”区域联防队形 （图８１
１０～图８１１２）。

图８１１０
　　

图８１１１
　　

图８１１２

（三）快攻、防快攻

１快攻

是以守转入攻时，趁对方立足未稳，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到前场，造成以多打少，或人

数相等以及人数少于对方的情况下，果断而合理地进行进攻的一种速决战的进攻战术。发

动快攻的机会一般有：抢到后场篮板球时，掷后场界外球时，跳球得球时，抢断球后。

快攻一般有长传快攻、短传快攻、运球突破快攻三种。其中长传快攻：是队员在后场

获得球后，立即把球传给迅速摆脱对手进行偷袭的同伴的一种配合 （图８１１３）。短传快

攻：是指在防守中获球后，立即以快速的奔跑和短促的传球迫近对方篮下进行攻篮的一种

配合。
运球突破快攻：是指在防守中获球后，不便于传球的 情 况 下，以 快 速 运 球 推 进 至 前

场，创造或寻找配合机会，以提高快攻的速度和威力 （图８１１４）。

图８１１３
　　

图８１１４

快攻由发动接应、推进和结束三阶段组成。

接应阶段：是指由守转攻获球后，及时地组织第一传和接应第一传的配合。
推进阶段：是指快攻发动后，结束配合之前在中场一带的配合的方法。推进阶段有三

种形式：运球推进、传球推进、传球和运球结合推进 （图８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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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阶段：是指快攻推进到前场进行攻击时运用的配合方法。快攻能否取得成功，取

决于此阶段的配合。常遇到的有二攻一和三攻二的形式 （图８１１６）。

图８１１５
　　

图８１１６

２防快攻

防守快攻是防守战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防守要点是封堵对方的一传和接应，

这是防快攻的关键。在逐步退守中采取 “堵中间、卡两边”的办法，控制对手快速推进，
并切断先下队员和接应队员的联系。退守中要积极移动，始终注意占据和调整有利于兼顾

的防守位置，同伴之间要紧密配合，里外兼顾，左右照应，分工明确，严控篮下。

篮球运动基本竞赛规则

一、球队

１球队及队员

球队是由教练员、助理教练员、球员和随队人员组成。当比赛时球员将分成队员和替

补队员两部分，已发生５次犯规的队员将成为替补队员。当一名队员受伤后，在１分钟内

无法继续比赛时，必须被替换。

２教练员

教练员是球队的惟一代表，在比赛期间只有教练员可以提出暂停的要求，并被允许保

持站立，但必须在自己球队的球队席内，当他需要一次替换时，替补队员必须向记录员报

告替换请求并立即做好比赛准备。

二、比赛通则

１时间

比赛应由４节组成，每节１０分钟，第１、２节 （第一半时）之间，第３、４节 （第二

半时）之间以及每一决胜期之前应有２分钟的休息时间，每个决胜期为５分钟，决胜期应

被视为第四节比赛的延伸。在比赛开始时某一球队场上队员不足５人时，比赛不能开始。

２跳球

第一节开始时，在中圈由任何两名互为对手的队员之间进行跳球。除第一节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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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节开始时，实行交替拥有的方法，即以掷球入界而不是以跳球来使球成活球。在所有

跳球情况中，双方球队将交替拥有在最近发生跳球情况的地点掷球人界权。

３控制球

当一名队员正持着、运着或可处理一个活球时为队员控制球。当某队的队员控制一个

活球时或球在同队队员之间传递时为球队控制球。

４队员正在做投篮动作

队员将球投、扣或拍向对方球篮已开始得分尝试时为投篮动作的开始，此动作继续到

球离开队员的手为止，就腾在空中的投篮队员而言，投篮动作继续到该队员双脚落回地面

并允许他 （她）完成连续动作。

５暂停

一次暂停的时间为１分钟，在第一半时 （１、２节），每队可准予两次要登记的暂停；

在第二半时 （３、４节），可准予三次要登记的暂停，每一决胜期可准予一次暂停，未用过

的要登记的暂停不得遗留给下一个半时或决胜期。暂停的机会为球成死球且比赛计时钟停

止或某队在对方队投篮得分时。

６替换

在替换机会期间球队可以替换队员，当球成死球，比赛计时钟停止，在第四节的最后

２分钟或任一决胜期的最后两分钟内，投篮得分时，对于非得分队，可提出替换。

７比赛因弃权或缺少队员告负

当球队在主裁判通知后拒绝比赛，它的行为阻碍比赛继续进行、迟到１５分钟以上或

不能使五名队员入场准备比赛时，该队将被判为弃权，对方球队以２０∶０获胜；在比赛中，

如果球队在球场上的队员人数少于两名，该球队将由于缺少队员告负，如对方队 比 分 领

先，应有效，如不领先，则比分应计写为２∶０。

三、违例

１出界

当球触及界外的人或物、篮板支架、篮板背面以及比赛场地上方的任何物体，将判为

出界，并由对方在就近的界线外掷界外球。

２带球走

当队员在场上持着一个活球，其一脚或双脚超出规则所述的限制向任一方向非法移动

视为带球走。

３．３秒钟

当某队在前场上控制活球，并且比赛计时钟正在运行时，其同队队员在对方的限制区

内停留持续超过３秒钟，将被视为３秒钟违例。

４．被严密防守的队员

一名队员在球场 上 正 持 着 活 球，这 时 对 方 队 员 处 于 积 极 的 防 守 位 置，距 离 不 超 过１
米，该队员必须在５秒钟内传、投或运。

５．８秒钟

当一名队员在他的后场获得控制活球时，他的队必须在８秒钟内使球进入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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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秒钟

当一名队员在球场获得控制活球时，他的队应在２４秒钟内投篮，并触及篮圈或进入

球篮。

７球回后场

球回后场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１）在前场控制球。（２）该队队员在他的前场最后触

及球。（３）该队队员在他的后场首先触及球。

四、犯规

１侵人犯规

队员犯规，含有与对方队员非法的身体接触，无论球是否是活球或死球。
（１）阻挡：是阻碍对方队员行进的非法身体接触。
（２）撞人：是有球或无球队员推进或移动到对方队员躯干上的身体接触。
（３）背后非法防守：是防守队员从对方队员的背后与其发生的身体接触。
（４）拉人：是干扰对方队员移动自由的非法身体接触。
（５）非法掩护：是非法地试图拖拉或阻止不控制球的对方队员在球场上的移动。
（６）非法用手：是发生在防守队员处于防守状态，并且手或手臂放置在对方队员身上

并保持接触，以阻止其行进。
（７）推人：是队员用身体的任何部位强行推动或试图移动对方队员时发生的非法身体

接触。
在比赛中，队员们必须保持自己的合法位置，过分地伸展手、肘、膝或髋，并使对方

队员处于不利位置的身体接触，将被判侵人犯规。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如果此种犯规未使

对方队员处于不利位置，且可继续完成动作，裁判员应根据当时情况判 断，视 其 为 有 利

球，让比赛继续进行。

２双方犯规

双方犯规是两名互为对手的队员在大约同时相互发生接触犯规的情况。如果当时哪一

个队员都没有控制球，也没有球权，一次跳球情况发生。

３技术犯规

技术犯规分为队员技术犯规和教练员技术犯规。
队员技术犯规是不包含与对方队员接触的队员犯规，此犯规将由对方获得两罚一掷。
教练员技术犯规是指教练员及球员席的其他人员在比赛期间进入球场 （暂停时除外），

或对裁判员和辅助裁判员有不礼貌的举止，此种犯规将使对方获得两次罚球和在中场掷球

的权利。

４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

根据裁判员的判断，一名队员不是在规则的精神和意图的范围内合法地试图去直接抢

球，发生的接触犯规是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反复出现此种犯规的队员将被取消 比 赛 资

格。

五、一般犯规

（１）队员５次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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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队员不论侵人犯规或技术犯规达到５次，应立即离开比赛，并在３０秒钟内被替

换。
（２）全队犯规处罚

在一节中，某队已发生了４次全队犯规时，该队处于全队犯规处罚状态。任一决胜期

内的犯规应被认为是第四节的一部分。如果是控制球队的侵人犯规，不得判给罚球，应判

对方队员掷球人界。
（３）罚球

一次罚球是给予一名队员在罚球线后的半圆内，在无争抢的情况下得１分的机会。对

一起侵入犯规，应由被犯规的队员执行罚球，而一起技术犯规，可由被犯规队的任一队员

执行罚球。在限制区两侧 的 位 置 区 内 应 最 多 有５名 队 员 （３名 防 守 和２名 进 攻 队 员）占

据，并不得在球离开罚球队员的手之前进入限制区；罚球队员和其余队员应在球触及球篮

之后进入限制区。

六、三人篮球球赛特殊规定

（一）时间

（１）每场比赛为１０分钟包干，只允许比分落后的一方请求暂停一次，时间为１分钟，
不含在１０分钟比赛之内。

（２）在比赛中某方控制一个活球时，该队必须在２０秒钟内完成投篮，否则将被判罚

违例，由对方在中线的发球区发球。
（３）当裁判员宣判某方罚球或追加一次罚球，双方队员必须在４秒钟内积极完成在分

位线上的站立，裁判员从速主持罚球，不站位的队员责任自负，有意或无意错位在优势分

位区抢篮板的队员，裁判有权判其违例。
（４）请求换人必须在５秒钟内完成，否则判罚违例，且计时不停表。
（二）比赛开始与争球

每场比赛为球区跳球开始，裁判员面向球篮行使跳球时的抛球，跳球队员分别在裁判

员的两侧进行跳球。比赛中的所有争球均在罚球区进行，只有裁判员宣判争球的 手 势 清

楚，并从速执行跳球，不积极站位抢球的运动员责任自负。
（三）比赛胜负

比赛时间到，比分领先的一方获胜，如果比赛时间到出现平分，则场上队员依次执行

一对一罚球，直至产生胜负。
（四）攻守转换

守方断球或抢得篮板球，必须将球运或传出三分线外，并且是控制球的队员必须双脚

接触地面，方可组织进攻，否则判违例。每次投中或最后一次罚中球后，由对方在中线发

球区内 （中圈的内半圈）发球。
（五）界外球

所有犯规、违例及球出界，在就近的连线发界外球，且必须由裁判员扶球。
（六）犯规

全队累计５次犯规后，该队以后每次的侵人犯规均执行两次罚球。每个队员累计３次

犯规后，该队员以后每次侵人犯规，均按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进行处罚，即判给对方队员



　
　
　
　
第
八
章
　
球
类
运
动

１４７　　

的两次罚球和一次中线发球区发界外球机会。
（七）半场区域分工和职责

半场区域划分的目的，在于使两个临时场裁判员分工明确和有目的地观察，有利于看

清和判准。半场区域的划分，如图８１１７所示，将半场划为６个长方形区域。
（１）追踪裁判员的职责与观察范围：当球在①、②、③区内，也就是当球在中线与罚

球线之间，追踪裁判员主要观察球和球周围的比赛；当球到④区时，追踪裁判员主要观察

靠近球一侧的外策应区的攻、守队员的身体接触和观察弱侧到远离球区的内策应区可能发

生的犯规；当球在⑤区时，追踪裁判员除了观察球和球周围的比赛外，还要负责观察球的

飞行，球是否中篮，以及攻守队员的干扰球，特别注意观察当球从球篮弹回时抢篮板球的

犯规；当球在⑥区三分投篮区内，特别是在队员投篮时，追踪裁判员要观察球和球周围的

比赛；当球在他的左侧边线出界后，他应指出掷界外线的方向和地点。
总之，在半场区域分工中，当球在图８１１８表示的深色区域内，追踪裁判员负责观

察球和球周围的比赛情况。

图８１１７
　　

图８１１８

（２）前导裁判员的职责与观察范围：前导裁判应永远保持在进攻方向的最前边，移动

程度比最快的队员还要快，不要落在任何队员的后边。到达端线区时，他的移动范围是由

④区三分线与端线交点起至⑥三分线与限制区斜线中点止。当球运动在两侧时也不要超越

上述范围。当球在①、②、③区时，前导裁判的移动选位要与球保持直线位置，主要负责

视察无球区域内攻守队员的动作；当球在④区内，前导裁判员与球要保持直线位置并负责

观察围绕球的攻守情况；当该区出现三分投篮时，他应立即做出三分试投手势，以告知追

踪裁判员。

第二节　排　　球

排球运动概述

排球运动是一项两队对抗，每队６人，分两排站位，以中间球网为界，根据规则以身

体任何部位击球过网而决定胜负的球类运动。
排球运动是１８９５年美国人威廉·莫根发明的，最初是在室内球网两边用篮球胆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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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去使球不落地的一种游戏，取 名 Ｖｏｌｌｅｙｂａｌｌ，意 为 “空 中 飞 球”。排 球 运 动 经 历 了 多 种

发展形式，最初为１６人制排球 （每排４人，按４排站位），后来演变成１２人制 （每排４
人，分３排站位）和９人制 （每排３人，分３排站位），以及至今的６人制排球。因为它

是按排站位打球的，所以中国人称之为排球。

１９４７年４月，国际排球联合会在法国巴黎成立，现在已成为拥有１７８个会员国的体

育组织。１９４９年首届世界排球锦标赛在布拉格举行。１９６４年排球运动被正式列为奥运会

比赛项目。目前世界性的比赛有：世界排球锦标赛、世界杯排球赛、奥运会排球赛和世界

排球联赛。中国女排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５年的世界杯排球赛，连续获得了 “五连冠”。中国

女排在世界性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往无前的气概，被人们誉为 “女排精神”，激励着中

国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克服困难、为国争光。新一届中国女排于２００１年４月成立，在四

国邀请赛、世界女排大奖赛、亚锦赛和大冠军杯赛上都有上佳表现，并在２００４年雅典奥

运会上重夺世界冠军。

排球基本技术和练习方法

排球技术有两种：一种是有球技术，包括传球、垫球、扣球、发球和拦网；另一种是

无球技术，包括准备姿势、移动、起跳及各种掩护动作等。

一、准备姿势和移动

准备姿势和移动是排球运动中各项技术的基础技术。任何一项排球技术在比赛中运用

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准备姿势和移动技术。

（一）准备姿势

两脚支撑的位置：两脚左右开立，略比肩宽。站左半场的队员，左脚在前 （约一只脚

的距离），右脚在后；站右半场的队员，右脚在前，左脚在后；站在场中央的队员，两脚

平行开立比肩稍宽。

身体基本姿势：双目注视来球，两膝弯曲并 内 扣，膝 部 的 垂 直 面 超 出 脚 尖，脚 跟 提

起，身体重心的着力点在前脚掌拇趾根部，上体前倾，两肩的垂直面超出膝部。

手的位置：两臂自然弯曲，并置于胸腹之间，两手心相对，手指自然张开。

（二）移动

移动是接好球的重要条件。无论任何方向的来球，身体必须面对来球方向。因此，要

尽快地移动取得好位置，做好接球前的准备姿势。

通常采用的几种移动步法是：滑步、交叉步、跨步、跨跳步、跑步、后退步等。

（三）练习方法

（１）学生集体做准备姿势，强调两脚的位置；

（２）原地跑或慢跑中，看教师发出的信号，迅速做准备姿势；
（３）学生在准备姿势的基础上，看教师手势做向前、后、左移动；
（４）两人一组，一人抛球一人按步法要求移动接球；
（５）各种形式的移动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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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身体太直，臀部后坐，全脚掌着地，形 成 挺 胸、塌 腰 姿 势。纠 正 方 法 是 体 会 要

领，观察示范，练习中强调含胸、收腹和上体前倾。
（２）上体前倾，两腿弯曲不够，重心过高。这主要是腿部力量差，下蹲动作吃力造成

的。纠正方法是多做低姿势移动练习，加强腿部力量。

二、发球

发球是比赛的开始，同时也是进攻的开始。现代的发球技术已越来越具有强大的攻击

能力。攻击力强的发球不但可以直接得分，更主要是可以破坏对方的接发球，削弱其进攻

威力，减轻我方的防守压力，取得比赛的主动权。
（一）基本技术

所有发球技术的动作结构是相同的，但根据不同的发球技术又有不同的技术特点。发

球技术的动作结构可以分为准备姿势、抛球、击球手形、挥臂击球四个技术环节。
发球的种类很多，不管采用哪一种发球，要想把球发好，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１）抛球稳：抛球是基础，要求掌心向上平稳地把球抛起。每次抛球的高度和身体的

距离应基本固定。
（２）挥臂快：手臂的挥动速度与球飞行速度成正比，手臂挥动快，则球的速度快。
（３）击球准：用力方向必须和所要发出球的方向相一致。
（４）正确的手法：击球手法不同，发出球的性能也不同。不同的发球种类应使用不同

的击球方法。

１正面下手发球

这种发球简单易学，失误率较小。但速度慢，力量小，攻击性差，适用于初学者。
发球前，面对球网，两脚前后站立，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两膝微屈，上体前倾，左

手持球置于腹前，右臂自然下垂。发球时，左手将球在体前右侧抛起，离手２０～３０厘米。
在抛球的同时，右臂向后摆动。击球时，右脚 蹬 地，身 体 重 心 前 移，右 臂 伸 直，以 肩 为

轴，向前摆动到腹前，用虎口或掌根击球的后下部。随着击球动 作 重 心 前 移，迅 速 入 场

（图８２１）。

图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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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侧面下手发球

（１）准备姿势：左肩对网站立，两脚左右开立，与肩同宽，两膝微屈，上体稍前倾，
重心落在两脚间或稍偏右脚，左手持球置于腹前。

（２）抛球：左手将球抛至胸前，约离身体一臂之远。
（３）击球：在抛球的同时，右臂摆至右侧后下方，手指微屈而紧张，利用右脚蹬地和

向左转体的力量，带动右臂向前摆动，在腹前用全掌击球的后 中 下 部，将 球 击 出。击 球

时，手臂要伸直，眼睛要看球。

３正面上手飘球

发球前在发球区选好位置，面对球网站立，左脚在前，右脚在后，重心落在后脚上。
左手持球置于胸前，观察对方的站位布局，选定最佳落点。

发球时左手将球平稳地向右肩的前上方抛起，高度适中。在抛球的同时，右臂抬起，
并屈肘后引，五指并拢，指尖朝上，手腕保持一定的紧张度。

击球时利用蹬地转体的动作带动手臂有力地向前上方挥动，重心随之移至左脚，以手

掌根击球的后中下部，击球的力量要集中、迅猛，击球的作用力通过球的重心使球不旋转

地向前飞行，击球结束时手臂要有突停动作。击球后，右脚随着击球动作自然前移，迅速

进场 （图８２２）。

图８２２

４勾手大力发球

这种发球的特点是力量大，弧度平。由于球向前旋转，从而加快了球的下落速度，容

易造成对方措手不及，有较强的攻击性，但这种发球需要很好的体力，技术要求高，掌握

不好容易造成发球失误。

发球前左肩对网站立，两脚开立与肩同宽，两膝微屈，重心落在脚与脚之间。双手持

球于腹前。发球时，双手将球平稳地抛至头的左前上方，高约１米。在抛球的同时，右腿

稍屈，重心移至右脚上，上体向右倾斜并转动，同时右臂向右后倾摆动，抬头看球。随着

右腿用力蹬地，利用挺胸及转体的动作带动手臂向上挥击。

击球时迅速收胸、收腹、转体，身体的重心移至左脚上。击球的手臂要伸直，并要协

调、自然地向上作弧形摆动，击球的手掌应放松，用全掌击中球的后下部，并利用手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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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压动作使球向前旋转。球发出后，顺势迅速进场 （图８２３）。

图８２３

（二）练习方法

（１）徒手练习。按照动作方法要领，让队员做徒手模仿练习，或做击固定球练习。
（２）抛球练习。右手持球练习向上抛起 （掌心向上，平稳抛起，球不旋转）。根据发

球的性能，抛球的高度和落点要合适。
（３）两人一组短距离不上网对发。
（４）抛击配合练习。近距离对墙发球，体会发球时抛球与击球的配合。
（５）上网发球。两人一组隔网对发，距离由近到远，直至发球区内。体会击球用力和

动作连续性。
（６）分两组端线后发球比赛，看哪一组积分多。
（三）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抛球不稳，击球点太后或太低。原因是抛球动作不正确。因此，应进一步强调抛

球的重要性，明确动作要领，反复多做抛球的专门练习。
（２）挥臂动作不正确。各种发球技术有不同的挥臂动作，应掌握动作要领，反复多次

用固定目标做挥臂击球练习。
（３）击球部位不正确。根本原因是抛球不稳。应在抛球的基础上用正确的击球手法反

复多做对墙练习。

三、垫球

垫球是排球的基本技术之一，是接对方进攻性击球的主要技术动作，是组织进攻和反

攻战术的基础。因此，提高垫球技术的熟练程度和运用能力，是争取胜利的重要条件。
（一）基本技术

１正面双手垫球

适合接速度快、弧度平、力量大、落点低的各种来球，在接发球和后排防守时广泛采

用，是各项垫球技术的基础。
（１）准备姿势：做好准备姿势，迅速判断，及时移动，正面对准来球方向。
（２）击球手形：两手掌根紧靠，两手手指重叠合掌 互 握，两 拇 指 平 行。两 臂 自 然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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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手腕下压，小臂外展靠拢，手腕关节以上的前臂形成一个垫击的平面 （图８２４）。
（３）击球动作：击球时，蹬腿提腰，含胸提肩，压腕抬臂等动作密切配合，手臂迅速

插入球下，将球准确地垫在手腕以上１０厘米的小臂上。击球时，两臂保持平衡固定，身

体和两臂自然地随球伴送，以便控制球的落点和方向 （图８２５）。

图８２４
　　

图８２５

（４）手臂角度：手臂角度对控制球的方向、弧度和落点有很大影响，应根据垫球距离

和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原理加以调整 （图８２６）。

图８２６

正面双手垫球应掌握插、夹、提三个动作要领。插：两臂伸直，插到球下。夹：两臂

夹紧，含胸收肩，用两前臂的平面击球。提：提肩送臂，身体重心随出球方向前移。垫击

过程中要做好移、蹬、跟三 个 环 节。移：快 速 移 动，对 准 来 球。蹬：支 撑 平 稳，两 腿 蹬

起。跟：随用力方向，腰紧跟 （图８２７）。

图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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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体侧垫球

来球飞向体侧而来不及移动对正来球时，要采用侧垫。侧垫时切忌随球伸臂，这样会

造成球蹭手而向侧方飞出，应先用两臂到侧方截击来球。还应注意两臂不要弯曲，以保持

击球平面，否则会因手臂不直或两臂间距离太大而垫不好球。

３背垫

背垫就是背向出球方向击球。背垫时，要清楚出球的方向、距离。用力时，要抬头后

仰，两臂伸直向后扬臂。
（二）练习方法

（１）徒手模仿。先做原地垫击模仿动作，然后做徒手移动后垫击模仿动作。
（２）垫固定球。一人双手持球于胸前，另一人原地或移动后用垫球动作击球，体会手

臂击球部位和全身协调用力。
（３）两人一组，一抛一垫。两人距离由近到远，先是一人抛，一人原地垫，然后是一

人抛，一人移动垫。
（４）对墙连续自垫。对墙垫时，要求手臂角度固定，用力适当，控制球的高度，用蹬

腿动作发力，注意身体协调用力。
（５）转换方向垫。三人一组成三角形，一人抛球，一人变方向垫球，另一人接球或传

球给抛球者，循环往复。
（６）二人相距７～８米，一发一垫。
（７）二人相距５～６米，第一次把球垂直垫起，第二次把球垫给对方，连续进行。
（８）三人一组相隔１０米以上，一发一垫一调，做若干次轮转。
（三）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击球时屈肘，两臂并不拢。纠正方法是反复做徒手模仿练习或自垫练习。
（２）击球点不正确。主要原因是手臂没有向下插入。纠正方法是对墙 自 垫 或 向 上 自

垫，掌握好正确的击球点，控制好球。

四、传球

传球是用手指和手腕的弹力进行上手击球的技术动作，是排球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击球

方法。在比赛中主要用于衔接防守和进攻。可广泛用于接发球、二传等。
（一）基本技术

传球的方式很多，有正面传球，背传，侧传，跳传。其技术环节可分为：准备姿势、
迎球、手形、击球用力几个部分。

１双手正面传球

准备姿势：正面对准来球，两脚开立，比肩宽，一脚在前，两脚尖适当内收，脚跟稍

提起，两膝稍屈。两肩放松，眼睛注视来球，两手自然弯置于胸腹前。
手形：两手手指自然张开，掌心相对，手指微屈成半球状，手腕稍后仰，以拇指、食

指、中指托住球的后下部，无名指和小指在两侧辅助控制传球的方向。拇指相对成一字形

或八字形置于额前 （图８２８）。
击球时的用力：传球时，利用蹬地、伸膝、展体和伸臂的动作，以拇指、食指、中指

发力，无名指和小指控制住球的方向。触球的瞬间，手指和手腕应保持一定的紧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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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２８

用手指和手腕的弹力以及身体和手臂的协调力量将球传出，用力一定要协调一致。传球距

离较近时，手指、手腕 的 弹 力 较 多；传 球 距 离 较 远 时，必 须 加 强 蹬 地 展 体 的 力 量 （图

８２９）。

图８２９

２背传

背传是传球的基本方法之一。在比赛过程中，使用背传技术能达到出其不意、迷惑对

方的目的，使战术多样化。
准备姿势：上体比正面传球时稍直立，身体重心稳定在两脚之间，双手自然抬起，放

松置于脸前。
迎球：双手上举，挺胸，掌心稍向上，手腕稍后仰。
击球点：保持在额上方。
手形：与正面传球相同，拇指托球的后下部。
用力：利用蹬地、上体后仰、挺胸、展腹、抬臂及手腕和手指的弹力将球向身体后上

方送出 （图８２１０）。

３侧传

身体不转动，主要靠双臂向侧方伸展的传球动作叫侧传。侧传有一定隐蔽性。
侧传的准备姿势、迎球动作与正面传球相同，击球点保持在脸前或稍偏于出球方向一

侧。传球手势与正面传球相同，但倾向出球一侧的手臂要低一些，另一侧则要高一些。用

力时，蹬地后上体要向出球方向倾斜，双臂向传出一侧用力伸展，异侧手 臂 动 作 幅 度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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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２１０

大，伸展较快 （图８２１１）。

图８２１１

４跳传

跳起在空中做传球动作叫跳传。跳传有原地跳、助跑跳、双足跳、单足跳等动作。

起跳最好是向上垂直起跳，不宜向前或向侧冲跳。起跳的关键是掌握好起跳时机，起

跳过早或过晚都会影响传球的质量。

起跳后双臂上摆至脸前，身体在空中保持平衡。当身体上升到最高点时，靠伸臂动作

和手腕、手指的弹力将球传出。
（二）练习方法

（１）徒手模仿传球动作。做好准备姿势，蹬地、伸臂，模仿传球推击动作，领悟动作

过程。
（２）体会击球点与手姿。每人一球按照传球的击球点与手形，摆在额前，然后另一人

将球拿掉，看手姿是否正确，击球点位置是否合适。
（３）传球的协调用力。两人一组，持球人拿球在合适的击球点做好传球的手形，另一

人用单手压着球，持球者用传球动作向上推送球，体会全身协调用力。
（４）贴墙传球。每人一球，贴墙站立，用传球手姿拿好球，肘关节贴墙，用传球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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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墙传球，体会传球手形、击球点和手指、手腕的传球用力。
（５）对墙传球。距离由近至远，体会传球用力。
（６）向上自传。个人进行，先原地传，后移动传；先传低球，后一高一低传。
（７）两人一组，一人抛球，另一人传球。先抛准球，让传球人原地传；后两侧抛球，

让传球人移动传。
（８）两人对传。可以一固定，一移动，或自传一次，再传给对方等。
（９）跑动传球。三人或三人以上成纵队跑动传球。
（１０）转换方向传球。三人一组成三角形，一人抛球，一人变方向传球，另一人接球

或传球给抛球者，循环往复。
（三）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手姿不正确：触球部位离身体太远，大拇指朝前。原因是对正确手姿缺乏明确的

概念。纠正方法是徒手模仿练习，对墙近距离传球，自抛自传练习。
（２）手指、手腕缺乏弹击力，传球时不是用弹击动作，而是推球或拍打球。原因是手

指、手腕力量不足，或手指和手腕过分紧张。纠正方法是首先加强手指、手腕力量，两人

近距离传实心球、篮球，或两人做远距离平传球，也可做自抛远距离平传球练习。

五、扣球

扣球是进攻的最有效方法，是得分的重要手段。
（一）基本技术

扣球按其技术结构来讲，包括准备姿势、判断、助跑、起跳、空中击球和落地几个相

互衔接的部分，整个动作必须协调一致，且有节奏。
（１）准备姿势

两脚开立，两膝微屈，眼睛观察来球，注意力 高 度 集 中，随 时 可 向 各 种 方 向 起 动 助

跑。
（２）判断

判断是扣好球的基础。首先是对一传的判 断，然 后 根 据 二 传 传 球 的 方 向、弧 度、速

度、落点选择起跳的地点和决定起跳的时间。判断贯穿在整个助跑与起 跳、击 球 全 过 程

中。
（３）助跑

助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增加弹跳高度，而且是为了选择起跳点和时间，助跑的方向、
速度和步数是根据来球的方向、弧度和速度决定的。助跑的步法一般有两步、三步和多步

助跑。助跑的起动时间非常重要，它对于能否发挥最好的弹跳，选择准确的起跳点和扣球

路线的变化都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每个人助跑的速度不同，制动踏跳的能力不同，弹跳高

度不同，因此，起动时间也略有区别。
（４）起跳

起跳的目的在于跳起后达到一定的高度，保持在正确的击球点击球。起跳时，上体前

倾，两脚迅速而有力地蹬地踏跳；两臂由体后下方继续向体前上方挥摆，同时快速展腹，
带动全身腾空而起。

（５）空中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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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球是扣球技术的关键环节。起跳后，上体稍向后侧扭转，胸腹自然展出，右臂屈肘

举起，肘关节指向侧方，并高于肩部，手置于头的右侧方，手指自然分开。击球时利用迅

速转体收腹动作来带动手臂猛烈地挥击。前臂挥动的速度要快，有如挥鞭子的抽击动作。
击球时手臂要伸直，用全手掌击球的后中部，手腕快速推压，使球向前下方旋转飞行。

（６）落地

落地时，应由前脚掌过渡到全脚掌，同时顺势屈膝、收腹，以缓冲下落的力量，同时

立即准备下一个动作 （图８２１２）。

图８２１２

（二）练习方法

（１）学习助跑起跳。包括原地双足起跳练习，一步助跑起跳练习，两步助跑起跳练习

和上网助跑起跳练习。
（２）学习挥臂击球。包括徒手模仿练习，扣固定球练习，一抛一扣练习和自抛自扣练

习。
（３）学习完整扣球。包括助跑起跳上网扣教师低喂抛球练习，上网扣抛球练习，上网

扣传球练习。
（三）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起跳位置不准，人与球的关系保持不好，击球点太前或太后。原因是助跑起跳不

熟练，判断不准确。纠正方法是练习空中击固定球或固定目标。
（２）起跑过早或过晚。原因是上步起跳时间未掌握好。纠正方法是自抛自扣，多做练

习。
（３）击球时，手臂未充分伸直。原因是没用上收腹提肩的力量带动手臂挥击。纠正方

法是手提小杠铃片练习挥臂扣球动作，或对墙扣平远球。

六、拦网

拦网是防守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得分的重要手段之一。有效的拦网可以遏止对方的进

攻，减轻本方防守的压力，为防守反击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每球得分制实施以来，攻击

性的拦网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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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技术

拦网技术动作由准备姿势、移动、起跳、空中动作和落地几个部分组成。拦网时除应

掌握上述技术外，还应有准确的判断能力，以便准确选择起跳地点、拦网时间和空间。
拦网分为单人拦网和集体拦网。其个人技术是相同的，只是集体拦网需要注意相互间

的协作与配合。
（１）准备姿势

面对球网，密切注视着对方动向，两脚平行开立，约同肩宽，两膝稍屈，两手自然弯

曲置于胸前。身材高大队员双手可上举过头，随时准备起跳或移动。
（２）移动

根据不同情况可灵活运用并步、跨步、滑步、交叉步、跑步等各种移动步法，将身体

重心移动到拦网位置，准备起跳。
（３）起跳

移动后立即制动，使身体正对球网后起跳，或在起跳过程中在空中使身体转向球网。
如果是原地起跳则从拦网准备姿势开始，两脚用力蹬地，两臂在体侧划小弧线用力上摆，
带动身体向上垂直起跳 （图８２１３）。

图８２１３

（４）空中动作

起跳后稍收腹，控制平衡。同时，两手从额前贴近网向上沿伸出，两臂伸直，两肩尽

量上提。拦击时，两手尽量伸向对方上空，接近球、两手自然张开，屈指、屈腕成勺形。

当手触球时，两手突然抖腕，用力捂盖球前上方。拦击时根据对方扣球线路变化，两手在

空中向球变线方向伸出，外侧手掌心在拦击球时内转包球。
（５）落地

拦网后自然落回地面，落地时屈膝缓冲。落地后准备做下一个动作。
（二）练习方法

（１）徒手动作练习。包括网前原地起跳拦网，两人相对网前原地起跳空中拍击手掌，

根据教师手势做各种步法移动后起跳拦网，两人相对网前移动，在２、３、４号位分别起跳

对击拦网，一人主动、一人被动在网前移动起跳拦网。
（２）学习拦网手法。包括原地或对墙做徒手伸臂动作 （要求手形正 确，手 指 自 然 张

开），矮网一扣一拦 （要求扣球准确，拦网不起跳），教师站在高台上双手持球，学员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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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跳拦网 （掌握正确手形包住球的动作），队员站在高４０～５０厘米的凳子上，做 拦 球 动

作，体会伸手和捂盖动作。
（３）教师在高台扣固定路线球，队员移动起跳拦网。
（４）对方扣一般球，单人轮流拦网。
（５）对方扣一般球，双人原地起跳配合拦网。
（６）对方扣一般球，双人移动后起跳配合拦网。
（三）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起跳过早。纠正方法是加强判断，在练习中体会拦网的正确起跳时间。
（２）双手扑球，造成触网犯规。原因是伸臂压腕时有压肩动作。纠正方法是反复练习

起跳后伸臂压腕动作。

七、技术教学的综合练习方法和手段

（１）四人一组跑动中对垫对传 （图８２１４）。

图８２１４

（２）三人三角任意传垫。
（３）两人一组打、防、调。
（４）两人或三人限制线前比赛。
（５）四至五人围成圆圈，自由传、垫、扣。
（６）教师抛球给站在４号位的学生，学生将球垫给网前做二传的学生，后撤上步扣二

传传来的球，然后拦网 （图８２１５）。
（７）接发球比赛：每队派一人发１０个球，其他五人接发球，并计分。到位２分，垫

起１分 （图８２１６）
（８）组织进攻和防守：教师向一方抛球组织进攻，另一方进行防守，赢队再接教师抛

球进攻，另一方防守。组织进攻者赢得一分，防守者赢 得 组 织 进 攻 权，不 得 分。谁 先 到

１５分算赢一局。

图８２１５
　　

图８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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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基本战术

战术是指比赛双方运用进攻与防守的对抗，并结合临场变化，合理地运用技术，有组

织、有针对性的配合行动。一个队的战术水平往往反映着该队的技术水 平，因 为 只 有 全

面、准确、熟练地掌握了基本技术才可能形成战术。排球基本战术分为个人战术和集体战

术。

一、阵容配备

阵容配备是合理地搭配本队队员的一种组织手段。阵容配备有三种形式。
“三三”配备：由三名进攻队员和三名二传队员组成，此种形式的战术形式简单，攻

击力弱，适合初学者。
“四二”配备：由两名主攻队员，两名副攻队员和两名二传队员组成。队员分别对角

站立。这种阵容配备便于采用“中一二”和“边一二”进攻战术。前排始终保持两名进攻队员

和一名二传队员，这样能够组织多种战术配合，充分发挥本队的进攻力量（图８２１７）。
“五一”配备：由一名二传队员和五名进攻队员组成。这种配备形式攻击力强，能组

织多种战术体系。二传队员在前排时，能组织 “中一二”、“边一二”进攻战术。二传队员

在后排时，可采用插上战术，保持前排三点进攻。具有一定水平的队多采用此种阵容配备

（图８２１８）。

图８２１７
　　

图８２１８

二、交换位置

为了解决某些轮次进攻和防守力量的搭配及阵容配备上的某些缺陷，以便有效地组织

攻防战术，规则允许在发球击球后，双方队员可以在本场区内任意交换位置。交换位置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每个队员的专长，以取得扬长避短的效果。前排队员之 间 的 换

位，主要是为了便于进攻战术的实施和拦网实力的调整。前后排队员之间的换位，主要是

为了保持前排三点进攻。后排队员之间换位，是为了加强后排重点部位的防守。

三、信号联系

排球运动是一个集体项目，在实现快速多变的进攻战术时，必须通过信号联系才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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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一个队的战术信息力求简单、清晰、本队队员明了。
语言联系：使用语言直接进行联系。
手势信号：通过事先约定的各种手势，进行规定的战术配合。
落点信号：根据起球后的落点，作为发动某种进攻的信号。
综合信号：以手势信号为主，辅以落点信号、语言信号以及教练员的暗示等。

四、“自由人”运用

合理地选择并运用 “自由人”是战术运用的一个方面。“自由人”专司接发球和后排

防守，其上下场之间只需经过一次发球比赛过程，换人不计为正规换人 次 数，且 次 数 不

限。因此，选择接发球和后排防守技术高超的队员作为 “自由人”，能大大提高全队的防

守水平。“自由人”又可在当前排进攻、拦网队员体力下降需要休息，并轮到后排时替换

上去，所以，合理地运用 “自由人”能大大提高全队的进攻水平。

五、接发球阵形

在选择接发球阵形时，不仅要有利于接球，还要考虑本方所采用的进攻及对方发球的

特点。
按接发球人数来分，有５人接发球、４人接发球、３人接发球等。接发球的基本要求

是：正确判断、合理取位、明确职责、分工配合。即：“远飘、轻飘点分散，平快、大力

一条线。”这里介绍几种５人接发球阵形及变化。
（一）“Ｗ”站位阵形

初学者进行比赛多采用 “中、边二传”进攻阵形，一般都站成 “Ｗ”形，也称 “一三

二”型站位。这种阵形队员分布均衡、职责分明，但队员之间的 “结合部”较多 （图８２
１９）。

（二）“Ｍ”站位阵形

“Ｍ”站位，也称 “一二一二”站位，队员站位分散而均匀，分工明确，适合接落点

分散、弧度高、速度慢的下沉飘球。不利于接大力球和平飘球。
（三）“一”字站位阵形

采用 “一”字形站位是对付跳发球、大力发球、平冲飘球的有效站位。接发球时，５
名队员成 “一”字形排开，左右距离较近，每人守一条线，互不干扰。（图８２２０）

图８２１９
　　

图８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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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一二”进攻战术

“中一二”进攻战术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战术形式。由３号位队员二传，２、４号位队

员进攻。其特点是比较容易组织，初学者易掌握，但只能两点进攻，变化少，进攻意图易

被对方识破 （图８２２１）。

七、“边一二”进攻战术

“边一二”进攻战术由２号位队员担任二传，３、４号位队员进攻，如由４号位队员担

任二传，由３、２号位队员进攻，则称为 “反边一二”进攻战术。它比 “中一二”战术变

化多、难度大，战术配合也较复杂。由于两名进攻队员的位置相邻，便于进行互相掩护配

合，可以组织更多的战术配合，它的突然性和攻击性程度比 “中一二”进攻战术 高 （图

８２２２）。

图８２２１
　　　　　

图８２２２

八、“后排插上”进攻战术

“后排插上”进攻战术是现代排球先进战术的主要形式，是在 “中、边一二”进攻战

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边一二”进攻战术中各种战术的配合，均可在 “后

排插上”战术中加以运用和发挥。由于此种战术有三名队员参加进攻，可充分地利用网的

全长组织进攻，而使进攻点增多，战术配合更加复杂多变，因此，更具有突然性大、进攻

点多的特点 （图８２２３）。

图８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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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边跟进”防守战术

拦网与后排防守的配合是防守成功的关键。比赛中常采用单人、双人和三人拦网，其

中双人拦网是常采用的。在双人拦网情况下，此种防守方法是：前排三名队员要形成面对

进攻点的弧形防守区域，并明确各自的防守区域和范围。前排两名队员组成拦网，后排１
号或５号位队员跟进到进攻线附近保护。在对方攻势较强、吊球较少情况下采用该阵形。

十、“心跟进”防守战术

“心跟进”防守是比赛中常采用的一种防守形式，是由６号位队员跟进保护、防吊球

的防守形式，适用于对方进攻力量不太强，善于打、吊结合时采用。此种防守方法是：前

排不参加拦网的队员要及时后撤到限制线以后，准备防守，后排１、５号位队员应随着对

方进攻点的不同，正确取位。此种形式的特点：网前有专人负责保护拦网，便于防吊球和

接应拦网的反弹球，中心场地比较充实，有利于接应和组织反击。其不足是后排防守力量

相对有所减弱，后场两侧空隙较大。在对方吊球较多的情况下采用该阵形。

排球运动基本竞赛规则

一、场地、器械、设备

比赛场区长１８米，宽９米。中间为中线将球场分成两个半场，两半场离中线３米处

各有一条限制线。场上所有的线宽５厘米，线的宽度均包括在场区内。发球区短线１５厘

米，与端线垂直并距端线２０厘米，两条短线画在两条边线的延长线上。
球网为黑色，长９５０米，宽１米，网眼直径１０厘米。标志杆长１８０米，分别设置

在标志带的外沿，并高出球网８０厘米。标志带宽５厘米，分别设置在球网两端并垂直于

边线。
球网高度男子为２４３米，女子为２２４米。球网两端的高度必须相等，并不得超过规

定。

二、胜一分、胜一局、胜一场

胜一分：比赛采用每球得分制，胜一球即得一分。如果是发球队获胜，则得一分并继

续发球；如果是接球队获胜，则得一分同时获得发球权。如果双 方 队 员 同 时 犯 规，则 判

“双方犯规”，不得分，由原发球队重新发球。
胜一局：比赛的前四局以先得２５分、并同时超出对方２分为胜一局。当比分为２４∶２４

时，比赛继续进行至某队领先２分为胜一局 （例如２６∶２４，２７∶２５）。决胜局以先得１５分、
并同时超出对方２分的队获胜。当比分为１４∶１４时，比赛继续进行至某队领先２分为止

（如１６∶１４，１７∶１５）。
胜一场：正式比赛采用５局３胜制，最多比赛５局，先胜３局的队为胜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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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内、外球

球触及比赛场区地面包括界线为界内球。
球体完全触及界线以外地面，触及场外物体、天花板 或 非 比 赛 成 员，触 及 标 志 杆 网

绳、网柱或球网标志杆以外部分，球的整体或部分从非过网区完全越过球网的垂直面等为

界外球。

四、发球犯规

发球犯规：未按照位置表所登记的发球次序发球；裁判员鸣哨 后５秒 之 内 未 将 球 击

出；球未抛起或没清楚离手时击球；击球时，脚踏及端线或踏过发球区短线。
重新发球：裁判员鸣哨前的发球；因特殊情况，裁判员认为有必要停止比赛；球被抛

起或持球撤离后，未触及发球队员而落地，被认为发球失误，允许再次发球，发球队员必

须在再次鸣哨后的３秒之内将球发出。
发球击球后犯规：球触网后落入本方场内或场外；球触及发球队队员；没有通过球网

的垂直平面；发球队的队员利用掩护阻挡对方观察发球队员和球的飞行路线；球 落 在 界

外。

五、位置错误

当发球队员击球的瞬间，双方任何一名队员不在其规则规定的位置上，则构成位置错

误犯规。上述规定，均以队员脚的着地部位来确定。当发球队员击球犯规与对方位置错误

同时发生时，则认为发球犯规在先而判。如果是发球队员击球后的犯规，则 位 置 错 误 在

先，判位置错误犯规。

六、击球时的犯规

一个队连续触球四次 （拦网除外）；队员在场内借助同伴或任何物体的支持进行击球；
击球时必须清晰，如一名队员击球时，接触时间长，使球停滞，为 “持球”犯规；在第一

次击球时 （拦网、腰部以上触球除外），允许身体不同部位在同一击球动作连续触球。其

他情况下一名队员两次触球有先后，则判 “连击”。判断后排队员进攻性击球犯规必须同

时具备三个条件：后排队员在前场区，或踏及限制线及延长线，击球时整个球体高于球网

上沿。

七、在球网附近的犯规

只有击球活动在进攻区时，队员触网为犯规。队员无意识、轻微、不影响比赛的触网

和由于球被击入球网而造成球网触及队员则不判犯规；拦网时，允许越过球网触球，但在

对方进行进攻性击球前或击球时，在对方空间触及球则判过网击球；队员的一只脚或双脚

越过中线触及对方场区的同时，脚的一部分还接触中线或置于中线上空是允许的。除脚以

外，队员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不允许接触对方场区；队员在不妨碍对方比赛的情况下，允许

在网下穿越进入对方空间，但妨碍对方比赛则判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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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拦网犯规

队员在对方进攻性击球前或击球时，在对方空间拦网触球为过网拦网犯规；后排队员

靠近球网处参加集体拦网，并将手伸向高于球网处阻挡对方来球，即使本人未触球，只要

集体拦网成员的任何队员触球，则判后排队员拦网犯规。拦对方发过来的球为拦 发 球 犯

规。

九、暂停与换人

第１～４局，每局有两次技术暂停，各为１分钟，每当领先队达到８分或１６分时自行

执行。每队每局还有一次机会请求３０秒的普通暂停。决胜局无技术暂停，每队在该局可

请求两次３０秒普通暂停。每局每队最多可替换６人次，可以同时替换１人或多人。每局

开始上场阵容的队员在同一局中可以退出比赛和再上场各一次，而且只能回到原阵容的位

置上。替补队员每局只能上场一次，替补开局上场阵容的队员，而且他只能由被他替换下

场的队员来替换。每换一人计为一人次。如果某一队员受伤不能继续比赛时，须进行合法

替换：如果不可能进行合法替换时，可采取特殊替换；如果合法替换和特殊替换均不能进

行时，则给予受伤队员３分钟恢复时间。如果仍不能进行比赛时，该队被宣布为阵容不完

整，比赛结束，保留该队所得分数和局数，判该队输掉该局或该场，并给对方胜该局或该

场比赛所应得的分数和局数。

十、后排队员进攻性击球犯规

后排队员在前场区或踏及进攻线，击整体高于球网上沿水平面的球，并使球的整体由

过网区通过球网垂直面或触及对方拦网队员，则为后排队员进攻性击球犯规。

第三节　足　　球

足球运动概述

足球起源于中国。早 在 公 元 前４７５～２２１年 的 战 国 时 代，我 国 就 有 了 足 球 运 动———
“蹴鞠”。汉朝时，蹴鞠已开展得较为普遍了。唐朝是蹴鞠最为盛行的时期，当时已经使用

了充气球，并使用 “球门”。
现代足球１５世纪末起源于英国。１８３５年，在英国谢菲尔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

俱乐部。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２６日，英国人在伦敦皇后大街弗里马森旅馆成立了世界第一个足

球协会———英格兰足球协会。１８６４年，英国剑桥大学为了适应本国各学校的足球比赛而

综合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规则，当时称之为剑桥大学规则。这也是世界足球史上第一部较为

统一的足球规则。
英格兰足球协会的诞生，标志着足球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而，人们

公认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２６日，即 英 格 兰 足 球 协 会 成 立 之 日 为 现 代 足 球 的 诞 生 日。到 了１８８５
年，英格兰首创了职业足球俱乐部，此后，职业足球俱乐部在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
匈牙利等国家纷纷成立并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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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４年５月２１日，国际足球协会联合会 （简称国际足联，英文缩写为ＦＩＦＡ）在法

国巴黎正式成立。同 年５月２３日，国 际 足 联 召 开 了 第 一 届 全 体 代 表 大 会，法 国 的 罗 伯

特·盖林被推选为第一任主席。

１９２８年，国际足球联合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会议，决定每４年举行一届世

界足球锦标赛 （世界杯），并规定每届比赛与奥运会相间举行，决定１９３０年举行第一届世

界足球锦标 赛。两 年 后 第 一 届 世 界 足 球 锦 标 赛 如 期 在 乌 拉 圭 首 都 蒙 特 维 地 亚 举 行。到

２００６年，共举行了１８届，其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足球锦标赛中断了１２年，直到

１９５０年才恢复举行 第 四 届 比 赛。目 前，按 地 理 位 置 划 分 参 加 世 界 足 球 锦 标 赛 的 有 欧 洲、

中北美洲、南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国际足球联合会成员国的球队。

我国的现代足球运动是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足球运

动得到不断发展。１９５１年首次举办了全国足球比赛。１９５５年中国足球协会成立。从１９５６
年起，我国足球运动实行甲、乙级联赛制度，同时，还实行运动员、裁判员等级制度。直

到１９９３年，我国的足球竞赛体制才开始改革，实行职业联赛，原有足球队进行了职业俱

乐部的重组。２００２年，中国足球第一次进入了世界杯的决赛，实现了足球冲出亚洲，走

向世界的美好愿望。

足球基本技术和练习方法

一、无球技术

无球技术是指比赛中运动员在不控球的情况下所采用的合理动作的总称。

无球技术的主要内容包括：起动、跑动、急停、转身、跳跃、移位和假动作。

二、有球技术

有球技术是指运动员在比赛中，为达到进攻和防守目的所采用的各种支配球的技术。

有球技术包括：踢球技术、颠球技术、接球技术、运球技术、头顶球技术、抢截球技

术、掷界外球技术和守门员技术。

（一）颠球

颠球可分为拉挑球、脚背正面颠球、脚内侧颠球、脚外侧颠球、大腿颠球、头颠球、

肩颠球和胸部颠球。

１技术要领

拉挑球：支撑脚站在球的后方约３０厘米处，膝关节微屈，身体重心在支撑脚上，拉

挑球的脚前掌踩在球的上方并向后轻拉，在球开始向后滚动的同时，脚掌着地，脚尖插向

球的底部，脚尖微翘向上挑起。

脚背正面颠球：支撑脚微屈，当球落至低于膝关节时，颠球脚向前甩动小腿，脚尖微

翘，用脚背击球的底部，将球向上颠起。

大腿颠球：当球落至接近髋关节高度时，颠球的大腿屈膝上摆，当大腿摆到水平状态

时，击球的底部，将球向上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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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练习方法

（１）原地颠手抛的下落球。
（２）原地拉挑球练习。
（３）原地拉挑球接颠球。
（４）原地拉挑球接左右交替颠球。
（５）多部位交替颠球。
（６）二人对颠。

３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直腿颠球，动作僵硬。纠正方法：提示学生膝关节放松，甩小腿。
（２）脚尖翘起时间过长，形成 “勾”脚背，使球离身体太近。纠正方法：强调踝关节

在自然状态下固定。
（二）踢球

踢球的方式有脚内侧、脚背 正 面、脚 背 内 侧、脚 背 外 侧、脚 跟、脚 尖。该 技 术 由 助

跑、支撑脚站位、踢球腿的摆动、脚触球、踢球后的随前动作组成。

１动作要领

脚内侧踢球：脚内侧可以踢定位球，直接踢 由 各 个 方 向 来 的 地 滚 球、反 弹 球、空 中

球。用脚的内侧踢地滚球时应直线助跑，支撑脚踏在球的侧方１５厘米左右，膝关节微屈，

在支撑脚着地的同时踢球腿以膝关节为轴由后向前摆，在前摆过程中屈膝外展，踢球脚的

脚内侧正对出球方向，小腿急速前摆，脚尖翘起，脚底与地面平行，击球的后中部，踢球

脚随球前摆落地。

脚背正面踢球：脚背正面可以踢定位球、空中球、反弹球、倒勾球等。脚背正面踢地

滚球时直线助跑，最后一步稍大并要积极着地，支撑脚站在球的侧方约１０厘米左右，脚

尖正对出球方向，膝关节微屈：摆动腿要在准备做支撑的脚前跨和助跑的最后一步蹬离地

面时，顺势向后摆起，小腿屈曲。在支撑脚着地的同时，以髋关节为轴，大腿带动小腿由

后向前摆，当膝关节摆至接近球的正上方的一刹那，小腿做爆发式前摆，以髋关节为轴，

大腿带动小腿由后向前摆，脚背绷直，脚趾扣紧，以脚背正面击球的后中部，踢球腿提膝

随球继续前摆。

脚背内侧踢球：脚背内侧可以踢定位球、地滚球、过顶球、弧线球和转身踢球。脚背

内侧踢地滚球时，斜线助跑 （助跑方向与出球方向约成４５°角），支撑脚是以脚掌外沿积

极着地，踏在球的侧后方２０～２５厘米处，膝关节微屈，脚尖指向出球方向，身体稍向支

撑脚倾斜。在支撑脚着地的同时踢球腿以髋关节为轴，大腿带动小腿由后向前摆。当身体

转向出球方向，膝盖摆至接近球的内侧上方时，小腿做爆发式前摆，脚尖稍外转，脚背绷

直，脚趾扣紧，脚尖指向斜下方，以脚背内侧踢球的后中部 （踢 过 顶 球 时，踢 球 的 后 下

部）。（图８３１）

脚背外侧踢球：可以踢直线球、弧线球、弹拨球和蹭踢球。脚背外侧踢直线球时，助

跑、支撑脚的站位和踢球腿的摆动，基本上与脚背正面踢球相同，但是踢球腿的膝盖摆至

接近球的正上方的一刹那，小腿做爆发式前摆，膝盖、脚尖内转，脚趾扣紧，以脚背外侧

踢球的后中部，踢球腿提膝随球继续前摆。（图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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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３１

图８３２

２练习方法 （以脚背内侧踢球为例）
（１）摆腿模仿练习。重点强调小腿的加速摆动和摆腿时的转体动作。
（２）两人一组，一人踩球，一人原地做踢固定球练习。重点强 调 踢 球 脚 的 脚 尖 斜 下

指，用脚背内侧踢球的后下部，把球往上 “铲”起。
（３）两人一组，相距２５～３０米，踢定位球。要求动作协调、思想放松，按模仿练习

的感觉进行练习，防止动作 “走形”。
（４）学生熟练掌握脚背内侧踢固定球后，可练习踢活动球。结合停球后向两侧拨球，

然后用脚背内侧将球踢出。提醒学生注意支撑脚的提前量。
（５）踢准练习。可采取踢画有标志的足球墙，按规定的距离击中目标的计算成绩。
（６）两人一组，相距２０～２５米，并向前跑动，进行长传球练习。

３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直腿摆动，动作僵硬。纠正方法：进行反复摆腿模仿练习。
（２）脚触球部位不正确。纠正方法：踢球前注视一下球，踢球时不要勾脚尖，支撑脚

距球不要太远，踢球脚的前脚掌轻蹭一下地面。
（３）踢球腿摆动时，没有相应地转动身体，影响正确的部位触球。纠正方法：身体重

心移至支撑脚，踢球的一刹那，以支撑脚的前脚掌支撑地面，身体向出球方向转动。
（三）停球

停球方式有脚内侧、脚底、脚背正面、脚背外侧、胸部和大腿停球等。

１动作要领

脚内侧停球：脚内侧停地滚球时，根据来球路线选择停球位置并及时移动到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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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正对来球，膝关节微屈。停球腿屈膝外展并前迎，脚尖翘起，当脚与球接触前的刹那开

始后撤，在后撤过程中用脚内侧触球，把球控制在衔接下一个动作需要的位置上。
脚内侧停反弹球时，支撑脚踏在球的落点的侧前方，膝关节微屈，上体稍前倾并向停

球方向微转，同时停球脚提起，踝关节放松，脚内侧对准球的反 弹 路 线，当 球 落 地 反 弹

时，用脚内侧挡压球的后中部。
脚底停球：该部位可停地滚球和反弹球。
停地滚球时面向来球，支撑脚踏在球的侧后方，膝关节微屈，脚尖正对来球，同时停

球脚提起，膝关节自然弯曲，脚尖翘起高于脚跟 （脚跟离地稍低于球）。踝关节放松，用

脚前掌挡压球的中上部。
脚底停反弹球时，支撑脚站在球的落点的侧后方。停球腿屈膝抬起，当球落地的一刹

那，脚尖上翘，小腿稍前倾，用脚掌覆盖在球的反弹路线上，触压球的后上部。
胸部停球分为挺胸和收胸两种方法：挺胸法准备停球时，稍收下颏。当球运行到与胸

部接触前的刹那，两脚蹬地上挺的同时屈膝，上体后仰，用胸大肌触球。采用收胸法准备

停球时，两脚前后开立，身体重心前移，挺胸迎球。当球运行到与胸部接触前的一刹那，
重心迅速后移的同时收胸、收腹挡压或拍击球。

大腿停球：大腿停高球时，停球腿屈膝抬起，以大腿中部对准落下的球，肌肉适当放

松。当大腿与球接触的一刹那，快速后撤，将球挡落在体前衔接下一个动 作 需 要 的 位 置

上。大腿停低平球时，停球腿以大腿中部对准来球，屈膝前迎，肌肉适当放松。当大腿与

球接触的一刹那，快速后撤，将球挡落在衔接下一个动作需要的位置上。
脚背正面停球：停球脚提起迎球，以脚背正面对准下落的球。在脚背与球接触前的一

刹那开始下撤，在下撤过程中用脚背正面触球的底部，使球落在体前适当的位置上。

２练习方法 （以脚内侧停反弹球为例）
（１）两人一组，一人手抛或轻踢地滚球，一人做脚内侧停地 滚 球，主 要 体 会 停 球 部

位。
（２）逐渐增加踢球力量，主要掌握好停球脚回撤或下切的时机。
（３）两人一组，迎面向前跑动，然后用脚内侧向内、向外或向后转身接球。

３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动作僵硬。纠正方法：强调膝、踝关节放松。身体重心放在支撑脚上。
（２）回撤或切挡的时机掌握不好。纠正方法：多做模仿动作，提高触球缓冲的灵敏反

应能力。
（３）与下一动作衔接不连贯。纠正方法：养成先观察周围情况再接球的习惯。回撤停

球要提起支撑脚，与转身结合起来，将球引向合理的位置。切挡停球与下一步踢球动作密

切衔接，用力不可过大，停球后立即移动重心接近球。
（四）头顶球

头顶球分为前额正面顶球和前额侧面顶球，这两个部位都可以做原地、跳起和鱼跃顶

球。

１动作要领

原地前额正面头顶球：身体正对来球，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膝关节微屈，上体稍后

仰，重心放在后脚上，两臂微屈自然张开，眼睛注视来球。当球运行至身体垂直面前的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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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后脚用力蹬地，身体重心由后脚移向前脚的同时，迅速向前摆体收下颌，颈部紧张，
快速甩头，用前额正面顶球的后中部。

原地跳起前额正面头顶球：准备起跳时，两腿屈膝，重心下降，然后两脚同时蹬地，
两臂屈肘上摆向上跳起。在跳起上升过程中挺胸展腹，两臂自然张开，眼睛注视来球。在

跳起到达最高点准备顶球时，身体成背弓。当球运行到身体的垂直面前的刹那，快速收胸

折体前屈并甩头，用前额正面将球顶出。顶球后两腿同时屈膝、缓冲落地。

２练习方法 （以原地前额正面头顶球）
（１）复习头顶颠球，体会头触球部位。
（２）原地模仿头顶球动作，体会腰部的摆动，同时两臂自然 张 开，协 助 身 体 向 前 摆

动。
（３）一人持球至适当高度，另一人用前额正面击球，体会顶球部位及摆体动作。
（４）两人一组，相距５米左右，互抛高球，练习头顶球。
（５）两人顶球熟练后，可连续头顶球。要求顶准，尽量不让球落地。

３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头顶球的部位不正确。纠正方法：克服惧怕心理，强调两眼注视来球，主动用前

额迎击来球。
（２）不能正确运用摆体动作顶球。纠正方法：多做摆体模仿动作，强调蹬后腿，腰部

发力，两臂同时协助用力，上体积极前摆。
（五）运球

运球是运动员在跑动中用脚连续推拨球，使球处于自己控制范围内的触球动作。利用

运球可以变换进攻的速度，调节比赛的节奏。在对手紧逼和密集防守的情况下，利用运球

和过人可以摆脱对方的阻截和围抢，扰乱对方防守阵形，造成以多打少的主动局势，为传

球或射门创造有利时机。

１技术要领

脚背内侧运球：跑动时，身体自然放松，步幅要小，上体前倾要稍向运球方向转动；
运球脚提起时，膝关节稍弯曲，脚跟提起，踝关节外展，脚尖斜下指，用脚背内侧部位推

拨球前进。在比赛中，大多用在改变方向或者为了护球的情况下使用。
脚背外侧运球：跑动时，身体自然 放 松，上 体 稍 前 倾，两 臂 自 然 摆 动，步 幅 不 要 过

大；运球脚提起时，膝关节弯曲，脚跟提起，踝关节内旋，脚尖向内斜下指，用脚背外侧

部位推拨球前进。在比赛中，大多在快速推进或为超越对手、前方纵深距离较大或者改变

方向时使用。
脚内侧运球：运球时，支撑腿向前跨出一步，落在球的侧前方，膝关节微屈，重心落

在支撑脚上，上体向带球方向前倾，用运球脚内侧推拨球后中部前进。在比赛中，主要适

用于以身体掩护球时。
正脚背运球：运球时，上体前 倾，步 幅 放 大，运 球 脚 提 起 时，膝 关 节 弯 屈，脚 尖 向

下，以脚背正面推拨球前进。在比赛中，主要适用于突破对手后做较长距 离 的 快 速 运 球

时。
运球过人：运球时要逼近防守者，距对方２米左右，身体要保护球并用远离防守者的

脚控制球。过人时重心要 低 并 落 于 两 脚 之 间，有 利 于 假 动 作 使 对 方 失 去 重 心，运 用 拨、



　
　
　
　
第
八
章
　
球
类
运
动

１７１　　

拉、扣、挑等技术动作，突然快速地摆脱越过对手。
（１）拨球：是运用脚背抖拨的动作，从对手的一侧越过。
（２）拉球：一般是指用脚底将球从前向后拖或用脚内侧将球由身体左侧拖至右侧。
（３）扣球：是运用转身和脚腕急转压扣的动作，以脚内侧或外侧触球，将球迅速停住

或转变方向。用脚内侧扣球的动作称 “里扣”，用脚外侧扣球的动作称 “外扣”。
（４）挑球：是用脚尖上翘或脚背上撩的动作，使球向上改变方向，从对手身侧或头上

越过。

２练习方法

（１）各种脚法的往返直线运球。每人一球，每组６～８人，在相距３０～４０米的两根标

志物之间进行，练习依次进行，前后两人相距５米左右。
（２）直线穿梭运球练习。５～６人一组一球，在相距１５～２０米之间进行练习。
（３）蛇形推进运球练习。每人一球，每组６～８人，在相距３０～４０米的两根标志物之

间进行。
（４）侧身左右脚交替往返变向运球练习。每人一球，每组６～８人，在相距３０～４０米

的两根标志物之间进行。
（５）３０米曲线运球绕杆 （１０根杆）。每隔３米插一根标志物，起点与终点以标志物代

替或画一直线。练习者一人一球，依次进行。
（６）两人一组，在积极或消极的防守下，做一对一的运球过人练习。

３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１）低头运球过人。纠正方法：教师应时刻提醒学生抬头观察周围情况，或在学生做

各种运球过人练习中，做各种手势，让学生对手势作出反应。
（２）身体僵硬。纠正方法：僵硬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生疏、思想紧张。教师要不断提醒

学生放松。
（３）技术动作不到位。纠正方法：提醒支撑脚要靠近球并多做髋关节灵活性练习。
（４）支撑脚距球过近或过远。纠正方法：运动中支撑脚的落地要注意提前量。
（六）抢截球

抢截球是防守中的主动行动，是转守为攻的积极手段。抢截球包括抢球和截球两个内

容。

１动作要领

正面跨步抢球：抢球者面对对手两脚前后开立，两膝微屈，在对手运球脚触球后即将

着地或刚着地时，支撑脚立即用力后蹬，抢球脚以脚内侧对着球跨出，膝关节弯曲，上体

前倾，身体重心移至抢球脚上，另一脚立即前跨；如果双方脚同时触球，抢球者则要顺势

向上提拉，使球从对方脚背滚过，同时身体重心要迅速跟上，把球控制好。如离球稍远可

用脚尖。
侧面冲撞抢截：当与对方平行跑动争球时，身体重心要降低，两臂紧贴身体，当对方

近侧脚着地时，可用肩和上臂做合理冲撞动作，使对方失去平衡，从而截获球。侧面冲撞

抢截用于抢截者和运球者平行跑动时。
侧后铲球：防守人追到距运球人侧后１米左右，可用脚掌或脚背外侧进行铲球。当运

球人将球拨动时，防守者先蹬腿，随后抢球腿跨出，以脚掌或脚掌外侧在地面滑行而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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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出。小腿、大腿、臀部上方依次着地。侧后铲球适用于对手运球刚越过防守者时。

２练习方法

（１）两人并肩走步中练习冲撞，慢跑和快跑中进行冲撞，体会合理冲撞的方法。
（２）一人在慢跑中运球，另一人练习侧面用肩冲撞抢球。
（３）一对一抢截，正面抢截后相互交换，以抢到球为准。
（４）一对一抢截，正面、侧面抢截，以触到球为准，相互交换练习。
（５）原地练习铲球，一人站在固定球的后面佯做停球，一人从侧后方跑上来练习铲球

倒地动作。
（６）助跑练习铲球，一人带球前进，一人在带球人身后，待球推出后铲球。

３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１）冲撞时，用手或肘推对手，造成犯规。纠正方法：讲解规则裁判法。
（２）侧面抢球时，合理冲撞的时机掌握不好。纠正方法：讲解规则，指出在对手同侧脚

离地的一刹那，合理冲撞对手，才能使对手失去平衡，向外侧倒，以便使自己抢到球。
（３）铲球时，出脚的时机掌握不准。纠正方法：讲明应该在对 手 拨 出 球 的 一 刹 那 铲

球，这样才能既铲到球又避免犯规。
（４）铲球动作不连贯，容易造成自己摔伤。纠正方法：多做模仿练习，掌握自我保护

的动作。
（七）假动作

１技术要领

（１）无球假动作。
变速假动作：先慢速诱使对手跑慢，然后突然加速，或慢、快变速跑，摆脱对手。要

求步幅小、频率快，变速突然性强。
变向假动作：变向、折转等方法，要结合跑动速度的变化，加上突然、快速的变向，

摆脱对手。
假抢：可先向左 （右）侧，佯做抢球动作，诱使对手改变方向从右 （左）侧运球，再

突然向右 （左）抢球。
（２）有球假动作。
踢球假动作：佯装摆腿踢球，诱使对手封堵传球路线或转身挡球，迅速突破。
停球假动作：迎面来球，对手从后方企图抢截球，可先佯做左 （右）停球动作，诱使

对手堵抢左 （右）侧时，突然向右 （左）停球并摆脱对手。
运球假动作：通过身体向左 （右）晃动或佯做使球向左 （右）变 向，诱 使 对 手 向 左

（右）侧堵截时，突然向右 （左）变向，摆脱对手。

２练习方法

（１）在慢速中做变速、变向假动作模仿练习。
（２）两人一组，一人防守，一人做无球假动作练习。假 动 作 要 逼 真，动 作 变 化 要 突

然、快速。
（３）曲线运球练习。
（４）模仿练习。自己运球，做各种假动作。注意重心移动。
（５）两人一球，一人消极防守，一人做各种假动作，速 度 由 慢 到 快。要 求 假 动 作 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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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动作连贯，突然变速。
（６）两人一球，一人积极防守，一人做各种假动作以摆脱对手。可结合射门练习。防

守者抢到球后，立即变成进攻者。

３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动作不逼真，缺乏连贯性。纠正方法：根据动作多做上体的晃动练习。
（２）假动作变化突然性不强。纠正方法：提高腰、腹部力量，多练变向跨步跑和变速

跑。
（３）假动作运用时机不好。纠正方法：提高分析判断能力，学会根据双方场上情况掌

握控球时机和距离。
（八）守门员技术

守门员技术的高低、反应的敏捷程度和竞争意识直接影响全队的士气与最后一道门户

的牢固。守门员技术可分为接球、扑接球、拳击球、托球、掷球和抛踢球。

１技术要领

（１）接球。
接地滚球：接地滚球分直立和单膝跪立接球两种。直立接球时，两脚要自然并拢不留

空隙，脚尖对准来球，上体前屈，两臂自然下垂近地，手指自然张开，手心向前，两手接

球底部，接球后两臂同时弯曲，并互相靠拢，将球提至胸前紧抱；单膝跪立接球时，两腿

向侧前方开立，前腿弯曲，后腿跪立，膝关节接触地面，并靠近前脚跟，不留中空，上体

前倾，两臂下垂，掌心对准来球方向，两手接球底部，接球后将球抱至胸前。
接高球：两手自然张开，拇指相对，食指与拇指成桃形，当手触球时，手腕和手指适

当用力将球接住，同时屈肘、回缩并下引，顺势翻掌将球抱于胸前。要求判断球路与落点

要准，跑动、起跳要准。
接平球：接球前两臂屈肘置于胸前两侧，在球接触胸前的一瞬间，两臂夹紧，收缩两

手抱住球的侧上部，迅速置于胸前。
（２）扑接球。
侧地扑接低球时，先向来球跨一步，接着身体以一侧小腿、大腿、臀部、上体和小臂

依次着地，同时两臂向前伸出，同侧手掌对准来球，另一侧手掌在球的上方对准来球，触

球后手指、手腕用力，屈肘把球收回胸前，然后起立。
（３）拳击球。
可分为单拳击球和双拳击球。单拳击球时，屈肘、握拳于胸前，跳起快速冲拳，以拳

面将球击出；双拳击球时，双臂屈肘握拳于胸前，两拳靠拢，当跳起到最高点时，双拳同

时快速冲击，以拳面将球击出。
（４）托球。
起跳后身体成背弓，单臂快速上伸，手掌前部和手指用力将球向后上托出。
（５）掷球和抛踢球。
掷球有单手低手掷球和肩上掷球，抛踢球有自抛踢下落球和踢反弹球。

２练习方法

（１）准备姿势与移动模仿练习。
（２）手形模仿动作和手形变换练习。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１７４　　

（３）接手抛或脚踢的球。距离由远到近，力量由小到大，角度由小到大。
（４）倒地接球模仿练习。
（５）坐地、跪地、半蹲扑接手抛的球。
（６）在沙坑里或在垫子上扑接手抛或脚踢的球。
（７）在球门中央进行扑接球练习。
（８）结合实战的扑接球练习。

３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选位与移动不合理。纠正方法：学会寻找选位的参照物，如以点球点、球门柱、
罚球区弧线等作为选位的参照物；提高判断各种来球的高度、距离、方向等能力，选准移

动距离、时间和接球点；强化移动的反应能力。
（２）接球不稳。纠正方法：多练缓冲接球的模仿动作；巩固接各种来球的正确手形；

强调先移动到位，在有准备的情况下接球。
（３）衔接动作不好。纠正方法：多练综合性的技术，提高衔接能力，提高制动后的起

动速度；有意制造某种困难条件，去完成下一个技术动作。
（九）掷界外球

１技术要领

掷球时，后腿用力，上体带动两臂急速前摆。当球摆至头上时，用力甩腕。

２练习方法

（１）持球做原地和助跑掷界外球的模仿动作。
（２）原地或助跑掷球练习。距离由近及远，并在准确性上提出一定要求。

３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掷球违例。纠正方法：讲清掷界外球规则，分析违例原因，多练原地持球或助跑

掷界外球的模仿动作。
（２）掷球不远。纠正方法：发展肩的柔韧性和腰腹肌力量，提高腿、腰、臂的协调配

合能力。

足球的基本战术

足球比赛攻守过程中采取的个人行动和集体配合，称为基本战术。
足球战术可分为进攻战术和防守战术两大类。在进攻战术和防守战术中都包含着个人

和集体的战术。

一、比赛阵形

比赛阵形是指比赛场上队员的基本位置排列，是本队攻守力量搭配和分工的形式。选

择阵形要以本队队员的特长、体能、技术水平与对手的特点为依据。
根据队员的职责和排列的层次，阵形分为后卫线、前卫线和前锋线。阵形的人数排列

原则是从后卫数向前锋的，守门员不计算在内。
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阵形有 “４－３－３”、“４－４－２”、“４－１－２－３”、“３－５－２”

等。在以上阵形中，除 “４－４－２”阵形以防守为主、反击为辅外，其他阵形均以进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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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尤以 “３－５－２”阵形更为突出。

二、进攻基础战术

（一）个人进攻战术

个人进攻战术包括摆脱、跑位、运球过人等。这是在对方紧逼防守的情况下采取有效

措施，摆脱自己的对手，跑到有利的位置，接应控制球的同伴巧妙地传球配合以达到进攻

的目的。
（二）局部进攻战术

局部进攻战术指两人以上的战术配合行动。此战术可以丰富和完善全队的进攻战术，
是实施全队战术的基础。一般常用的有斜传直插二过一、直传斜插二过一、踢墙式二过一

和三过二进攻配合等。两人的局部配合是集体配合的基础。
（三）集体进攻战术

（１）边路进攻：它主要通过边锋或交叉到边上的中锋，直接插上的前卫、边后卫，运

用个人带球突破或传球配合突破对方防线传中 （外围传中、下底传中、切底迂回 传 中），
由中锋在另一侧包抄射门。

（２）中路进攻：中路进攻能直接威胁球门，但中间防守队员密集，不易突破，因此通

过中锋、内切的边锋或插上的前卫间的配合或个人运球过人等方法突破对方防线。
（３）转移进攻：当一侧进攻受阻，另一侧进攻有利时要及时、快速地转移进攻方向。

此方法多是采用有效而准确的中长距离传球来实现的，以拉开对方的一边防守，达到声东

击西的进攻目的。
（４）快速反击：在防御中积极拼抢，一旦得球，乘对方立足未稳时，快速传球，以多

打少，达到射门得分取胜的目的。

三、防守基础战术

（一）选位与盯人

选位与盯人既是防守战术，也是重要的个人技术。选位时，防守队员一般应处于球门

中心与对手之间的直线上。盯人时应采用 “有球紧、无球松”和 “远松近紧”的方法，即

对有球的、接近球和逼近球门的对手采用紧逼的战术；对无球的、远离球和远离球门的对

手采用松动盯人的战术。
（二）保护与补位

保护是补位的前提，没有保护就不可能有效地补位，队员之间适当的斜线站位是保护

的选位要求和后卫防守站位的基本原则。补位是防守队员之间协同配合、相互帮助的一种

方法。
补位有两种：一种是队员去补空当，如边后卫插上助攻时，就由另一队员暂时补他的

位置，以防插上进攻失误后对方利用此空当进行反击；二是队员间的相互补位，即交换防

守。相互补位一般应是临近的两个同伴之间的换位，这样出现漏洞的可能性就小。
（三）个人防守战术

个人防守战术是局部和集体防守的基础，包括堵 （迎 面 堵、贴 身 堵）、抢 （迎 面 抢、
侧面抢、侧后铲）、断等技术在防守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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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体防守战术

集体防守战术有全攻全守的全场防守、半场防守、紧逼防守、区域防守，也有盯人结

合区域防守、密集防守等多种防守战术。不论采用哪种战术都要考虑到本队的特长，更要

针对对方的进攻战术，采用有效的防守战术，阻止对方的进攻。
（五）造越位战术

造越位战术是防守队员主动制造对手越位的配合，以破坏对方的进攻节奏和攻势，是

由守转攻的一种手段。

四、定位球战术

（一）角球进攻战术

角球进攻战术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将球踢至球门前，由头球能力强的同伴争抢头球射

门；另一种是短传配合，它是在己方头球能力较差或碰到较大逆风时运用。
（二）球门球

发球门球的原则是及时、快速、准确、有效地发起进攻。发球门球时守门员与后卫做

一次配合，也可踢远球给进攻的一线队员。
（三）任意球

分直接任意球和间接任意球两种。罚直接任意球可采用穿墙和弧线球直接踢入，或者

采用过顶吊人传切配合；罚间接任意球时，传球次数要少，运用假动作声东击西，传球要

及时，以免越位。
（四）点球

要求主罚队员沉着、机智，有高度信心及熟练的假动作技术和过硬的脚法。

足球运动基本竞赛规则

一、比赛场地

（１）足球比赛场地必须是长方形的平整场地，其长９０～１２０米，宽４５～９０米。国际

比赛场地长１００～１１０米，宽６４～７５米。设在４００米跑道的田径场内的足球场，一般以长

１０５米，宽６８米 为 宜。基 层 比 赛 可 因 地 制 宜，但 在 任 何 情 况 下，场 地 的 长 度 必 须 大 于

宽度。
（２）场上各线应用熟石灰粉或白浆标画清晰，线宽不得超过１２厘米，并与球门柱的

宽度相等，各线不得做成 “Ｖ”形凹槽。
（３）角旗：场地四角必须各竖一平顶的旗杆，杆高至少１５０米，上挂一面小旗，称

角旗。
（４）中线旗：在中线两端的边线外至少１米处各竖一面与角旗相同 的 小 旗，称 中 线

旗。
（５）球门：球门以一横木架在垂直竖立于横线上的两根立柱的顶端制成。两柱的内沿

相距７３２米，横木的下沿距离地面２４４米，立柱与横木的宽度和厚度均不得超过１２厘

米。球门后面装一球门网，球门网必须适当撑起，使守门员有充分活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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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球门区、罚球区、罚球弧和中圈的作用

（一）球门区的作用

（１）球门区是执行踢球门球的区域，踢球门球时，应把球放在球门区 的 任 何 地 点 执

行。
（２）在该区内，守门员应受到保护，当他手中无球或在空中持球时，对方队员不得向

他进行冲撞。
（３）在该区内，守方被罚间接任意球或裁判员在该区内触球时，应在距犯规地点或球

所在的位置最近的与球门线平行的球门区线上执行。
（二）罚球区的作用

（１）在该区内，守方的守门员允许用手触球。
（２）守方队员在本方罚球区故意违犯规则第十二章第一条中的任何一款者，均被罚点

球。
（３）在执行罚点球时，除守方守门员及主罚队员外，其他队员必须在罚球区和罚球弧

外的场内。
（４）在踢球门球或守方罚任意球时，必须将球直接踢出罚球区，比赛方为开始，否则

重踢。
（５）在踢球门球和罚任意球时，对方队员必须退出罚球区，并距球至少９１５米远。
（三）罚球弧的作用

在执行罚点球时，除守方守门员和主罚队员外，其他队员必须站在罚球弧外。
（四）中圈的作用

当在中圈开球时，守方队员必须站在中圈以外，在比赛开始前不得进入中圈。

三、队员、替补队员

（１）每一场比赛由两队参加，每队上场的队员不得多于１１人。其中必须有１名为守

门员，在比赛开始或比赛进行中，某队队员人数不足７人时，该场比赛应认为无效。
（２）被替补出场的队员不得再上场比赛。在比赛中，队员被裁判员罚出场后，不得由

其他队员替补。
（３）场上队员可以和守门员互换位置，但须事先通知裁判员，并应在比赛成死球时进

行。

四、球出界和球入门

（１）球的整体在地面或空中越出边线或端线，才算球出界。
（２）球的整体从两门柱及横木下越过球门线外沿的垂直面时，判为对方胜一球。

五、越位

（一）越位的概念

当队员踢球 （顶球、触球）时，同队队员在对方半场内所处的位置在球的前面，并在

他与对方端线之间，对方队员不足二人时，该队员即为越位。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１７８　　

根据上述概念，越位是由下面两个因素构成：
时间因素———当同队队员向他传球时。
位置因素———当队员处于越位位置时，即该队员在对方半场内，在球的前面，并且对

方队员不足二人时。
（二）如何判罚越位

（１）当处于越位位置的队员与同队正在踢球的队员构成传接关系时，即应判罚该队员

为越位。
（２）当裁判员认为处于越位位置的队员，在其内队队员踢球的一刹那，该队员从越位

位置取得利益时，应判罚该队员越位。
（３）如果队员仅仅处在越位位置时，可直接接得球门球、角球、界外球、裁判员坠球

时，不判该队员越位。

六、直接任意球和点球

（１）在比赛进行中，队员故意违犯判罚直接任意球的九款 （规则第十二章第一条）规

定中的任何一款者，应由对方队员在犯规地点罚直接任意球。
（２）如果守方队员在本方罚球区内故意违犯九款中的任何一项者，不论当时球在任何

位置，均应被判罚点球。

七、合理冲撞

双方队员的目的是为了争得球，而球又在该队员控制范围之内，并以肩以下、肘关节

以上的部位去冲撞对方的相应部位，冲撞的力量适当，冲撞时臂不得张开。

八、间接任意球

（１）队员违犯判罚间接任意球的五款 （详见规则第十二章第二条）规定中的任何一项

者，由对方队员在犯规地点罚间接任意球。如果队员在对方球门区内犯规，则由对方队员

在犯规所发生的半边球门区内的任何地点执行。
（２）如果攻方队员在对方球门内踢间接任意球，应在距犯规地点最近的、与球门线平

行的球门区线上执行。

九、手球判罚

如果守方队员在本方罚球区故意用手触及球，均应被判罚点球。

十、警告与罚令出场

（１）在比赛中，根据队员犯规的事实所给予的警告和罚令出场的处罚，是对队员进行

教育的一种手段，也是为了保证比赛能够顺利进行的有力措施。因此，在队员违犯了警告

和罚出场的条款 （规则第十二章第三、四条）中的规定时，裁判员应及时给予处罚。
（２）在准备执行处罚时，裁判员应停止比赛，并向被罚队员出示黄牌或红牌，表示警

告和罚出场。使场内外的队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和观众等都清楚该队员所受到的处罚，
同时达到教育队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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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守门员违例

这是指守门员在本方罚球区内违反 “四步规定”、“第二次用手触球”及故意延误时间

的犯规。
（１）允许守门员行走的 “四步”可连续使用或分开使用，但应累计计算。有时守门员

快速跑动中跳起接球，落地后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而向后或向前走了几步，不应计算在四步

之内。
（２）当守门员用手控制球后，一旦将球置于地上或传出，即为进入比赛状态，这种情

况不论出现在行走四步之前、之中或之后。当处于罚球区外的同队另一名队员触球后，守

门员如接同队队员回传球，应判罚间接任意球。

第四节　网　　球

网球运动概述

网球运动的起源及演变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网球孕育在法国，诞生在英国，开始普

及和形成高潮在美国，现盛行全世界，被称为世界第二大球类运动。
网球运动起源于法国。早在１２～１３世纪，法国传教士常常在教堂的回廊里，用手掌

击打一种类似小球的物体，以此来调剂刻板的教堂生活。渐渐地这种活动传入法国宫廷，
并很快成为王室贵族的一种娱乐游戏。当时，他们把这种游戏叫 “ｊｅｕｄｅｐａｕｍｅ”（法语，
用手掌击球的意思），即 “掌球戏”。开始，他们是在室内进行这种游戏，后来移向室外，
在一块开阔的空地上，将一条绳子架在中间，两边各站一人，双方用手来回击打一种裹着

头发的布球。１４世纪中叶，法国王储将这种游戏使用的球赠给英王亨利五世，于是这种

游戏便传入英国。英国人将这种球叫 “Ｔｅｎｎｉｓ”（英文，网球），并流传下来，直到现在。

１８７３年，英国的温菲尔德少校改进了早期网球的打法，并将场地移向草坪地，同年

出版了 《草地网球》一书，提出了一套接近于现代网球的打法。１８７４年，又规定了球网

的大小和高低，在英国创办了简易的草地网球比赛规则后，１８７５年英国板球俱乐部修订

了网球比赛规则后，于１８７７年７月举办了第一届温布尔登草地网球锦标赛。后来这个组

织又把网球场地定为２３７７米×８２３米的长方形，球网中央的高度为９９厘米，并确定了

每局１５、３０、４０平分的记分方法。１８８４年，英国伦敦玛丽靳本板球俱乐部把网中央高度

定为９１４厘米，至此，现代网球正式形成。在欧美也迅速发展成为一项深受欢迎的球类

运动。

网球基本技术与练习方法

一、握拍法

网球的握拍方法基本上分为东方式、大陆式、西方式３种。几种不同握拍方式的区分

主要是看持拍手的 “Ｖ”形虎口所对拍柄各棱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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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拍柄是八边形，球拍在垂直地面时，拍柄的八个边 （棱面）分别为：上平面、下

平面、左平面、右平面、左上斜面、右上斜面、左下斜面和右下斜面 （图８４１）。
（一）东方式握拍法

东方式握拍法类似于与人握手，故称为 “握手式”握拍法，包括正手握拍法和反手握

拍法。其优点是可达到最大的用力效果并适于打任何高度的球，尤其适合反弹球；缺点是

反手击球时控拍稳定性相对较差，正、反手击球需要变换握拍方向。

图８４１

１正手握拍法

球拍与地面垂直，“Ｖ”形虎口对准拍柄右上斜面，食指根部关节紧贴垂直面。手掌

边缘与拍柄底部齐平，掌心和手指与拍柄最大面积贴合在一起，食指与拇指略微分开。

２反手握拍法

将正手握拍改 为 反 手 握 拍，只 需 将 “Ｖ”形 虎 口 向 左 移 动，对 准 拍 柄 左 上 斜 面 的 上

缘，食指根部关节紧贴在右上斜面即可。
（二）大陆式握拍法

大陆式握拍法正、反手击球无需交换拍面，“Ｖ”形虎口位置介于东方式正、反手握

拍法之间，大拇指与食指不分开，类似于握锤状，故称 “握锤式”握拍法。其优点是无论

正、反手都能以不变的握法击球，如发球、正反手击球、截击球和高压球等，尤其适合截

击球；缺点是击反弹球时扭着手腕，要有相当的腕力，击球时的稳定性易受影响，同时回

较高部位的球也比较困难。
（三）西方式握拍法

西方式正手握拍法，“Ｖ”形虎口对准右上斜面下缘，反手击球时无需变换握法，只

需将球拍转到另一拍面击球。其优点是击高球时威力比较大；缺点是这一握拍法比较难掌

握，尤其是打较低部位的球。通常为善于击强烈上旋球的球员所采用。
（四）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虎口离球拍柄端太远。讲解并示范正确握拍方法，用改进的握法练习击球。
（２）握拍太紧像握锤子，手指并在一起。握拍手指不要并拢太紧，手指之间应略有空

隙。
（３）握拍无力，太松。适当加大握拍力量，强调在球拍触球瞬间更握紧球拍。



　
　
　
　
第
八
章
　
球
类
运
动

１８１　　

二、准备姿势

（一）动作要点

面对球网，双脚开立，略比肩宽，膝部放松微曲，上体稍前倾，身体重心置于两脚前

脚掌之间，脚跟稍抬起。右手轻握球拍，左手扶住拍颈，球拍置于胸腹前，拍头指向前方

略偏左，微上翘，高于握拍手腕，两肘轻触腰侧部，目光 注 视 着 球。重 要 的 是 身 体 要 放

松，要根据来球迅速地移动，做出正手击球还是反手击球的判断。

完整击球动作的挥拍过程是由准备姿势、后摆、前挥、击球、随挥和回到准备姿势这

６个阶段组成。
（二）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判断差，移动慢。养成注视来球，随球方向迅速移动的习惯。
（２）球拍后摆的动作不及时。球飞行期间，及早判断来球靠转动身体来配合后摆动作。
（３）准备击球前身体没有侧向来球。强调击球前要上步，使身体侧向来球，右手持拍

者正手击球，最后一步应左脚在前。反复练习上步模仿击球动作。
（４）后摆动作过大过高。肘关节与身体应保持合适距离，上臂不要抬得太高。多做模

仿动作。

三、正手击球

正手击球是网球运动最基本的技术，也是比赛中得分和调动对方使其处于被动地位的

重要手段。其特点是速度快、力量大，球被击出后有一定的弧线，常用于底线长抽攻击，
在上网前的一击中也多使用。挥拍用力的大小、挥拍路线及利用拍面的倾斜角度是正手击

球的三大要素。
（一）动作方法

从准备姿势开始，移动到来球位置，最后一步要保持左脚在前，左肩和胯侧对来球，

重心在右腿上。转肩并弧形向后充分挥拍，拍柄底端对着来球方向，拍头略高于手，手臂伸

展，肘弯微屈，眼睛注视来球。向前挥拍迎球时支撑脚蹬地转体，带动手臂向前挥动，重心前

移左脚。绷紧手腕，握紧 球 拍，由 低 向 高 挥 至 身 体 右 侧 前 方７０～８０ｃｍ腰 肩 之 间 高 度 上 击

球。球拍触球时，拍面垂直或稍前倾，尽量用拍中心点击球中部或中上部。击球后球拍自然

地随惯性挥至身体的左侧前上方。击球动作完成后迅速还原成准备姿势（图８４２）。

图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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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步法错误妨碍重心移向击球方向。多做击球前正确上步练习，击球动作完成后，
重心随之移向击球方向。

（２）击球不及时或离身体太近，造成拍头垂落。可采用对墙练习或多球练习，掌握合

适的击球点，特别强调球拍触球时，击球点要在前脚附近，并在体侧７０～８０ｃｍ处。
（３）腕部力量不足，过分转动手腕。击球动作不只是靠手腕，主要是靠手臂与转体的

配合来完成。可通过在底线打深度球纠正错误的动作。
（４）抽击时膝盖过于挺直，而身体又过于弯曲。可通过对墙练习和打落地球来掌握正

确的击球点。

四、反手击球

反手击球是球落在身体左侧采用的一种击球方法，是网球的基础技术之一。一般人往

往是正手技术掌握好于反手，所以常常是对手攻击的一个薄弱环节。
（一）单手反手击球

单手反手击球有进攻性和防守性两种。

１进攻性反手击球

进攻性反手击球是对球施加上旋，球过网后速度较快，球落地后的前冲力较大，给对

方一定威胁的进攻性打法。
动作方法：当来球飞向反手方向时，应立即转换球拍的握法，移动到位的最后一步要

保持右脚在前，左转体，使右肩和胯侧对来球，球拍向左后挥摆。持拍手臂的肘部保持适

当翘起。在迎球过程中，挥拍手臂与向右转体动作相配合，使球拍由低向高挥动，拍与球

碰撞的击球点在身体左前方３０～４５ｃｍ处的腰肩之间高度上击球。球拍触球时手腕绷紧，
握紧球拍，拍面垂直或稍后仰，尽量用拍中心点击球中部或中上部。击球后球拍随势挥至

身体的右侧前上方。击球动作完成后迅速还原成准备姿势 （图８４３）。

图８４３

２防守性反手击球

防守性反手击球亦称下旋球，即反手削球。削球是一种产生强烈后旋球的打法，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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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起时有较强的制动作用。削球在空中逗留的时间相对较长，是擅长上网截击的选手常用

的理想打法。
动作方法：反手削球的基本动作要领与上旋球基本相同。惟一的区别是球拍从后上方

带着较轻松的前冲力朝着球的侧下方挥去，球拍平缓地由上向下挥动。触球之后，球拍仍

稍向下运动，然后再平缓地向击球方向运动。在击球的瞬间，拍面与地面成垂直或稍稍后

倾 （后倾不能超过１０°）状态，固定手腕，把球又低又平地切削过网。击球点相对打上旋

球的击球点稍后些，击球动作结束时，球拍与腰平或稍高于腰的位置。
（二）双手反手击球

双手反手击球是许多运动员在端线附近抽击反手球时常用的方法。双手挥拍多靠转体

配合，拍面的稳定性强，击球力量也比单手反手要大，易拉出强烈的上旋球，只是其击球

点比单手反手抽球更近身一些，并且要多跑动一步才能选好合适的击球位置。
动作方法：当来球飞向反手方向时，移动到位的最后一步保持右脚在前，身体右侧朝

向来球方向，双手握拍向左挥摆至腰侧，右臂伸展较大，左臂弯曲，重心在左脚上，眼睛

从右肩上注视来球。在迎球过程中，挥臂与转体动作配合，使球拍由低向高挥动，拍与球

碰撞的击球点较单手反手击球点略靠侧后稍近一点的位置。双手握紧球拍，拍面垂直或稍

后仰，用拍的中心击球的中部位置。击球后双手随势挥至右侧头部高度或屈肘挥至右肩后

上方。
（三）反手击球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后摆引拍、前挥击球时转肩转体跟不上。纠正时要强调早转肩，早后摆，挥拍与

转体要协调配合，转体 （腰部转动）带动挥拍击球。多打落地球，体会正确动作。
（２）反手击球时肘部弯曲较大。可通过打自抛的落地球或打下降球予以纠正。
（３）结束动作时球拍在身体右侧挥动的幅度不够大。可多做反手抽击模仿练习，要求

结束动作时上体右转，配合向右前上方挥拍，以增大随球前送的力量。
（４）打削球时，击球点过低造成捞球的姿势，回球弧度高没有威胁。强调由上而下挥

击球，球过网时要低而平。
（５）其他常见错误多同于正手击球。
（四）正、反手击球的练习方法

（１）熟悉球性练习。如用拍子拍球、掂球和抛接球，两人反弹传接球，单人对墙反弹

传接球等。
（２）挥拍练习。网球是一项肌肉记忆性项目，挥拍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动力定型。
（３）做好后摆引拍动作。自己或同伴抛定点球，练习正、反手击球。
（４）对墙练习。练习者站于距墙４５～６ｍ的地方练习击球，在墙上１ｍ左右高 度 标

记，每次争取将球击到标记的上沿附近。
（５）按击球前的准备姿势站好，把球抛至击球点的地面垂直弹起，做击球练习，反复

进行练习。
（６）在对方半场内设置一个区域，一人喂球，一人练习将球击到设置的区域内。
（７）多球练习。练习者可固定击球位置，反复练习正、反手击球，熟练后可练习直线

面球、斜线击球等不同方向的击球练习。
（８）两人场上对打。初学者可采用小场地 （即发球线和球网之间）进行对打练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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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力，强调手上对球的控制，熟练后可加大击球力量，退至底线进行对打练习。对打时

还可以根据水平的不同规定不同的击球路线，如直线或对角线练习，一点打两点或两点打

一点的练习等。

五、发球和接发球

（一）发球

在现代网球运动中，发球是最重要的技术之一，是惟一能由自己掌握而不受对方影响

与干扰的技术。发球不仅是比赛开始的第一个动作，更是进攻的开始。好的发球应具有攻

击性，使发出的球在速度、力量、旋转和落点方面有所变化。
发球基本有三种：平击发球、上旋发球和切削发球。
平击发球几乎没有旋转，球速快，力量大，落点深，往往给对方造成很大威胁，但命

中率较低，一般用于第一发球；上旋发球发出的球带有上旋，球落地反弹较高，给对手接

球造成困难，但技术难度大，不易掌握。一般被高水平选手用于第二发球；切削发球带有

侧旋，安全率较高，可用于第一发球或第二发球，是一般选手常用的一种发球技术，较适

合初学者学习和使用。
发球时，侧身站在端线后中点和边线的假定延长线之间的区域内，发球时运动员将球

抛起，在球触地前用球拍将球击向对角的发球区。

１发球动作方法

发球时，在端线外侧面向球网站立，双脚开立与肩宽，左脚在前对着右网柱或与端线

约成４５°，右脚在后与底线基本平行，身体重心置于后脚，两脚尖连线应对着目标方向。
抛球时，球拍开始靠近膝关节向后下方挥动，双膝微屈，身体成 “反 弓 形”，右 肘 弯 曲，
使球拍在背后下垂，左臂和左肩上举，掌心向上将抛起后，身体向前移动，球拍在身后做

环绕动作，肘关节抬起，腿部肌肉用力，身体由屈到伸，重心移至前脚，手臂和球拍尽量

向上伸展，拍头朝前，在身体右前方最高点击自上而下的球。触球瞬间，手腕向前扣击提

高拍头的加速度。发球动作结束时，球拍向左下挥过身体，后脚摆过端线 （图８４４）。

图８４４

２发球的练习方法

（１）抛球练习。左手持球，反复做向上抛球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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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模仿挥拍练习。
（３）抛球和击球动作配合练习。
（４）命中目标练习。当抛球和挥拍击球的动作正确、协调地完成后，就可以进行发球

练习了。为提高发球命中率，可在对面场地发球区的内角或外角设置目 标，采 用 多 球 练

习，提高发球的准确性和熟练性。

３发球易犯的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抛球不稳，勉强发球。纠正方法是反复练习向上抛球动作。强调利用手臂惯性垂

直上抬，在手掌走势最高点 （手指撒开）将球抛出。若未能抛在最佳位置上，不要勉强击

球。
（２）后摆没有下垂球拍，拍头向上直接拍球。纠正方法是先从手体会向后下方挥引球

拍、拍头下垂的练习，再采用多球练习，连续发球。
（３）发球时击球点把握不准，纠正时，强调不同发球方法击球点的适宜高度，高度略

低于个人手臂加拍长。可多做徒手模仿发球动作或用多球练习，重点放在选择合适的击球

点上。
（４）发球时手腕过于僵硬。没有扣腕动作，球压不下来。纠正方法是发球时挥拍至最

高点后手腕向前扣击，带动手臂向前下方挥动。
（二）接发球

接发球的站位，一般位于端线附近，力求在接发球时向前侧移动击球，接发球时应注

意力集中，消除紧张心理，两脚左右开立，略宽于肩，屈膝重心下降，上体稍前倾，脚跟

略提起，重心可在两脚间左右移动。抬头注视对手的发球动作，盯住对手抛球的位置。预

先判断发球的方向和旋转。对方第一次发球时多采用大力发球。站位应偏后一些。如果对

方是第二次发球，站位可略向前移，以便于采取攻击性的还击。
眼睛始终盯住球，球动人动，在对方击球的瞬间就应作好判断并开始移动。接发球与

一般的击落地球的最大区别就是尽量早些向后拉拍并减少后摆幅度。击球时绷紧手腕以控

制好拍面角度，握紧球拍以免拍面被震转动，同时用充分的随挥动作加长击球时间，击完

球后迅速回到场地中央准备下一次击球。
接发球前观察对方行动，考虑自己的回球路线和落点，对控制对手发球后抢攻有着重

要意义。

六、截击球

截击球是指在对方来球未落地之时，将球回击到对方场区，由于截击球一般都站在网

前，回球距离短，速度快，使对手无法或难于应付，因而它是一种攻击性击球方法。
（一）动作方法

网前截击球正反手皆采用大陆式握拍法。截击时，身体姿势和双脚的站立与正、反手

击球时基本相同，一般站在发球线与球网间的中央或稍后的位置上。截击的准备应更加积

极，眼睛注视来球，身体屈膝前倾，持拍于体前，拍头要高于持拍手臂及球网。辅助手托

住球拍颈部。来球时，迅速转肩，带动球拍向后，左脚向前跨出一步迎前击球。后摆球拍

的幅度要小，速度要快。击球点在身体侧前方，注意击球时要保持球拍高于手腕，手腕固

定，球拍握紧，球拍不能转动，重心放在前脚上，随挥动作要短，稍向前送出即可。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１８６　　

上网截击要十分警惕对方的破网和挑高球，因此站位的选择很重要，一般站位于对方

破网的直线和斜线所形成的夹角的平分线上，并且多注意保护直线空当。
截击球除要打深落点和打斜角度外，也可以用截击打法回击短球。
（二）正反手截击的区别

正反手截击的区别在于反手截击比正手截击的击球点要靠前一些。因此，要及早跨出

右脚，重心也置于右脚上，击球后右臂伸展，向前下方压送。
（三）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后摆过大。以转体附加后摆的动作，可防止后摆过大现象。可采用一人在网前截

击，两人在底线连续抽球的方法练习，也可采用多球练习。
（２）腕力不足，难以有力地截击来球。强调在球拍与球碰撞的瞬间，手腕增大握力，

同时伴以转体压球动作。在网前可通过１对２方法练习，或采用多球练习。
（３）截击球没有靠身体帮助压球，而是只靠手腕。强调截击球时多靠身体转动带动球

拍压球，触球瞬间要紧握球拍。可通过个人对墙连续击空中球的练习，或多球练习纠正动

作。
（四）截击球的练习方法

（１）挥拍练习：练习时可背对墙壁或挡网，以避免后摆引拍过度。
（２）多球练习：一人送 （喂）球，练习者站于网前连续截击正反手球，随着击球动作

熟练性和程度的提高，练习截击不同高度、不同力量的来球，有意交替应用正反手截击技

术。
（３）对墙练习：离球３米，反复练习正反手截击球技术。
（４）两人对练：可两人同时在网前进行截击练习，也可一人在网前、一人在底线进行

练习。

七、挑高球和高压球

（一）挑高球

挑高球就是指将还击的球越过网前对手的头顶落入对方场区。挑高球 可 以 是 防 守 性

的，也可以是进攻性的。挑高球分平击挑高球、上旋挑高球和下旋挑高球等多种，一般要

求落点深，动作隐蔽。
挑高球的方法是把球拍送到球下面去挑托球，要将手腕绷紧，拍面开放，击球的后下

方，球拍与球的接触时间要长，随挥动作要充分。如果是进攻性上旋高球，则要求拍头低

于来球，击球时抖动手腕，产生强烈摩擦，使球剧烈向前旋转，落地前冲。
（二）高压球

高压球是专门用以对付对方挑高球的。高压球多用于网前的 击 球 动 作，当 自 己 上 网

时，对方挑高球，根据对方来球高度判断采用原地、跳起或后退高压球。在头顶上空用扣

杀动作还击来球。对底线附近弹起很高的球有时也会采用高压球。高压球多用正拍，反拍

（手）高压球的击球点要稍稍靠前。
打高压球要移动快、早侧身、高举拍和找准击球点。高压球一般以平击高压为主，也

可以用切削高压打角度和落点。若对方将球挑得既高又深时，可以打落地高压球，但要快

速侧身后退，眼睛不离球，步子退足后再向前做高压击球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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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球和发球动作相似，主要区别在于向后引拍的动作比发球简短。打高压球时，必

须迅速地移向球的下方，左肩向前。上体右转，抬头仰视球，同时使球拍垂向背后，重心

在后脚，做好高压球的准备动作。当球下落到合适的高度时，重心前移，左脚蹬地起跳，
在头部上方向前下方扣击，完成高压动作。

（三）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动作不够隐蔽，过早把球拍朝天，使对方有心理准备。要求击球前准备动作和抽

击一样，拍面与地面垂直，击球时拍面突然朝天。
（２）球挑得不够高，不够深。要求将球挑到底线附近，且尽量往高处挑。
（３）未移动到来球下落处击球。要求眼睛跟住球，判断移动快。可多做连续还击高压

球的多球练习，注意移动到球的下落处再打高压球。
（４）高压时上体前倾或后仰过大，完全依赖手腕用力。可用多球练习，选好击球点。

强调身体的协调配合用力，上体前倾或后仰不能过度，保持好平衡。

八、放短球

（一）动作方法

放短球一般是处在网前的击球员突然回击近网短球，使活动于底线的 对 手 来 不 及 还

击。此外，也可用来迫使不善于网前击球的对手因上网而受困。放短球时要求多用手腕动

作，带有削击性质，放短球的方法是要求拍面接触球的瞬间手腕放松，拍面轻松地削击球

的侧下面，使球产生侧下旋。
放短球是一种安全率较低的击球方法，通常是在对方打过来一个浅球，自己既可以选

择打较深的球，又可以放短球的情况下，使用短球战术，动作要尽可能隐蔽，出其不意，
且只能偶尔作为突然袭击的武器使用。

（二）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放短球的位置不合适。放短球强调面对端线内较浅的来球，且自己处于主动位置

时使用，因短球飞行慢。若在端线外位置使用，很容易被对方赶上回击，处于被动。
（２）动作不隐蔽，球放得过高、过长，失去了突然性。强调击球前的假动作，在击球

时拍面稍开放，向前下方抚摸切削球的后部和底部，使球强烈下旋，以减小球落入对方场

地后的前冲和反弹高度。

九、反弹球

（一）动作方法

当对手将球打向自己脚边时，球落地后弹起瞬间用球拍借力将球推挡过网的击球方法

叫击反弹球。这是一种不得已而采用的被动击球方法，通常是在发球线和端线之间的无人

区内，当发球员发球后向网前跑去时，对方的回球已到脚边，既来不及后退抽击，又来不

及上网截击，只好停下来打反弹球。由于来球的上升力较大，一般是利用前臂带动手腕动

作把球借力推送过网，挥拍动作要求短小而快速，越接近球网，动 作 就 越 快、拍 面 越 向

上。其难点是用反弹球还击时，球拍挡球的落点判断和角度估计。击反弹球时，控制球飞

行方向的主要方法是使球拍向前倾斜，两腿弯曲要大些，侧对来球，注意上体不要过于前

倾、弯腰打球。要保持 “球拍不低于手腕”的原则，将球向上带过网。反弹球可分为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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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球、推击反弹球和抽击反弹球等。

（二）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找不准击球点。强调膝部弯曲作用，下降重心击球。

（２）拍面前倾角度不合适，落网较多。要培养良好的灵敏性和精确的判断能力。反弹

球是具有高度技巧的组合动作，要耐心学习，反复实践。
（３）向上舀球，回球过高。强调击球时的 挤 压、挡 送 动 作，随 挥 动 作 不 要 过 大、上

扬。

网球的基本战术

就战略战术而言，对不同水平的网球选手有不同的要求。运用战术，要从实际出发，

根据双方的打法和场上的具体情况而定。另外，场地条件 （如沙土地、硬地和草地）、环

境条件 （如风、阳光和室内室外）以及心理因素等都决定了对不同战术的要求。

一、单打的基本战术

（一）全面了解对手，争取战术主动

比赛前，要经过调查研究，对对手及自己进行全面分析，然后制定几套作战方案。如

了解对手技术状况 （如握拍方法、正反手击球的特点、路线、力量、站位习惯和发球威力

等）、竞技状况 （年龄、体力、个性和素质等）、心理素质及性格特征等；从思想上和心理

上做好准备。

（二）稳定性与冒险性击球的合理选用

在网球比赛中，运动员击球的目的是打死对方或迫使对方失误。因此，在早期的网球

练习中应强调稳定性为主，努力提高击球成功率，避免无故失误。当运动员的信心和技术

有所提高后，应加强对击球落点的控制，鼓励他们冒险打一些角度大、速度快非常有威胁

的球。

（三）积极调动对手，寻找进攻机会

在比赛中，利用打底线两角大角度调动对手，迫使对手在跑动中击球，消耗其体力，

同时利用刁钻的落点 （如短球、小角球等）打乱对手的步伐节奏，寻找进攻机会。

（四）攻其弱点，掌握主动

绝大部分球员的反手相对较弱，可通过反复球连续攻击对方反手，造成其心理压力，

迫使对方逐步离开场区的有利位置，再突然回击直线球攻其正手，或打反复球 （回头球）

使其转身不及，判断失误失分。

（五）发球上网

发球是创造上网截击的最佳途径，是获取胜利的有效手段。但 也 绝 非 一 发 球 就 能 上

网。要根据发球的效果，创造机会迅速上网。

（六）随球上网

在底线往返抽球过程中，对方一出现短 （浅）球，应立即抓住时机将球打到对方底线

反手深处，随球上网，准备打截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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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接发球上网截击

当对方发球后不上网且球的力量不大、角度不刁时，接发球者 应 打 其 反 手 深 处 或 后

场，随即上网截击。若因二发球的落点浅、反弹高，则可用切削放短球 （小球）的方法迫

使对手被动回球，随即上网截击。
（八）阻止对方发球上网

当对方发球上网时，最有效的方法是把球击向对手脚部。如对 手 已 占 据 网 前 有 利 位

置，则应采用角度较大的两边破网战术和挑得既高又深的挑高球战术应对。
总之，在单打战术的运用上，要力争牵着对手打，使对 方 跟 着 自 己 的 节 奏 变 化 而 变

化，决不能跟着对方走。要善于抓住对方弱点，用好自身长处。要根据场上情况，灵活多

变，不断进行战术调整，才能使技术发挥充分，争取胜利。

二、双打的基本战术

双打是两人配合的比赛项目，队员间要能够预料和理解同伴的意图，在站位和技术上

互补，才能打出好的战术配合。相对于单打战术而言，双打战术更为复杂，对技术的要求

更全面，其战术体系与单打战术体系不一样。双打战术与单打战术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
（一）第一发球的方式及命中率要求不同

一般单打第一发球的力量较大，多用平击的大力发球，因此命中率比较低。而双打要

求发球上网 （特别是男子双打必须发球上网），要求第一发球的命中率在９０％以上，所以

多采用命中率较高的切削发球或上旋发球，落点发在对手的弱点上，以利于上网。
（二）在击球的路线和落点上不同

以单打的底线战术为例，在慢速场地和女子比赛中广为流行的战术是以正、反拍抽击

直线深区为基本路线和落点来组织进攻的。而双打由于两人并肩站位，有效的击球线路和

落点多为中路和小斜线，球过网的高度要尽量低，以防对手截击。高水平的双打有时会拉

开对方，攻中间空当，巧妙地把球打到对方的脚下，迫使对方从下向上击球，从而抓住时

机上网截击。有时落点比力量更重要。
（三）战术的特点与分类不同

如果说单打战术可以简单地分为底线型、网前型和综合型，那么在高水平的双打比赛

中，发球局几乎是清一色的网前型，不论在什么性能的场地上，也不论是男双、女双还是

混双，两人不利用发球抢攻夺下发球局，想在接发球时反攻就比较困难了。即使这样，接

发球时也要全力反扑，伺机上网，比赛中经常出现双方运动员都在网前激烈对攻、短兵相

接的局面，且双打中可采用 “二打一”战术，多攻较弱队员。这在单打比赛中是很少出现

的。
（四）击球方式不同

双打较单打需要更加全面的技术，高水平的双打比赛几乎是发球、接发球、截击球、
破网、高压球和挑高球的比赛，凌空击球的次数明显增加，随之出现了许多高难技术，如

接发球破网、接发球挑高球、反弹球、截击挑高球和放轻球、追小球破网等，这都是双打

战术的需要。因此，双打运动员比单打运动员要求具有更好的截击和高压球技术。
（五）双打比赛的发球局得胜率比单打比赛高

由于双打比赛发球局有一人可以抢先占据网前的进攻位置，再加上发球者的有力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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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使得发球方得胜的概率明显增多。一旦一方丢失发球局，则很难挽回该盘比赛的劣

势。如果在势均力敌的较量中，局数战至６平，打小分时的发球，则不可轻易丢失，不然

就很难胜出。

网球运动基本竞赛规则

一、发球

１发球前的规定

发球者在发球前应站在端线后、中点和边线的假定延长线之间的区域里，用手将球抛

向空中任何方向，在球接触地面以前，用球拍击球 （仅能用一只手的运动员，可用球拍将

球抛起）。球拍与球接触时，就完成球的发送。

２发球时的规定

发球员在整个发球动作中，不得通过行走或跑动来改变原站的位置。两脚只准站在规

定位置，不得触及其他区域。

３发球者的位置

（１）每局开始，先从右区端线后发球，得或失一分后，应换到左区发球。
（２）发出的球应从网上越过，若到对角的对方发球区内，或过周围的线上。

４发球失误

未击中球；发出的球，在落地前触及固定物 （球网、中心带和网边白布除外）；违反

发球站位的规定。发球者第一次发球失误后，应在原发球位置进行第二次发球。

５发球无效

发球触网后仍然落到对方发球区内或接球者未做好接球准备均应重发球。

６交换发球

第一局比赛终了，接球者成为发球者，发球者成为接球者。以后每局终了，均互相交

换，直至比赛结束。

二、通则

１交换场地

双方应在每盘的第１、３、５等单局结束后，以及每盘结束双方局数之和为单数时，交

换场地。

２失分

发生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均判失分。
（１）在球第二次着地前，未能还击过网。
（２）还击的球触及对方场区界线以外的地面、固定物或其他物件。
（３）还击空中球失败。
（４）故意用球拍触球超过一次。
（５）运动员的身体、球拍，在发球期间触及球网。
（６）过网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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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抛拍击球。

３压线球

落在线上的球都算界内球。

三、双打

１双打发球次序

每盘第１局开始时，由发球方决定由何人首先发球，对方则同样地在第２局开始时，
决定由何人首先发球。第３局由第１局发球方的另一球员发球。第４局由第２局发球方的

另一球员发球。以下各局均按此次序发球。

２双打接球次序

先接球的一方，应在第１局开始，决定何人 先 接 发 球，并 在 这 盘 单 数 局，继 续 先 发

球。对方同样应在第２局开始时，决定何人先接发球，并在这盘双数局继续先接发球。他

们的同伴应在每局中轮流接发球。

３双打还击

接发球后，双方应轮流由其中任何一名队员还击。如运动员在其同队队员击球后，再

以球拍触球，则判对方得分。

四、计分方法

１胜１局

（１）每胜１球得１分，先胜４分者胜１局。
（２）双方各得３分时为 “平分”，平分后，净胜两分为胜一局。

２胜一盘

（１）一方先胜６局为胜１盘。
（２）双方各胜５局，一方净胜两局为胜１盘。

３决胜局计分制

为了控制比赛时间，近十几年普遍采用平局决胜制，即当局数为６∶６时，只再打一局

来决胜负。在这一局中，谁先赢得７分者为胜这一盘，如果在此局打成５∶５平分，一方仍

须连连得２分才算胜此局，即胜此盘。
（１）首先发球员只发第１分球，对方发第２、３分球，然后轮流发两分球，直至比赛

结束。
（２）第１分球在右区发，第２分球在左区发，第３分球在右区发。
（３）每６分球和决胜局结束都要交换场地。

第五节　乒　乓　球

乒乓球运动概述

乒乓球运动起源于１９世纪末的英格兰，它是双方以球拍在中间隔网的球台上轮流击

球的一项球类运动。其特点是球小、速度快、变化多，富于对抗性、技巧性和趣味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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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简单，不受年龄、性别、体质和体育基础的限制。经常参加乒乓球运动，可提高人的

灵敏性和协调性，改善心血管系统的机能，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乒乓球运动于１９世纪末作为娱乐游戏活动出现，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到２０世纪初逐

渐成为一项竞赛性、有规则规定的体育运动。从１９２６年第一届世 界 乒 乓 球 锦 标 赛 至 今，
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欧洲的全盛时期

乒乓球运动是从欧洲兴起并向世界传播的。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欧洲人主宰了世

界乒坛，特别是１９０２年英国人发明了胶皮球拍，使乒乓球技术发生了变化。由于胶皮球

拍较之木制球拍，弹性和摩擦力都要大，可以制造出一些旋转的变化，因而也就创造了一

些新的打法，同时也促进了削球技术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举办的数届世界乒乓球 锦 标 赛

中，欧洲人夺得了大部分的冠军。
（二）日本的突破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日本人发明了海绵球拍，这种球拍弹力大，打出的球速度快，更

利于进攻型打法。１９５２年，日本运动员首次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使用这种球拍，采取

远台长抽结合快速移动的打法，一举夺得了第１９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４项冠军，打破

了数十年来欧洲人垄断世界乒坛的局面。后来，日本队又在第２０～２５届的世乒赛上蝉联

男团冠军，进入全盛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乒乓球运动的优势开始转入亚洲。
（三）中国的崛起

大约在１９０４年，乒乓球运动由日本传入我国。５０年代，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

众性乒乓球运动，使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当时，我国乒乓球队认识 到 速 度 的 重 要

性，因而对球拍进行了改革，使用以快速为主的正贴海绵拍，站位近台，充分发挥了速度

的优势。１９５３年，我国首次参加了第２０届世乒赛。１９５９年，我国优秀运动员容国团第一

次夺得了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标志着我国乒乓球运动在世界的崛起。１９６１年在我国主

办的第２６届世乒赛上，中国队以快制转，并辅以以转破转的打法，一举夺取了男团、男

单和女单３项冠军。从此我国乒乓球队节节胜利，走到了世界前列，并长盛不衰，成为世

界公认的乒乓强国。
（四）欧亚对抗的格局

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欧洲人经过多年探索，吸取了中国快攻打法和日本弧旋打

法的优点，把旋转和速度融为一体，创造了以快攻为主结合弧圈球和以弧圈球为主结合快

攻这两种先进的打法，其特点是积极主动，两面都能拉弧圈球，拉扣结合，站位中近台，
以凶狠为主，回球威胁性大。同时，我国的近台快攻也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欧亚之间的

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使乒乓球运动的技、战术达到了新的水平，世界乒坛也呈现出 “群雄

争霸”的局面。

乒乓球基本技术与练习方法

一、握拍法

乒乓球的握拍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握拍；二是横握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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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拍握法

动作要点：拍前，以食指第二指关节和拇指第一指关节扣拍；拍后，三指弯曲贴于拍

的１／３上端。这种握拍法，简称中钳式 （图８５１）。

图８５１

（二）横拍握法

动作要点：虎口贴拍，食指在拍前，拇指在拍后，其他三指自然握住拍柄。这种握法

又称为八字式 （图８５２）。正手 攻 球 时，食 指 稍 向 上 移 动；反 手 攻 球 时，拇 指 稍 向 上 移

动。

图８５２

（三）握拍应注意的问题

（１）握拍方法要稳定，不要轻易改变握拍方式，以便保持相对稳定的击球动作。
（２）握拍不能过紧、过松或太深、太浅，以免影响手腕动作的灵活性和击球的力量与

命中率。
（３）不论直握或横握，在准备击球时或把球击出后，手指都不要过分用力握拍，以便

使拍形恢复到准备击球的状态，也可使手的各部分肌肉及时放松，避免 手 腕、前 臂 的 僵

硬。

二、基本站位与准备姿势

（一）基本站位

基本站位应当根据个人的不同类型打法来确定。基本站位与个人打法特点相适应，则

有助于发挥其技术之所长。可以说，基本站位的适当与否，对技术特长发挥的好坏是有很

大影响的。

动作要点：由于乒乓球的打法不同，击球员基本站位也会略有区别。
（１）左推右攻打法：基本站位在近台中间偏左。
（２）两面攻打法：基本站位在近台中间。
（３）弧圈球打法：基本站位在中台偏左。
（４）横拍攻削结合打法：基本站位在中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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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备姿势

击球员在还击每一个来球之前，应当使身体保持正确的准备姿势以便迅速起动。
动作要点：两脚平行站立，膝微屈并稍内扣，上体略向前倾，重心置于两脚之间。含

胸收腹，两眼注视来球。球拍置于腹前。

三、基本步法

步法是乒乓球运动的生命。它是影响技术水平发挥的直接因 素 之 一，没 有 灵 活 的 步

法，就不可能有效地回击来球，无法使用有效的手法。
（一）单步

在来球距离身体一步以内的较小范围且角度不大的情况下、台内球在还击追身球时采

用此种步法。
动作要点：以一脚前脚掌内侧为轴稍转动、蹬地用力，另一脚向来球方向做前后左右

移动一步。
（二）跨步 （亦称滑步或换步）
两面攻打法的人从基本站位向左右移动时多采用此步法。
动作要点：一只脚向来球方向移动，另一只脚随即跟着移动一步。
（三）侧身步

从反手推挡站位到侧身正手攻球的技术打法中多采用此种步法。
动作要点：以左脚为轴，右脚向左后方移动一步。
（四）交叉步

在来球较远的情况下多采用此步法。
动作要点：以来球反方向左脚向来球方向交叉，并超过另一脚，然后另一脚随即向来

球方向移动。
步法练习应注意事项：
（１）站位时步幅的宽度要合适，一般应略宽于肩。如过窄则重心不稳定，过宽虽重心

稳定但不利于迅速起动。
（２）重心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起动速度。要求上体稍前倾，使重心靠前，两腿微屈，

膝关节保持一定的弹性。为了能够做到随时可以起动，脚跟应稍提起，两膝稍内收，两脚

掌内侧着地。
（３）为保持击球动作的稳定性，移动前后，身体重心不宜有高低的起伏。
（４）迅速而有力的蹬地动作是加快起动速度的条件。侧向移动时，要侧蹬和侧跨。

四、发球技术

发球在比赛中对于扬己之长、攻彼之短均有着技术和战术上的意义。它是连接整个乒

乓球技术、战术的重要环节。发球、接发球、发球抢攻称为前三板技术，是我国乒乓球的

强项技术。
（一）发球的基本方法

发球主要由抛球和挥拍击球两个动作组成。抛球是前提，击球部位和挥拍方向是决定

发球性质的关键，用力大小和第一落点的远近是发球变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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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平击发球

动作要点：左脚稍前，抛球的同时转体手臂向身体右后方引拍，当球下降稍高于球网

时，手臂向左前方发力，挥拍击球中上部，顺势还原。

２正手发下 （上）旋球

动作要点：正手发下旋球时，手臂自右上方向左下方挥摆，球拍从球的中下部摩擦。
发上旋球动作相似，但摩擦球的部位不同，应摩擦球中上部。

３反手发右侧上 （下）旋球

动作要点：反手发右侧上旋球时，球拍触球瞬间，手腕向右上方转动，使球拍击球的

中部，并向右上方摩擦球，击球后顺势向右上方挥拍。同 时，应 注 意 配 合 转 体 动 作，使

腰、臂协调用力，有利于增大发球的速度和力量，增强球的旋转。
发右侧下旋球时，动作相似，但摩擦球的部位不同，应摩擦球中下部。

４高抛球

动作要点：高抛发球站位一般在左半台，侧身正手高抛发球。击球的要点和低抛基本

相同，发球时应注意有旋转变化，还应有长、短落点和斜、直线变化。

５发短球

动作要点：发球时，击球瞬间主要以手腕发力为主。摩擦球的部位与发力方向，与发

力左 （右）侧下旋球及下旋长球相同。球的第一着台点应在本方球台靠近球网的中区附

近。
（二）练习方法

（１）徒手做发球前的准备姿势，模仿抛球及发球的动作。
（２）在台前用多球进行发球练习。
（３）先练习发斜线球，后练习发直线球；先练习发不定点球，后练习发定点球。
（４）练习发各种旋转性能的球。
（５）练习用同一手法发不同旋转和落点的球。
（三）注意事项

（１）发球的关键是掌握好击球点，而击球点与抛球的准确性、稳定性、执拍手臂力、
控制拍形、触球时间与部位相关联。

（２）发球要善变，应把旋转、力量和落点变化运用。发球手法应尽量相似，使对方不

易判断出球的旋转性能。
（３）发球要有针对性，并结合抢攻。
（四）易犯错误和纠正方法

（１）没有将球向上抛起，造成发球犯规。可多练习几次抛球的动作。
（２）击球点过高或过低，造成球出界或下网。可做连续发球练习，体会动作要领，按

适合的击球点击球，提高发球成功率。
（３）拍面击球时的前倾和后仰角度不适当，击球时向前力量过小或过大，落点离网过

远或过近，造成球不过网或出界。可纠正击球时的拍形或在台面上划出第一落点的范围。

五、接发球技术

乒乓球比赛首先从发球和接发球开始。良好的接发球技术，不仅可以直接得分，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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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破坏和限制对方的抢攻，为自己的进攻创造有利条件；反之，在比赛中就会造成被动，
导致心理上的紧张和畏惧，引起失误。

（一）接发球的基本方法

接发球的手段很多，既可用 搓、推、摆 短 等 方 法 对 付，也 可 用 点、拨、拉 等 方 法 抢

攻。

１接正手、反手急球

因来球速度快、弧线低、落点远、冲力大、带上旋，左方大角度急球往往来不及侧身

回击，故一般宜用反手推挡或反手快攻回击；右方急球可用正手快带、快攻回击。

２接短球

因这种球多在台内，回击时，球拍往往受台面阻碍，动作不能大，所以要充分运用前

臂和手腕的力量，根据来球的旋转方向和强度，调整好拍面角度和用力方向，采用搓、推

或攻、拉。

３接正手发左侧上 （下）旋球

接正手发左侧上旋球，一般采用推、攻回击，回接时，拍面要稍前倾，并适当向左偏

斜，同时，增加向前下方的用力，以防止来球触拍时向右上方反弹。
接正手发左侧下旋球，一般采用搓、削回击，回接时，拍面要稍后仰，并适当向左偏

斜，适当增加向前的用力，以防止来球触拍后向左下方反弹。如用推或攻回接，应使拍面

稍后仰，并向左偏斜，适当增加向上摩擦球的力量。

４接反手发右侧上 （下）旋球

与接正手发左侧上 （下）旋球的方法基本相同，只是击球时，球拍要适当向右倾斜，
以抵消来球向左侧反弹的力量。

（二）练习方法

（１）开始练习接发球时，最好是固定用一种技术 （如推挡、搓球等）去接对方的单一

发球 （可用多球练习）。
（２）练习接侧上 （下）旋球的技术，以适应不同的旋转变化，提高判断旋转的能力。

注意控制回球落点，以免在接球后给对方进攻机会。
（３）当接发球防御有了一定基础后，可以练习拉球和抢攻的接发球技术。
（４）通过记分比赛来提高接发球能力。
（三）注意事项

（１）选择好合适的站位。应根据发球方的站位、自己的打法特点和准备采用的接球方

法来采取远近适中的站位。
（２）正确判断来球。根据对方发球时的挥拍方向、拍面角度及球拍触球瞬间的部位、

摆速、力量等来判断球的旋转、方向、速度、高度和落点，以采取正确的回击方法。一般

球速快、冲力大，属上旋球；球速慢、冲力小，则为下旋球。摆臂振幅大的发球，其落点

会比较长，比较远；发球时，手腕抖动越厉害，其旋转越强。
（３）提高接发球能力。首先要提高基本技术水平，其次要通过比赛提高观察力、判断

能力和技术运用能力。
（四）易犯错误和纠正方法

（１）判断来球性能不准确，造成接球失误。可通过技术分析，提高对来球性能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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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选择正确的回击方法。
（２）移动不到位，影响接球质量。可多练习两人一 组，一 人 发 球，一 人 接 发 球 的 技

术。
（３）接球时紧张，心理压力大，运用技术不合理。可提高基本技术水平，增强回击球

的能力。

六、推挡球技术

推挡球是推球和挡球的总称，是左推右攻型打法的主要技术之一。其特点是站位近、
动作小、速度快、落点变化多。推挡球可分为平挡、快推、加力推、减力挡、推下旋、推

侧旋等。
（一）推挡球的技术动作

１挡球 （也称平挡）
动作方法：站位在球台中间或偏左，离台４０厘米左右。两脚开立比肩稍宽，左脚略

前。执拍手的上臂和肘靠近身体，前臂外旋，后撤引拍成半横状，拍形接近垂直。当球从

台面弹起后，上臂带动前臂向前推，在球的上升期推击球的中部。击球的瞬间，前臂和手

腕轻轻用力，主要借助来球的反弹力将球挡回。（图８５３）

图８５３

特点：力量小，球速慢，落点适中，动作简单且容易掌握，是初学者的入门技术。

２快推

动作方法：站位在球台中间或偏左，身体离台约４０厘米。两脚平站或右脚略前，两

膝微屈，收腹含胸，身体向前或略向左转。右上臂和肘关节靠近 身 体 右 侧。手 臂 自 然 弯

曲，引拍至身前或偏左，同时，前臂外旋，使拍面稍前倾。当球从台面弹起后，前臂和手

腕向前或向前兼略向上挥拍迎球，在球的上升期，以稍前倾的拍形推击球的中上部。球拍

击球的瞬间，前臂和手腕自然向前或向前兼略向上发力，并主要借用来球的反弹 力 （即

“借力”）将球快速击回。击球后，手和手臂顺势向前挥动，并迅速还原成准备姿势。动作

过程中，重心放在双脚上。（图８５４）

特点：动作小，球速快，落点活，稍带上旋或不转，既可积极防守，又可辅助进攻，
是使用最多的一种反手推挡技术。

３加力推

动作方法：站位在球台中间或偏左，身体离台约５０厘米。两脚平站或右脚略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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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５４

膝微屈，收腹含胸，身体向前或略向左转。右上臂和肘关节靠近身体右侧。前臂外旋并向

上提起，引拍至身前或偏左，与球网同高或略高，拍面稍前倾。当球飞越球网时，上臂、
前臂和手腕向前，挥拍迎球，同时，腰、髋向左转动，在球的上升期或高点期，以前倾拍

形推击球的中上部。击球的瞬间，上臂、前臂和手腕向前下方发力推压，腰、髋亦协助用

力。击球后，手和手臂顺势向前下方挥动，并迅速还原成准备姿势。动作过程中，重心从

左脚移到右脚。（图８５５）

图８５５

特点：球速快，力量重，落点活，稍 带 上 旋 或 不 转，能 遏 制 对 方 进 攻，迫 使 对 方 后

退，以创造进攻机会，是威力最大的一种推挡技术。
（二）练习方法

（１）持拍徒手模仿推挡动作。
（２）对教学练习板墙自击练习。拍形稍后仰对墙击球，控制落点高度在２～３只网高

处，待球反弹落台后，按推挡动作要求进行连续自击练习。
（３）两人在台上对练挡球。不限落点，只要求动作正确，并能击球过网。
（４）两人在台上先练挡中线，再练挡斜线或直线，要求逐渐加力，并体会前臂和手腕

的推挡动作。
（５）反手斜线对推。
（６）反手中路直线对推。
（７）左半台不同落点对推 （如一点推两点到推不同落点）。
（三）注意事项

（１）准备挡球时，不要挺胸、挺腹，两脚不要并拢，两膝不要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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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推挡球时，肘关节应贴近身体，以便于前臂向前发力和减小左方的照顾范围。
（３）推挡球时，应食指用力，拇指放松。手臂的前推或后引动作幅度不宜太大，以免

影响回收速度。
（四）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正手挡球时，手腕下垂，使球拍与小臂垂直，造成击球时动作僵硬、不协调。可

使手腕稍向外展，使球拍拍柄稍向左。
（２）判断来球落点不准确或掌握不好节奏，造成漏接球或用力不当。应反复练习对板

墙的自击练习，提高判断和反应能力，建立快节奏概念。
（３）击球时间过晚，拍形后仰，造成回球过高。应改进握拍方法，使大拇指放松，食

指用力，中指顶拍背，前臂外旋，转动手腕，向前下方用力，在来球上升期，触球的中上

部或中部。
（４）球落点离身体过远，造成动作不协调。应加强步法的练习，提高移动速度，使站

位稍近台，并反复体验推击动作。
（５）推挡时，拍形前倾过大，击球时间过早，造成球 不 过 网。应 使 迎 球 时 间 稍 晚 一

些，球拍与球接触时离落点稍远一些。
（６）快推时，肘关节离开身体，动作不协调。应在击 球 前，使 上 臂 和 肘 关 节 靠 近 身

体。
（７）加力推时，手臂没有向前伸展出去，使推挡力量不大。应注意击球后，上臂和肘

关节要前送，并配合上体向左转动。

七、攻球

攻球是左推右攻型和两面攻型打法的主要技术之一，也是其他类型打法不可缺少的技

术。攻球力量大、速度快、落点变化多，是各种技术型运动员的主要得分手段。攻球技术

种类繁多，按击球位置和站位可划分为正手攻球、反手攻球和侧身攻球；按站位的远近可

划分为近台攻球、中台攻球和远点攻球；按来球性质和落点的不同可分为拉攻、攻打弧圈

球、台内攻球和杀高球；按击球力量的不同可分为发力攻球和借力攻球等。
（一）攻球的技术动作

１正手快攻

动作方法：站位在球台中间或偏左，身体离台约５０厘米。左脚稍前，重心放在右脚

上，两膝微屈，收腹含胸，身体稍向右转。右臂 自 然 弯 曲，前 臂 后 引，将 拍 引 至 身 体 右

侧，略偏后，同时，前臂内旋，使拍面稍前倾。当来球从台面弹起后，在上臂的带动下，
以前臂和手腕为主向左前方 （来球上旋强度较大时）或左前上方 （来球不转或上旋强度较

小时）挥拍迎球，同时，腰、髋带动上体向左转动，在球的上升期，以前倾拍形迎击球的

中上部。球拍击球的瞬间，以前臂和手腕为主向左前方或左前上方发力击球，腰部亦协助

用力。击球后，手和臂顺势向左前方或左前上方挥动，并迅速还原成准备姿势。动作过程

中，重心从右脚移到左脚。（图８５６）
特点：站位近，动作小，速度快，线 路 活，带 有 上 旋，能 借 用 来 球 的 反 弹 力 提 高 球

速，创造扣杀机会。在比赛中能以攻带守对付对方进攻，是近台快攻打法使用最多的一种

攻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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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５６

２正手中远台攻球

动作方法：身体离台１米左右，左脚稍前，重心放在右脚上，两膝微屈，收腹含胸，
身体稍向右转。右臂自然弯曲，将拍引至身体右后方，同 时，前 臂 内 旋，使 拍 面 接 近 垂

直。当来球从台面弹起到高点期时，上臂带动前臂向左前方挥拍迎球，同时，腰、髋带动

上体向左转动，在球的下降前期，以垂直拍形迎击球的中部，并向前上方摩擦球。球拍击

球的瞬间，以上臂和前臂为主向左前上方发力击球，腰、髋亦协助用力。击球后，手臂顺

势向左前上方挥动，并迅速还原成准备姿势。动作过程中，重心从右脚移到左脚。（图８
５７）

图８５７

特点：站位稍远，动作大，力量重，线路长，带有上旋，照顾范围大，能利用力量和

落点的变化得分。在被动时，能以攻带守进行反击，为扣杀创造机会。

３正手拉攻

动作方法：站位在球台中间或偏左，身体离台约５０～６０厘米。左脚稍前，重心放在

右脚上，两膝微屈，收腹含胸，身体稍向右转。右臂自然弯曲，前臂后引并下沉，将拍引

至身体右后下方，同时，前臂外旋，使拍面稍后仰。当来球从台面弹起到高点期时，在上

臂带动下，以前臂为主向左前上方挥拍迎球，同时，腰、髋带动上体向左转，在球的下降

期，以后仰拍形迎击球的中下部，若来球下旋强度小，可击球的中部。球拍击球的瞬间，
以前臂为主向左前上方发力摩擦击球，使球上旋。击球后，手和臂顺势向左前上方挥动，
并迅速还原成准备姿势。动作过程中，重心从右脚移到左脚。（图８５８）

特点：站位稍远，动作小，速度快，线路活，带有上旋，主动发力击球，能创造扣杀

机会，是对付下旋球，特别是对付削球最常用的进攻性技术，也是近台快攻运动员的必备

技术。

４侧身正手攻球

动作方法：首先要迅速移动脚步到侧身位置，身体侧向球台，左脚在前，上体略向前

倾并收腹。根据来球情况，在侧身位置用正手攻球的各种技术 （如正手快攻、正手拉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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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５８

正手扣杀等）击球。（图８５９）

图８５９

特点：遇到左半台的来球时，不用反手技术回击，而是快速移步至球台左角外，用正

手攻球技术还击，从而达到在左半台位置发挥正手攻球威力的作用。它是左推右攻打法的

常用技术，也是其他技术型运动员应掌握的技术。
（二）练习方法

（１）根据攻球的动作要领做徒手模仿练习，体会挥臂手法、腰部扭转和重心交换等要

领。
（２）单个动作练习。一人发球，一人练习攻球，打一板球后，再重新发球。
（３）推攻练习。

①一人挡球，一人练习攻球。要求先轻打，再用中等力量打。待稍熟悉后，再练发力

攻或快打。

②一人推挡，一人练习攻球。练习形式有攻斜线、攻中路、攻直线。要求推挡球的落

点在规定范围内能有所变化。

③两点攻一点。要求对方把球推到攻球者两点 （左、中，中、右或左、右），而攻球

者在左右移动中将球击到对方一点。练习时，可先有规律地练习，角度变化小一点，再逐

渐增加难度，角度变化大一点，直到无规律地练习。

④一点攻两点。攻球者从一点将球攻至对方两点。练习时，先有规律地攻两点，再逐

渐变为无规律地攻两点。
（４）对攻练习。

①正手斜线、中路对攻。

②侧身正手斜线对攻。

③把以上三条对攻线路连贯起来，两人在左右连续移动中对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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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项

（１）练习时，应先学正手攻球，再学反手攻球；先慢打，再快打；先轻再重；先稳再

凶，由浅入深地逐步掌握。
（２）初学攻球时，推挡的一方应尽可能把球推向对方球拍所在的方位，开始时，推的

力量应轻一些，等对方初步掌握攻球技术后，再逐步加大推球力量。
（３）初学者一般先练习正手斜线对攻，然后再练习正手攻直线。
（四）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正手抽球时，手腕下垂，使球拍与小臂垂直，造成击球时动作僵硬、不协调。可

使球拍柄稍向左，并多做徒手模仿练习。
（２）正手抽球时，手腕太挺直，使球拍与小臂成一直线，造成击球时动作僵硬、不协

调。应使手腕在握拍时放松些，并多做徒手模仿练习。
（３）正手抽球时，上臂和肘关节抬得过高，造成击球时动作僵硬、不协调。应使手臂

放松，肘关节下垂，做近台快抽练习。
（４）判断球的落点不准确，引拍动作不到位，造成击球落空。可先做平击发球练习，

再做连续推挡球练习。

八、搓球

搓球是近台和台内回击下旋球的一种比较稳健的技术，各种类型打法都不可缺少。搓

球力量小、速度慢、旋转和落点变化多、线路短，球弹起后多在台内，缺乏前进力，对方

不易发力进攻，故可作为过渡技术，以等待、寻找或创造进攻机会。搓球技术种类繁多，

按击球位置的不同可划分为正手搓球和反手搓球；按击球时间的早晚可划分为快搓和慢

搓；按球旋转强度的不同可划分为搓转和不转；按旋转方向的不同可划分为搓下旋和搓侧

旋等。
（一）搓球的技术动作

１反手快搓

动作要领：站位稍偏左，离台约４０厘米。右脚在前，两膝微屈，收腹含胸，身体向

前或略向左转。手臂自然弯曲，前臂略内旋并向左上方提起，引拍至身体左前方，使拍面

稍后仰，当球从台面弹起后，前臂和手腕向右前下方挥拍迎球，在来球的上升期击球的中

下部。球拍击球的瞬间，前臂和手腕适当用力，使球拍向右前下方摩擦球，要注意利用来

球的反弹力。击球后，手和臂顺势向右前下方挥动，并迅速还原 成 准 备 姿 势。动 作 过 程

中，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图８５１０）

图８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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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动作小，击球节奏和球速较 快，弧 线 低，带 下 旋，能 缩 短 对 方 击 球 的 准 备 时

间，与慢搓相结合，可改变击球节奏，为进攻创造条件。

２正手搓侧旋

动作要领：站位稍偏左，离台约５０厘米。左脚稍前，两膝微屈，收腹含胸，身体稍

向右转。手臂自然弯曲，前臂提起并外旋，引拍至身体右侧前方，使拍面稍后仰。当球从

台面弹起后，前臂和手腕向左前下方挥拍迎球，在来球的高点期或下降前期，以后仰拍形

击球的中下部。球拍击球的瞬间，以前臂和手腕发力为主向左前方摩擦球。击球后，手和

臂顺势向左前方挥动，并迅速还原成准备姿势。动作过程中，重心从右脚移到左脚。（图

８５１１）

图８５１１

特点：球速慢，弧线低，带左侧旋，对方回击易从左侧出界或回球较高，从而给本方

造成抢攻机会。
（二）练习方法

（１）徒手模仿搓球的动作。
（２）自己向球台抛球，弹起后将球搓过网。
（３）搓对搓练习。

①反手斜线对搓。

②正手斜线对搓。

③不同落点的正手或反手对搓。
（三）注意事项

（１）搓球动作不宜太大，要充分利用前臂和手腕转动的力量。
（２）对搓练习要有耐心，注意提高命中率和压低弧线。
（３）搓转球与不转球时，关键在于球拍与球接触时的动作手法。搓转球时，要使球拍

从上往下摩擦球；搓不转球时，要使球拍从上往前下托球。
（四）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１）球拍没有上引，击球时，前臂由上向下动作不明显，造成球的下旋力不强。可持

拍练习前臂和手腕向上后再下切的动作。
（２）击球时，拍形后仰不够，造成球出界或下网。可练习用慢 搓 接 对 方 发 来 的 下 旋

球，体会拍形后仰并前送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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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击球时，球拍与球接触的部位不准，没击到球的中下部，造成球不过网。可做对

搓练习，体会拍形后仰在下降期击球中下部的动作。
（４）击球后，前臂前送力量不够，造成球不过网。可二人做慢搓练习，体会击球后前

臂前送的动作。

乒乓球基本战术

在乒乓球比赛中，为扬长避短以争取胜利而有目的地使用各种技术的方法叫做战术。

因此，乒乓球比赛的胜负，特别是技术实力相当的对手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战术运用是否

先进或适当。

乒乓球的战术一般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单项技术结合运用而构成，故乒乓球的技术是

战术的基础。只有练好各项基本技术，才能在比赛中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所需要的战术。

不同的打法有不同的战术。为使战术能够更好地发挥技术特长，各种不同打法类型的运动

员应采用不同的技术以组合成适合自己打法的战术。

比赛中战术的运用应坚持以自我为主，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对方的弱点，并且

要设法限制对方优点的发挥，以减少自己的被动。另外在实战中，还应随机应变，避免采

取单一的打法。只有灵活地运用战术，才易于掌握比赛的主动权。乒乓球的主要战术有：
（一）推攻战术

１特点

推攻战术主要运用正手攻球和反手推挡的速度和力量，并结合落点和节奏变化来压制

和调动对方，以争取主动或得分。推攻战术是左推右攻打法对付攻击型打法时运用的主要

战术。

２方法

（１）左推右攻。

（２）推挡侧身攻。
（３）左推结合反手攻。
（４）左推、反手攻后，侧身攻。

３注意事项

（１）推、攻都要有线路、落点和节奏变化，这是推攻战术争取主动和创造扣杀机会的

主要方法。
（２）推挡一般以压对方反手为主，然后突然变正手，以创造进攻机会。
（３）在推挡中可突然加力推对方中路，使对方难以用力回击，然后用正手或侧身扣杀。
（４）推攻战术要坚持近台，但不能死守近台，要学会转换近台和中台的位置，掌握对

攻节奏。
（二）两面攻战术

１特点

两面攻战术主要利用正反手攻球的速度和力量压制对方，争取主动和创造扣杀机会。

两面攻战术是两面攻打法对付攻击型打法的主要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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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方法

（１）攻左扣右 （进攻对方左角，寻找机会，猛扣对方正手空当）。
（２）攻打两角，猛扣中路。

３注意事项

（１）正反手攻球都要有线路和落点变化，以便创造扣杀机会。
（２）要以压对方反手为主，然后攻击对方正手或中路，以创造扣杀机会。
（３）遇到机会球时，要大胆扣杀。
（４）两面攻战术在主动进攻的情况下要坚持近台，被动情况下可适当后退，在中近台

或中台进行反攻。
（三）搓攻战术

１特点

搓攻战术主要运用 “转、低、快、变”的 搓 球 控 制 对 方，以 寻 找 战 机，然 后 采 用 低

突、快点或快拉等技术展开攻势，并进入连续攻。在搓球中遇到机会球时进行扣杀，常常

带有突然性，可以直接得分。搓攻战术是乒乓球运动各种打法都不可缺少的辅助战术。

２方法

（１）正反手搓球，进行正反手快拉、快点、突击或扣杀。
（２）搓削结合落点变化进行反击。

３注意事项

（１）搓攻战术要尽可能早起板 （在比赛中由搓转攻叫做起板），以便争取主动，但不

能有急躁情绪，否则，起板容易失误。
（２）在搓球中，遇到机会球时要大胆扣杀，这是搓攻战术的主要得分手段。
（３）在搓球中短摆，可使对方不易抢先 （或发力）进攻，故有利于给本方创造进攻机

会，以便伺机用正反手或侧身进攻。
（四）发球抢攻战术

１特点

发球抢攻战术是以旋转、线路、落点以及速度不同的发球来增加对方回击的难度，使

其出现机会球，或降低回球质量，是乒乓球运动所有打法，特别是进攻型打法的重要战术

和得分手段。发球抢攻的效果取决于发球质量和进攻能力。

２方法

（１）急球与轻球结合落点变化进行抢攻。
（２）上旋或下旋结合落点变化进行抢攻。
（３）侧上或下旋结合落点变化进行抢攻。
（４）转与不转结合落点变化进行抢攻。

３注意事项

（１）发球要有线路和落点变化，以使对方在前后、左右走动中接发球。
（２）自己发什么球？对方可能以什么战术回击？要做到发球前心中有数，以做好抢攻

的准备。
（３）抢攻要尽可能凶，但不能过凶，要根据来球的高度和性质决定，否则会影响命中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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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发球抢攻战术

１特点

接发球抢攻战术由某一单项攻球技术所形成，进攻性强，可变接发球的不利地位为主

动地位，也可直接得分，是乒乓球运动各种打法，特别是进攻型打法的重要战术。

２方法

（１）用拉球、快攻或推挡回击，争取形成对攻的相持局面。
（２）用快搓摆短回接，使对方难以发力抢攻。
（３）用削球或搓球的旋转、落点变化来控制对方，以造成对方击球失误或形成相持局

面。
（４）用快点、快攻或中等力量突击，进行接发球抢攻。

３注意事项

（１）由于接发球抢攻是在对方主动发球，而自己处于被动的接发球地位时所采取的进

攻性打法，所以难度较大。接发球抢攻一般不可过凶，要看准来球的旋转方向、强度和高

度，进而采用适当的方法进攻，例如，对方发加转下旋球，则接发球抢攻时要采用提拉手

法，以免下网。同时，攻球的力量不可过大，如对方发侧 上 旋 球，抢 攻 时 应 采 用 推 压 手

法，以免攻球下网。只有来球稍高时，才可大力抢攻。
（２）接发球抢攻动作结束后，要立即做好对攻或连续攻的准备，以便继续处于主动地

位。
（３）接发球抢攻的力量越小，越应注意球的线路和落点，一般应多打在对方反手；若

对方反手强而正手弱，则可多打在对方正手。

乒乓球运动基本竞赛规则

在国内外正式的乒乓球比赛中，均采用国际乒联制定的统一竞赛规则。
（一）合法发球

发球时，运动员必须将球放置在不执拍手上，手掌张开伸平，将球垂直向上抛起，并

不得使球旋转，球离手的高度不应少于１６ｃｍ，当球从最高点下落时发球员方可击球。
击球时，球和球拍应在台面的水平面上，以便让对方进行判断和让裁判员看到是否合

乎发球规定。
裁判员如怀疑发球人有犯规行为时，可向其提出警告并不予判分；在同一场比赛中发

球人再次受到怀疑则被判失１分；如发球人明显不按规定发球时，则无需警告而直接判其

失分。
（二）合法还击

合法还击是指对方发球或击球后，本方球员必须击球，使球直接越过或绕过、或触球

网装置后，再触及对方台区的有效部位。
（三）比赛次序

在单打比赛中，首先由发球一方合法发球，再由接发 球 一 方 合 法 还 击，然 后 往 复 进

行；在双打比赛中，同样由发球一方首先合法发球，接着由接发球员合法还击，然后由发

球员的同伴接球，再由接发球员的向伴接球，每人轮换接球一次，往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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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胜方法

比赛中，运动员未能合法发球、发球失误，未能合法击球、击球失误，均应被判失１分。
在比赛中，先得１１分者为胜一局。但如果打到１０平以后，则先多得２分者为胜一局。
如果用五局三胜制，则先胜三局者为胜一场；采用七局四胜制，则先胜四局者为胜一场。
（五）双打的发球和接发球

在双打比赛中，可用抽签决定发球、接发球和方位的选择权，抽签获胜者可选其在双

打的每一局比赛中，先发球一方确定第一发球权；在第一局的比赛中，由接发球方确定第

一接发球员。
一局中首先发球的一方，在该场下一局应首先接发球。在决胜局的比赛中，当一方先

得５分时，双方应交换方位。
（六）术语定义

（１）回合。球处于比赛状态的一段时间，叫做一个回合。
（２）重发球。不予判分的回合叫做重发球。
（３）得分。判分的回合叫做得分。
（４）执拍手与不执拍手。握拍手叫做 “执拍手”，反之叫做 “不执拍手”。
（５）击球。比赛中以球拍或执拍手手腕以下的部位触球叫做击球。
（６）发球员与接发球员。在一个回合中，首先击球的球员叫做发球员，第二次击球的

球员叫做接发球员。
（七）裁判员职责

根据规则规定，每场比赛均应有１名裁判员和一名副裁判员参加执法工作。
裁判员职责：检查比赛场地、器材和比赛条件；决定比赛用球；控制方位和发球、接

发球的次序；决定每一个回合为得分或重发球；按规定和程序报分等。
副裁判员职责：协助裁判员掌握赛前的练习时间；判定球员的发球是否符合规定；发

出的球是否擦网 （网球）等。
裁判员和副裁判员均可进行判决，且其他工作人员不得否决。

第六节　羽　毛　球

羽毛球运动概述

羽毛球最早出现于１４～１５世纪的日本。羽毛球运动大约于１９１８年传入我国，最早出

现在上海的法国总会，随后在广州、天津、北京等城市教会办的青年会和学校开始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９５３年，在天津举办了首次全国规模的羽毛球比赛。１９５４年，王文

教、陈福寿等四位华侨青年回国，第一次组成了国家羽毛球队，并推广了当时世界男子团

体冠军马来西亚队的先进经验。第一届全运会后，我国羽毛球技术水平出现了一个划时代

的飞跃，摆脱了国际羽毛球坛慢、稳、守打法的羁绊，向快与攻的方向发展。但从１９６６
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十年 “文革”，我国羽毛球技术水平下降，出现了青 黄 不 接 的 现 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由于老队员纷纷退役，国家羽毛球队一度落入低谷。但这种情况只

持续了短短几年，在１９９５年世界羽毛球苏迪曼杯赛 （男女混合团体赛）及单项比赛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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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又多次夺得冠军，使中国队重新走出了低谷，再一次在世界羽坛上称雄。
羽毛球是一项为广大群众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它具有球小、速 度 快、变 化 多 等 特 点。

羽毛球运动器材设备比较简单，在室内外都可以进行运动，运动量可大可小，不同年龄、性别

和身体条件的人都可以参加。因此，这项运动易于开展和普及。经常参加羽毛球运动不仅

可以发展人的灵敏性和协调性，提高动作的速度和上下肢活动的能力，改善心血管系统的机

能，而且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顽强、机智果断等品质，亦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和工作。

羽毛球基本技术与练习方法

羽毛球运动是在一块长方形的平地上，画上单打和双打合用的场地线，线宽００４米，
长１３４米，单打场地宽５１８米，双打场地宽６１米，中间悬挂球网，网两边在支柱顶端

处高１５５米，中间高１５２４米 （图８６１），参加活动的双方共用一只羽毛球，各备一把

羽毛球拍进行的运动。双方运用发球、拉球、杀球、吊球和跨步、垫步等各种击球技术和

步法，以及重复球、追身球、吊杀上网、压底线、四方球、发球、抢攻等战术，将球在网

上往返对击，以把球击落在对方场区内或使对方击球失误为胜。羽毛球的基本技术包括握

拍法、发球技术、击球技术和步法四大部分。

图８６１

一、握拍法（本章的全部技术动作均以右手握拍为例）

握拍法可分为正手握拍法和反手握拍法。
（一）正手握拍法

方法：握拍时，先用左手拿住拍颈，使拍面与地面垂直，再张开右手，使右手的小鱼

际肌靠在拍柄底托处，虎口对准拍柄的内侧小棱边，然后小指、无名指和中指并拢握住拍

柄，小指和无名指在拍柄的末端应稍紧，使球拍不脱手，食指与中指稍微分开，用食指和

拇指轻松地环扣住拍柄。（图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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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６２

（二）反手握拍法

方法：在正手握拍法的基础上，拍柄稍向外转，食指收回，拇指第二指节顶贴在拍柄

内侧的宽面上，其余四指并拢握住拍柄，手心与拍柄之间应有一个明显的空洞。
不论正手握拍法或反手握拍法，除上述的区别以外，它们共同的技术关键是：一要放

松，二要灵活。

二、发球技术

（一）发球的准备姿势

发球的准备姿势可分为正手发球和反手发球两种。

１正手发球的准备姿势

左脚在前 （脚尖对网），右脚在后 （脚尖斜向侧方），两脚距离与肩同宽，上身自然伸

直，重心放在右脚上，成左肩斜对球网之势。右手握拍自右后侧举起，肘部稍屈，左手用

拇指、食指、中指 夹 持 羽 毛 球 的 中 间 部 位，举 在 身 前，两 眼 注 视 对 方 准 备 接 球 的 动 作。
（图８６３）

图８６３

２反手发球的准备姿势

右脚在前，左脚在后，上身自然伸直，重心放在右脚上，面对球网，左手以拇指、食

指和中指捏住羽毛球置于腹前腰下，右手反手握拍，肘部略抬起，使拍垂于左腰侧，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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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对方准备接球的动作。
反手发球的发力主要靠挥动前臂和伸腕闪动，动作小，力量小，但速度较快，动作一

致性好。
（二）发球的基本方法

按发出的球在空中飞行的弧线不同，发球可分为发高远球、发平高球、发平快球和发

网前球。（图８６４）。本节主要介绍正手发高远球和反手发网前球。

图８６４

１正手发高远球

把球发得既高又远，使球近乎垂直地落在对方后发球线附近的发球区内，称为发高远

球。该发球方式使接发球员难以实施威胁性大的杀球，在单打比赛中使用率较高。
方法：正手发球的准备姿势参见前述。发球时，左手撒手放球，紧接着转体，上臂挥

动带动前臂，形成臂在前、球拍随后的姿势。当球拍与球快要接 触 前，前 臂 挥 动 速 度 加

快，并带动手腕向前上方闪动，由原来的伸腕经前臂内旋至屈腕，造成击 球 瞬 间 的 爆 发

力。在拍面后仰的情况下，将球向前上方击出，击球点应在右侧前下方。在球击出后，球

拍随着惯性经左侧前上方挥摆。随着挥拍，重心由右脚移到左脚，脚跟稍提起，以保持身

体的平衡。（图８６５）

图８６５

正手发高远球的关键是球拍击球的瞬间要控制好拍面的角度，由原来的伸腕经前臂内

旋至屈腕时击球应有强劲的、向前上方的爆发力。
２反手发网前球

发出的球贴网而过，落在对方前发球线附近的发球区内，称为发网前球。该发球方式

具有动作小、出球快、对方不易判断的特点，在双打中被较多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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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反手发球的准备姿势参见前述。发球时，前臂牵动手腕使球拍从左下方向右前

上方做弧形挥动，在拍将要击到球之前，左手自然地撒手放球，用球拍对球做横切推送，
使球贴网而过，落在对方前发球线附近的发球区内。（图８６６）

图８６６

（三）发球的练习方法

（１）按不同的发球方法，反复做挥拍练习。
（２）准确性发球：在端线内的４０厘米处画一条横线，要求发高远球落在这４０厘米的

区域内。在前发球线后约３０厘米处画一横线，要求发网前球落在这３０厘米的区域内。在

发球区四个角上画好小方框，要求发球落在小方框内。
（３）发球动作一致性练习：用同一个准备姿势，交替发不同飞行弧线和不同落点的球。
发球、接发球对拉练习。
（四）注意事项

（１）严格控制击球力量，掌握好用力方向。
（２）击球时，球拍面略反仰，在不 “过腰”、不 “过手”的限度内尽可能提高击球点，

使球过网时的弧线尽可能低一些。
（五）发球易犯的错误

（１）挥拍路线不正确或击球后球拍不往左上方挥动，致使发球用力不充分。
（２）挥拍手臂僵硬，用力动作不协调。
（３）放松与挥拍配合不好，造成击球不到位。
（六）发球的纠正方法

（１）多做正确挥拍路线的慢动作练习，逐渐过渡到正常速度的挥拍练习。
（２）在右侧对墙约５０厘米处做高远球的挥拍动作练习，以纠正横扫球拍错误，保证

挥拍路线正确。
（３）多做放松协调的发球练习，开始时不强调击球的爆发力。
（４）反复练习放准球，即落点固定在身前，保持球托朝下落。
（５）发球时，眼睛看球。

三、击球技术

（一）后场击球技术

１正手击直线高球和对角高球

在右后场区击球的位置上，左脚在前，右脚在后，稍屈膝，侧身对网，重心在右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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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面，左手自然上举，头抬起注视来球，右手持拍于身体右侧。击球前，右臂后引、胸

舒展。当球落至额前上方击球点时，上臂往右上方抬起，肘部领先，前臂自然后摆，手腕

尽量后伸，前臂急速内旋往前上方挥动，手腕向前鞭打发力 （握紧球拍）击球的后部，球

即朝直线方向飞去；若手腕控制拍面击球托的右侧的后部，球则向对角 方 向 飞 行。击 球

后，手臂随惯性向左自然回收至胸前。

２头顶击直线高球和对角高球

基本准备姿势和动作要领与正手击高球相似，但击球前要求上体稍弓身后仰，以便更

好地发力。

动作要点：由于来球是飞往左后场区，击球点应选择在头顶部位。

３反手击高远球

看准对方的来球落向左后场区的时候，迅速把身体转向左后方，移动到合适的击球位

置，背对球网，并用反手握拍法握拍：最后一步右脚跨向左后方，球拍由身前举到左肩附

近，以大臂带动前臂转动，击球时前臂由左肩上方往下绕半弧形，最后一刹那时手指紧握

球拍，击球点应在右肩上方为好，以手腕往右上方或者根据还击的需要掌握好球拍的角度

鞭打进行击球，把球击向后上方。击球后，转身，手臂回收至胸前。

４击平高球

击平高球与高远球一样，平高球也可以分别用正手、头顶或者是反手技术去击打。不

论是用正手、头顶或者是反手技术击平高球，其击球前的准备动作与用正手、头顶或者是

反手技术击打高远球的准备动作相似，只是在击球的一刹那，手腕是向前使劲而不是向前

上方使劲。

５吊球

把对方击来的高球，从后场轻击或轻切、轻劈到对方的近网附近，叫做吊球。吊球从

其动作方法，球的飞行弧线的不同可分为轻吊、拦吊、劈吊 （其中每一项都包括正手、头

顶、反手等方法）。
（１）劈吊。劈吊击球前动作和打高球、杀球相似。击 球 时 用 力 较 轻。带 有 劈 切 动 作

（落点一般离网较远），当球落到右手臂向上自然伸直的高度时，手腕快速做切削动作，使

拍面与球托的右侧左侧接触而把球击出去就完成了劈吊动作。
（２）拦吊 （也称拦截吊）。拦吊通常是把对方击来的平高球拦截回去 （落点一般离网

较近），击球时拍面正对来球，当拍面和球接触时，只要轻轻拦切或点击，球即以较平的

弧线，较慢的速度越过球网垂直下落。
（３）轻吊。轻吊击球前动作和打高球相似 （落点离网较近）。击球时，拍面正对来球，

在接触球的一刹那，突然减速轻点或轻切来球，使球刚一过网就下落。

吊球根据出手的位置和球落向的位置又可分为：正手吊直线球、正手吊对角线球、头

顶吊直线球、头顶吊对角线球、反手吊直线球、反手吊对角线球。

（４）正手吊直线球。击球前动作同正手击高球。击球的一刹那，前臂突然减速，用手

腕的闪动向前下轻轻切击球托的右侧后下部。关键是用力方向向前下，使球越网 后 即 下

落。击球后，手臂随惯性自然回收到胸前。

（５）反手吊直线球。击球前的动作同反手击高球。不同点是前臂上摆，拇指内侧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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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柄，手腕向后 “甩腕闪动”（由屈到后伸外展）轻击球托的后下部位，使球的受力向前

下方，球沿直线方向落到对方网前。

（６）反手吊对角线球。击球前的动作同反手击对角线高球。击 球 的 一 刹 那，前 臂 内

旋、手腕外展后伸带动球拍由左肩稍前向右后上方切击球托，把球切至对角线网前。

６扣杀球

扣杀球是把高球用力向前下方重击、重切或重 “点”击球。这种球速度快、力量大。

比赛中，杀球可以直接得分，也可以使对方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这一技术是羽毛球进攻

中的主要技术之一。

扣杀球从击球点距身体的位置可分为：正手扣杀、头顶扣杀和反手扣杀。
（１）正手扣杀直线球。准备姿势与正手击高球相似。身体后仰成反弓后收腹用力，靠

腰腹带动大臂、大臂带动前臂、前臂带动手腕，形成向下鞭打的用力，球拍正面击球托的

后部，无切击，使球沿直线向前下方快速飞行。击球后立即成还原准备姿势。
（２）头顶扣杀直线球。准备姿势同头顶击高球，不同之处是挥拍击球时，靠腰腹带动

大臂、前臂、手腕的鞭打动作，全力往直线下方击球，拍面和击球用力方向与水平面的夹

角小于９０°。
（３）反手扣杀球。动作方法与反手击高球相同。不同之处是击球前的挥拍用力要大，

身体反弓加上手臂、手腕的鞭打用力，击球瞬间球拍与扣杀方向的水平夹角小于９０°。
（二）前场击球技术

１正手放网前球

正手握拍，做好放网前球准备，球拍随着前 臂 向 右 前 上 方 斜 举，击 球 时，前 臂 稍 外

旋，手腕由后伸至稍内收，轻击球托把球轻送过网。

２正手网前搓球

准备姿势同前，击球前，前臂稍外旋，手腕由后伸至稍内收闪动，击球时在正手放网

前球动作的基础上，加快挥拍速度，搓切来球的右下底部，使球旋转翻滚过网。

３反手网前搓球

准备姿势同前。击球前主要靠前臂的前伸外旋和手腕由内收至外展的合力，撮击球的

右侧后底部，使球侧旋动过网。另外还可以以前臂稍伸直，手腕由外展到内收，带动球拍

向前切送，击球托的后底部，使球下旋滚动过网。

４正手网前勾对角线球

准备姿势同前，前臂前伸的同时稍外旋，手腕稍后伸，这时的握拍法稍有变化———将

拍把稍向外捻动，使拇指贴在拍柄的宽面上，而食指的第二指关节贴在拍柄的背 面 宽 面

上，拍柄不触掌心。球拍随着向右侧前挥动，拍面朝向对方右网前。击球时，靠前臂稍有

内旋往左拉收，手腕由内稍后伸至内收闪腕挥拍拨击球托的右下部，使球沿网的对角线飞

行。拨击球时，手腕要控制拍面角度。击球后，还原到击球前的准备姿势。

５反手网前勾对角线球

准备姿势同前，采用反手握拍法，随着前臂前伸球拍平举。动作要点：手腕由微屈至

后伸闪腕，拇指内侧和中指把拍柄往右一拉，其他手指突然握紧拍柄，拨 击 球 托 的 左 后

部，使球沿对角线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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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正手网前跳高球

准备动作同正手放网前球。
动作要点：击球前前臂充分外旋，手腕尽量后伸。击球时，从右下向右前方至左上方

挥拍击球。

７反手网前挑高球

准备动作同反手放网前球动作。击球前右臂往左后拉抬肘引拍。动作要点：击球时手

臂充分内旋，手腕由屈至后伸闪动挥拍击球。
（三）中场击球技术

１正手挡直线网前球

该技术多用于接对方杀球。接球前用接杀球的步法移至右场边线，身体右倾，手臂右

伸，前臂外旋，手腕外展。击球时前臂内旋稍翻腕带动球拍由右下向前上方推送击球，把

球挡向直线网前；也可以在击球时前臂由外旋到内收，带动球拍由右向前切送挡 直 线 网

前。击球后身体左转成正面对网然后右脚上前一步，球拍随身体向左转收至体前。

２正手挡对角网前球

准备姿势同前。挥拍击球时，在肘关节屈收的同时前臂稍旋内，手腕由后伸到内收闪

动击球托的右侧。击球点在右侧前，手腕、手指控制拍面角度，使球向对角线网前坠落。

３反手挡直线网前球

同正手，也是多用于接杀球。首先用接杀球的步法移 至 左 边 场 区 边 线，身 体 左 转 前

倾，右肩对网，右肘弯曲，手腕外展，引拍至左肩前上方。击球时，借对方来球的冲力，
以前臂带动球拍由左上方向左前方用拇指的顶力挥拍轻击球托，把球挡回直线网前。击球

后，身体右转成正面对网，球拍随身体的移动收至体前。

４反手挡勾对角网前球

用反手勾对角接杀球握拍法。击球时，手腕由外展到后伸闪动挥击球托的左侧下部，
使球向对角网前坠落。

５正手击杀挑球直线后场高球

当对方杀右边线球时，右脚向右侧跨一大步到位。随步法移动往右侧引拍，右臂稍向

右后摆的同时稍带有外旋，手腕后伸到最大限度，使球拍迅速后摆，紧跟着右前臂急速向

前挥动时略有外旋，手腕从后伸到伸直闪腕，这时，肘起着 “支 点”作 用，拍 面 对 准 来

球，击球托的中下部，使球向直线高远方向飞行。击球后，前臂内旋，球拍往体前上方挥

动，球拍回收至体前。

６反手接杀挑后场高球

击球前，前臂内旋，手腕外展，引拍至左侧前。击球时，上臂支撑，前臂急速往右前

方挥摆，手腕由外展至后伸闪动，握紧球拍，加上拇指的顶力，全速挥拍击球，使球向直

线方向飞行。若向对角线方向挥拍，则球向对角线方向飞行。

７正手平抽球

两脚平行站立稍宽于肩，右脚稍向右侧迈出一小步，同时上体稍网右侧倾，右臂向右

侧上摆，球拍随着上举，肘关节保持一定角度，击球前肘关节前摆，前臂稍往后带外旋，
手腕稍外展至后伸，引拍至体后。击球时前臂内旋，手腕伸直闪动，手指抓紧拍柄，球拍

由右后往右前方高速扫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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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反手平抽球

右脚前交叉在左侧前，重心在左脚上，右手反手握拍在左侧前。击球前肘部稍上抬，
前臂内旋，手腕外展，引拍至左侧。击球时，在髋的右转带动下，前臂外旋，手腕由外展

到伸直闪动，挥拍击球托的底部。击球后，球拍随身体的回动收回到右侧前。
（四）击球的练习方法

１高远球的练习方法

（１）定点徒手模仿，做高远击球技术的挥拍动作。
（２）用细绳把球悬挂在适当的高度上做击球练习。
（３）陪练者站在高台上将球抛下，练习者挥拍击球。
（４）陪练者以高远球发向练习者右侧，练习者回击高远球。
（５）练习者站在端线前约２米处，陪练者发高远球至练习者的左方或右方，练习者做

并步后退回击。
（６）一对一直线定点往返击高远球。
（７）已有一定移动击球的基础后，可做起动、回动的多球练习。
（８）同上，要求击回直线和斜线的球落点要到位。

２扣杀球的练习方法

（１）手持羽毛球站在半场区，模仿扣杀球的方法向对方场区下压掷球。
（２）练习者站在半场区，陪练者发半场高球，练习者做扣杀练习。
（３）一攻一防：一人防守，一人扣杀。
（４）一攻二防：练习者应交替向两个陪练者杀球，以练习控制杀球路线的能力。
（５）两点杀一点：陪练者交替将球击向右后场区和左后场区，练习者应积极移动，将

球杀向陪练者方位。

３吊球的练习方法

（１）定位劈吊对角。
（２）一点吊两点：练习者交替将球吊对角线和直线，两个陪练者将球 挑 高 击 回 固 定

点。
（３）两点吊一点：陪练者往对方后场底线挑高球，练习者应积极移动，将球吊回对方

网前固定点。
（４）待吊球练熟后，可做高、吊、杀的综合练习，以培养灵活运用这些技术的能力。

４网前击球技术的练习方法

（１）原地或跨一步做模仿练习。
（２）原地或跨一步做多球练习。
（３）从场区的中心位置，开始做上网步法结合击球练习。
（４）从场区的中心位置，开始做定点、定动作的上网击球的多球练习，再做不定点、

不定动作的多球练习。
（５）吊上网、杀上网练习。
（６）半场、全场单打比赛。

四、步法

羽毛球比赛时，运动员在场上为了跑到适当的位置击球而采用的快速、合理、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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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方法，称为步法。它包括起动、移动、到位配合击球和回动４个环节。

起动：对来球一有反应判断，即从中心位置上的准备姿势转为向击球位置出发。

移动：从中心位置起动后到击球位置。移动的方法有垫步、交叉步、小碎步、并步、

蹬转步、蹬跨步、腾跳步等。
（１）垫步：当右 （左）脚向前 （后）迈出一步后，紧接着以同一脚向同一方向再迈一

步。垫步一般用做调整步距。
（２）交叉步：左右脚交替向前、向侧或向后移动。经另一脚前面超越的为前交叉步，

经另一脚后面超越的为后交叉步。
（３）小碎步：即小的交叉步。由于步幅小，步频快，一般在起动或回动起始时用。
（４）并步：右脚向前 （或向后）移动一步时，左脚即刻向右脚跟并一步，紧接着右脚

再向前 （向后）移一步。
（５）蹬转步：以一脚为轴，另一脚做向后或向前蹬转迈步。
（６）蹬跨步：在移动的最后一步，左脚用力向后蹬的同时，右脚向来球方向跨出一大

步。
（７）腾跳步：起跳腾空击球的步法。

到位配合击球：根据不同的击球方式，运动员应站到最适合这种击球的有利位置上，

从而更好地为击球做好准备。

回动：击球后，应尽力保持或尽快恢复身体平衡，并立即向中心位置移动，以便在中

心位置上做好迎击下一个来球的准备。所谓中心位置，一般是指场区的中心略靠 后 的 位

置，因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向场区各个方向迎击来球。

（一）基本步法

步法主要有后退步法、两侧移动步法、上网步法。

后退步法：从中心位置移动到后场各个击球点的位置上击球。

两侧移动步法：从中心位置向左右侧移动到击球点的位置上击球。

上网步法：从中心位置移动到网前击球，由交叉步 （或并步、垫步等）和蹬跨步 （或
蹬跳步）构成。

（二）步法的练习方法

（１）准备姿势，看手势信号做起动练习。

（２）看手势信号做蹬转步练习。
（３）逐个进行不同步法的练习。
（４）按手势指令做步法的综合练习。
（５）多球练习。
（６）进行一对一的教学比赛。

（三）步法易犯的错误

（１）反向移动，球的落点在后场，却往前场移动；球的落点在网前，却往后移动。

（２）反应慢，移动慢。
（３）步法与击球动作配合不好，不协调。
（４）哪里打完球就在哪里停着，缺乏回中心位置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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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法易犯错误的纠正方法

（１）多进行教学比赛，提高对假动作及出球路线的识别判断能力。
（２）通过多球训练，做反应起动练习。
（３）通过各种下肢力量练习，增强脚弓、踝关节和下肢的力量。
（４）要强调做到最后一步正确。
（５）依手势指令，在羽毛球场地上反复做起动、到位挥拍 “击球”、回动的练习。
（６）进行耐力与速度耐力的训练，以加强移动能力。

羽毛球基本战术

一、打法类型

（一）单打的打法类型

（１）压后场底线：以高球压对方后场底线，迫使对方后退，然后寻找机会用大力扣杀

或吊网前空当以争取得分的打法。这种打法主要是以力量和后场的高吊、杀球进行较量。
（２）打四方球：以高球或吊球准确地将球击到对方场区的四个场角，调动对方前后、

左右跑动，打乱其阵脚，在对方来不及回中心位置或回球质量较差时，向其空当部位发动

攻击。这种打法要求运动员步伐灵活，防守好，有准确控制落点的能力。
（３）快拉快吊：以平高球快压对方后场两底角，配合快吊网前两角，吸引对方上网。

以网前搓球、钩对角球结合推后场底线，迫使对方疲于奔命、被动回球，从而为本方创造

中后场大力扣杀或网前扑杀的机会。这是一种积极主动、快速进攻的打法。
（４）后场下压：通 过 后 场 扣 杀、吊 球 等 技 术，先 发 制 人，然 后 快 速 上 网，利 用 搓、

推、钩、扑等技术，高点控制网前的一种打法。这是一种全攻型的打法，具有先发制人、
快速凶狠等特点。

（５）守中反攻：利用拉、吊四方球及防守中的球路变化调动对方，伺机反攻。这种打

法适合本身进攻能力不强，但防守技术较好、反应较快、身体灵活且身形较矮的选手。
（二）双打的打法类型

（１）快攻压网：从发球、接球抢攻开始，以 左、右 分 边 站 位，平 抽 平 打 快 速 杀 球 为

主，压在前场进攻。这种打法要求运动员有网前意识和抽打技术。
（２）前场打点：通过网前搓、钩对角及推半场或找空隙进攻，打乱对方站位，创造后

场进攻机会。这种打法要求运动员有细腻的网前技术。
（３）后攻前封：基本保持前后站位，后场逢高球就积极下压，当对方还球到前场或网

前时，即予以致命的扑杀。这种打法要求后场运动员有连续扣杀的能力，前场运动员有较

强的封网意识和网前技术。
（４）抽打底线：以快速的平高球和长抽球压住对方底线两角，在对方扣杀球时，能以

平抽反击或挑高球到两角，调动对方，伺机进攻。这种打法要求运动员有较强的防守能力

和较好的底线平抽球技术。

二、战术

战术根据双方的打法和场上情况而定，是指运动员在比赛中根据双方的情况合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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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有针对性地组织自己的球路以争取胜利的策略。羽毛球比赛中有单打战术和双打战

术两种。
（一）单打战术

（１）发球战术：从发球的第一拍起，争取控制对方，以攻杀得分。这种战术，一般为

发网前低球结合平快球、平高球，争取第三拍的主动进攻。
（２）攻后场战术：通过击高球，重复压对方的底线两角，造成对方的被动，然后寻找

机会进攻。
（３）攻前场战术：对付网前技术较差的对手，可运用此战术先将其吸引到网前，然后

再攻击其后场。
（４）打四方球战术：若对手步子较慢，体力较差，技术不全面，可以快速、准确的落

点攻击对方场区的四个角落，寻找机会向空当进攻。
（５）杀、吊上网战术：当对方击来后场球时，即以杀球或吊球下压，当判断对方挡回

网前球时，即刻快速上网，高点控制网前。
（６）打对角线战术：对付身体灵活性差、转体较慢的对手，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均

应以打对角线为主。
（二）双打战术

双打比赛的站位有一前一后站位和两人分边站位两种。
一前一后站位：站在后场的人分管后半场的球，站在前场的人负责前半场的球。这种

站位有利于进攻，但不利于防守。
分边站位：各人分管半边场地。这种站位多在防守时采用。
站位形式在比赛中随着进攻与防守之间的不断转换而变化。双打的轮转站位多在配对

选手相差不大时采用。如果水平相差悬殊，则技术水平好者固定站在后场，他除了主要负

责后半场的来球之外，同时还要兼顾中场附近或前场的球；而技术水平差者则固定站在网

前，主要负责网前来球。
双打除了有站位以外，还要有战术，这样才能在比赛场上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１）攻人战术：集中攻击对方中有明显弱点的人，并伺机攻击另一人因疏忽露出的空

当，或对此人偷袭。
（２）攻中路战术：当对方分边站位防守时，将球攻击到对方两人的中间；当对方前后

站位时，可将球下压或平推两边半场。这样可使对方防守时因互相争抢或避让而 出 现 失

误。
（３）攻后场战术：对方后场扣杀能力差时，本方可采用平高球、推平球、接杀挑底线

战术，把对方一人紧逼在底线两角移动。当对方被动还击时，则抓住机会大力扣杀。如另

一对手后退支援时，即可攻网前空当。
（４）后攻前封战术：当本方处于主动进攻前后站位时，站在后场的队员见高远球就杀

或吊网前，迫使对方接球挡网前，这为本方前场队员创造了封网扑杀机会。前场队员要积

极封锁前场，迫使对方被动挑高球。一旦对手挑高球达不到后场，就为本方创造了再进攻

的机会。
羽毛球比赛中，只有在技术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战术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正确

应用战术时，要注意三点：（１）要知己知彼地制定战术。（２）比赛时，坚持赛前制定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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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３）要随机应变，根据赛场上的实际情况适时改变战术。

羽毛球运动基本竞赛规则

羽毛球竞赛规则是羽毛球比赛的法律性文件，运动员和裁判员在场上分别依据它来进

行比赛和工作。掌握规则与裁判法，裁判员可提高临场裁判水准，让运动员充分发挥技战

术水平，使比赛顺利进行，从而搞好羽毛球竞赛活动。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羽 毛 球 竞 赛 规

则。
（一）羽毛球：正式比赛时，应使用羽毛插在软木上制成的羽毛球，球重应为４７４～

５５克。一名运动员站在端线外，用低手充分向前上方击球，球的飞行方向与边线平行，
球能落在另一端线内３０～７６厘米之间，则应认为速度正常。

（二）计分：羽毛球 比 赛 采 用 三 局 两 胜 制。２００２年 国 际 羽 联 年 会 重 新 修 订 了 计 分 方

法，新的计分方法为：女子单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均１１分为一局。当比赛出现１０平

时，先获１０分的一方有权选择加赛３分或按原规定打完１１分结束比赛。男子单打、男子

双打则以１５分为一局。当比赛双方打成１４平时，先获１４分的一方有权选择加赛３分或

打完１５分结束比赛。
（三）发球和接发球站位：单打比赛中，发球方的得分为零或双数时，必须在右发球

区发球；得分为单数时，应在左发球区发球，接发球的一方必须相应地在斜对角的发球区

内接球。双打比赛中，双方队员必须确定第一发球员和第二发球员。在本方得分为零或双

数时，发球方第一发球员必须站在右发球区发球，第二发球员站在左发球区发球。在积分

为单数时，第一发球员必须站在左发球区发球，第二发球员站在右发球 区 发 球。换 发 球

时，都由站在右发球区的一方发球，发球方每得一分后，同队两队员互换发球区，由原发

球员继续发球，但对方不得互换位置。开局时，先发球的一方只有一次发球权，以后每队

有两次发球权，发球员的同伴和接发球员的同伴站位不限，但不得阻挡对方视线。
（四）得分和换发球：发球后，发球方胜，则得一分，由原发球员换发球区继续发球。

发球方输，则失去发球权，但对方不得分，如为单打比赛，则换由接发球方发球；如为双

打比赛，则由第二发球员发球或换由对方发球。
（五）交换场地：每一局结束后，交换场区继续比赛。进行第三局比赛时，如一方先

得８分 （女单为６分），也需要交换场地。
（六）间歇：第一局结束后，运动员可以休息９０秒。此时，教练员可以进行指导，但

运动员不能离开场地。比赛时，若打成一比一平局，可休息５分钟，然后进行第三局决胜

局比赛。此时，运动员可以离开场地并接受指导，但比赛前一分钟必须回到场地。
（七）发球违例

（１）过腰：发球时 （在球和拍接触的瞬间），球的任何部分高过发球员的腰部。
（２）过手：发球时 （在球和拍接触的瞬间），球拍顶端未向下，整个拍框没有明显低

于握拍手的整个手部。
（３）踩线：发球时，脚踩在发球区四周的线上或线外的地面。
（４）移动：发球时 （从球拍第一次向前挥动开始，如抛球在先，挥拍在后，则从抛球

开始到球从拍面弹出瞬间为止），发球员的两脚或任何一脚离开地面或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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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假动作：在发球员和接球员均做好准备姿势后，发球员在发球过程中有任何破坏

发球连续性的动作。
（６）违例：发球时，在击球瞬间不是首先击中羽毛球的球托。
（７）不过网：球未发过网或从网下穿过。
（８）错区：发过去的球落在非规定的一个发球区内。
（９）短球：发过去的球落在网前发球线之间的区域内。
（１０）长球：双打比赛时，发过去的球落在双打发球线后与端线前的区域内。
（１１）界外：发过去的球落在边线或端线以外的地区。
（八）接发球违例

（１）移动：接发球时 （从发球员拍第一次向前挥动开始———如抛球在先，挥拍在后，
即从抛球开始到球从拍面弹出瞬间为止），接发球员的两脚或任何一脚离开地面或移动。

（２）踩线：接发球时，接发球员在或踏出发球区四周的任何线上或线外。
（九）击球违例

（１）连击：两次挥拍，连续击球两次，或同队两名运动员各击一次。
（２）持球：击球时，球停滞在球拍上，紧接着又有拖带动作。
（３）界外：球的整体落在对方边线或端线以外 （球的任何部分压线为界内球）。
（４）触网：比赛进行中，球拍或运动员的身体、衣服触及球网或球网的支撑物。
（５）过网：击球时，球拍或球的接触点在对方场区上空 （如果击球点在本方上空，球

拍可随球过网）。
（６）碰障碍：击出的球碰到障碍物。
（７）违例：队员的身体被球击中。
（８）妨碍：比赛进行中，运动员有妨碍对方的行为，如当对方在靠近网前上空有机会

向下击球时，运动员将球拍在网前举起，企图拦截，使球反弹回去，或运动员侵入对方场

区，或球拍扔进对方场区等。
（９）不过网：击出的球落在本方场区外或从网下击入对方场区。

第七节　手　　球

手球运动概述

手球是一种起源于德国的球类运动，是综合篮球和足球特点的综合性运动。手球比赛

中双方可各派７人上场，其中１人为守门员，在规定的场地内，通过集体配合，运用传、
接、运、移动和封、打、断技术配以战术将在比赛中获得胜利。

手球运动最初是从十一人制开始的，后移到室内，缩小场地，减少人数，出现了七人

制手球。早期的七人制手球只作为一种游戏，不属于竞赛项目，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
七人制手球的盛行取代了十一人制手球竞赛。１９３８年，国际手球运动协会成立，并定期

举行世界手球锦标赛。在第十一届奥运会上，手球被列为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
中国手球运动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的，到６０年 代 中 期 开 始 推 广 七 人 制 手 球。

手球运动在我国开展还不十分普及，就其竞技水平而言，我国手球在亚洲与韩国、日本成



　
　
　
　
第
八
章
　
球
类
运
动

２２１　　

鼎足之势，但与欧洲球队相比，仍有一定差距。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兴旺发达，手球运动

必将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

手球的基本技术和练习方法

一、基本技术

手球技术包括脚步移动技术、进攻技术、防守技术和守门员技术等。
（一）脚步移动技术

脚步移动是改变自身身体位置、移动方向和速度所运用的各种脚步动作的总称。它包

括起动、跑、急起、急停、侧身跑、变速跑以及转身、跳跃等动作。移动技术掌握的好坏

对攻守技术的运用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１基本站立姿势

为了在比赛中适应场上瞬息万变的需要，而随时保持的一种准备姿势。
动作要领：两脚左右稍前后开立，同肩宽，脚尖与膝稍内扣，脚跟提起膝微屈，支撑

点落在前脚掌上，重心在两脚之间，保持平衡，两臂屈肘自然置于体侧，抬头注视目标。

２跑

（１）急起、急停。人体由静止状态迅速变为移动状态。在进攻中突然迅速的起动，能

有效地摆脱防守队员，在防守中快速起动跑，可以抢占有利位置。
动作要领：急起时双膝微屈踵离地，蹬地摆臂快速有力，身体前倾重心前移，开始几

步小而快速。急停时跨步腿落地膝弯屈，上体稍向后重心后移，两脚抵地做蹬撑，抬头前

视保持平衡。
（２）侧身跑。在比赛中，攻防队员为了利于观察场上情况和接、断来自侧后方的球。
动作要领：跑动中，脚尖和膝朝着跳动方向，上 体 及 头 部 转 向 目 标，身 体 重 心 侧 前

移，两臂自然摆动，随时准备接、断球。
（３）后退跑。比赛中，防守队员为了观察进攻队情况而采取的方法。
动作要领：后退跑时前脚掌蹬地，膝微屈上体稍后仰，抬头，眼睛观察场上情况，保

持身体平衡。

３跳

为了在比赛中获得空中优势以及寻找空间射门点而采用的动作技术。
（１）向上跳。多用于接、断空中球及外围远射。
动作要领：起跳时降低身体重心 （踏跳腿屈膝），然后踏跳腿用力向上蹬伸，同时手

臂协调上摆，使身体充分伸直重心升高，另一腿自然屈膝抬起。
（２）向前跳。常用于快速切入射门和空中接球射门。
动作要领：快速跑动切入，起跳时踏跳腿前脚掌用力蹬地，屈伸膝关节，上体前倾，

腾空后使身体充分伸展，身体重心前移并超越支撑点，同时抬头，眼睛注视目标。
（３）向侧跳。多用于抢断球，守门员的防守以及为避开防守队员进行射门。
动作要领：起跳时双脚或单脚向侧用力蹬地，身体重心向起跳方向移动，身体在空中

充分伸展，同时手臂向侧斜上举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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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方法：
（１）徒手练习基本站立姿势。
（２）根据教师的口令作不同方向的基本站立姿势。
（３）原地站立，听口令做急起、急停、侧身跑、后腿跑的练习。
（４）徒手进行向上、向前、向侧的各种跳跃练习。
（５）持球进行向上、向前、向侧的各种跳跃练习。
（二）传、接球技术

传、接球技术是手球比赛中队员之间有目的地转移球的方法，是进攻队员在场上相互

联系、组织进攻、实现战术配合的基本技术。

１持球

持球是进攻的开始，它是进攻中有球技术的基础，手球运动中一般可分为单手持球和

双手持球。
（１）单手持球。单手持球是手球比赛中使用最多的持球方法。它灵活机动，活动范围

大，挥动速率快、威胁大。
动作要领：单手五指自然张开，用手指部位力量触球、控球，掌心空出，同时手腕肘

及肩关节放松。
（２）双手持球。双手持球一般在接球时运用，它便于控制球，但持球活动范围小，灵

活性差。
动作要领：双手手指自然张开，两手拇指相对呈 “八”字，两手手指部位触球，掌心

空出，持球的侧后部。

２传球

（１）单手肩上传球。单手肩上传球是比赛中最常用的传球方法之一。其特点是动作简

单、易控制、传球准确。适合于短、中、长距离传球，并能结合射门动作，有着很强的攻

击性 （图８７１）。
动作要领：以右手为例。两脚前后开立，右手持球于肩上并举球后引，肘关节高于肩

关节，左肩略向右转。传球时右脚蹬地，同时腰腹部用力，躯干向左转，身体重心前移，
以肩关节带动肘关节对准方向，屈腕拨指将球传出。

（２）单手体侧传球。单手体侧传球是持球于体侧向自己体侧方转移球时运用的一种方

法。其特点是，出手迅速且动作幅度小而隐蔽，准确性较高，适合于短距离传球 （图８７
２）。

动作要领：以右手为例。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膝微屈，身体重心在两腿之间，右手

持球于体前，传球时以上臂带动前臂由左向右挥摆，手腕外旋对准传球方向甩动 将 球 传

出。



　
　
　
　
第
八
章
　
球
类
运
动

２２３　　

图８７１　单手肩上传球
　　　　

图８７２　单手体侧传球
　　

３接球

（１）单手接球。单手接球在比赛中较少运用，其特点是接球 范 围 大；缺 点 是 接 球 不

稳，不易控制。
动作要领：接球时，根据不同方向的来球，主动伸手迎球，五指自然张开，当手触球

后顺势后撤缓冲，另一手迅速上去护球。
（２）双手接球。

①接胸部以上高度的球：比赛中最常用的接球动作 （图８７３）。
动作要领：接球时，手指自然张开略向上，两手拇指及食指相对呈 “八”字，两手形

同半球状，接球时，两臂主动伸出引球，在手指触球的瞬间，手指用力握住球，两臂快速

后缩缓解冲力，并将球持于胸腹之间。

图８７３　双手接胸部以上高度的球

②接低于腰部高度的球：该接球动作在比赛中较少运用 （图８７４）。
动作要领：接球时，手指自然张开，双手小拇指相对呈倒 “八”字，双手成半球状，

接球时上体前屈，两臂弯屈向前下伸，在触球时手指紧张并迅速后引缓冲，接球后上体直

起将球持于胸腹之间。

图８７４　双手接低于腰部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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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方法：
（１）加强手指力量的各种辅助练习。
（２）对墙传接球练习。
（３）迎面传接球练习：排成一路纵队，接教师传来的球，并回传给教师，传后排到排

尾，并按教师要求进行不同形式和距离的传、接球练习。
（４）两人或三人之间的快速推进。
（５）三角或四角传、接球。（练习过程中可加球练习）
（三）射门技术

射门是进攻队员为将球射入对方球门而采取的各种专门动作的总称，它是得分的惟一

手段。

１支撑射门

（１）原地肩上射门。
动作要领：以右手射门为例。两脚左前右后，上体侧对球门，身体重心落在右脚上，

前膝稍屈，右手持球于肩上，射门时，右脚疾速蹬地，以 肩 带 动 腰 腹 向 左 转 动，重 心 前

移，同时上臂及肘向前挥动，最后用手腕、手指的力量将球射出，并顺势向前跨步。
（２）跑动支撑射门 （图８７５）。
动作要领：以右手跑动射门为例。接球后跨左脚，右手持球引至肩上，随后右脚向前

跨步的同时上体向右转动，当身体由右脚支撑时，右脚奋力蹬地，上体收腹并左转前屈，
带动手臂向前挥摆，最后用手腕、手指的力量将球射出。左脚顺势迈步，随后惯性跑动。

图８７５　跑动支撑射门

２跳起射门

（１）向前跳起射门 （图８７６）。

图８７６　向前跳起射门



　
　
　
　
第
八
章
　
球
类
运
动

２２５　　

动作要领：以右手向前跳起射门为例。接球后，利用助跑，左脚前脚掌积极用力向前

蹬地跳起，使身体重心前移超越支撑点，左肩侧对球门，同时右 手 持 球 于 肩 上，抬 头 展

体，右腿屈膝外展，眼睛注视球门，当身体上升到接近最高点或取得最佳射门时机时，上

体向左转动，以肩带动手臂向前挥摆将球射出。
（２）向上跳起射门 （图８７７）。

图８７７　向上跳起射门

动作要领：以右手跳起射门为例。接球后，迅速助跑，当最后一步左脚落地时全力蹬

地向上跳起，两膝自然屈膝，持球右手由下向后划弧引球至右肩上方，同 时 上 体 向 右 转

动，左肩侧对球门，当身体跳起近最高点时，以右肩带动向左转体，同时收腹，右臂用力

挥动，屈膝将球射出。
练习方法：
（１）持球进行各种射门的技术动作练习。（可对墙）
（２）接教师传球做各种射门的技术练习。
（３）运球后做各种射门的技术练习。
（４）二对二或三对三进行战术配合后的射门练习。
（四）防守技术

防守技术是队员合理地运用脚步移动，抢占有利位置，利用身体躯干部分以及手来阻

挠和封堵破坏对方的进攻。

１防守的基本姿势

防守的基本姿势是使防守队员处于一种既稳定又灵活机动的站立姿势。

动作要领：两脚平行或斜向开立，与肩同宽，膝 微 屈 体 稍 前 倾，身 体 重 心 在 两 脚 之

间，抬头目视对方，两臂伸开或举垂，随时准备做出移动和防守动作。

２防持球队员

动作要领：当所对应的对方队员接球时，应快速移动，主动的 “顶”上去，正对持球

队员，用斜步站立的方法，与对方持球手同侧的脚在前，另一脚在后；与前脚同侧的手臂

上举，干扰和影响持球队员的行动，另一手屈肘于腰腹之间，以防冲击。当进攻队员持球

进行远射时，应伸展两臂积极地进行封堵。如内线进攻队员拿球而防守队员在其背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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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运用 “卡压”对方的持球手，使其不能抬手射门。

３防无球队员

动作要领：当所对应的对方队员无球时，应与其保持适当距离，用平步和斜步站立的

方法，靠有球一侧的手前上举，另一手自然屈于体侧，抬头注视有球队员和无球队员，并

根据场上情况，不断调整站位，做到人球兼顾，并随时准备抢断及协防。
练习方法：
（１）防守基本姿势练习。
（２）一对一或二对二的徒手防守练习。
（３）一对一或二对二的有球攻防练习。
（五）守门员技术

守门员是全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主要任务是不让球射入球门。守门员技术包括准备

姿势、位置选择、脚步移动、封挡球、传球五种。下面主要介绍封挡球技术。

１手挡球

有单手挡球和双手挡球之分。
（１）单手挡球。单手挡球一般用于封挡身体两侧不同高度的来球。
动作要领：根据来球方向单手伸出，五指自然张开，掌心对准来球，在掌与球接触的

一刹那，手指、手腕紧张，并迎球下压，将球挡于身体附近。同时也可用单手托球、打球

等方法将球托、打出去。
（２）双手挡球。双手挡球一般用于追身球或头顶上方的来球。
动作要领：两手臂并拢，双掌手指自然张开，掌 心 对 准 来 球，在 掌 与 球 接 触 的 一 刹

那，手腕下压，将球挡落于身体附近。

２臂封挡球

（１）单臂封挡球。单臂封挡球主要用于守门员向前出击防守或封挡近身体两 侧 的 来

球。
动作要领：根据来球方向伸出单臂，手臂肌肉和肘关节保持紧张，在手臂触及球时顺

势稍后引，以缓解射门力量，同时手臂内旋将球挡于近体。
（２）双臂封挡球。双臂封挡球一般用于守门员封挡头上方来球，比赛中多出现于边锋

小角度射向球门近上角的球。
动作要领：双臂并拢伸直上举，掌心向前封 住 头 上 空 当，当 手 臂 触 及 球 时，迅 速 下

压，将球挡落于近身。
（３）腿、脚封挡球。主要用于封挡低于腰部以下的射门。
动作要领：以右腿、脚封挡球为例。左脚向侧用力蹬地，使身体重心移向右侧，右腿

关节外展并向来球方向伸出，对准来球，用腿的内侧或足弓封挡球。
（４）手、脚并用封挡球。主要用于封挡胸部以下的射门。
动作要领：当射门球的高度在腰部位置时，身体重心向来球移动，同时近球一侧手、

脚靠拢，通过伸臂、抬腿的动作将球封挡。当迎球而上进行封挡 时，躯 干 和 四 肢 充 分 伸

展，似老鹰扑食，封挡来球。
练习方法：
（１）各种柔韧素质练习，发展肩、腰腹、下肢等的柔韧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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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不同方向的移动练习。
（３）灵敏、反应练习。
（４）守各种形式的射门，运用各种封挡技术。
（５）固定和移动的短、中、长传球练习。

手球基本战术

手球运动的基本战术有进攻战术、防守战术和攻防战术。

１进攻战术

进攻战术又分为：传切、突分、交叉换位等。
（１）传切战术。又分为直切、斜切等。
斜切配合 （图８７８）：③持球，横传给④后做变向跑摆脱②的防守，切入空位，此时

④接球后做正面佯功，吸引正面⑤防守后，及时传球给③，③接球射门。
直切配合 （图８７９）：③持球，传给④，④接球后直接向②与⑤之间空当切入，当⑤

补防时，③快速从⑤身旁空当直切，此时④及时将球传出，③接球后进攻射门。

图８７８　斜切配合
　　　　

图８７９　直切配合

动作要领：进攻队员将球传出后以身体假动作摆脱对手，用变向、变速跑，快速直切

向球门区，接同伴及时回传来球进行进攻。
要点：配合时二人之间拉开间隔距离，这样能使防守队员之间失去相互支援的可能，

以便能扩大切入与传球的空当。
（２）突分战术。持球队员突破吸引防守队员，给同伴创造进攻机会，并将球及时传给

同伴射门的一种简单配合。如果一次突分不成功接着进行第二、第三次连续地突分配合，
以打乱对方的防守步伐，取得无人防守，达到射门得分的目的，这种连续的突分配合又叫

连切配合。
突分战术配合方法一 （图８７１０）：④持球做个人突破，从两名防守队员之间持球切

入，迫使②、⑤靠拢，此时③利用②移动出现的空当直切；④及时将球传给③，③接球后

射门。
方法二 （图８７１１）：③持球变向向当中突破，吸引⑤防守，利用⑤身后的空当，将

球传给⑤，⑤接球后转身射门。③向中路突破时，④向旁边移动，吸引④防守，为③中路

突破拉开空当。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２２８　　

图８７１０　突分战术配合一
　　

图８７１１　突分战术配合二

（３）交叉换位战术配合。在手球比赛中，交叉换位配合应用最多。交叉换位就是靠近

的两个队员向防线做交叉跑动互换位置，借以摆脱防守获得突破攻击的机会。

动作要领：交叉换位时要对对方防线有冲击力，迫使防守一方不停地调整防守位置，

造成对方在防守上产生错觉或移动不及。交叉换位时第一人斜线移动时，要有突破攻击动

作，以便带动对手跟防，拉空位置，给同伴创造攻击机会。无球队员在交叉换位时要随时

准备接球进攻。交叉换位配合的传球最好采用托抛球或甩传球的分球方法。

交叉换位战术配合 （两人一次换位，图８７１２）：④将球传给斜切的③后，向中间斜

切接⑧回传球，完成交叉换位后的切入射门。

三人二次换位配合 （图８７１３）：④持 球，③斜 插 跑 至④前，④传 球 给 斜 插 的③后，

跑动与③做一次交叉换位，跑动中④接③的回传球，继续跑动斜插向②与③之间，并将球

传给②，②接球后与④再做一次交叉换位，并跳起外围远射，这种连续交叉换位能有效地

压制防守，为外围射门创造机会。

图８７１２　交叉换位战术配合
　　

图８７１３　三人二次换位配合

２防守战术

防守战术配合主要有：换防、关门、补防等配合。防守战术运用的好坏，主要取决于

个人防守能力和协同防守的意识。
（１）换防配合。

动作要领：换 防 是 指 防 守 队 员 之 间 相 互 交 换 自 己 所 防 守 对 象 的 一 种 配 合 方 法

（图８７１４）。

要点：注意观察进攻队员的行动，换防时要主动积极、果断、相互呼应、动作一致。

调整自己位置，堵住进攻队员的移动路线。

防守队员④、⑤盯随自己的对手，当发现进攻队员④、⑤进行交叉换位，并挡住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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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④的移动路线而无法继续看守自己的对手时，应迅速及时与⑤换防。
（２）关门配合。关门配合是临近的两个防守队员协同防守突破队员的一种配合方法。
动作要领：当进攻队员突破对方的防守队员时，邻近突破一侧的防守队员必须迅速滑

步向同伴靠拢，像两扇门一样关起来，堵住突破队员的前进路线。协同配合的两个防守队

员的腿部要靠近，肩部要尽量靠拢，以免突破队员从中挤过，关门时手臂 不 要 有 附 加 动

作。
要点：配合要协调默契，动作要快速及时。关堵时双臂抬起或举起以防对方射门。
关门配合方法 （图８７１５）：进攻队员②接球突破，防守队员③、④积极滑步靠拢阻

截，两个平行站立、贴近共同堵死②的突破防线。
（３）补防配合。当某防守队员出击顶防持球的进攻队员而被对方突破时，靠后的邻近

防守队员就应积极补位防守，以弥补本方的防线缺口。
动作要领：当对方持球队员已突破同伴时，邻近的防守队员要积极补防，反应要快，

动作要迅速、果断。当补防时，其他防守队员要注意观察突破队员的分球意图，并及时抢

占有利位置。
要点：补防动作要快，要遵循先堵内线再封外线，先堵中间再防两边的原则，相互协

调作战，形成默契。
补防配合方法 （图８７１６）：当防守队员③被进攻队员③突破，邻近防守队员②及时

补防。此时，防守队员。要迅速移动回防线内补位。

图８７１４　换防配合
　　

图８７１５　关门配合
　　

图８７１６　补防配合

３攻防阵形

手球比赛中攻防转换快，每个队在进攻、防守时应根据本队及对方队的特点采用不同

进攻、防 守 阵 形，目 前 手 球 比 赛 常 用 的 阵 地 进 攻、防 守 的 主 要 方 式 有 “６－０”阵 形、
“５－１”阵形、“４－２”阵形等。

（１）进攻阵形。

① “６－０”进攻阵形。６名队员成一线排列，面向球门区站位在任意线外，两边锋可

站在场角的位置上。（图８７１７）

② “５－１”进攻阵形。１名队员在对方球门区前站立，背向球门，其他五名队员在任

意球线外分开站立，中间三名队员的站位距离可稍远些。（图８７１８）

③ “４－２”进攻阵形。２名 队 员 站 于 对 方 球 门 区 前 沿，四 名 队 员 在 任 意 线 外 分 开 站

立。（图８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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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７１７　“６－０”进攻阵形
　

图８７１８　“５－１”进攻阵形
　

图８７１９　“４－２”进攻阵形

阵地进攻的原则是快速传球转移，积极交叉换位，迫使对方防守移动造成空隙，以切

入射门。总之进攻阵形要根据本队特点、战术需要和防守队的弱点进行针对性安排，避实

击虚，攻其弱点。
（２）防守阵形。

① “６－０”阵 形 （图８７２０）。６名 防 守 队 员 站 在 球 门 区 前，形 成 一 道 密 集 的 防 线，
通常把身体高大、防守技术较好的队员安排在中间，因为中间对球门威胁较大。

方法：每个防守队员要对着本区正面的进攻队员，如果进攻队员有一名站在内线时，
靠近他的防守队员要紧贴进攻队员，封锁他的接球线路，做到有球紧无球松，当中紧，两

边松，随球移，两手张。
特点：这种阵形队员之间距离近，防线密集大，当对方缺乏远射威力但突破能力强，

两侧边锋威胁较大时运用。

② “５－１”阵形 （图８７２１）。１名防守队员突前位于任意球附近，其他五名队员成

一线分布在球门区前形成防守队形，突前的队员任务是破坏对方战术配合，伺机抢断，阻

止正面远射。
特点：两侧防守队形防区大，有纵深，能有效破坏对方战术配合，并能限制对方正面

远射。

③ “４－２”阵形 （图８７２２）。前面两名防守队员分别位于任意线前约与球门４５°角的

位置，其他四名队员站成一线分成在球门区前形成两线防守阵形。前面两位应是 脚 步 灵

活，移动快的队员。他们主要是紧随对方后方限制其正面远射并积极移动，切断对方正面

联系。
特点：这种防守阵形对于以外围进攻为主的两个后卫，远射能力较强的队应用较为有

效。

图８７２０　“６－０”阵形
　　

图８７２１　“５－１”阵形
　　

图８７２２　“４－２”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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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球基本竞赛规则

１场地

标准场地为长方形，边线长４０ｍ，球门线长２０ｍ （Ｐｂ球门线加内球门线）。平行于球

门线的中线将场地分成两个半场和两个球门区。场地大小和地面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改变

而使一方从中得利。（图８７２３）。

图８７２３　手球场地

注：场地应有一定的安全区，离边线至少１ｍ，离球门线至少２ｍ。

２球门

每个球门必 须 位 于 各 自 球 门 线 的 中 央，球 门 高２ｍ，宽３ｍ （从 内 侧 量 起）。见 图

８７２４ （ａ）。
球门柱应稳固地置于地面，并由一根水平横木连接，球门柱的后沿应与球门线的外沿

齐平。球门柱和横木的横断面为８ｃｍ×８ｃｍ，它们必须用相同的材料 （例如木料、轻金属

或化学合成材料）构成，四面必须漆成与背景有明显对比的相间色带。球门柱和横木连接

处应漆成长２８ｃｍ的同色的色带，所有其他长方形色带均为２０ｃｍ。图８７２４ （ｂ）。球门应

缚挂一张使掷入球门的球不会立即弹回的网。

３队员人数

每队上场比赛队员７人，其中有一名守门员。比赛中可以随时换人无需告知裁判员，

但必须在规定的换人区域进行换人，并须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

４比赛时间

比赛为６０ｍｉｎ，平均分为上下两个半场，每半场３０ｍｉｎ，中间休息１０ｍｉｎ。在比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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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７２４　球门

除暂停外不停表。

５侵人犯规

比赛中场上队员的推、拉、抢、撞等行为都属犯规，对一般犯规不计次数，而对严重

犯规、粗野及危险动作以及有违体育道德的言行，将给予警告，并小罚出场２分钟，严重

者可处取消比赛资格。

６七米球

当进攻队员持球突破射门时，防守队员出现犯规行为或进入球门区防守，则要判罚点

球———七米球。

７持球与封挡

比赛中进攻队员可持球走或跑三步，防守队员可用身体躯干阻挡对方的移动，守门员

对进攻队员射来的球可用手脚进行封挡，阻止球进球门。

第八节　棒　垒　球

棒垒球运动概述

现代棒球运动脱胎于英国的板球运动，创始人窦布戴伊于１８３９年在美国纽约创立了

该项运动。１８４５年，美国人亚历山大·卡特赖特制定了第一部棒球竞赛规则，并正式起

用了棒球 （ｂａｓｅｂａｌｌ）这一名称。１９３８年在英国举行了第一届世界业余棒球锦标赛。国际

业余棒球联合会成立于１９７６年。从第２５届奥运会起，棒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垒球运动是在１８８７年从室内棒球逐步演变发展形成的一个独立比赛项目。１９３３年制

定了第一部统一的比赛规则，并取名为垒 球 （ｓｏｆｔｂａｌｌ）。１９５２年 国 际 垒 球 联 合 会 宣 告 成

立。在国际垒联的积极努力下，从１９９６年第２６届奥运会起，垒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棒垒球虽在２０世纪初就传入我国，但是其普及程度远不及其他运动项目。经过棒垒

球工作者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我国女子垒球的发展呈现出了良好的态势。自从１９７６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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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入国际垒联后，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世界级的优秀垒球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多次

获得世界锦标赛亚军、世界青年锦标赛冠亚军。在第２６届奥运会上，我国女垒健儿勇夺

亚军，翻开了我国垒球运动发展的新篇章。
棒球和垒球的技术、战术和比赛方法基本相同，只是场地大小，球和棒的尺寸、重量

以及投球和离垒的方法不同。而且棒垒球比赛方法与其他球类有非常大的差别，即攻守截

然分开。

棒垒球基本技术与练习方法

棒垒球技术包括防守技术 （接球、传球和投球）、进攻技术 （击球和跑垒）。它是构成

各种战术的基础。

一、防守技术

（一）接平直球

１技术要点

正面对传球者站立，两脚分开同肩宽，双膝微屈，双肘屈，合手置于胸前，双眼正视

传球者。戴手套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太深则使用不灵活，太浅则容易被传球打落。不

论高低、左右的传球，都要用手套的掌心对着来球接，使手套正面成一平面，与传球成为

垂直面。绝不可用手套的手指对着来球接。传球在腰部以上，手 指 朝 上；传 球 在 腰 部 以

下，手指朝下；传球偏右，如果来得及移动身体，则用正面双手接，仍按腰部上下传球的

要求；如果来不及，则手指朝右，单手接球。传球偏左，手指朝左；传球偏右下侧时，可

用正手接，也可用反手接。但不论正手、反手，手指都要朝右。手套的接球位置在虎口与

掌心之间，球进手套后双手合拢后引，右手伸入手套拿球。

２练习方法

（１）徒手变换接上、下、左、右、上 左、上 右、下 左 和 下 右 八 个 方 向 来 球 的 手 套 位

置。
（２）近距离接抛球。
（二）接地滚球

１技术要点

面对来球，两脚分开比肩稍宽，前导脚稍前，轴心脚稍后，屈膝，上身前俯，重心置

于双脚前掌，双手自然放在双膝之前，双眼正视来球。正面迎球，双手前伸靠拢，手套张

开，掌心向前上方，贴地，传球手放在手套上，调正步法，在地滚球弹跳到最高点或刚着

地时，用双手接球 （图８８１）。球进入手套后，传球手覆盖手套，并将手套稍后引，以免

球从手套弹出。同时，传球手把手套里的球抓住，准备垫步，再将传球臂后摆，做传球准

备。
接地滚球时，除非来球很迅猛而来不及上前接，其他情况则只能上前接，而不能等着

接，更不能退后接。特别是接球速不快的地滚球时，必须起步向前，在距来球１－２米时

下蹲接球。接左前方或右前方的地滚球时，起动路线不能与来球路线交叉，不能等球到跟

前才下蹲接球，而应留有余地，采取弧形跑动路线，然后在距来球１－２米时下蹲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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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８１

２练习方法

（１）徒手下蹲做双手正面接地滚球练习。
（２）练习接近距离抛来或传来的地滚球。
（３）练习接教练击出的地滚球。
（４）结合内外场练习接地滚球。
（三）接高飞球

１技术要点

面对前方，两脚分开比肩稍宽，左脚稍前，两膝微屈，上体前倾，双手自然放在双膝

前或胸腹前，两眼正视前方，注意力集中。接高飞球时，先判断其落点，迅速起动到落点

附近。

正对来球，自然站立，双臂屈肘，上举到头部前上方，手套手指朝上，掌心向前上方

张开，传球手放在手套旁，双眼从手套上沿看来球，球进入手套时，传球手将球覆盖，用

双手牢牢把球接住，同时顺势后引，准备传球。在移动中，不要将手套放在头上。接身后

高飞球时，应采用侧身跑或侧身跑后再接侧身跑的方法。

２练习方法

（１）近距离原地接抛来的小高飞球。
（２）步伐练习：侧身跑与后转身组合练习。
（３）接教练击出的高飞球，并结合内外场练习接高飞球。
（四）传球技术

１握球方法

棒球的握球方法：把球放在食指和中指的指根，这两指放在球体的上部，两指分开约

一指宽，两指的第一指节前部要压在球缝处，拇指和无名指扶持球体下部两侧，拇指第一

指节也要压球缝，形成三点压球缝，两点在上，一点在下正中。不要把球握在掌心，也不

要把球完全贴在虎口，球与虎口之间要留有空隙。不要把球握得太紧或太死，要放松些。

垒球的握球方法：食指、中指、无名指自然分开，指根以上部位放在球体上方，大拇

指放在球体下方，小指放在球体外侧。手型较大或手指较长者，也可以采用棒球的握法。

２传球技术

传球姿势由于出球位置的不同而分为肩上、体侧和肩下传球三种。

这三种传球姿势中，以肩上传球姿势最为合理，此种传球有力而准确，且不易伤及肩

臂。因此要以肩上传球姿势为主。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用体侧和肩下传球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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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上传球的动作要领：正面对着传球目标站立，两脚分开同肩宽，双膝微屈，左脚稍

前，双眼正视接球队员的胸前，两手持球置于身前。身体向传球臂方向转动约９０°，右臂

摆向身后，左脚向传球方向前移，准备伸踏。这时，以右脚或双脚支撑整个身体，使之保

持稳定，两臂前后分展，球在掌下。随左脚向传球方向伸踏落地，身体左转，左臂屈肘，
向左肩后收，带动右臂从身后向身体右上方 （体侧３／４部位）前送。待通过体侧线时，用

力甩臂扣腕，将球在身体前上方传出。双眼始终盯准接球者。右臂从身后前送时，要使手

背在下，球在上，肘平肩屈成９０°左右，肘关节不低于肩关节，腕不低于右耳，但不能过

于靠近右耳。甩臂扣腕要由上向下用力，借助转髋力量，要有爆发力。球出手时，食指和

中指第一指节压球缝部分要有拨指动作，使传出的球做由下向上的旋转，加速球体向前运

动的冲力 （图８８２）。
传球出手后，右臂继续向身体左下方摆动，上身自然下压，右脚前移，成接球的准备

姿势。

图８８２

３练习方法

（１）连续往自己手套里传球、拿球，体会握球的要领。

（２）肩上传球姿势：连续抽毛巾练习。
（３）两人间由近到远、由远到近传接球练习和垒间传球练习。
（４）结合内外场练习传球。

（五）棒球投球技术 （以右投为例）
投球有正面投球和侧身投球两种姿势，投手可随时选择其中一种姿势投球。正面投球

就是投手正面向着击球员站立投球；侧身投球就是投手侧身向着击球员站立投球。它们之

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便于投球，后者便于传牵制球，这是因为棒球比赛中跑垒员不受离垒限

制。因此，在垒上没有跑垒员时，不论右投还是左投，投手都采取正面投球姿势。但垒上

有跑垒员时，则采取侧身投球姿势。

无论正面还是侧身投球，根据投球出手时投球臂的角度和出球点的高低，有三种投球

方法：上投法、侧投法、下投法。其中上投法是最基本的投球技术。

１正面投球技术要点

准备姿势：右脚踏在投手板上，左脚放在投手板两侧 以 外 的 任 何 地 方，正 面 对 着 接

手，右手调整握球的位置，将食指、中指的指尖压在球的线缝上。保持握球的隐蔽性和身

体的稳定性。

投球预摆：双臂向上摆动并合手，转体提膝，重心置于右脚，双眼注视接手。尽可能

提高提膝的高度，但不能破坏身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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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球出手：右膝微屈蹬地，左髋前送，左脚伸踏，根据腿部力量决定伸踏幅度。上体

左转，重心前移，左臂屈肘后收，右臂前挥，手腕下压，手指拨球出手。
投球臂随挥：其技术动作与肩上传球相似。（图８８３）

图８８３

练习方法

（１）两脚前后站立成投球姿势，进行徒手和对网投球练习。
（２）完整动作的徒手和对网投球练习。
（３）配接手的投球练习。
（４）击球员击投手球时的投球练习。

２侧身投球技术要点

侧身投球的技术动作和正面投球基本相似，但也有一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准备姿势：身体侧对接手，两脚左右开立，左脚在前，右脚踏在投手板上，并保持身

体静止。
投球预摆：侧身投球无须预摆。提膝高度视投手的动作速率和投球速度而定。

投球出手：投球出手和投球臂随挥的技术动作与正面投球相似。
练习方法：与正面投球基本相似。
（六）垒球投球技术 （以右投为例）
垒球投球方法有后摆式和绕环式两种。目前，国际上 普 遍 采 用 绕 环 式 投 球 方 法。一

般，初学者往往从学习后摆式投球入手，因该方法较易掌握且准确性也易控制。现将该方

法介绍如下。

１技术要点

握球：握球方法与传球的握法相同，最好是食指和中指握在球的线缝上，借以加强对

球的控制力量和球的旋转。
踏板位置：两脚站在投手板上，可平行站立，或右脚稍在前，触踏在板的前沿，脚尖

稍偏向三垒，左脚在后，触踏投手板，两脚之间距离略小于肩宽，重心落在右脚上，身体

自然放松，两肩与一、三垒平行，面对击球员。

投球动作：投球前，双手握球置于身前。静止后，两手分开，开始做向后摆臂动作。
右手握球，右臂直臂经体侧由下向后上摆。在后摆的同时，上体前倾并向右转，左腿屈膝

提踵向右转。当摆臂至后上方最高点时 （约与地面垂直），左脚向正前方迈出一大步，成

弓箭步，利用身体前倾 （重心前移）、腰部扭转、髋关节前送和右脚的用力蹬地，加快手

臂下摆速度。最后加上手腕和手指的力量，将球经体侧向前投出。球出手后，右臂继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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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右脚顺势跨出一步，与左脚平行，两膝微屈，上体前倾，做好防守准备。

２练习方法：与棒球练习方法基本类似。

二、进攻技术

进攻技术包括击球技术 （挥击球、触击球）和跑垒技术。击球技术是棒垒球运动中进

攻的基本技术，也是最重要的技术。跑垒是进攻技术的一部分，它包括跑一个垒、连续进

垒和离垒。
（一）挥击球 （以右打为例）

１技术要点

握棒：双手握棒，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两手并拢，不留空隙。把棒放在右手指第三

指节根部、左手指第三指节上，然后合手拧紧。（图８８４）

图８８４

准备姿势：击球员的站姿有平行式、开放式、封闭式三种 （图８８５）。

图８８５

平行站姿对初学者较为适宜。当击球员进入击球区后，应正对本垒板站立，两脚分开

同肩宽，两膝微屈，双手握棒，像持雨伞那样将棒立于右肩前，左臂横放胸前，离胸部约

一拳，头部转向投手，注视投手投球动作，全身放松。
挥棒与击球：在投手开始摆臂时，击球员应将重心移在右脚上。当投手投球出手的一

刹那，击球员即将左脚向前伸踏一小步，重心随即落在两脚上，双膝微屈，右脚以前脚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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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轴，向内转动，髋关节主动左转前移，带动腰及上体向前转动，同时，握棒的双手以腕

领棒，加速前挥。当挥棒的两臂伸直时，也就是挥棒速度最快、力 量 都 集 中 在 棒 头 的 时

候，以棒的粗端在本垒板前上空把球击出。在触球的一刹那，手腕要向前用力顶一下，以

增加击球力量。击中球后，棒要继续挥动，不得停顿。右手要向上翻腕，同时随势屈肘，
当双手贴近左肩时才算完成整个挥棒动作。击中球时，重心应在两腿之间，左脚伸直，右

脚屈膝，脚步稳定，支撑有力。在整个挥棒击球过程中，两眼要始终注视来球，特别是击

中球的一刹那。挥棒速度由慢至快，挥棒方向基本上与来球保持同一水平方向。根据来球

的内外、高低，随时改变棒的挥动轨迹和击球点。（图８８６）

图８８６

２练习方法

（１）转髋和伸踏的徒手练习。
（２）挥空棒练习。
（３）击立柱球、垂直抛击球和斜抛击球练习。
（４）轻击球和击投手球练习。
（二）触击球 （以右打为例）

１技术要点

击球前的准备姿势与挥击球相似。当投手投球出手后，击球员向左转体，重心前移，

两膝弯屈，右脚提踵，收腹含胸，上体前倾，左手斜握棒柄，右手采用拇指在上、四指弯

屈在棒下或五指朝上的握棒方法滑向棒的１／２处，双臂屈肘前伸，使棒的粗端略高，并在

１／３处触球，眼睛与球棒的触球位置平齐，以便盯住来球（图８８７）。在棒碰触球的瞬间，小

臂和手腕要有缓冲。根据来球的高低、内外，击球员要用双膝和双手来调整棒的位置。

图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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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练习方法

（１）触击动作练习。
（２）抛 （投）球触击练习。
（三）跑、离垒

１跑垒的技术要点

在跑一个垒时，应直线跑进，而跑两个或两个以上垒时，应先向外绕弧线，然后身体

向里倾斜，并用脚踏垒包的内角 （图８８８）。但无论怎样跑垒，只要跑垒员在到达垒位之

前有被杀的可能 （除击跑员跑向一垒），就应滑垒或扑垒。

图８８８

２离垒的技术要点

（１）棒球的离垒

当投手踏上投手板并合手后，跑垒员后交叉步离垒２～３米，面 向 场 内，两 脚 分 开，
屈膝弯体，重心置于左脚，两臂体前自然下垂，注意观察投手动作。当投手开始投球时，
跑垒员可以直接跑向下一个垒，或向前起动，根据击球员击球与否和击球情况再作出跑垒

和返垒的决定。当投手向垒上传牵制球时，跑垒员应立即返垒 （二垒跑垒员在二垒手或游

击手进二垒时，也应返垒），返垒可以是扑垒，也可以是跑垒。
（２）垒球的离垒

当投手踏上投手板并合手后，跑垒员的一脚踏在垒 上，然 后 屈 膝 弯 体，重 心 置 于 前

脚，身体正对下一个垒位，双眼注视投手。球出手后的离垒与棒球相似。

３跑、离垒的练习方法

（１）起动、急停、转身练习。
（２）挥棒起动跑一垒练习。
（３）各垒位的起动连续跑垒练习。
（４）高飞球时的离垒和跑垒练习。
（５）实战练习中的跑垒及偷垒练习。
跑垒时，应注意按规则要求跑。后位跑垒员的跑垒应视前位跑垒员的跑垒情况而定。

棒球离垒时，特别要注意看清投手的动作，以免被牵制出局。

棒垒球基本战术

棒垒球比赛的战术是在特定场合下所采取的打法。它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关键时

刻，也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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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攻战术

（一）单偷垒

１技术要点

当一垒或二垒或一、二垒跑垒员在投手投球开始时 （棒球）或投球出 手 时 （垒 球），
快速向下一个垒跑进，击球员则采用挥空棒或假触击的方法给予掩护。

２练习方法

在投手、接手的配合下练习。棒球跑垒时，要注意观察投手的投球动作。对垒球，应

注意离垒过早。
（二）牺牲触击技术

１技术要点

两出局前，一垒或二垒或一、二垒或一、三垒有跑垒员时，击球员采用触击的方法将

投手投来的球击进场内，而跑垒员则乘机跑向下一个垒。

２练习方法

结合防守进行练习。击球员只触击好球，而放弃坏球。触击腾空球时，跑垒员要等到

球落地后，才能向下一个垒跑进。击球员只有在完成触击任务后，才能起动跑向一垒。
（三）抢分触击技术

１技术要点

两出局前，三垒或二、三垒或一、三垒有跑垒员时，击球员采用触击的方法将投手投

来的球击进场内，而三垒跑垒员则采用单偷垒的方法冲向本垒。

２练习方法

结合防守进行练习。好坏球都要触击。若遇击球员触击未成，或触击成腾空球时，跑

垒员应急停返垒。

二、防守战术

进攻与防守是互为矛盾的，根据进攻战术采取针锋相对的打法，这就是防守战术。
（一）防单偷垒战术

１技术要点

投手利用传牵制球来控制跑垒员的离垒距离 （棒球），有偷垒可能时，投手投偏外的

球，二垒手或游击手向所要偷的垒位靠近二三步。

２练习方法

接手接投手球后传各垒位的练习和单偷垒战术组合练习。注意二垒手移动要迅速，接

手动作要快，传球要准。
（二）防牺牲触击战术

１技术要点

一、三垒手采取紧迫防守的站位，投手投本垒板两侧偏高或偏低的好球。守场员接球

后，争取传杀前位跑垒员，若不行，则往一垒传杀击球员。

２练习方法

垒上无跑垒员或有跑垒员的情况下，防教练棒击出的触击球。结合攻队牺牲触击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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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练习。注意防守队员起动要快，补位要迅速。
（三）防抢分触击战术

１技术要点

投手投偏外的坏球，一、三垒手采取紧迫防守的站位，见触击动作就起动，赶在三垒

跑垒员前将球传至本垒。

２练习方法

结合抢分触击战术进行练习。注意防守队员起动要快，传球要准，接手持球要牢固。

棒垒球比赛方法与基本竞赛规则

一、比赛方法

棒垒球比赛是在一块直角扇形的场地上进行 （图８８９），每队有９名队员上场参加比

赛。比赛开始时，９名防守队员按防守位置站列，攻队则按照赛前教练员排定的击球次序

轮流击球。击球员的目的是将投手投来的球击出，然后通过跑垒争取安全上一垒、安全上

二垒、安全上三垒，最后安全返回本垒得分。而守队则是通过投手的投球和其他队员的防

守，来抑制击球员的击球和跑垒员的跑垒，争取将他们杀出局。如果守队在防守中累计将

三名攻队队员杀出局，则双方攻守交换。一个队攻、守各一次为一局。棒球比赛为９局，
垒球比赛为７局，最后根据得分多少决定胜负。一般情况下，棒垒球比赛无平局，须通过

增加局数决胜负。

图８８９

１投手　２接手　３一垒手　４二垒手　５三垒手

６游击手　７左外野手８中外野手　９右外野手

二、规则简介

（一）比赛人数

每队必须有９名上场队员才可以开始或继续比赛，否则判弃权。
（二）三击不中

投手投出的球通过本垒板上空，高度在击球员自然击球时的腋下、膝上为好球，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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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否则为坏球，判一球。此外，击球员挥 （触）击未中，也判一击。如果击球员被判三

击，则出局。
（三）界内球

击出的地滚球或腾空球在一、三垒垒包前 （包括垒包），未碰到任何障碍物而进入垒

线以内，或击出的腾空球第一落点在一、三垒垒包后的垒线以内 （包括垒线），为界内球，
否则为界外球。若击出的腾空球从界内地区上空直接越过本垒打围网时，为本垒打。击球

员在二击前，击一个界外球，判一击，二击以后不再判击，但二击后触击成界外球时，则

判击球员出局。
（四）申诉

守队可以在投手投出下一个球前对攻队的击球次序错误、漏踏垒或高飞球离垒过早向

裁判提出申诉，裁判员则根据规则给予安全或出局的判罚。
（五）妨碍

跑垒员在跑垒过程中与正在接球的防守队员发生冲撞，或被击出的球击中，则判跑垒

员出局，其他跑垒员返回原垒。
（六）投球离垒过早

垒球比赛中，跑垒员在投手投球出手前离开垒位，则判跑垒员出局。

第九节　球类运动的竞赛方法与组织编排

球类运动无论是大球还是小球都是大学生非常喜爱的体育活动。但是一遇到正式的比

赛，组织者往往对竞赛方法与组织编排束手无策。本章用简介的方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

容与常识，供组织竞赛活动者参考。

球类运动的竞赛方法

组织者根据比赛的项目设制、参赛队数或人数、比赛安排的时间、场地设备等各方面

因素，可选用不同的竞赛方法。

一、循环法

循环法也可称为循环制。所有参加比赛的队或人均互相比赛一次称为单循环比赛；轮

流比赛二个循环称为双循环比赛；分成几个组进行循环比赛称为分组循环比赛。比赛以后

按照各队或人在全部比赛中胜负的场数、得分的多少来计算名次。一般在篮、排、足等大

球类比赛中采用循环制，而小球的单项比赛中多采用淘汰法。
（一）单循环赛、双循环赛

所有参赛的队之间都进行一次比赛。这种方法一般在参加比赛的队或人不多，比赛时

间充足，场地较多时采用。
单循环场数和轮数的计算：在循环赛中各队或各人普遍出场比赛一次，称为一轮。二

队或二人比赛一次称为一场。如果参赛队数是单数时，轮数等于队数。如果是双数时，轮

数等于队数减。场数计算的公式是：参加人数× （参加人数－１）／２。例如有８个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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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则轮数为７轮，比赛的场数是８× （８－１）／２＝２８。也就是要进行７轮２８场比赛。
单循环顺序的确定：确定单循环赛的比赛顺序，要考虑比赛场次进度的一致，避免连

续进行比赛。如果可能的话要使强队或水平相近的队在最后一轮相遇。从而使比赛逐步形

成高潮。经常采用的方法是 “逆时针轮转法”。
以六个队参加比赛的排法为例：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１－６ １－５ １－４ １－３ １－２
２－５ ６－４ ５－３ ４－２ ３－６
３－４ ２－３ ６－２ ５－６ ４－５
如队数是单数时则补 “０”成双数。凡与０相遇的队，即为轮空。比赛前各队要先进

行抽签，按抽签的号码依次将各队的队名或人名填入轮次表。接着就可以按照比赛的总时

间排定比赛日程。在参赛队或人数较少，时间、场地器材又充裕的情况下，为了增加参赛

者相互比赛的机会，可采用双循环制。双循环的编排方法与单循环基本相同，只是每二队

之间比赛二次，比赛的轮次和场数都比单循环赛增加１倍。
（二）分组循环赛

能正确地排定所有参加比赛各队的名次，在参加队数很多的情况下，为了不过多增加

比赛次数和延长比赛日期，又能合理地排定各队的名次，经常采用分组循环赛的办法，比

赛可分为预赛和决赛二个阶段，在预赛阶段把参赛各队均匀地分在各组中。在抽签分组中

要尽量注意强弱的分配。一般要设立种子队，待种子队抽进各组后，其他各队再依次抽进

各组。决赛阶段，根据预赛各组需要决出的名次，可采用同名次分组循环进行决赛。如预

赛组数较少时每组可多出线１～２个名次，再分组循环时预赛同在一组的队可计算预赛成

绩或者重赛。
（三）分组循环赛后再淘汰赛

此种比赛方法是先将参赛的各队按照分组循环赛的方法进行第一阶段的预赛。在第二

阶段的决赛中采用淘汰 制 的 方 法，决 出 所 有 名 次。 （注：淘 汰 制 的 详 细 比 赛 方 法 参 照 下

文。）

二、淘汰法

淘汰法往往用于人数多、时间短、场地少的情况下的比赛。运动员按事先抽签后编排

的次序进行比赛，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被淘汰。这种方法可使比赛逐步形成高潮，越往

后越激烈、越精彩。但这种方法大部分运动员比赛的场次较少，互相锻炼学习的机会相对

减少。在小球类和单项比赛中常采用淘汰的比赛方法。
（一）单淘汰法选择号码位置数

采用单淘汰法的比赛办法时应先根据报名人数选择最接近的。２的乘方数 （即２自乘

若干次数的积数）作为号码位置数。比赛中常用的号码位置数是：２４＝１６；２５＝３２；２６＝
６４。如果报名人数少于最接近的２的乘方数时，则需要安排轮空，使参加第二轮比赛的运

动员人数正好是２的乘方，而没有轮空。
轮空数：号码位置数－运动员人数

如果参加比赛的人数稍大于２的乘方数时，若安排轮空则轮空人数太多，表格也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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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大，这时可用抢号的方法解决。即以最接近的较小的２的乘方数作为号码位置数，其

中一部分运动员进行 “抢号”。抢号就是两个运动员在第一轮比赛前先用一个号码进行一

场比赛，胜者进入该号参与位置进行第一轮比赛。
（二）单淘汰法轮数和场数的计算

单淘汰法所选用的号码位置数 （２的乘方）其指数 （自乘的次数）即为轮数；２的几

次方即为几轮。例如：１６个号码位置＝２４＝４轮。３２个号码位置＝２５＝５轮。６４个号码

位置＝２６＝６轮。单淘汰法的场数＝人数－１。例如有１６个人参加单淘汰比赛，比赛场数

为１６－１＝１５，即比赛１５场。
（三）单淘汰法的竞赛表格如表８８１ （１３人参赛）：

表８８１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次赛）　（复赛）　（决赛）

（四）附加赛

单淘汰法打完最后一轮只能确定冠亚军。用附加赛的办法可进一步排 出 前８名 的 顺

序。进入前８名的运动员，每一轮的胜者与胜者，负者与负者之间进行比赛，直到排出全

部前８名的名次。前８名运动员进行附加赛的比赛顺序排法如表８８２：

表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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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类运动竞赛的组织方法

大学生的球类竞赛活动是高校体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组织好比赛，保证竞

赛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事先进行周密仔细的工作。各项球类组织的积极分子，应对组织

方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使各项比赛有计划、有秩序地顺利进行。

一、制定竞赛规程

竞赛规程一般由比赛主办者根据组织比赛的目的、性质、规模、时间和场地情况而制

定。在赛前应尽早地发给各参赛单位，以便做好准备。竞赛规程的内容包括：竞赛名称、
目的、日期、地点、比赛项目、比赛办法、报名人数、报名截止日期、录取名次、采用的

竞赛规则以及其他特殊规定等。规程制定好后，下发时应一同发报名表和参加项目表；要

求在截止报名的规定时间内送交主办单位。

二、检查报名表

报名表是竞赛编排工作的重要依据。报名表内容填写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抽签和编

排工作的进度和质量。主办单位收到报名表后，应逐项审核是否合乎规程和填表要求，如

有问题，必须立即与有关单位联系解决。报名表应反复审核，确保准确无误。

三、抽签工作

球类运动由于参赛队数 （人数）多，一般都采用先分组循环赛，再采用单淘汰的方法

决出全部名次。但参赛各队 （人）在比赛过程中只能与较少的队 （人）相遇，因 此 各 队

（人）在比赛中所分的组或所处的号码位置，不宜人为指定，而宜采用抽签的办法。抽签

工作必须保证两点，一是把种子运动队或运动员合理分开，使他们最后相遇；二是把同一

单位运动员合理分开，并使他们如取胜的话在决赛阶段相遇。

四、编排比赛次序册

抽签所需要的各项比赛的参加队数、人数确定以后，应立即转入比赛日期、时间、场

地的编排工作。在编排工作中，对各队要不论强弱一视同仁，做到机会均等。要有助于运

动员发挥水平、提高技术，并得到合理的休息。在场地选择、日程安排、决赛时机、场地

分布等方面要有利于观众观看比赛。时间和场地要留有余地，以应付各种变更和临时出现

的问题。次序册编排好后应反复检查，尽量减少错误。
次序册的主要内容有：１本次比赛的规程与有关规定；２赛会的组织机构和办事机

构；３裁判员名单；４各代表队名单及号码；５整个赛会的活动日程；６具体的竞赛日

程与安排；７竞赛的分组名单等。球类项目比赛要附上比赛成绩表；田径要附上有关最

高记录等；还有其他内容可根据比赛的规模和需要决定是否进入次序册。在编写次序册中

主要抓住竞赛的具体日程和整个赛会的活动安排这一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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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记录和公布成绩

在比赛一开始就应设立记录组。该组的任务是：负责审核每场比赛记分表、成绩表，
迅速准确地公布比赛成绩和记录比赛结果。记分表、成绩表是反映竞赛成绩的原始依据，
迅速准确地公布比赛成绩是保证竞赛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记录和公布成绩，必须认真负

责，细致踏实，并须主动和裁判员加强联系，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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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游　　泳

第一节　游泳运动概述

游泳是凭借自我支撑力和推进力在水中游动的水上运动，它包括竞技 游 泳 和 实 用 游

泳。现在正式列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包括男、女１００米和２００米蛙泳、仰泳、蝶泳，男、
女５０米、１００米、２００米、４００米和女子８００米、男子１５００米的自 由 泳，男、女２００米

和４００米个人混合泳，男、女４×１００米自由泳接力和混合泳接力及男、女４×２００米自由

泳接力共３４项；其项目和金牌数仅次于田径运动。

一、游泳对增强体质的作用

游泳对匀称地发展肌肉，增强耐寒能力。锻炼内脏特别是心肺的功能 （增强气管纤毛

的功能，促进机体的氧化还原过程），促进新陈代谢 （使红血球和血红蛋白增加）以及培

养勇敢顽强的意志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由于它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便于控制，所以对

于身体瘦弱、慢性病患者和运动损伤是一种有效的医疗手段。

二、游泳在生活中的价值

从小学会游泳，不仅可为竞技游泳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能有效促进骨骼的生长；掌

握生活、劳动中的一项技能。在江河湖海泅渡、抗洪抢险、水上作业、水下勘探、架船航

行以及渔猎生产中，都需要良好的水性和熟练的游泳技术。同时在军事上也是必备的重要

技能。

三、竞技游泳的意义

游泳是我国奥运夺金的重要发展项目。拥有３４个比赛项目，仅次于田径大项。也是

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增进与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有效手段。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

平，对促进我国走向体育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游泳基本技术与练习方法

一、熟悉水性的教学

熟悉水性是初学游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初学者必须经过的阶段。其目的是让初学者

体会与了解水的特性，逐步适应水的环境，消除怕水心理；掌握游泳的一 些 最 基 本 的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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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憋气、换气、浮体、滑行和站立等动作，能为学习和掌握各种游泳姿势打下基础。
在熟悉水性教学时，宜在浅水区域内进行。
（一）水中行走和跳动练习

目的是体会水的阻力、压力和浮力，初步掌握身体在水中维持平衡的能力。
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扶池边向前、向后、向两边行走。
（２）集体手拉手，向前、向后、向两侧行走。
（３）用两手保持平衡，做变换方向的行走。
（４）各种方向的走、跑、转身、跃起、下沉等。
（５）手拉手成圆圈，然后做简单的走和跳舞动作 （见图９２１）。

图９２１

教法提示：
在水中做造型变化、接力、游戏等，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兴趣、消除怕水心理。
（二）水中睁眼和呼吸练习

目的是初步掌握游泳的呼吸方法、呼吸过程、呼吸节奏，适应头浸入水的刺激，消除

怕水心理。
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在岸上做有力的深呼吸和长时间的憋气，逐步过渡到低头吐气、抬 头 吸 气 的 练

习。
（２）扶池槽或在同伴帮助下，用口吸气后闭气，慢慢下蹲将头浸入水中，然后慢慢睁

开眼睛，停留片刻后起立，口鼻出水后，先呼气后吸气 （见图９２２）。

图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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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同上练习，要求头浸入水中停留片刻后，用鼻慢慢将气呼完，然后起立在水面上

用口吸气。
（４）同上练习，头浸入水中稍闭气后，用口鼻开始呼气，随着缓慢地起立而逐渐加大

呼气量，口接近水面时加速将气呼完，并有明显的吹水动作。紧接着用口在水面上快而深

地吸气。多次重复练习。
（５）两脚左右开立；上体前俯将脸浸入水中，做同上练习。但不同的是随头逐渐向前

上抬 （或向侧转）时开始加大呼气量。
（６）配合叫喊声在水中吐气，出水面吸气。
（７）一人把手放在水中，另一人蹲在水中，看同伴伸几个指头。
教法提示：
（１）呼吸是游泳教学的难点，呼吸练习应贯穿于教学的始终。
（２）头浸入水和较长时间的闭气是浮体练习和滑行练习的基础。要善于诱导初学者将

头浸入水中。如果池水清亮，可用水中看物、寻物和两人用手指对数等游 戏 方 法 加 以 诱

导。并要求学生头出水时，不要养成手抹脸的习惯，头出、入水应从容不迫。
（３）初学者不习惯用口吸气，可采用捏鼻或带鼻夹，强制用口吸气。要强调学生掌握

呼气方法，懂得呼不出、则吸不进，呼尽才能吸足。如可采用水面吹乒乓球，再过渡到水

中吹气泡的诱导法解决。在呼与吸之间要强调紧密衔接，不可停顿，否则吸不进气。可采

用站立深吸气后闭气片刻，微张口地让胸部放松自然排气，并顺势加速呼吸，当尚有一点

余气时，即快而深地用口吸气解决。
（４）要做到连续换十五次气。避免 “假换气”实憋气的现象。
（三）浮体与站立练习

目的是体会水的浮力，控制身体平衡和水中站稳的感觉，能做到水上直体漂浮，为后

面的学习打下基础。
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抱膝浮体练习：原地站立，深吸气后闭气，下蹲低头抱膝团身，用前脚掌轻轻蹬

离池底，背部露出水面自然漂浮于水中。需站立时，松开抱膝的手，两臂前伸下压按水抬

头，同时两腿下伸，脚触池底站立，然后两臂侧分拨水维持平衡 （见图９２３）。

图９２３

（２）展体浮体练习：在抱膝浮体的基础上，闭气、松手，两臂两腿自然伸直并拢，成

较好的流线型。站立时，收腹、屈膝、收腿，两手臂向下压抬头，两腿向下伸，脚触池底

站立 （见图９２４）。
教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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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４

（１）做浮体练习前，必须先学会水中站立练习，以确保安全 （见图９２５）。

（２）保护者站在练习者的侧后方，双手轻轻搭在练习者的腋下，帮助站立。

（３）做浮体练习时，多采用两人一组的练习，做浮体练习时，身体要展平，肌肉要放

松，切忌塌腰。通过肢体的分与合，调节重心与浮心的位置，了解平衡的条件，也可做仰

卧浮体 （见图９２６）。

图９２５
　　

图９２６

（四）滑行与简单动作练习

目的是进一步体会水的浮力，掌握身体在水中的平衡和的滑行姿势。

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拖拉滑行练习：练习者两臂并拢前伸，搭在帮助者伸开的手臂上，深吸气后，低

头入水同时两腿蹬离池并拢伸直，利用帮助者的拖拉体会滑行。

（２）蹬池底滑行练习：两脚前后开立，两臂前伸，两手并拢。深吸气后屈膝，重心前

移，当头和肩浸入水中时，前脚掌轻轻蹬池底，随后两腿并拢伸直，使身体呈流线型向前

滑行 （见图９２７）。

（３）蹬池壁滑行练习：背对池壁，一手拉池槽或扶池边，一臂前伸，同时一脚站立，

一脚紧贴池壁，深吸气后低头，上体在水中前倾成俯卧姿势，然后上收支撑腿，两脚贴住

池壁，臀部靠向池壁、随即两臂前伸并拢，头夹于两臂之间，两脚用力蹬壁，使身体呈流

线型向前滑行 （见图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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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７
　　

图９２８

教法提示：
（１）滑行练习是熟悉水性的重点练习。为了更好的掌握滑行技术，可广泛采用推拉滑

行练习，增长滑行距离；组织蹬边滑行和滑行比远练习等比赛。
（２）做滑行练习时，不能低头塌腰，蹬池壁时不能上 “窜”，以免失去平衡。
（３）滑行时身体保持适度紧张，适当延长闭气时间。
（４）滑行已经不向前及停止后，不要乱蹬腿。避免养成不好的习惯和动作。

二、蛙泳

蛙泳是模仿青蛙游泳动作的一种姿势， “蛙泳”一词在英文里是胸泳或俯泳的意思。
日本称之为平泳。蛙泳比其他竞技游泳姿势易学且实用，速度相对较慢，但动作平稳，呼

吸便利，能持久，适于长距离游泳，又便于观察目标和 方 向。广 泛 应 用 于 渔 猎、水 上 搬

运、泅渡、救护等方面。
游泳的竞赛规则规定：蛙泳比赛时，身体必须呈俯卧姿势，两肩需与水面平行，两腿

要同时在同一水平面上弯曲，向外翻脚及做蹬腿动作。两手应在水面下收回，并需从胸前

伸出。整个游程中，不得做潜泳动作。
现代蛙泳的技术特点是：快速内划，肩部高拉高起 （高肘划水），低头前冲，蹬腿时

借助冲力上身呈 “冲潜式”，全身伸直滑行 （猫扑）。
（一）蛙泳技术动作

（１）身体姿势：蛙泳在游进中身体必须保持较好的流线型姿势，充分发挥手臂和腿的

推进作用。当完成臂和腿的有效动作后，身体几乎是水平地俯卧在水面上滑行。此时两臂

向前伸直，稍低头，脸的下部浸入水中，两腿向后伸直，腹部稍紧张，两眼俯视前下方，
身体纵轴与水平成５°～１０°角 （见图９２９）。

图９２９

吸气时，下颏露出水面，肩部升起，这时身体与水平面的角度较大。吸气后，头随着

手的前伸和肩胸下降而没入水中，这样既减少头露出在水面上受到波浪的阻力，又可以使

身体随着波浪起伏的惯性，起着躯干压浪前滑的作用。
（２）腿部动作：蛙泳腿部动作是推动身体前进的主要动力，其技术有 宽 蹬 和 窄 蹬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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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腿部动作是由滑行、收腿、翻脚和蹬腿四个阶段组成。

①滑行：当身体借助惯性向前滑行时，两腿并拢向后伸直，身体成水平姿势，下肢放

松，只靠腿部肌肉的适当收缩，把脚跟稍稍提出水面，为收腿作好准备 （见图９２１０）。

图９２１０

②收腿：收腿时，两腿稍微内旋，使 脚 跟 分 开，脚 跟 向 臀 部 靠 拢，两 膝 逐 渐 自 然 分

开，力量要小，放松自然的边收边分。两脚和小腿回收时要收在大腿的投影截面内，以减

小回收时的阻力。收腿结束后，大腿和躯干成１３０°～１４０°角，两膝内侧与髋关节同宽 （见

图９２１１）。

图９２１１

③翻脚：收腿动作即将结束时，两脚继续向臀部靠紧，这时膝关节稍向里扣，两脚向

外侧翻开，接着脚尖也向两侧外翻。使脚掌和小腿内侧对着蹬水方向，加大了对水面积，
并为大腿发挥更大力量做好积极准备 （见图９２１２）。

图９２１２

④蹬腿：蹬水方向向后，由髋部发力，带动膝关节和踝关节相继伸直。利用小腿内侧

和脚掌内侧的合理对水，造成向前的推进作用力 （如图９２１３）。另外，蹬水翻脚时大腿

内旋造 成 膝 内 压，能 带 动 小 腿 和 脚 向 后 蹬 水 而 形 成 一 个 有 力 的 鞭 状 打 水 动 作 （见 图

９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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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１３
　　

图９２１４

（３）臂部动作：臂划水的过程中能以较大的对水面取得较好的效果。并且手臂的还原

动作阻力小。因此，掌握合理的臂划水技术，是提高运动成绩的重要条件。臂部动作由滑

行、抓水、划水、收手和伸臂五个连续动作组成。

①滑行：两臂自然向前伸直，掌心向下，手指自然并拢，两手尽量接近水面，使身体

在较高的位置上保持稳定，身体成为流线型。

②抓水：从开始姿势起，手臂先前伸，并使重心向前，两臂和上臂立即内旋，掌心向

外斜下方并稍勾手腕，两手分开向侧斜方压水，当手掌和前臂感到有压力时，开始划水。

抓水一方面 能 给 划 水 创 造 有 利 条 件，另 一 方 面 还 能 造 成 身 体 上 浮 和 前 进 的 作 用 （见 图

９２１５）。

图９２１５

③划水：划水路线是向后偏外下方，划至与前进方向约成８０°角 （见图９２１６Ａ）。划

水时，肩部向前伸展，保持高抬肘的姿势。整个动作过程是肘高于手并前于肩，手带动前

臂和上臂向后划水的过程，肘关节的角度为１２０°～１３０°（见图９２１６Ｂ）。划水是用手掌

加速内拨的动作，带动前臂收至超过垂直部位并开始降肘，掌心从外后转向内后急促拨水

而结束划水 （见图９２１６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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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１６Ａ
　　

图９２１６Ｂ
　　

图９２１６Ｃ

④收手：收手是划水阶段的继续，收手过程也能产生较大的推进力和上升力。动作是

手掌由内向上收缩到头的前下方，继而成两手掌相对，最后掌心向下并拢前伸，收手动作

应当有利于做快速前伸手动作，在整个收手动作过程中、手的动作应积极地、快速地、圆

滑地来完成，收手结束时，肘关节低于手，大、小臂成锐角 （见图９２１７）。

图９２１７
　　

图９２１８

⑤伸臂：伸臂动作是由伸直肘关节，肩关节来完成，掌心由朝上逐渐向下方。同时，
向前伸出 （见图９２１８）。

现代蛙泳臂的技术特点是：快速伸臂动作，它紧密配合腿的动作。因此，在伸臂的同

时，肩要向前伸，不能有停顿现象。
（４）呼吸动作和呼吸、腿、臂动作的完整配合：蛙泳的呼吸是和手臂划水动作紧密配

合的呼吸方法，它是用口吸气，用口或鼻和口呼气，当前在蛙泳呼吸技术中，有早吸气和

晚吸气两种类型；早吸气是两臂划水开始时，头和口露出水面，这时运动 员 将 气 最 后 吐

完，并迅速做深吸气动作。继而随伸臂低头闭气，当两臂开始滑下时逐渐呼气。晚吸气是

随着臂的有力划水动作，头和肩上升时吸气 （见图９２１９）。臂腿配合技术是：臂划水时，
腿保持放松或自然伸直姿势 （见图９２２０之３、４）。臂内划时同时收腿 （见 图９２２０之

５），臂将伸直时开始蹬夹腿 （见图９２２０之７、８）。
（二）蛙泳的教学

蛙泳的教学顺序是先学腿，后学臂 （和呼吸），再学臂、腿配合和完整配合。

１腿部动作教学

目的是建立蛙泳腿的 “收”、“翻”、“蹬”的概念，学习腿部的完整技术。

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陆上模仿练习

①坐在岸上或池边，上体稍后仰，两手后撑，按口令做蛙泳的腿部动作练习，开始分

四拍做，体会收、翻、蹬夹、停的动作，再过渡到两拍，最后是一拍的完整练习。注意翻

脚动作 （见图９２２１）。

②俯卧凳上或出发台上，做蛙泳腿的模仿练习，先由同伴帮而自己被动做；再自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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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１９

图９２２０

图９２２１

动做同伴控制动作；最后由自己独立做。先做分解动作练习，逐渐过渡到 完 整 动 作 练 习

（见图９２２２）。注意收腿角度、动作路线和节奏。
（２）水中练习 （见图９２２３，图９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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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２２

图９２２３
　　　　　

图９２２４

①一手抓池槽，一手反撑池壁成俯卧姿势，由同伴帮助做同上练习。内容重点体会翻

脚和弧形蹬夹水动作。

②两手扶浮板中后部，两臂前伸直。由同伴帮助做同上练习。注意边收边分，翻脚及

时，蹬夹连贯，用力恰当。

③扶板蹬腿练习，逐渐加长游距，改进和提高腿的动作。注意动作节奏和放松 （特别

是踝关节放松）。
教法提示：

①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确保教学安全，解决教师少而学生多的问题，可采用蛙泳浮具

教学，或先教水中自我保护方法。

②蛙泳腿教学的重点，是收、翻、蹬夹动作中的连接、节奏和时机，蹬腿的方向和路

线。

③教学难点是及时而又充分的翻脚。做到翻脚时，脚掌移出臂外侧，用力勾脚掌，并

保持到蹬夹结束前。

④大腿发力，蹬夹同时结束。最后转踝、绷脚、两腿伸直并拢。

２手臂动作和手臂与呼吸配合动作教学

目的是学习臂和呼吸的动作技术，提高划水效果。
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陆上模仿练习

①两脚开立，上体前倾，两臂向前伸直相并，掌心朝下。先按划、收、伸分三拍做蛙

泳臂动作，再按划、伸分两拍练习，最后只用一拍做完整练习 （见图９２２５）。

②同上练习加呼吸配合。强调滑下时开始抬头，划水时吸气，收手时低头闭气，伸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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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２５

时呼气。整个呼气由小到大，开始呼气要小，然后逐渐加大呼气量，口将出水进一步加速

将气呼出。呼与吸之间无停顿，口一出水面应顺势快而深地吸气。也可以直立练习 （见图

９２２６）。

图９２２６

（２）水中练习

①站立齐腰深的水中，做同陆上模仿练习①的连贯动作。划水不要用力，着重体会划

水时的方向路线，收臂时动作不停，臂伸直稍停 （见图９２２７）。

图９２２７

②同陆上练习②的内容。

③走动中做同上练习内容。

④由同伴抱住腿或大腿夹浮板做臂与呼吸的配合练习。

⑤头向池内，俯卧在池边，上半身浸入水中，做手臂或手臂与呼吸的配合练习。
教法提示：

①如采用浮具教学，可做腿夹浮板和腰带浮漂 （靠近上体些）的臂与呼吸的配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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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多次划臂一次呼吸，然后逐渐过渡到一次划臂一次呼吸配合。强调臂领先，划臂不宜过

大、过后。

②蛙泳臂 （与呼吸）的教学：重点是划水的方向路线和臂与呼吸的配合时间。教学难

点是呼吸动作与节奏。要从陆上到水上，重点在水上反复体会上述动作，教学中开始学习

时以早吸气相要求 （如出现晚吸气者可不强行改为早吸气），学会蛙泳后再改为晚吸气。

③教蛙泳臂的动作不宜分解过多，分解练习不可做的过久，注意收手时不要停顿。

３完整配合动作教学

目的是学习正确的臂与呼吸及腿的配合技术，手、腿依次用力的相互关系。
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陆上模仿练习

①站立，两臂向上伸直并拢。一腿支撑，一腿做模仿练习。 “一”两臂向两侧划水。
“二”收手同时收腿，收腿即将结束开始翻脚。“三”臂将伸直时蹬腿。“四”臂、腿伸直

稍停。然后逐渐连贯做 （见图９２２８）。

图９２２８

②同上练习加呼吸。
（２）水中练习

①滑行后闭气做臂、腿配合的分解练习。即 划 一 次 臂 后，蹬 一 次 腿，臂 腿 依 次 交 替

做。

②闭气滑行，做划臂腿伸直、收手又收腿、臂先伸再蹬腿、臂腿伸直后滑行的配合练

习。

③同上练习加呼吸配合。由多次蹬腿一次划臂逐渐过渡到一次臂、一次腿、一次呼吸

的完整配合。

④逐渐增加游距，改进技术。
教法提示：

①利用浮具教学，可腰带浮漂物在浅水中成半蹲姿 势，两 臂 并 拢 前 伸 于 水 中，微 屈

臂，掌心向下。然后蹬地向前上方跳起，同时伸臂，接着抓水、划水 （小划臂）到还原姿

势，这样反复跳、划、并逐渐前倾上体，过渡到完整配合游。直至掌握完整技术，并能游

一定距离后，再取消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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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教完整配合游时，宜在一段时间内强调慢频率、低游速、小划臂、有明显的滑行与

滑下动作，以保证学生集中注意力体会臂领先，腿和呼吸跟臂配合的技术，同时也便于学

生呼得出和吸得进。

③能配合游２０米左右后，应强调学生加长距离游。当划水、蹬水能产生一定效果后，
则应学习晚吸气配合技术，并加大臂的划水幅度。

４蛙泳教学中常见错误动作与纠正方法 （见表９２１）

表９２１ 蛙泳教学与练习中常见错误动作与纠正方法

部位 常见错误 原因 纠正方法

蹬脚时不翻脚。
１动作概念不清。

２不会翻脚。

３蹬脚时绷脚尖。

１明确概念及动作要领。

２陆上反复 做 翻 脚 练 习，注 意 翻 脚 时 的 肌 肉

感觉。

３勾脚蹬水或由同伴帮助体会正确蹬水动作。

不 收 腿，蹬 得

过 宽，蹬 夹 脱

节或只蹬不夹。

１动作概念不清。

２收腿时，两膝向外张。

３旧的动作定型。

１明确概念，陆上多做模仿练习。

２用矫枉过正法，要 求 收 腿 时 两 膝 有 意 内 扣，

或同伴用两手限制其外张。

腿

部

收、蹬 腿 时 脚

的部位太低。

１头和上体抬得过高。

２收腿时两大腿收得过多，

小腿未和水面垂直。

３腰部肌肉过于放松。

１低头、提 臀，腰 腹 肌 肉 适 当 紧 张，使 身 体

平浮于水面。

２大腿向里少收与 躯 干 角 应 大 于９０°，积 极 收

小腿，脚有意识地向臀部移。

３腰、腹肌肉适当紧张，蹬时先伸髋。

收、蹬 时 臀 部

上下起伏。

１收 腿 时 头 肩 过 低，收 腹

提臀。

２蹬腿时挺腹。

１头、肩稍 抬 起，腰 腹 肌 适 当 紧 张，使 身 体

展平，收腿时大腿带小腿慢收。

２蹬腿时躯 干 不 动，用 大 腿 推 动 小 腿 向 后 走

向。

收腿过快。

１动作概念不清。

２收腿 时 过 分 用 力 而 且 过

快。

３动作节奏未掌握好。

１明确概念 和 动 作 要 领，多 做 陆 上 或 水 中 模

仿练习。

２强调慢收腿，放松。

３强调慢收腿，蹬时适当快些。

划 水 时 手 掌 平

摸，划不到水

１动作概念和要领不清。

２划 水 时 沉 肘，前 臂 与 水

平面平行。

３手臂力量差，划水无力。

１明确动作概念和要领。

２划水时掌心向侧外，高肘屈臂小幅度划水。

３加强手臂力量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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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位 常见错误 原因 纠正方法

臂

部

划水 路 线 太 宽，

超 过 了 肩 的 延

长线。

１动作概念和要领不清。

２急于 通 过 划 水 推 动 身 体

前进，收手太慢。

１明确动作概念和要领。

２采用小划臂或在腋下放一限制杆的办法。

划 臂 的 同 时 蹬

腿。

１动作概念和要领不清。

２配合节奏紊乱。

３急于划臂。

１明确动作概念和要领。

２多做 模 仿 练 习。先 划 臂 后 蹬 腿，一 次 一 次

地做，不要急于求成。

３划手 时 腿 伸 直，蹬 腿 时 手 臂 伸 直，逐 渐 过

渡到 正 确 配 合。一 次 一 次 按 伸，蹬、漂 的

节奏去练习。

完

整

配

合

伸 臂，蹬 腿 同

时。

１动作配合概念不清。

２收腿太早，太急。

３收手 时 在 胸 前 有 停 顿 现

象。

１心中默念先伸臂后蹬腿。

２心中 默 念 先 伸 臂，再 蹬 夹 腿，水 中 漂 一 会

儿。

３小划臂，伸臂后停一会儿。

吸不到气。
１吸气前未吐气。

２抬头太早，吸气时间短。

１必须在水中吐出气。

２在盛水的 脸 盆 或 水 中 原 地 做 水 中 吐 气，抬

头吸气练习。

３先抬头再划臂或划臂同时抬头深吸气。

三、爬泳

爬泳，俗称 “自由泳”，由于两臂划水动作像爬行故称爬泳。它是四种竞技游泳中速

度最快的一种姿势，按规则要求，自由泳比赛中，可采用任何一种姿势游进。但由于游爬

泳时，身体俯卧在水中，身体几乎与水面平行，有较好的流线型；两 腿 不 停 地 做 上 下 打

水，两臂依次轮流向后划水。因此推进力均匀，动作结构简单，划水效果好；动作配合协

调，既省力又能发挥最大的速度。所以在自由泳比赛中，人们都采用爬泳技术。
在游泳竞赛中，自由泳比赛项目最多，通常衡量一个国家的游泳水平，往往以该国自

由泳水平高低为标准。
在游泳教学和训练中，爬泳是基础项目，是四种竞技游泳的技术基础，学会了爬泳对

掌握仰泳、蛙泳、蝶泳都是有利的。因此普及和提高爬泳技术有很重要的意义。
现代爬泳技术的特点是：运动员身体姿势高平，采用高肘、屈臂、曲线、加速划水和

晚呼吸配合技术。
（一）爬泳技术动作

１身体姿势

游爬泳时，身体应伸直成流线型，几乎水平地俯卧在水面。稍收腹，水面接近发际，
髋部略低于肩，身体纵轴与水面构成３°～５°角，头与身体的纵轴成２０°～３０°角，眼睛视线

应向斜前方 （见图９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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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进时的身体转动是由于划臂，转头吸气形成的自然动作，其优点是：便于手臂出水

和空中向前移臂；缩短移臂的转动半径；有利于臂的抱水，划水和维持身体平衡；有利于

转头吸气。身体转动的大小取决于运动员的技术，个人特点和游泳速度，转动幅度约两肩

横轴与水平面构成３５°～４５°角 （见图９２３０）。

图９２２９
　　

图９２３０

２腿部动作

爬泳腿的动作，主要是起维持身体平衡作用，使下肢抬高，保持身体流线型，以及协

调两臂有力的划水动作；并能起一定的推进作用。
爬泳打水的技术要领是：两腿自然伸直，两脚稍向内扣，以增大打水面积，踝关节放

松，髋关节先发力，以大腿带动小腿做鞭状上下交替打水，打腿幅度以两脚跟的垂直距离

３０～４０厘米为宜，脚不要打出水面，但可溅起一点浪花，打水效果取决于鞭状发力和踝

关节的灵活性 （见图９２３１）。
向下打水时，大腿发力开始向下，由于惯性作用；此时小腿和脚仍继续向上移动，膝

关节弯屈成１６０°角 （见图９２３２）。这时大腿还继续带动小腿，使小腿和脚背向后下方打

水，这时产生了两个力量，一个是水平分力推动身体向前进，一 个 是 上 升 力，使 身 体 上

浮。当大腿开始向上打水时，小腿继续向下，直到伸直膝关节，这两个力量继续作用。开

始做向上打水的动作，这时大腿带动小腿向上移，髋关节逐渐展开，腿自然伸直；脚跟接

近水面完成向上打水，由于腿受到水的反作用力，也产生一部分推动身体前进的力 （见图

９２３３中ｂ′），但也有一个下沉力 （见图９２３３中ｏ、ｃ′），所以向上打水时，用较小的力

量来完成，而向下打水时要用较大的力量和较快的速度来完成，以便产生较大的推进力和

上浮力。

图９２３１
　　

图９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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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从上向下完成打水动作的过程称之为 “下鞭动作”。从上向下打水时，踝关节的灵

活性对前进的作用很大，从图９２３４之１中可以看到，向下打水时，除产生上升力 （ｏｃ）
外，还可以产生向前的分力 （ｏａ）。但是在图９２３４之２中，由于踝关节灵活性差，打水

只产生向上的分力 （ｏｂ），而无向前的推进力。
爬泳的两腿配合是随着运动员的个人特点，臂腿配合技术，两臂划水效果和游泳距离

的长短而有所不同。

图９２３３
　　

图９２３４

３臂的动作

游爬泳时，划臂是推动身体前进 的 主 要 力 量。臂 的 动 作 是 由 入 水、抱 水、划 水、出

水、空中移臂五个阶段组成。
（１）入水：臂入水时，肘关节略屈并高于手，手指自然伸直并拢，手指向斜下方切插

入水或掌心稍向外侧切入水中，动作要自然放松。
臂的入水点应在肩的延长线上或在身体中线和肩延长线中间 （见图９２３５）。当身体

转动时，正好臂屈到身体下面，使划水更加有力，臂入水的顺序是手———前臂———上臂。

图９２３５

（２）抱水：臂入水后，积极插向前下方，并逐渐开始屈腕，屈肘对水，肘关节通过肩

关节的内转而稍向外转，保持高肘。到划水开始，手臂与水平面成４０°角时，手和前臂已

经接近垂直对水，肘关节屈至１５０°角左右，整个手臂像抱一个大圆球一样，使肩带肌群

充分拉开，给划水创造有利条件 （见图９２３６）。
（３）划水：划水是指手臂与水平面成４０°角起，向后划至与水面成１５°～２０°角止的这

一动作过程，是获得推进力的主要阶段，这阶段又分两部分，从整个臂部划至肩下方与水

平面垂直之前称 “拉水”，过垂直面后称为 “推水”。
拉水是直臂到屈臂的过程，抱水结束时，屈肘为１５０°左右，拉水时前 臂 的 速 度 快 于

上臂，继续屈肘，当 臂 划 至 肩 下 方 时，手 在 体 下 靠 近 身 体 中 线，屈 肘 约 为９０°～１２０°角

（见图９２３７）。整个拉水应保持高肘姿势，使手和前臂能更好地向后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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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３６

图９２３７

从拉水到推水，应是连贯地加速完成，中间没有停顿，特别是经过肩下垂直线时，不

要失掉手对水的支撑感觉，要使上臂与前臂同时向后划动，同时肩部后移，以加长有效的

划水路线。
向后推水是通过屈臂到伸臂来完成的。为了使前臂、手掌能以最大的面积推水，在推

水中肘关节要向上，向体侧靠近 （见图９２３８）。
在推水过程中，为了使手掌始终与水平面保持垂直，推时要逐渐放松腕关节，使手伸

展开，与前臂构成一个约为２００°～２２０°角 （见图９２３９）。

图９２３８
　　

图９２３９

整个划水动作，手的轨迹是向下———向后———向上。划水路线呈 “Ｓ”形。
（４）出水：在划水结束后，臂由于惯性的作用而很快地靠近水面，运动员立即借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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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肌的收缩将臂提出水面 （见图９２４０之１）。出水时，肩部和上臂几乎同时出水，但肩

部稍微早一些，掌心朝后上方 （见图９２４０之２）。

图９２４０

手臂出水。动作必须迅速而不停顿，同时应柔和，前臂和手掌尽量放松。爬泳手臂的

连续动作，见图９２４１。

图９２４１

（５）空中移臂：臂在空中前移的动作是手臂出水的继续，不能停顿，移臂时动作应放

松自如，尽量不破坏身体的流线型，要和另一臂的划水动作协调一致。
手臂提出水面前移的前半部分，前臂和手的动作较慢，落后于 前 移 的 肘 关 节 （见 图

９２４２之１），移臂完成一半时，肘部继续弯曲 （见图９２４２之２）。

图９２４２

屈肘程度取决于运动员肩关节灵活性和身体绕纵轴转动的程度。

臂移至肩部时，手和前臂赶上肘部，并逐渐向前伸出，掌心也从后上方转向前下方。

接着做入水准备动作，在整个移臂过程中，肘部应始终保持比肩部高的位置。

在爬泳划臂的整个周期中，动作是不停顿的，划水动作内部循环是有节奏的，随着阶

段的不同，各部分所用的力量也不同，动作速度也有所区别 （见图９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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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４３

４两臂的配合技术

爬泳两臂的正确配合是前进速度均匀性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划水时，依照两臂所处的

位置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交叉形式：即前交叉、中交叉、后交叉。
（１）前交叉配合：一臂入水时，另一臂处于肩前方。与水平面构成３０°角左右 （见图

９２４４）。

图９２４４

（２）中交叉配合：当一臂入水时，另一臂处于肩下垂直部位，与水平面构成９０°角左

右 （见图９２４５）。

图９２４５

（３）后交叉配合：当一臂入水时，另一臂划水至腹部下方，与水平面构成１５０°角 左

右 （见图９２４６）。

图９２４６

以上三种配合形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对初学者来说，可以采用第一种形式，以便掌

握爬泳动作和呼吸动作。采用第二种和第三种形式，有利于发挥两臂力量和提高 动 作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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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加快速度，保持连续的推进力。

５呼吸与臂的配合

游爬泳时，呼吸动作应有节奏地进行，一般是在两臂各划一次做一次呼吸。以右臂动

作为例，右手入水后，口鼻开始逐渐呼气，在水中呼气的结束部分，呼气速度加快。同时

逐渐向右转头，右臂划水结束提肘出水时，嘴出水把剩余的气快速呼出。这样能把嘴唇边

的水吹开，以便立即吸气 （见图９２４７）。右臂出水前移至肩前时吸气结束，然后闭气并

将头转正，右臂随之前移入水。

图９２４７

６腿、臂和呼吸完整动作配合

完整的配合技术，是运动员匀速地、不间断地向前游进的保证。目前爬泳的配合动作

中有两腿打水６次，两臂划水各１次，呼吸１次，简称６∶２∶１的配合技术；另一种是两腿

打水４次，两臂划水各１次、呼吸１次，简称４∶２∶１的配合技术及两腿各打水１次，两臂

各划水１次，呼吸１次，简称２∶２∶１的配合技术。另外还有采用不规则打水，交叉打水等

多种形式的配合技术。爬泳完整动作，见图９２４８。

图９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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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泳的各种配合方法各有其优缺点。６次打腿配合技术，能保证配合的稳定性，保持

臂腿协调配合和保持身体的平衡，适用于短距离项目；４次打腿的配合可以减少腿的负担

量，２次打腿配合技术有利于发挥两臂作用，加快臂的动作频率。４次打腿和２次打腿技

术在中长距离项目中多见。
（二）爬泳的教学

爬泳动作形象接近人们在陆上的行走动作，臂、腿动作较简单易学。掌握爬泳后，可

为学习仰泳、蝶泳打下基础。所以往往先教爬泳。爬泳的教学一般采用分解教学法，先教

腿后教臂 （和呼吸），再教配合动作。两腿鞭状动作是基础，两臂划水是主要动力，呼吸

动作是关键。

１腿部动作教学：目的是建立打腿概念，学习、体会动作过程。
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陆上模仿练习

①坐池边或岸边，两手后撑 （见图９２４９）。眼看稍内旋的两腿的动作，做直腿打水

练习。

②俯卧池边或岸边，做两髋展开、大腿带动小腿的打水动作练习 （见图９２５０）。

图９２４９
　　

图９２５０

（２）水中练习

①手握池槽或撑池底。成俯卧水平姿势，做直腿打水练习 （见图９２５１）。

图９２５１

②蹬边滑行，先直腿打水，再逐步过渡到膝、踝关节适度放松弯曲的鞭状打水 （见图

９２５２）。
教法提示：
（１）爬泳腿教学的重点是以髋为轴，教学的难点是大腿带动小腿交替协调的 鞭 状 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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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５２

（２）教直腿打水有助于体会大腿带动小腿的动作，展髋、踝关节放松。不要急于过渡

到屈腿打水。
（３）爬泳打腿练习枯燥易累，宜多变换方式和方 法。如 陆 上 坐、卧 交 替。扶 边 打 水

快、慢交替。滑行打水可单、双臂在前与双臂在后交替练习。随打水距离增长，要与呼吸

结合。

２手臂动作和 手 臂 与 呼 吸 配 合 动 作 的 教 学：目 的 是 学 习 体 会 动 作 过 程，建 立 划 水

（抱水、拉水、推水）、移臂的正确概念。
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陆上模仿练习

①原地两脚开立，上体前倾做直臂划水模仿练习。重点体会空中移臂动作和臂入水动

作，先单臂练，后两臂交替练习 （见图９２５３）。

图９２５３

②同上练习，要求屈臂划水，着重体会划水 路 线。除 划 水 阶 段 用 力 外，其 他 动 作 放

松。移臂时肘高于手。

③呼吸练习。两脚开立，上体前倾，两手扶膝。做向侧转头吸气练习 （见图９２５４）。

④同练习②，配合呼吸练习，在同侧臂开始划水时呼气，推水时转头吸气 （见图９２
５５）。

（２）水中练习

①站立浅水中，做同陆上练习①的内容。

②站立浅水中，做同陆上练习④的内容。向侧转头吸气。

③同上练习，由原地做过渡到走动做。要求划水适当 用 力 手 掌 对 水，推 水 时 掌 心 向

后。

④蹬边滑行，做两臂配合的划水动作可下肢夹板，帮助身体平衡。先闭气，然后逐步

增加呼吸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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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５４
　　

图９２５５

教法提示：
（１）手臂动作的教学重点，是屈臂高肘划水和臂与呼吸的配合时机。教学的难点是呼

吸和呼吸动作。
（２）强调划水时保持高肘，使掌心和小臂内侧对水外，还应注意空中移臂、臂入水和

抱水时，肘要保持较高的位置，为屈臂高肘划水创造条件。
（３）臂与呼吸的配合动作应强调臂领先，强调呼吸节奏，呼尽吸足。吸气转头应绕纵

轴转头，不要抬头和向后吸气。
（４）爬泳臂的各部动作连贯性与节奏性较强，不宜过多地分解动作，并做较长时间的

分解练习。开始可按三拍 （入水、划水、移臂）进行，最后必须连贯成一拍进行。
３完整配合动作教学：目的是学习、体会完整配合的节奏、时机及要求。
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陆上模仿练习

①俯卧凳上做臂、腿配合模仿练习。

②同上练习，加呼吸动作配合。
（２）水中练习

①滑行打腿，一臂前伸，另一臂划水。

②滑行打腿，配合两臂分解划水练习。

③滑行打腿，两臂用前交叉或中交叉配合轮流划水练习。

④同上练习，由划臂数次，呼吸一次，逐步过渡到两臂各划一次，呼吸一次练习 （见
图９２５６）。

图９２５６

⑤逐渐加长游距，在练习中改进动作。
教法提示：
（１）各种配合练习，要强调不停地打腿。首先抓好臂腿配合，再加呼吸配合 （但不宜

过早强调呼吸，以免影响臂腿配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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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完整配合游时，教学重点是臂、腿配合，教学难点是呼吸动作，不一定非要六次

腿配合。只要臂、腿配合协调，划臂和呼吸时腿不停顿地打水即可。

４爬泳教学中常见错误动作及纠正方法 （见表９２２）。

表９２２ 爬泳教学与练习中常见错误动作及纠正方法

部位 常见错误 原因 纠正方法

腿

部

小腿打水。
１动作要领不清。

２屈膝太大。
１明确动作要领。

２先用直腿打水，来体会大腿带动小腿打水。

屈髋打水。
躯 干 没 充 分 展 开 或

收腰。
１多做陆上模仿练习，注意大腿上抬或用直腿打水。

２水中练习要展髋，打腿时大腿上摆。

勾脚打水。 踝关节灵活性差。
１要求绷直脚尖打水。

２多做踝关节灵活性练习。

臂

部

臂 入 水 后 向 下

压水。
１直臂入水。

２过早用力划水。
１入水时手指先入水，此时肘高于手。

２入水后臂向前下方伸，抓到水后再划水。

手 在 肩 外 侧 划

水 和 划 水 路 线

短。

１手入水点 偏 外 侧，

并向外侧划水。

２没有推水动作。

１强调屈臂，手 沿 身 体 中 线 做Ｓ形 划 水 或 要 求 在 肩

前入水，划水时向腹下抱向同侧大腿处推水。

２可用矫 枉 过 正 法，要 求 在 身 体 中 线 处 入 水，超 过

中线向后划水，划水结束时手触同侧大腿。

完

整

配

合

划 水 结 束 时，

身 体 下 沉 和 手

出水困难。

划 水 结 束 时，掌 心

向 上，没 有 向 后 推

水。

要求划水后程以掌心向后推水，利用惯性提肘带动臂

出水前移。

配合不协调。
１动作过分紧张。

２ 下 肢 沉 或 呼 吸 无

节奏。

１放松慢游，逐渐增加游程。

２多次打水和呼吸。

抬头吸气。
１动作概念不清

２ 怕 呛、喝 水，不

敢抬头。

１明确转头吸气。

２吸气时，可绕纵轴转动，转头时作 “咬肩”动作。

吸不进气。
不 会 呼 吸 或 不 会 在

水中吐气。

１在水中做呼吸的基本动作。

２强调水中吐气。

３掌握转头吸气的时机，口将出水时猛吐、深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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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仰泳

仰泳是身体成仰卧姿势的游泳。其动作结构和爬泳基本相似。它包括反蛙泳和爬式仰

泳。其速度仅次于爬泳和蝶泳。
（一）身体姿势

身体平直仰卧水中，自然伸展，头肩略高于 臀，腰 和 腿 保 持 水 平 部 位，后 脑 浸 入 水

中，水位在两耳际附近。身体纵轴与水平面构成一个小迎角 （见图９２５７）。颈部肌肉放

松，脸部露出水面，眼看后上方。

图９２５７

（二）腿部动作

腿部动作是保证身体水平姿势和维持身体平衡的主要因素，正确的踢水动作能产生较

大的推进力。两腿的动作是：以髋关节为轴，大腿发力，带动小腿和脚，形成鞭打有力向

后踢水动作。连续动作 （见图９２５８）

图９２５８

（三）臂部动作

是产生推进力的主要因素。臂的一个动作周期可分为入水、抱水、划水、出水、空中

移臂五个阶段。
入水：借助移臂的惯性，臂部自然伸直，小指领先入水，入水点在身体纵轴延长线与

肩的延长线之间，或肩的外长线上。其顺序是：上臂先入水，再前 臂 和 手 几 乎 同 时 入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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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９２５９）。入水动作自然、放松。不要用手拍击水面，以避免带入气泡。

图９２５９

抱水：手臂入水后，臂下滑到一定深度时直臂向内探水处积极抓水，并转腕和肩带内

旋，同时开始屈臂，使整个臂处于最有利的划水部位。完成抱水动作时臂与身体纵轴构成

约４０°角，肘关节开始弯曲，手掌距水面约３０厘米。
划水：划水动作是推进身体前进的主要动力。动作包括拉水和推水两个部分。整个动

作是由屈臂抱水开始，以肩为中心，划至大腿侧下方为止。整个划水手掌走的路线从侧面

看是先向下，再向上，再向下，成Ｓ形 （见图９２６０）。

图９２６０

拉水是在臂前伸抓水的基础上开始，前臂内旋时下降屈并成１５０°角左右，手 掌 向 后

上方拉水。随着划水力量的加强，肘关节逐渐弯曲，当划至肩的垂直截面时，手掌离水面

１５厘米左右，上臂与前臂形成的角度约为９０°～１１０°角 （见图９２６１），推水动作见图９２
６２。

图９２６１
　　

图９２６２

出水：借助手臂内旋下压推压水的反作用力和三角肌的收缩力，手臂自然出水。出水

动作是臂先压水后提肩，由肩带动上臂、前臂和手依次出水。
仰泳手臂连续动作见图９２６３。
空中移臂：提臂出水后，手臂应迅速沿着肩 的 垂 直 面 向 肩 前 移 动，手 臂 要 自 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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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６３

松、伸直。移臂的后段肩关节要充分伸展，手垂直向头后移臂，速度要快。
（四）两臂配合

应采用当一臂划水结束，另一臂已入水并开始划水；一臂处于移臂一半，另一臂处于

划水的中部，两臂几乎处在完全相反的位置。
（五）呼吸与臂、腿配合技术

现代仰泳技术采用６：２：１的配合技术，即６次打腿，２次划臀，１次呼吸。呼吸要

有严格的节奏，不能用鼻子呼吸，要用口呼吸。
仰泳连续动作见图９２６４。

图９２６４

现代仰泳的技术特点是：身体在水中保持流线型位置；手臂垂直向头后移臂；手掌入

水点远，划水深，高肘划水；两臂交替划水，肩左右转动较大，肩横轴与水平面约成４５°
夹角；６次踢水，踢水很有力。

（六）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陆地仰卧池边或出发台上做两腿打水模仿动作。

２在水中，深吸气后，头和上体慢慢后仰，在同伴的帮助下两手后撑池底，做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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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水练习。

３仰卧凳上，做 仰 泳 臂 划 水 动 作。先 单 臂 划 水，后 两 臂 交 替 划 水。划 水 时 先 直 臂，
在过渡到曲臂 （见图９２６５）。

图９２６５

４仰卧水中，同伴扶其双腿，做两臂交替划水动作 （见图９２６６）。

图９２６６

５后倒仰卧划水。边划水边后退走动，边走边后倒，直至臂、腿配合游进 （见图９
２６７）。

图９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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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仰泳教学与练习中常见错误动作与纠正方法 （见表９２３）

表９２３ 仰泳教学与练习中常见错误动作与纠正方法

部位 常见错误 原因 纠正方法

腿

部

小腿向后下方踢水。
１动作要领不清。

２小腿屈膝打水。

１明确动作要领及踢水方向。

２强调 膝 关 节 伸 直，大 腿 带 小 腿，屈 腿 上

踢，直腿下压，或用直腿打水来纠正。

踢 水 时 膝 部 露 出 水

面。
１屈髋打水。

２大腿下压不够。
要求髋关节 充 分 展 开，大 腿 和 膝 积 极 下 压，

用脚面向后上方踢水。

臂

部

臂划水用力过早。
１动作要领不清。

２急于划水使身体前进。

１明确划水要领。

２强调 臂 入 水 后 先 做 滑 下 托 水 动 作，而 后

再用力向后加速划水。

手入水点太宽。
１动作要领不清。

２肩关节灵活性太差。

１明确入水点的位置。

２加强肩关节灵活性练习。

３采用矫枉过正法，在头前方入水。

两 臂 配 合 分 解，不

连贯。

１动作要领不清。

２划 水 结 束 时，臂 在 体

侧有停顿。

１明确动作要求。

２强调划水结束时立即提臂出水。

完

整

配

合

“坐”着游。
１收腹、屈髋。

２怕呛水，头伸出水面。

１要 求 稍 仰 头，微 挺 胸，提 肋，髋 关 节 展

平。

２头的后部浸入水中，要求呼吸与臂配合。

腿 踢 不 出 水 来，下

肢下沉。

１腿部动作紧张。

２头 及 上 体 高，脚 的 位

置太低。

１脚部动作幅度要小，脚接近水面踢水。

２要求 上 踢 时 踢 出 水 花，直 腿 下 压 时 要 放

松。

五、蝶泳

蝶泳又称海豚泳。它是由蛙泳演变而成的一种泳势，游进时因两臂动作形似蝴蝶展翅

而得名。后来，匈牙利运动员董贝克模仿海豚的躯干波浪动作，创造了海豚泳姿势，使游

进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此产生了海豚式蝶泳。
（一）身体姿势

蝶泳与其它泳式不同，它没有稳定的身体位置，而是在游进过程中，头、颈、躯干、
腿、脚沿整个身体纵轴作传动式的递次起伏，形成有节奏的波浪运动。特点是躯干投入了

运动，身体有节奏地上下起伏不大的波浪既给划臂和腿部鞭打动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又保

持了身体有较好的流线型和相对位置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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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躯干和腿部动作

躯干和腿联合做鞭状打水 （见图９２６８）。它弥补了臂部动作间断时速度下降的不足，
保持身体处于良好的位置，给臂和呼吸动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图９２６８

鞭状打水是从腰部发力，带动脊柱、髋、膝、踝各关节相继屈伸和制动，形成波形相

继传递，直到脚尖，才使脚以最大的角加速度上、下打水。当脚尖到达最低点时，身体形

成挺胸、收腹、向下，打水姿势，即下鞭动作。这时，膝关节伸直，臀部上升到水面，髋

关节屈成约１６０°（见图９２６８之１）。同样，当两脚尖到达最高点时，形成了一个与下鞭

时相反的传递波形，这时，完成上鞭动作，身体成含胸、挺腹、收腿的姿势，膝关节屈成

１１０°～１３０°（见图９２６８之６）。身体依靠这种上、下鞭动作向前推进。下鞭时能造成较大

的推进作用，所以下鞭的力量和速度比较大。踝关节灵活，可以加大鞭尾的角加速度，所

以柔韧性好、踝关节灵活的人，蝶泳波浪打水动作不但漂亮，而且游速快而省力。
（三）手臂动作

蝶泳臂部动作仍要经过入水、抱水、划水 （拉水和推水）、出水、空中移臂五个紧密

衔接的阶段 （见图９２６９）。

图９２６９

入水滑抱：空中移臂后，肘稍屈并高于前臂，以手指 （食指）、前臂、上臂的顺序依

次在肩的延长线上与水平面约为２０°角方向切入水中 （见图９２７０之１）。头随两臂前移顺

势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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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７０

臂入水后应积极下滑，不宜向前伸肩滑行，很快将两 手 掌 心 转 向 内 后 下 方，屈 肘 屈

腕，使手和前臂形成良好的对水面，呈高肘抱水姿势 （见图９２７０之２）。这时上臂与水

平面约成２０°角，肘关节约屈成１５０°角，两手掌距离比肩稍宽。
划水 （拉水与推水）：两臂从抱水开始，两手向内，屈 臂 保 持 高 肘 向 后 划 （拉）水，

当手划至肩的垂直横截面下方时，上臂与前臂约屈为９０°～１１０°角 （见图９２７１）。这时臂

的有效对水面最大、位置最佳，要毫不停顿地向后加速推水到大腿旁。

图９２７１

蝶泳两臂同时从入水滑抱到向后划水至大腿旁，两手所走的路线呈对称的双 “Ｓ”形

（见图９２７２）。

图９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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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移臂：推水结束后，以肩带动肘和手提出水面 （见图９２７３）。两手向髋外上侧

挥动，沿低而平的弧线经空中前移，直至入水 （见图９２７４）。

图９２７３
　　

图９２７４

（四）呼吸和臂部动作配合

当臂入水后用嘴、鼻慢慢吐气，两臂进入划水时，下颏微抬，划水至胸下方时抬头张

嘴吸气，臂出水后经空中移臂时，低头、闭气至吐气。
（五）腿、臂、呼吸配合与练法

蝶泳的完整配合，一般采用２∶１∶１的配合方法。即腿打水两次、臂划水一次、配合一

次呼吸。
臂入水时吐气，腿做第一次打水；臂划水时 抬 头 张 嘴 吸 气，腿 做 第 二 次 打 水，臂 出

水、移臂时闭气。这种方法速度均匀，节奏协调，两次打水间歇时间大致相同，
蝶泳的呼吸配合有两种：
一是早吸气。当臂进行拉水时抬头吸气。这种方法，吸气时间长，速度慢，身体容易

下沉，但比较容易学，适用于初学者。
二是晚吸气。当臂进行推水时抬头吸气。这种方法吸气时间短，速度快，阻力小，便

于加快频率，多为运动员采用。
蝶泳连续动作见图９２７５。
（六）练习方法与步骤

１陆上模仿练习

（１）并腿站立，两臂屈抱头后，有节奏地做挺腹、屈膝、收腹提臀、伸膝动作。先分

解做，然后把四个动作连贯起来做。体会腰、腹、腿的波浪动作。
（２）在练习 （１）动作中，加两肘内合和后展动作，逐步过渡到二拍完成上述四个动

作。即口令１，做两肘内合含胸、挺腹屈膝；口令２，做两肘后展挺胸、收腹提臀、伸膝

打水 （见图９２７６）。
（３）背距墙约１０～１５厘 米 站 立，两 臂 上 举，做 （２）后 二 拍 的 动 作 （见 图９２７７）。

身体做波浪形动作时，臀部碰墙，借助墙体会动作。
（４）原地开立，上体前倾，做蝶泳两臂划水动作。即 （１）抱水、（２）拉水、（３）推

水、（４）出水、空中移臂、入水 （见图９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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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７５

图９２７６

（５）并腿站立，上体前倾，两臂前上举做臂与呼吸配合练习。即划水、抬头吸气，移

臂、闭气至呼气。
（６）原地单脚站立，一腿后伸，上体稍前倾，两臂上举，做臂、腿配合。即两臂前移

“入水”时，后伸腿向下打第一次腿，两臂向后 “划水”至肩下时，打第二次腿。基本掌

握后再加呼吸动作。

２水中练习

（１）水中手扶池边、槽，做爬泳腿打水，过渡到两腿并拢同时做上下打水动作。
（２）水中用杆子诱导做随杆上下起伏打水动作，即两臂伸直握住垂直于水面的杆子，

身体平卧水面，岸上人使杆子上下起伏诱导，练习者随杆子上下做躯干和腿的上下打水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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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２７７

图９２７８

（３）手扶浮板做 （１）练习。
（４）手扶池壁、槽，侧卧做躯干和腿的波浪打水动作 （见图９２７９）。

图９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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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水中在蛙泳腿蹬夹水的基础上，做臂划水练习。
（６）上体前倾，水中走动做臂与呼吸配合练习。体会手臂划水路线、划水对身体的推

动作用以及臂与呼吸的配合。
（７）滑行后先打三四次腿，划一次手。掌握好手、腿配合时机后减少到打腿两次、划

手一次。
（８）同练习 （７）后部练习，加抬头吸气动作。即臂入水吐气、臂划水到胸腹下方时

抬头吸气。
（七）蝶泳教学与练习中常见错误动作与纠正方法 （见表９２４）

表９２４ 蝶泳教学与练习中常见错误动作与纠正方法

部位 常见错误 原因 纠正方法

腿

部

屈 髋 打 或 没 有 波 浪

动作。
１动作要领不清。

２收腹打水。

１要求明确动作要领。

２由爬泳打水再过渡到双腿同时打水。

３在上面基础上，再要求躯干参与动作。

小腿屈伸打水。
躯干 没 有 参 加 动 作，只 是

小腿用力打水。

要求小腿自然伸直，躯干参加工作，严格

按挺腹、屈膝、提臀、伸膝打水顺序做 动

作。

臂

部

手、头，肩 上 下 起

伏大。
动作要领不清

明确 动 作 要 领。要 求 头、手、肩 相 对 固

定，腰、腹用力带动下肢做波浪动作。

手 臂 划 水 后，出 水

移臂困难。

１划水后部掌心向上捞水。

２最后推水无力或有停顿。

３移臂时抬头过高。

要求推水时，掌心向后加速推水，并利用

惯性提肘转肩向前移臂。另外要求先低头

再移。

直臂划水。 动作要领不清。
１明确动作要领。

２高肘屈臂划水，前拉后推水。

完

整

配

合

臂、腿配合脱节。
腿第 二 次 打 水 过 早 或 臂 在

前面 停 留 时 间 过 长。未 掌

握好配合节奏。

１多做陆上模仿练习。

２强调 手 入 水 打 第 一 次 腿，手 入 水 后 前

伸再抱水、推水，并进行第二次打水。

小 腿 打 水 时，躯 干

没有波浪动作。
臂入水 时，没 有 积 极 低 头、

提臀。

１明确配合动作的要求。

２臂 入 水 时 要 积 极 低 头，提 臀，腿 向 上

时膝关节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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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游泳的安全与救护常识

一、遵守规定，确保安全

游泳是一项非常有益的运动，是我国群众性最广泛的运动项目之一。可以说，在所有

体育项目中，任何一项都比不上参加游泳运动的人广泛，从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到七八

十岁的老人，都能到水中泡一泡，游一游；尤其是少年儿童特别喜爱游泳。但是，如果组

织不当，游泳也容易出现不幸事故。因此，在教学、训练和群众性的游泳活动中，游泳的

安全应放在首要地位，防止发生意外事故。下面介绍有关的安全常识。
（一）加强安全教育

加强安全教育，使学生明确和遵守安全规则，树立安全观念，把安全教育贯彻于整个

游泳教学的始终。
（二）选好游泳场所

在天然水域游泳，必须先做好调查工作，要查清水质、水深、流速、水底、水中生物

等情况。凡有污泥、乱石、暗礁、急流、漩涡、枯枝、树桩和杂草的水域，来往船只多或

靠近码头的地方，有工业废水污染和有血吸虫的水域，都不能作为游泳场所。在海滨选择

游泳场所要注意海浪和涨潮、落潮情况，还要注意有无伤害人的鱼类。最理想的天然游泳

场所是流速缓慢、坡度小的沙底水域。
场地选好后，用鲜明的标志划分深水区和浅水区。初学者严格禁止到深水区游泳。
（三）搞好安全组织

（１）指派救生人员，成立安全小组。每次上课前应指派两人以上责任心强、水性好的学

生担任救生员，组成安全小组。准备好救生器材，注意清点人数，在岸上进行观察，做到既注

意全面，又照顾重点。如发现情况，立即发出呼救信号和使用救生器材进行救护。
（２）编排游泳小组。上第一堂课应对每个学生进行摸底测验，了解学生的游泳技术水

平，按技术水平的高低，分成几个游泳小组，再分为２人 一 对，互 相 帮 助。如 果 发 现 情

况，立即呼救。
（四）落实安全措施

（１）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群众性游泳场所应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如

游泳须知 （或守则），说明游泳时应注意的事项，介绍游泳的卫生、安全常识，规定游泳

者应遵守的制度和纪律等，做到有章可循，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２）经常清点人数。每次上课前后都必须清点人数，绝不允许擅自离队。在课中大约

每隔１５分钟检查一次人数（由安全小组检查报告），如有怀疑，必须令全体人员上岸清点。
（３）认真做好准备活动。准备活动可以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调节身体各器官系统

的状况，增强身体对游泳活动的适应能力，同时还是预防肌肉痉挛和拉伤的有效手段。
（４）准备好安全救护工具。如救生圈、竹竿、浮板、绳索、必需的药品、担架和人工

呼吸用具等。
（五）注意卫生常识

（１）进行健康检查。为了预防疾病，保护自身健康，凡有严重皮肤病、红眼病；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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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腹泻、肝炎、肺结核、高血压、心脏病、精神病、癫痫病等，一律不能参加游泳。女

生月经期不宜游泳。
（２）饭后、酒后或激烈运动之后不要立即下水游泳。
（３）出现冷颤、头晕、呕吐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出水。
（４）注意公共卫生，游泳池应及时消毒和净化，不应在水中吐痰或小便。

二、预防、自救与救护

（一）预防、保护与自救

要防止溺水事故，就应了解发生事故的原因，掌握自救的方法。现将常见的几种事故

以及预防、保护和自救的方法介绍如下：
（１）溺水事故大多数都是由于技术不好、惊慌、呛水等原因引起的，预防溺水事故，

首先要学会呼吸和放松，呛水时不要紧张，可用踩水等姿势排除呛水。
（２）对一些容易出现突发性休克的疾病，如严重的癫痫病、心脏病，不能游泳。
（３）随意潜水是造成不幸事故的隐患。即使是水性好的人，也会因潜水时间过长，脑

部缺氧而突然休克。因此，在人多的游泳场合，不宜潜水。在教学中，做潜水练习时，应

互相照顾和保护。
（４）游泳时，因疲劳、寒冷和过度紧张都会引起肌肉痉挛 （抽筋）。出现抽筋，首先

应克服紧张害怕心理，尽量使抽筋部位伸展。如严重的抽筋应立即呼救。
（５）游泳时过度疲劳，容易出现事故。这时，应借助别人的帮助，放松游出危险区。
（６）在游泳时，有时会因跳水或其他原因碰撞而发生事故，因此，规定不要在游泳场

所跳水或互相追逐打闹。发生碰撞，必须停下来，观察情况，如有问题，立即采取应急措

施。
（７）游泳时，由于水情不熟，落入危险水域，首先要沉着、冷静，如落入漩涡中，应

持平卧姿势，增大身体半径，逆漩涡而游出险区。
（二）水上救护

为了保证游泳安全，不仅要加强安全教育，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而且还要掌握游泳

的救护知识与方法。如发现溺水事故后，应根据情况当机立断，采取有效措施、沉着、勇

敢、迅速进行救护。
由于水域的不同，出现事故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对不同的情况要采取相应的救护方

法。水上救护分间接救护和直接救护。

１间接救护技术

间接救护技术是救护人员利用救生器材的一种救护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溺水者神志

较清醒的情况下使用。使用的器材有竹竿、绳索、泳板、救生圈、救生衣、浮球等。救护

应根据现场情况，使用相应的救生器材，可在岸上或船上使用，也可携带入水，游近溺水

者时使用。在江河中用救生圈、浮球等浮物救护较清醒的溺水者。应向溺水者的上游准确

地掷去，就能使溺水者稳当而快速地脱险。

２直接救护技术

直接救护技术是救护者不用任何救护器材、徒手对溺水者施救的一种技术。当溺水者

神志不清或救护者没有救生器材的情况下，要果断、迅速地采用直接救护。直接救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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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观察、入水、游近溺水者、解脱、拖运、上岸、抢救等过程。
（１）观察：为了以最快的时间和最短的距离尽快地游近溺水者，救护者在入水前应简

捷观察周围的环境。如溺水者落水地点、水流的方向和流速等情况，迅速选好入水地点，
脱去衣服、外裤和鞋袜。

（２）入水：入水要快，目标要准。对熟悉的水域可采用头先入水的出发动作，入水后

出水动作要快。不熟悉的水域或距溺水者较近时，可采用跨跳式入水动作 （见图９３１）。
入水后，两腿向下夹水，手臂迅速压水。使身体处于较高位置，以便观察目标。

（３）游近溺水者：入水后，一般用抬头爬泳迅速游近溺水者。当游近溺水者２～３米

时，深吸一口气，再接近溺水者。接近时应用突然果断的动作拉住溺水者 的 手 腕 （见 图

９３２）用力向右 （或左）边一拉，使溺水者背向自己，再进行拖运。

图９３１
　　

图９３２

（４）拖运：拖运时，一般采用侧泳或反蛙泳技术。采用反蛙泳拖运法可用单手或双手

托住溺水者的后脑或肩、腋部位，用反蛙泳蹬腿前进 （见图９３３）。

图９３３

采用侧泳拖运法可托溺水者后脑或同侧肩腋部 （见图９３４），或穿过一腋扶其下颌、
腋下，侧泳游进 （见图９３５）。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拖运都要时刻注意让溺水者的脸部露出水面。

图９３４
　　

图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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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出水上岸：如果溺水者处于昏迷状态，那么他全身是松弛的，这时救护人员就不

能采取往上托的办法，而应采用由下往上拉的办法为好 （见图９３６）。

图９３６

（６）抢救：上岸后，应先排除气管、胃内积水和口、鼻内的杂物。方法是：救护者单

腿跪地，将溺水者腹部放在自己屈膝的大腿上，使其足高头低，用手捶拍溺水者背部，加

速排水。若溺水者牙关紧闭，可采用两手大拇指顶住溺水者下颌骨，使其张口。若溺水者

已清醒，应穿好衣服休息；若昏迷不醒，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
实践证明，口对口吹气的方法效果好。操作方法是使溺水者仰卧，一手捏住其鼻子，

另一手托其下颊，救护者深呼吸后嘴对嘴将气吹入溺水者肺部，接着松开捏住鼻子的手，
嘴离开，并用手压一下溺水者的胸部，帮助呼吸，如此反复进行，每分钟做１４～２０次。

（７）解脱：救护者如被溺水者抓住或抱住，应立即解脱，解脱时利用反关节和杠杆的

原理，动作要迅速、突然。解脱的方法依被抓或抱住的情况不同 而 异。一 般 有 虎 口 解 脱

法、扳指解脱法、推扭解脱法、托肘解脱法。

①虎口解脱法：两臂或两手被溺水者抓住时，救护者两手握拳，用力由里向外扭转，
同时用力下压，即可从虎口解脱 （见图９３７）。

图９３７

②扳指解脱法：溺水者从背后抱 （抓）住救护者，但两臂未被束缚时，可分别用左右

手抓住溺水者的左右手中的一指，反向扳开，即可解脱 （见图９３８）。

③推扭解脱法：若溺水者从前面抱住腰、背等部位，但两臂未被束缚，可一手按住溺

水者的后脑，另一手托其下颌向外扭转溺水者的颈部，使之解脱 （见图９３９）。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２８６　　

图９３８

图９３９

④托肘解脱法：凡是被溺水者从前面或后面把身体和两臂都抱 （抓）住时，可采用将

溺水者的肘部上托的方法解脱 （见图９３１０、图９３１１、图９３１２）。

图９３１０
　　

图９３１１

图９３１２



　
　
　
　
第
九
章
　
游
　
　
泳

２８７　　

３心脏按摩

当溺水者失去知觉时，将心脏按摩和人工呼吸同时进行很重要。心脏按摩法包括：俯

卧压背法、仰卧举臂压胸法、侧卧压胸法和胸外压放心脏法；这里介绍常用的仰卧举臂压

胸法和胸外压放心脏法两种；
（１）仰卧举臂压胸法：此法特点是既可做人工呼吸又能起到压心脏的作用，因此遇溺

水者呼吸、心脏均停止时可采取此法。方法是：溺水者后仰，救护 者 跪 于 溺 水 者 头 部 上

方，握其两手腕。操作呼吸动作时，救护者上体前倾，增加压力，将溺水者的双臂弯曲，
用其两前臂压迫双肋处，通出肺部空气。（见图９３１３）；操作吸气动作时，将溺水者双手

提起，向左右两侧做伸展动作，此时胸腔扩展，空气便会进入肺里 （见图９３１４）。这样

再继续将溺水者的两臂经头上，回复到呼气的手势。
（２）胸外压放心脏法：此法使用于溺水者无心跳或心跳极其微弱时。具体方法：溺水

者仰卧，救护者跪在溺水者身旁，将一手掌置于溺者的胸骨下端，另一手掌覆在上，两手

掌重叠在一起，两臂伸直，借助 身 体 的 重 力，稳 健 有 力 地 向 下 垂 直 加 压 （见 图９３１５），
压力集中在手掌根部，使溺水者胸骨下陷３～４厘米，压缩心脏，然后抬起手腕，使胸廓

扩张，心脏舒张。这样有节奏地进行，成人每分钟６０～８０次，小孩８０～１００次，直至心

脏再跳动或确已死亡为止。

图９３１３
　　

图９３１４
　　

图９３１５

做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应先在３～４秒内做２次人工呼吸，然后做１５次连续的心脏

按压，这样反复进行。另外，做心脏按压的同时，应注意观察两点：切颈动脉查脉搏；观

察瞳孔。当呼吸停止和心脏停止跳动，瞳孔就会扩大，反之，瞳孔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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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形体舞蹈健美

第一节　形　　体

身体的方位、脚位和手位

一、身体的方位

在进行基础练习前，首先要有明确的方向概念，即身体的方位。一般以学生为基点，
以面对教师的方向为正前方，称第一方位，简称∠１，向右转４５°为第二方位，即∠２，依

次类推，共８个方位 （图１０１１）。

图１０１１

二、脚位

脚位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身体姿态和技术的准确性。
（一）芭蕾舞脚位

一位，两脚完全向外打开，脚跟并拢，两脚成一直线，重心在两脚 （图１０１２）。
二位，仍保持一位，但两脚间距约一脚，重心在两脚中间 （图１０１３）。
三位，两脚平行，两脚跟前后相叠，脚尖向侧 （图１０１４）。
四位，两脚前后平行，之间相距一脚，重心在两脚之间 （图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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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１２
　　

图１０１３
　　

图１０１４
　　

图１０１５

五位，类似四位，但两脚全部重叠，两腿伸直夹紧 （图１０１６）。
（二）古典舞脚位

正前位，两脚并拢，不要外开，重心在两脚 （图１０１７）。
八字位，两脚跟靠拢，脚尖各向斜前方，两脚尖相距约一脚 （图１０１８）。
丁字位，一脚跟靠于另一脚内侧中部，成丁字形，重心在两脚 （图１０１９）。
脚好比 “地基”，因此，在做各种脚位练习时，要求身体直，沉肩，提胸立腰，全脚

掌着地，重心落在两脚上。

图１０１６
　　

图１０１７
　　

图１０１８
　　

图１０１９

三、手臂基本位置

手位练习时，要求手指自然伸直，关节柔软，拇指与中指稍向里，手腕保持弧形。男

生手形与女生基本相似，只是拇指略张开一些。
一位，两臂弧形下垂于体前，掌心向上，两手 指 相 距７厘 米 左 右，手 臂 稍 稍 离 开 身

体，手臂保持从肩开始的柔和的圆形线条，头竖直 （图１０１１０）。
二位，从一位开始，两臂抬至臂的高度，肘部架起，掌心向内，头偏向左侧 （图１０

１１１）。
三位，两臂上举，掌心向内，头竖直，平稳 （图１０１１２）。
四位，一臂上举，另一臂落至二位，头竖直，眼平视 （图１０１１３）。

图１０１１０
　　　　

图１０１１１
　　　　

图１０１１２
　　　　

图１０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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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臂上举，另一臂向前伸长的同时向旁打开，头侧转 （图１０１１４）。
六位，上举臂落至二位，另一臂侧举，视线由上至下，看手心 （图１０１１５）。
七位，两臂侧举稍低于肩，掌心向前，视线随手 （图１０１１６）。

图１０１１４
　　

图１０１１５
　　

图１０１１６

基 本 舞 姿

姿态是人体各部分、各环节构图的完整概念，只有上肢、下肢、躯干、头部这四大部

分协调配合，才能产生完美的艺术造型。形体训练中常用芭蕾舞的基本舞姿，通过手臂位

置的变化，配合上体弯曲的扭转表现不同的神态。

一、单腿后举站立———迎风展翅（阿拉贝斯）

（一）动作做法

右脚站立，左腿伸直后举，另一臂侧举 （图１０１１７），配合手臂位置和头部姿态的变

化，形成不同的姿态。在单腿后举的舞姿上，支撑腿可起踵或半蹲，两臂也可变化成上举

或侧举。

图１０１１７

（二）技术要点

后腿旋外，绷直，向正后方抬 起，脚 尖 向 远 处 伸。挺 胸 立 腰，两 肩 下 沉，使 上 体 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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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手臂柔软而松弛地举在预定的位置上。

二、单腿屈膝前（后）举站立———鹤立式（阿提丢）

（一）动作做法

第一种，单腿屈膝前举站立：一腿站立或起踵立，另一腿屈膝前举至９０°以上，膝关

节向外，脚跟向里，屈膝大于９０°，小腿抬平。两臂成三位或五位，头部可随意转动。
第二种，单腿屈膝后举站立：一腿站立，另一腿屈膝后举 到９０°以 上，膝 关 节 向 外。

两臂成三位或五位，头部动作随意变化。
（二）技术要点

举起的腿屈膝、旋外，脚面绷直，脚跟向里。前举时用力向上平端小腿；后举时用力

向上抬大腿，髋、膝开成弧线。挺胸立腰。
动作规格：两腿保持充分外开，两大腿夹角小于９０°，屈膝大于１００°，上体正直，重

心稳。

柔韧性动作

在形体练习中，有很多动作是以身体各环节的屈、伸或扭转来完成的。由躯干的弯曲

和扭转构成多曲线的身体造型，显示了人体的自然美，大幅度的分腿动作增加了自由肢体

的动态美。

一、躯干同向弯曲

１动作做法

（１）上体前屈：双脚站立或蹲立，含胸弓背屈髋，上体前屈成圆背姿势，低头。由站

立 （点地立、跪立）开始，上体向前，屈髋、挺胸贴腿稍抬头。
（２）上体侧屈：由站立 （点地立、跪立）开始，上体向侧面弯曲，稍抬头。
（３）上体后屈：由站立 （点地立、跪立或弓步）开始，上体向后弯曲，抬头。

２技术要点

（１）上体弯曲时，下肢肌肉收紧作为牢固的支撑。
（２）上体先放松拉长，再按髋、腰、胸、颈的顺序做弯曲动作。由屈到伸时动作顺序

相同。
（３）上体后屈时背部肌肉收紧，臀肌和两肩胛相对收缩，髋向上顶，抬头，使躯干与

腿结成环形。
（４）上体侧屈和挺胸前屈的动作要尽量向远伸，充分拉长，以增加弯曲的幅度。

二、躯干反向弯曲和扭转（图１０１１８）

１动作做法

（１）头部和髋部向同一 方 向 移 动，胸 部 向 相 反 方 向 移 动，构 成 “Ｓ”形 的 多 曲 线 姿

态。
（２）以腰为轴，肩、胸和髋向相反的方向转动，形成扭转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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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１１８

２技术要点

（１）躯干Ｓ形反向弯曲时，髋部的弯曲方向与颈胸部相反，腰部放松，尽量增大反向

弯曲的幅度，保持身体平衡。
（２）扭转动作要固定下肢，放松腰部，肩胸做平行转动。

三、劈腿动作（劈叉）（图１０１１９）

图１０１１９

１动作做法

（１）前后劈腿：由四位站立开始，直腿向前滑动分腿至前腿 后 部、后 腿 前 部 全 部 贴

地，上体正直。
（２）横劈腿：由二位站立开始，两腿旋外，脚尖向侧面，直腿向两侧滑动分腿至两腿

贴地，两脚跟与臀部在一条横线上。

２技术要点

两腿充分绷直，保持外开，髋关节放松。

波 浪 动 作

波浪动作以柔软、活泼、圆润的内在弹性感以及外部的多曲线形成了优美的形态及丰

富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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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臂波浪（图１０１２０）

图１０１２０

１动作做法

肩、肘、腕、手指各关节依次弯曲，并随之依次伸展，形成波浪形动作，手臂波浪幅

度可大可小。

２技术要点

（１）由靠近躯干的部位开始起动。整个手臂必须放松地将动力传递到手指尖。波峰随

弯曲的关节而移动。在同一时间，某一关节弯曲，而另一关节正在伸展。
（２）在手臂波浪中，肘关节除屈伸动作之外，要随波峰的移动而上下（或左右）移动。

二、躯干波浪

躯干波浪开掘了人体中间部位的表现力，是对躯干弯曲伸展动作的美化，充分体现了

身体曲线的自然美。
（一）躯干向前波浪 （图１０１２１）
跪立，由上体依次后屈开始，用力向前上方挺髋、挺胸，向后抬头，经上体后屈依次

图１０１２１

还原成正直，波峰在体前向上移动。
（二）躯干向后波浪 （图１０１２２）

图１０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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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立，由上体依次后屈开始，髋、腰、胸、颈依次向前弯曲，波峰在体后向上移动。
（三）躯干向侧波浪 （图１０１２３）

图１０１２３

１动作做法

跪立，髋、腰、胸、颈各关节依次向侧弯曲，并随之依次向侧上方挺出，波峰在体侧

推移。

２技术要点

（１）躯干各关节的屈伸是依次、连贯的周期性推移动作，各环节依次 向 波 浪 方 向 画

圆。
（２）在波浪行进中，头、胸、髋形成反向弯曲和位移。反向运动的幅度大，波浪幅度

也大。

三、全身波浪

整个身体参与波浪的动作为全身波浪。
（一）向前波浪 （图１０１２４）

图１０１２４

由身体前屈开始起动，踝、膝、髋、腹、胸、下颏依次向前上方转动，经上体后屈姿

势，随之依次伸直还原成直立，波峰在体前由下向上推移。
（二）向后波浪 （图１０１２５）
由身体后屈开始起动，接着，依次屈髋、收腹、含胸、低头至上体前屈，波峰在体后

由下向上推移。
（三）向侧波浪 （图１０１２６）
由上体左侧屈开始起动，右腿屈膝，经两腿 屈 膝 向 左 顶 髋，两 腿 依 次 蹬 直，向 左 挺

胸、抬头至上体右侧屈，波峰在左侧向上推移。



　
　
第
十
章
　
形
体
舞
蹈
健
美

２９５　　

图１０１２５

图１０１２６

转 体 动 作

在形体练习动作中，有各种单脚转体、双脚旋转和以身体其他部位为支撑的旋转。

一、双脚旋转

以两脚的前脚掌为支点，向右 （左）转动１８０°、２７０°或３６０°。转体时高起踵，两脚夹

紧，上体正直，挺胸夹背，紧腹收臀，使肩、髋保持在一个平面上绕身体的纵轴旋转。

二、移动中转体

（一）平转

平转是两脚在一条直线上移动的连续转体动作，每步旋转１８０°，连续转体３６０°为一

次平转。
（二）侧吸腿平转

这是两脚在移动中连续做单脚转体的动作 （图１０１２７）。

１动作做法

左脚站立，右脚前点地，目视右侧，左臂侧举，右臂前举；右腿向右画弧，向右侧上

步起踵立，右臂摆至侧举，左腿屈膝侧举，脚尖触右膝内侧，膝关节向外。以右脚为支点

向右转体２７０°，同时左臂向内靠近右臂成二位姿态；右脚继续向右转体９０°，左脚在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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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１２７

后落地并稍屈膝，右腿前下举，左臂侧举，右臂前举。

２技术要点

（１）双脚平转时身体平直像一扇门，两脚夹紧，两脚以小步在一条直线上移动，每步

转体１８０°。
（２）侧吸腿平转时重心在单脚上，转体结束时换另一脚支撑，转体时保持开胯姿态。
（３）平转时前半周目视转体正前方一固定目标，后半周快速转头 （平甩），超前转向

目标。
（４）练习连续２～３次平转的动作。

三、单脚转体

（一）侧吸腿转体 （图１０１２８）
由右脚前点地两臂左侧举开始，经屈膝向右腿移重心，蹬直起踵立，以右脚支撑向右

转体３６０°或７２０°，左腿屈膝侧下举，同时右臂向右摆经侧举至两臂下举。
（二）单腿屈膝前 （后）举转体

１单腿屈膝前举转体

由左腿在前点地立，两臂右侧举开始。经屈膝向左腿移重心的同时左臂侧摆至侧举，
右腿由后屈膝向前摆动，左腿蹬地起踵立的同时两臂上举至三位，保持屈膝前举姿态向左

转体３６０°或更多。

２单腿屈膝后举转体

由左腿在前点地立，两臂右侧举开始。经屈膝向左腿移重心的同时，两臂向左水平摆

至左臂侧举，右臂上举，左腿蹬地踵立，右腿屈膝后举，保持姿态，以左脚支撑向左转体

３６０°或更多。

四、翻身

翻身是身体绕复合轴转动的动作，其动作形式很多。这里主要介绍踏步翻身 （图１０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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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１２８
　　

图１０１２９

１动作做法

预备：右脚在后的踏步立，稍屈膝，上体前倾，两臂预先向左摆动。
目视前下方一固定标记，上体固定在向前斜的垂面上，两臂在垂面上依次向右快速摆

臂 （抡臂）。同时，以前脚掌为轴蹬腿转髋，挺腹，挺胸，身体各部分依次转动。上体随

手臂摆的力量保持弯曲状态，经左侧屈、后屈、右侧屈、前屈翻转一周。

２技术要点

（１）转动时，胸以上部位保持在接近水平 （与地面平行）的位置上翻转。
（２）两臂在垂面上依次抡动成一直线，带动上体翻转。
（３）翻身前半部两腿由屈到伸，后半部分由伸到屈。

跳 跃 动 作

跳跃动作多种多样，快速灵巧的小跳能够有效地训练跳的基本技术，大幅度的跳跃转

体、跳跃结环则成了跳跃的难度动作。

一、原地小跳

（一）直体跳

自然站立 （或一位、二位、五位、并步立），两手叉腰成预备姿势，经屈膝后两腿蹬

地跳起，空中身体绷直，落地屈膝缓冲。
（二）交换跳

（１）五位交换跳：预备时五位站立，两手叉腰，经屈膝后两腿蹬地跳起，空中两腿快

速向前后交换位置１～２次，落地成五位，屈膝缓冲。
（２）二、五位交换跳：预备时五位站立，两手叉腰，经屈膝后两脚蹬地跳起，空中保

持五位收紧，落地时两腿分开成二位半蹲。由二位跳起，空中保持二位，落地时并腿成五

位半蹲。

二、交换腿跳

（一）向前交换腿跳

左腿向前一步蹬地跳的同时，右腿向前摆腿，左脚离地后快速向前摆腿，空中两腿上

下交换。两臂向外大绕环，右脚落地，左腿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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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后交换腿跳 （图１０１３０）

图１０１３０

右腿向前一步，经屈膝后蹬地跳起。同时，上体稍前倾，左腿向后摆起。接着右腿向

后摆起，空中两腿上下交换，两臂摆至侧后举。左脚落地并稍屈膝，右腿后举。
（三）屈膝交换跳转体３６０°（图１０１３１）

图１０１３１

１动作做法

左脚向前一步，经屈膝后蹬地跳起。同时，右腿屈膝向左水平摆腿，两臂向左上方摆

动，接着左腿向左侧上方屈膝摆动，身体在空中向左转体３６０°，右脚落地稍屈 膝，左 腿

屈膝前举，两臂侧举。

２技术要点

（１）单脚蹬地时配合快速有力地向上摆腿。
（２）蹬地腿离地后积极上摆，在最高点完成交换腿动作。
（３）屈膝交换腿跳转体，通过蹬地和两腿在水平面上的摆动形成空中转体的动作。

三、单脚跳

指单脚起跳，在空中形成一定姿态，起跳腿落地的动作。
（一）摆腿跳

１屈直腿跳

左脚上步跳起，同时，右腿向前 （侧、后）摆起，空中左腿屈膝上摆靠近右腿，接着

左脚快速下伸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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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摆腿跳转体

（１）向内摆腿跳转体：左脚上步跳起，同时，右腿由右侧向左前上方摆动，两臂向左

上方摆动至三位，空中保持姿态向左转１８０°或３６０°，左脚落地。
（２）向外摆腿跳转体：左脚向后一步，蹬地跳起，同时，右腿由前经右侧向后做水平

面上的摆腿，两臂经前向上摆动向两侧分开，向右转体１８０°或３６０°，左脚落地。
（二）击足跳

１向侧击足跳

左脚向前一步，蹬地跳起，同时，右脚向右侧摆，上体向左侧倒，左臂侧上举，右臂

侧下举。空中右腿固定不动，左脚主动击右脚，然后左脚落地稍屈膝，右腿侧下举。

２向前 （后）击足跳

动作做法与向侧击足跳相同，仅改变方向。

四、跨跳

指单脚起跳，摆动腿向前跨出，经过高而远的腾空，单脚落地的动作。
（一）向前跨跳 （图１０１３２）

１动作做法

左脚向前一步蹬地跳起。同时，右腿向前上方摆起，空中腰部收紧，两腿快速向前后

大分腿，右脚向前下方伸腿落地稍屈膝，左腿后下举。

２技术要点

（１）蹬地时摆动腿用力前摆至９０°以上，向前顶髋。
（２）空中后背夹紧，两腿分开。
（３）落地技术同小跳。

３动作规格

重心有明显腾起，前后分腿１８０°。

（二）向侧跨跳

左脚向前一步，并向左转９０°，稍屈膝蹬地跳起，同时右腿向右侧上方摆起，空中左

腿快速侧摆，两腿向左、右大分腿，两臂侧上举，然后右脚落地稍屈膝，左腿侧下举。
（三）鹿跳

鹿跳，即半劈腿跨跳，左腿向前一步蹬地跳 起，右 腿 屈 膝 前 摆，左 腿 伸 直 或 屈 膝 后

摆，然后右脚向前下方伸腿，落地稍屈膝，左腿后下举。
（四）交换腿跨跳 （图１０１３３）

图１０１３２
　　

图１０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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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动作做法

左脚起跳的同时，右腿前摆，空中右腿快速后摆，左腿快速前摆，在最高点完成交换

动作。接着，左腿向前下方伸腿，落地稍屈膝，右腿后下举。在交换摆腿时，两臂协调配

合，快速向前后摆动。

２技术要点

（１）摆腿动作要早、快、连贯。
（２）蹬地起跳的力量比一般跨跳要大。
（３）空中交换腿时腰部收紧，两腿快速用力。
（４）两臂在整个跳跃中做一次前后方向的往返摆动。

把 杆 练 习

手扶把杆进行身体姿态练习，不仅能够培养规范化的身体姿态，而且能有效地发展腿

部和躯干部位的韧性、力量和平衡能力。借助把杆进行慢动作和分解动作练习，能够发展

细腻的肌肉感觉，有利于掌握技术细节，建立正确的动作概念。把杆练习是身体动作训练

中不可缺少的形体基本功练习内容。

一、基本动作

（一）扶把杆站立

站立是各种动作的基础，没有稳定的站立就不可能完成优美的舞姿造 型 和 稳 定 的 转

体。
站立的基本姿势是立正，在此基础上可变换各种姿势。具体包 括 双 手 扶 把 和 单 手 扶

把。

１动作做法

（１）脚成各种位置做直腿站立、起踵立或屈膝站立。
（２）单腿站立，另一腿脚尖在前、侧、后点地。
（３）单腿站立 （或 踵 立、屈 膝 站 立），另 一 腿 向 前、侧、后 伸 直 或 屈 膝 举 起 至４５°、

９０°、１３５°以上。
（４）一腿屈膝，另一腿伸直，两腿迈开 （弓步）。

２技术要点

（１）保持脚位准确，从大腿开始整个腿旋外，重心稳，下体正直。
（２）基本站立时，全脚掌锥地而立，直膝开髋向上提，使脚尖、膝关节与髋关节在一

条直线上，立腰，紧腹收臀，挺胸夹背，两肩下沉，脖子梗直，使上体姿态挺拔。
（３）起踵立时脚跟尽量抬高，以前脚掌大脚趾一侧支撑，脚跟向前顶，内踝顶直，使

小腿与脚面在一垂线上。
（４）屈膝半蹲时臀部对准脚跟，两膝对准脚尖，立腰。
（５）点地立时支撑腿脚尖向外，动力腿绷直旋外。前点地时脚面向外，脚跟向上顶，

脚尖在正前方点地。后点地时脚面向外，脚跟向里，脚尖在正后方点地，侧点地时脚面向

上，脚跟向前顶，脚尖在正侧方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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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单腿站立时，重心在支撑腿上，保持腿的外开，自由腿通过腰腿肌力的控制在空

中保持一定姿态，上肢协调配合，维持平衡。
（二）蹲

蹲属于支撑腿屈伸的动作，有半蹲和全蹲。蹲也是跳的起动动作。蹲的练习能有效增

强腿部力量和控制平衡的能力。

１动作做法

（１）半蹲：预备时脚站立成一位 （二位、三位、四位、五位或正步），１～４拍，屈膝

下蹲至膝关节角度大于９０°，５～８拍，腿伸直至直立。
（２）全蹲：１～４拍，屈膝下蹲于半蹲姿势，５～８拍，继续屈膝下蹲，同时脚跟抬起，

下蹲至膝关节弯曲小于９０°。
（３）单腿蹲：预备时由一位或五位站立开始，一腿屈膝向侧上提至踝关节贴支撑腿小

腿下部，脚跟向前。１～４拍，支撑腿屈膝下蹲至半蹲；５～８拍，支撑腿伸直至直立。

２技术要点

（１）保持准确的脚位，两膝对准脚尖的方向，臀部对准脚跟的方向，上体正直。
（２）动作柔和连贯，向下时被动屈腿，向上时主动伸腿，全蹲至最大幅度时不松髋、

不掉臀、不停顿。
（３）双腿蹲重心在两腿间，单腿蹲重心在支撑腿上，保持平衡。
（三）擦地

擦地是摆动腿起动，脚向前、侧、后经过地面擦出和收回的过程。

１一位侧擦

预备时双手 （或单手）扶把，一位站立；１～２拍，右脚全脚掌贴地直腿向侧滑动擦

出，随之脚面绷直，脚跟离地向上顶，滑至右脚尖在正侧方点地；３～４拍，脚放松，脚

掌贴地直腿擦地收回至一位。

２五位擦地

预备时左手 （或双手）扶把杆，五位站立；１～２拍，右脚直腿向前 （侧、后）滑动

擦出，随之抬脚跟、脚尖滑至右脚尖在前 （侧、后）方点地；３～４拍，右脚放松，脚掌

贴地，直腿擦地收回至五位。

３技术要点

（１）擦地时支撑腿保持外开，伸直向上立髋，重心在支撑腿上，上体正直，摆动腿一

侧髋关节放松，保持整个腿伸直和旋外，灵活地自由运动。
（２）向前擦出时脚跟主动向前顶，向后擦出时脚尖主动向后伸，向侧 擦 出 时 脚 面 向

上，脚跟主动向前顶，保持外开，至点地位置时踝关节和脚面充分绷直，小腿与脚面脚尖

成一直线，由前点收回时脚尖经四位平行擦地收回；由后点收回时脚跟经四位平行擦地收

回；由侧点收回时经二位直腿擦地收回。
（四）踢腿

踢腿运行的幅度有大有小，小踢腿以训练腿快速绷直的感觉和摆腿的速度为目的；大

踢腿以发展腿部的柔韧、灵活、力量和速度，加大下肢运动幅度为目的。

１小踢腿

预备时单 （双）手扶把，五位站立；１～４拍，前 （后）腿快速擦地，并有力地绷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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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侧 （后）踢出，急停在２５°位置上；２～８拍，摆动腿向下经点地位置擦地收回。

２大踢腿 （图１０１３４）
预备时左侧对把杆，左手扶把，五位站立或起踵立；１～４拍，右腿直膝擦地，用力

向前、侧 （后）上方踢起１３５°以上；２～８拍，右脚轻轻落下至点地位置，右脚擦地收回

至五位。

３技术要点

（１）小踢腿擦地绷脚踢出地面之后，摆动腿伸肌收紧，使腿急停在２５°位置上。
（２）腿踢出后，摆动腿髋关节放松，利用惯性继续上摆，过水 平 部 位 之 后 快 速 收 腹

（后腿背肌收紧），使腿上摆到极点。前踢对鼻尖、侧踢对耳朵、后踢对后脑，保持正确的

方向。
（３）踢腿时，支撑腿用力蹬直，固定髋部，做牢固的支撑，使重心稳定。
（五）屈伸

通过腿的屈伸练习增加腿部力量、韧性、关节灵活性和控制平衡的能力，增加腿的柔

美感觉、灵活性和表现力。

１摆动腿屈伸

预备时单 （双）手扶把一位站立，右腿侧摆；１～２拍，右腿屈膝收小腿至右脚外踝

贴左小腿前部，右脚跟向前；３～４拍，右腿保持膝向外，向前 （侧、后）４５°或２５°方向

柔和而充分地伸直。

２两腿同时屈伸

预备时左手扶把五位站立，右腿向侧擦地举起至２５°或４５°（侧下举）；１～２拍，左腿

屈膝半蹲的同时，右腿屈膝，右脚贴左小腿前部；３～４拍，左腿伸直的同时，右腿向侧

（前、后）下方伸直。
（六）压腿

１向前压腿 （图１０１３５）

图１０１３４
　　

图１０１３５

预备时面对 （或斜对）把杆，右腿绷直旋外放在把杆上，手臂上举 （或左手扶把，右

臂上举），立腰向前屈髋，以腹、胸、下颏依次贴右腿，手臂同脚尖方向，接着还原成预

备姿势。

２向侧压腿 （图１０１３６）
预备时左侧对 （或斜对）把杆，左腿伸直放在把杆上，脚面向上，两臂侧举 （或右臂

侧举，左手扶把）。右臂向上使上体拉长，并向左侧屈髋，左肩后部贴左腿。接着，立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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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成预备姿势。

３向后压腿 （图１０１３７）

图１０１３６
　　

图１０１３７

预备时背对把杆或右侧对把杆，左腿后举，将 脚 背 放 在 把 杆 上，两 腿 伸 直，上 体 正

直；臂上举，挺胸立腰后振；臂上举，挺胸抬头，上体后屈，同时，支撑腿屈膝下蹲，使

两腿开度加大。

二、练习注意事项

（１）扶把杆做动作时要精确细致，在每个动作中，身体各部分的姿势、神态、用力感

觉都必须清楚，表达准确无误，做到标准、规范、熟练。
（２）扶把杆做动作时身体重心应放在支撑脚上 （压腿除外），轻轻扶把杆，身体其他

部位不可靠在把杆上。
（３）把杆练习要注意动静交替、紧张与放松交替、两腿交替、变换方向交替、不同类

型的动作交替。静力性动作之间要以动力性动作调节，大强度练习中间要安排放松动作。
（４）把杆练习的音乐伴奏要完全符合动作的节奏和力度变化，通过优美合拍的音乐使

枯燥的基本动作变得富有韵味和情趣。
（５）在练习中要根据不同的水平选择不同的练习内容，在基本掌握了各类动作之后，

可按照由简到繁、由远及近、动静交替、两侧交替、紧张与放松相交替、活动量由小到大

再到小的原则，将各类动作编成组合动作进行练习。

第二节　健　美　操

健美操运动概述

健美操是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项目，最早是美国太空总署为太空人所设计的体能训练

内容。医学博士库伯尔 （Ｃｏｐｅｒ）设计了一些动作并逐渐加上音乐伴奏和服装，形成了具

有独特体系的运动，并很快风靡世界。当时涌现出一批健美操的代表人物，如杰希·索伦

森 （ＪｃｓｙＳｏｒｅｎｓｅ）和著名的好莱坞影星简·方达 （ＪａｎｅＦａｎｄａ）等。
健美操作为一项独立的体育运动项目兴起的时间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其明显的标志

就是 “简·方达健美操”的出现。作为现代健美操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简·方达根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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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会和实践编写了 《简·方达健美操》一书及录像带，自１９８１年首次在美国出版以来，
一直畅销不衰，并被译成２０多种文字，在世界３０多个国家出售，对健美操运动在世界内

的流行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使简·方达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风靡世界的健美操

代表人物。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健身健美操运动风靡世界，同时也传入了中国，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相继举办各种健身健美操活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创编了各种各样的徒手健美

操和持轻器械健美操，推动了我国健美操运动的发展。

一、健美操运动的分类

根据健美操练习的目的和任务，健美操运动分为健身健美操和竞技健美操两大类 （表

１０２１）。

表１０２１ 健美操运动的分类

健身健美操 竞技健美操

徒手健美操 轻器械健美操 特殊场地健美操

一般健美操 哑铃操 水中健美操 男子单人

搏击操 踏板操 固定器械等 女子单人

瑜伽健身术 橡皮筋操 功率自行车 混合双人

拉丁健美操 健身球操 三人

街舞 混合六人

二、健身健美操运动的特点

健身健美操是在音乐伴奏下，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有氧运动为基础，达到增进

健康、塑造形体和娱乐目的的一项体育运动。它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一）高度的艺术性

健身健美操是一项追求人体健与美的运动项目，因此健身健美操属健美体育的范畴，
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健身健美操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其 “健、力、美”的项目特征上。“健康、力量、美

丽”是人类所追求的身体状况的最高境界，而健身健美操运动无不处处表现出 “健、力、
美”的特征，包含着高度的艺术性因素，使健身健美操不同于其他运动项目，这也正是人

们热爱健身健美操运动的原因之一。
健身健美操动作协调、流畅、有弹性，使练习者不仅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而且

从中得到了 “美”的享受，提高了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健身健美操运动员在比赛中所表

现出的健美的体魄、高超的技术、流畅的编排和充沛的体力等，也无不给观众留下深刻的

印象，充分体现出健身健美操运动的 “健、力、美”特征和高度的艺术性。
（二）强烈的节奏性

健身健美操动作具有强烈的节奏性特点，并通过音乐充分地表现出来，因此音乐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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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健美操运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健身健美操音乐的特点是节奏强劲有力、旋律优美，
具有烘托气氛、激发人们热情的效应。

（三）广泛的适应性

健身健美操练习形式多样，运动量可大可小，容易控制，对场地器材的要求也不高，
因此对各个年龄层次、不同性别、不同身体素质、不同技术水平的人都适宜，各类人群都

能从健身健美操练习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都能从健身健美操练习中得到乐趣。例如，
中老年人可选择低强度的有氧练习，达到锻炼身体、娱乐身心、保持健康的目的；而对具

有较好身体素质并有意进一步提高的年轻人来说，可选择难度较高、运动量较大的竞技健

身健美操作为练习的手段，通过竞技健身健美操练习，不仅锻炼了身体，而且可提高技术

水平，满足其进取心的要求。因此，健身健美操运动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特点。
（四）健身的安全性

健身健美操所设计的运动负荷及运动节奏，充分考虑了运动而产生一系列刺激结果的

可行性，使之适合一般人的体质，甚至连弱体质的人都能承受。人们在平坦的地面上，在

欢快的音乐声中，跟随快慢有序的节奏进行运动，十分安全，而且有效。

健美操的基本动作

一、健美操基本动作的特点

（１）基本动作是健美操的核心，各种动作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２）基本动作的内容丰富，运作相对比较简单，练习者易于练习和掌握。

二、健美操基本动作的作用

（１）通过基本动作练习，可以掌握正确的动作规范，使练习者建立正确的动作技术概

念。
（２）基本动作练习是培养良好基本姿态的有效方法。
（３）基本动作练习是进行动作韵律 “开法”较好的手段。
在开始练习此内容时，一般多以单个动作反复练习，教会练习者如何用力，体会动作

内在感觉，掌握动作韵律。健美操的韵律在健美操教学和训练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方面，同

时也是最难练的方面。

三、健美操基本动作的主要内容

（一）健美操基本步伐

健美操基本步伐是体现健美操练习者下肢动作基本姿态的主要练习手段，根据动作的

特点及动作强度的差异，健美操的基本步伐分为１２大类：
基本步伐的基础动作为弹动。
种类：有膝弹动、分腿弹动、膝踝弹动 （踝弹动）。
形式：有并腿的弹动，分腿的弹动。
方向：有向前的弹动，向左、向右前４５°方向的弹动，左、右绕的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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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点：两膝与踝关节自然屈伸。

１踏步类

踏步类动作运动强度较低，在运动过程中至少有一只脚与地面保持接触。常见的步伐

如下：
（１）踏步。
种类：有脚尖不离地的踏步，脚离地的踏步，高抬腿的大幅度踏步。
形式：有原位踏步、移动踏步及转体踏步。
方向：有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走的踏步。
技术要点：落地时，由脚尖过渡到脚跟着地，屈膝时，胯微收，两臂自然前后摆动。
（２）走步。
种类：一种。
形式：一种。
方向：有前走，后走，斜向走，弧形走。
技术要点：基本上同踏步。
（３）Ｖ字步。
种类：有正 “Ｖ”字步，倒 “Ｖ”字步。
形式：有平移的、转体的和小幅度跳的正 “Ｖ”字步和倒 “Ｖ”字步。
技术要点：一脚迈出，另一脚随之迈出成一条直线，两脚距离略比肩宽。两膝自然弯

曲，然后依次收回。
（４）恰恰步 （水兵步）。
种类：一种。
形式：有平移的和转体的恰恰步。
方向：有向前、向后、向侧的恰恰步。
技术要点：在２拍节奏中，快速踏步３次。

２并步类

（１）点地。
种类：有脚尖点地，脚跟点地。
形式：有原位点地、移动点地及转体的点地。
方向：有脚尖向前、向侧、向后、向斜方向的点地，脚跟向前、向侧、向斜方向的点

地。
技术要点：点地时，弹性点地，腿自然伸直。
（２）移重心。
种类：有双腿、单腿的移重心。
形式：有原位的移重心，移动的移重心，转体的移重心，跳的移重心。
方向：有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的移重心。
技术要点：身体重心从一端移向另一端时，必须经两腿之间。
（３）并步。
种类：有两腿同时屈的并步，一直一屈的并步。
形式：有原位的并步，移动的并步 （“之”字步），转体的并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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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有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的并步。
技术要点：一脚并于另一脚，重心要随之移动，两膝自然屈伸。
（４）交叉步。
种类：一种。
形式：有平移的交叉步，转方向的交叉步，小幅度跳的交叉步。
方向：有向前、向后、向侧的交叉步。
技术要点：一脚迈出，另一脚在前或在后交叉，重心随之移动。

３弓步类

种类：有静力性的弓步，动力性的弓步。
形式：有左、右弓步移重心的弓步，移动的弓步，转体的弓步，跳的弓步。
技术要点：一腿屈膝，脚尖与膝垂直，另一腿伸直，重心落于两腿之间。由于弓步的

形式很多，因此在做法上有所不同。

４半蹲类

种类：小分腿半蹲，大分腿半蹲。
形式：有向侧一次、向侧两次、转体的半蹲。
方向：有向侧 （左或右）的半蹲。
技术要点：半蹲时，立腰。

５吸腿类

种类：一种。
形式：有原位的吸腿及跳、移动的吸腿及跳和转体的吸腿及跳。
方向：有向侧、向前的吸腿及跳。
技术要点：大腿用力上提，小腿自然下垂。

６弹踢类

种类：一种。
形式：有原位的弹踢腿及跳、移动的弹踢腿及跳和转体的弹踢腿及跳。
方向：有向前的弹踢腿及跳，向侧的弹踢腿及跳，向后的弹踢腿及跳。
技术要点：大腿抬起至一定角度后，小腿自然伸直。

７开合跳

种类：双起双落的开合跳 （两次开开合合、连续开合），有音单起双落的开合跳。
形式：有原位的开合跳，移动的开合跳和转体的开合跳。
方向：向前的开合跳。
技术要点：分腿时，两腿自然分开，膝关节沿脚尖方向弯曲。跳起落地时，注意屈膝

缓冲。

８踢腿类

种类：有弹动踢腿及跳、移动的 （弹）踢腿及跳和转体的 （弹）踢腿及跳。
方向：有向前的、向侧的、向斜前的 （弹）踢腿及跳。
技术要点：腿上踢时，必须加速用力，立腰，上体尽量保持不动。

９后踢腿跳

种类：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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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向后的后踢腿跳。
技术要点：髋和膝在一条线上，小腿尽量叠于大腿。

１０点跳

种类：一种。
形式：有原位的点跳，移动的点跳，转体的点跳。
方向：有向侧、向前、向后的点跳。
技术要点：点地时身体重心在一条腿上。

１１摆腿跳

种类：一种。
形式：有原位的摆腿跳、移动的摆腿跳和转体的摆腿跳。
方向：有向侧、向前、向后的摆腿跳。
技术要点：摆腿时上体顺势前倾、后倒或侧倾。

１２并跳

种类：一种。
形式：移动的并跳、转体的并跳。
技术要点：一腿迈出蹬地，另一腿并上，身体重心随着跟上。
说明：种类是根据动作的特点划分的，形式是根据做动作时身体位置发生变化来划分

的，方向是根据身体轴面来划分的。
（二）健美操基本徒手动作

健美操基本徒手动作是根据人体结构的活动特点而确定的。常见的基本动作如下：

１头颈动作

形式：有头颈的屈，头颈的转，头颈的平移绕与绕环。
方向：有向前的、向后的、向 左 的、向 右 的 屈 和 平 移，向 左 的、向 右 的 转 和 绕、绕

环。
要求：做各种形式的头颈动作时，节奏一定要慢，上体保持正直。

２肩部动作

形式：有单肩的、双肩的提肩 和 沉 肩，收 肩 和 展 肩，单 肩 的、双 肩 的 绕 和 绕 环，振

肩。
要求：提肩、沉肩时两肩在同一额状面尽量上下运动；收肩、展肩幅度要大，肩部要

平；振肩动作要有速度、力度和弹度。

３上肢动作

（１）手形：健美操中有多种手形，它是从爵士舞、西班牙舞、迪斯科、武术中吸收和

发展来的。手形恰到好处地运用，可以使手臂动作更加生动活泼。常见的手形如下：五指

并拢式：五指伸直并拢；五指分开式：五指用力伸直张开；西班牙舞手式：五指用力，小

指、无名指、中指自掌指关节处依次屈，拇指在外；屈指掌式：手掌用力上翘，五指用力

弯曲；一指式：握拳，食指伸直或拇指伸直；响 指：拇 指 与 中 指 摩 擦 与 食 指 擦 响，无 名

指、小指屈。
（２）臂动作：
形式：有臂的举 （直臂、屈 臂，单 臂 和 双 臂），臂 的 屈 伸 （同 时、依 次），臂 的 摆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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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依次、交叉），臂的绕及绕环 （同时，单臂和双臂，小绕、中绕、大绕），臂的振

等。
方向：有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向上、向下等。
要求：做臂的屈伸时，肩下沉；做臂的摆动、绕及绕环，肩拉开用力。

４胸部动作

形式：有含胸、展胸、振胸。
要求：练习时，收腹、立腰。

５腰部动作

形式：有腰的屈，腰的转，腰的绕和绕环。
方向：有向前、向后、向左、向右。
要求：腰前屈、转时，上体立直；腰绕和绕环时，速度放慢。

６髋部动作

形式：有顶髋、提髋、摆髋，绕和环绕髋，行进间正髋和反下运髋走。
方向：有向前、向后、向左、向右。
要求：髋部练习时，上体放松。

７躯干波浪动作

方向：有向前、向后、向左、向右。
要求：波浪时，动作协调、连贯。

８地上基本姿态

形式：有坐 （直角 坐、分 腿 坐、跪 坐、盘 腿 坐）、卧 （仰 卧、俯 卧、侧 卧）、撑 （仰

撑、俯撑、跪撑）等。
要求：做各种坐姿时，收腹、立腰、挺胸；撑时，腰背紧张。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介绍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是以健身娱乐为目的，以个体条件为基础，注重参与意

识和锻炼的自我检测，淡化竞争意识。因此标准的测定成绩只设定为 “达标”与 “未 达

标”，同时又制定了较严格的标准供参加者自我提高。

一、《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的特点

（一）有氧原则

注意在运动过程中运动负荷始终保持在有氧的范围内。通过多种组合练习，以提高心

肺功能、影响人的整体为基础，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健美形体的目的。
（二）无损伤原则

在选择动作时，注意避免使用高难度动作、超负荷动作以及运动范围过大的动作，以

确保无损伤，并有益于健康。
（三）简单易学原则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的实施对象是一般群众，其目的是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健

美操运动中来。因此，在动作的选择上注重简单易学和实效性，使之便于开展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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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循序渐进原则

各等级之间保持有机的联系，在保证合理的运动负荷的基础上，运动量和难度逐渐加

大。动作由简至繁，幅度由小至大，速度由慢至快，练习步骤由分解至完整。
（五）提高人体基本素质原则

根据不同等级的任务和技术要求，通过基本动作、组合动作和力量素质的教学，提高

人体的力量、柔韧、协调、灵敏等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

二、《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的级别、层次与对象

健美操的大众锻炼标准共分为六个等级，四个层次。
等级水平由低到高分别为一、二、三、四、五、六级。
层次：一级为入门，二、三级为初级，四、五级为中级。
对象：一级面向大众，二、三级面向有意参加健美操锻炼者，四、五级面向健美操爱

好者，六级面向有意于健美操深造及准备进入竞技健美操训练者。

三、对各级别的要求

（一）１级

（１）学习以步伐为主的最基本动作，步伐以单一、原地动作为主。（２）进行低强度的

有氧训练。（３）素质训练以辅助支撑的俯卧撑、低强度的仰卧起坐和低负重的力量练习为

主。（４）学习和了解健美操的常识。
（二）二、三级

（１）掌握基本动作。（２）学习健美操典型动作。（３）以下肢简单动作配合上肢简单动

作为主。（４）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三）四、五级

（１）掌握健美操典型动作。（２）学习健美操复合动作及简单的步伐变换技术及跳跃技

术。（３）提高身体的协调性。（４）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５）素质训

练以塑造形体为主，增加柔韧的练习方法。
（四）六级

（１）掌握复合动作的变化规律，巩固已掌握的步伐变换技术及跳跃技术。（２）提高动

作的表现力。（３）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有氧训练为主，达到减脂的目的。（４）提高

肌肉力量，并进一步塑造其形体，加大动作的空间位移，展现良好的协调性。

四、评定因素

（１）动作的正确性。身体姿态要舒展。动作技术要正确。动作范围要适当。
（２）身体的协调性。全身协调运动。动作轻松、有弹性。动作清晰，无多余动作。动

作避免过分松弛或过分紧张。
（３）连接动作的流畅性。动作之间的连接要自然、流畅。动作的转换及方向的变化要

干净利落，无多余动作。
（４）节奏感。动作要充分表现音乐情绪。动作和音乐节奏要配合协调。一连串动作节

奏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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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表现力。动作要展示内心的激情，体现一种健康、向上的情绪。提倡个人风格的

表现力。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四、五、六级）

一、四级测试动作

四级是大众健美操的中级课程，专为热衷于健美操的爱好者而设计。在初级基础上，
增加了健美操的典型动作和复合动作，其内容更丰富，动作变化较多，节奏加快，运动量

逐渐增大，对心肺功能及各项身体素质的要求提高。

１前奏４×８
１～８拍，站立。２～８拍，踏步。

２Ａ段８×８
①１～４拍，左脚开始依次成开立、还原。５～８拍，踏步。还原成并立时稍屈膝，稍

含胸。

②１～４拍，左脚开始前前、后后，两臂依次在胸前前屈，３～４拍时两臂同时向下振

动两次。５～８拍，左右侧并步，两臂经肩侧屈上举。注意膝关节的弹性，并腿时稍屈膝。

③１～４拍，向左两次侧并步。５～８拍，向右两次侧并步。

④１～４拍，左脚开始Ｖ字步。５～８拍，再作一次Ｖ字步，同时左右击掌。Ｖ字步每

次要还原到原位。

⑤～⑧同①～④。

３Ｂ段８×８
①１～４拍，走四步，两臂经侧向上向前做体前大绕环一周半，头上击掌经侧举还原。

前后移动应体现步伐的流动性。５～８拍，左脚开始脚跟点地，两臂经胸前小臂上屈、胸

前平屈、侧平举，还原至体侧。注意主力腿的弹性。

②１～４拍，后退四步。５～８拍，左腿开始吸腿跳，两臂动作同上。

③～⑧同①～②，重复三遍。

４Ｃ段８×８
①１～２拍，右转９０°，左脚上步成分腿半蹲，两臂由右经上举绕至侧举和胸前平屈。

分腿半蹲时，重心应在两脚之间。３～４拍，左转９０°左脚落于右脚后，重心后移，右脚原

地踮一步，臂后摆。５～８拍，不加转体，动作同１～４拍。

②１～４拍，向左侧交叉步两臂前后摆动。５～８拍，右脚原地小跳四次，同时左腿摆

至左侧下举、右前下举、左侧下举、还原。

③～④同①～②，方向相反。

⑤～⑧同①～④。

５Ｄ段１２×８
①经左腿小跳、右腿侧摆，右左腿依次向左跨三步，右手 撑 地，左 转９０°成 体 前 屈，

两手触脚。向侧跨步时，重心逐渐下降，手臂水平摆动。

②１～４拍，上体后倾成仰卧，两臂胸前平 屈 依 次 上 下 摆 动。５～８拍，分 腿、曲 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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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臂经体侧至头后屈。

③～⑥四次仰卧起坐。上体抬起和下落要匀速，四拍上四拍下，除腹肌外其他部位均

不参与运动。

⑦仰卧向右翻转１８０°成跪俯撑。收腹，臀部稍翘，头颈自然前伸，起落要匀速。

⑧～⑩拍，四次跪俯卧撑。

瑏瑡１～４拍，上体后移成跪势。５～８拍，左脚向右前方上步，右脚并于左脚站起。手

臂在头两侧垂直上下交换。

６Ｅ段４×８
①１～４拍，左脚开始侧弓步，臂经屈肘至侧上举，拳心向下。弓步时脚跟应有弹性

地着地、还原。５～８拍，左脚开始向后弓步，两臂屈肘上摆。

②同①。

③１～４拍，左脚开始向前走四步，两小臂依次向前绕环。５～８拍，开合跳两次，左

右臂在体侧依次向上屈伸。

④同③，但１～４拍向后退。两臂向后绕环。

７Ｆ段４×８
①左脚开始向前跑四步，经半蹲小分腿跳，落地缓冲。小分腿跳时要求收腹拔背，四

肢在同一垂直面内。

②１～２拍，左脚向右前方上步，右脚在后原地踮一 步。３～４拍，左 脚 向 侧 并 步 跳。

５～８拍，右脚向后弧形跑。

③～④同①～②，方向相反。

８Ｇ段８×８
①１～４拍，左脚开始踏步。５～８拍，左脚开始侧点 地，两 臂 经 前 交 叉 摆 至 侧 下 举。

点地时注意膝关节的弹动。最后一拍动作为下一拍的准备动作。

②左脚开始向侧弹踢两次。

③左脚开始向左前方、右前方做上步并步，两臂随之前摆击掌。要求上步并步动作应

经弓步向前并步。

④左脚开始向左后方、右后方做侧滑步，两臂自然向侧、向内摆动。

⑤～⑧与①～④相反。

９Ｈ段１２×８
①１～２拍，左转９０°右脚上步，左脚提膝。３～８拍，重心后倾成直角坐，再左转９０°

成侧卧。重心后倾时左脚先着地，再双手撑地。

②１～４拍，右腿侧摆一次。侧摆腿不超过４５°。５～８拍，右腿后摆一次，右臂前举。
后摆腿时禁止脊柱和头后屈。

③同②。

④右腿屈膝、侧摆、屈膝、还原。

⑤同④，但最后两拍右转１８０°成右侧卧。

⑥～⑨同②～⑤，换左腿做。

⑩左转１８０°，右脚上步站起。

瑏瑡１～２拍，左腿侧步，右腿后屈，同时转体１８０°。在做侧步屈膝时大腿屈伸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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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弹性。３～４拍，右腿侧步，左腿后屈。５～８拍，同１～４拍。

瑏瑢１～４拍，左脚开始做侧步后屈半蹲。５～６拍，双手在左侧击掌三次。７～８拍，两

腿伸直，上体稍右转，左臂前举，右臂头后屈。
四级测试动作见图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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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２１　四级测试动作

二、五级测试动作

五级测试动作是大众健美操的中级课程，与四级相比，组合更加突出健美操的特点，

变化更多，节奏更快，并出现了俯卧撑、大踢腿、分腿跳转１８０°等低难 度 的 动 作。从 编

排上注意增加了方向的变化，要求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更高了。全套共５４×８个八拍，

每段操的动作均为４×８拍，并且左右对称。

１前奏２×８
１～１２拍，站立。１３～１６拍，身体右转４５°，左脚前点地，右臂上举，掌心向内，左

臂侧平举，掌心向上。

２Ａ段４×８
①１～２拍，左前４５°，并跳。３～４拍，右前４５°，并跳。５～８拍，两次开合跳。

②１～４拍，侧交叉步，第３拍左转９０°，右臂上举，第４拍，双腿屈膝半蹲，右脚点

地。

③～④同①～②，方向相反。

３Ｂ段４×８
①１拍，左腿向左侧跨一步。２拍，收右腿，双臂肩侧屈，双手握拳。３拍，身体右

转９０°，双臂前伸。４拍，左腿屈膝前举，双手交叉拍肩。５拍，分腿半蹲，双臂肩侧屈，

双手握拳。

②１～４拍，左侧交叉步。５～６拍，左脚上步，右腿抬膝。７～８拍，后退一步，并腿

还原。

③～④同①～②，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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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Ｃ段４×８
①１～２拍，左腿单足小跳２次，右腿侧下举，双臂平举，振小臂２次。３～４拍，左、

右侧摆跳。５～８拍，前点、后点步跳起。

②１～４拍，前点、后点步转身，第２拍左右转１８０°。５～８拍，弹踢腿。

③～④同①～②，方向相反。

５Ｄ段１２×８
①１～４拍，左后转身１８０°跑四步。５～６拍，双脚并拢半蹲。７～８拍，小分腿 跳 转

１８０°。要求双腿起跳，两腿伸直，开度为９０°，同时转体１８０°。

②ｌ～２拍，左脚向左侧跨一步。３～４拍，重心右移，左膝内扣。５～８拍，左后转身

成分腿俯撑。俯撑要求双手同肩宽，两脚分开成肩宽，头颈为背的延长线。

③～⑥俯卧撑４次。

⑦７～８拍，收腿成跪撑。

⑧～⑨四个后踢腿。要求后踢腿保持与身体水平，腰背直，头颈为背的延长线。

⑩１～２拍，身体 重 心 后 移，臀 部 坐 在 腿 上。３～４拍，双 手 拍 腿。５～６拍，左 臂 上

举，右臂前举，头左转。７～８拍，右转２７０°成左半劈腿坐。

瑏瑡１～４拍，双脚不离地，臀部离地。５～６拍，落下。７～８拍，屈膝并腿。

瑏瑢１～２拍，右半劈腿坐。３～６拍，支撑。７～８拍，还原。

瑏瑣１～２拍，左手撑地，右臂体前绕一周。５～８拍，左转２７０°，成站立姿势。

６Ｅ段４×８
①１～８拍，正、反Ｖ字步。

②１～４拍，左侧并步，左臂上举，右臂上举。５～８拍，同１～４拍，方向相反。

③～④同①～②，方向相反，第８拍右转９０°。

７Ｆ段４×８
①１～８拍，左右腿依次收腿、踢腿。

②１～４拍，向右后４５°方向并步跳，双臂体前绕环。７～８拍，右转１３５°。

③１～８拍，连续４次大踢腿，双臂前冲拳。踢腿高度９０°。

④１～８拍，右转９０°，左右腿依次侧踢。

８Ｇ段４×８
①１拍，左腿左 跨 一 步。２拍，左 腿 为 轴，左 转１８０°，右 腿 后 踢。４拍，右 腿 为 轴，

左转１８０°，左腿后踢。７拍，右腿前弓步跳，双臂前平举。

②１拍，收左腿跳转９０°。３～４拍，开合跳。５～８拍，同１～４拍，方向相反。

③～④同①～②，方向相反。

９Ｈ段７×８
①１～４拍，左移小交叉步。５～６拍，左右腿依次向左跨步，双臂体前直臂交叉向外

绕环至双臂上举。７～８拍，成左弓步，双臂经体前至双手撑地。

②１～４拍，右腿扫腿半周，左转９０°成坐姿。５～８拍，屈膝仰卧，双臂侧上举。

③～⑥４次仰卧起坐。

⑦１～４拍，右左腿交换踢摆。５～８拍，起身右转９０°成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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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Ｉ段４×８
①１～２拍，左前方并步跳。３～４拍，右左腿依次踏２步。５～８拍，右左腿依次侧点

地。

②１～２拍，右腿前跨步，左脚并步点地。３拍，左脚后退一步。４拍，吸右腿。５～８
拍，后弹踢跳２次，双臂前推。

③～④同①～②，方向相反。

１１Ｊ段５×８
①１～４拍，向前走４步。５～８拍，左右侧并步。

②１拍，右转９０°，左腿向正前方弹踢。２拍，右转１８０°。３拍，面向７点，右腿向１
点方向弹踢。５～８拍，侧弹踢２次。

③～④同①～②，方向相反。

⑤１～４拍，向左侧交叉步，第三拍转１８０°。５～６拍，右转１８０°。７～８拍，左脚侧点

地成右弓步，左臂前伸，右臂扶头后。
五级测试动作见图１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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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２２　五级测试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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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级测试动作

六级动作为 《大众锻炼标准》的高级阶段。此成套的特点为：充满活力；在动作的连

接方面有一定创新，过渡流畅；音乐欢快，节奏清晰；路线变化丰富。在４２×８拍中，不

对称动作组合约占４６％，下肢对称上肢有变化动作组合约占７％，同时穿插了一些空中地

面相互转换的动作；难度动作的选择以上肢为主，兼顾腰腹与下肢；其路线也更为复杂，
包含了向前、后、侧、对角、弧线等方向的移动。

１Ａ段１０×８
①１～３拍，背向，正立，两 手 握 拳 叉 腰。４拍，屈 膝 半 蹲，两 臂 自 然 摆 动，准 备 跳

转。５～８拍，跳转１８０°，落成分腿半蹲，两手扶膝，右、左脚依次向左侧迈步成分腿半

蹲。

②１～８拍，右脚开始向前做后踢腿跑。

③１～２拍，右脚向右做侧并步跳。３～４拍，左脚向右前迈步，随之右脚并左脚成直

立，两臂自上向 后 绕 至 腰 间。５拍，左 脚 向 左 后 撤 一 步。６拍，以 右 脚 为 轴 向 右 转 体

１３５°，提左膝，两手腰间握拳。７拍，左脚向前迈步，两臂上举。８拍，右脚并左脚成直

立。

④同③。

⑤左、右脚依次收腿、侧踢腿跳。

⑥１～４拍，左脚开始，依次向前弹踢腿跳，同时两臂自下向内绕环一周前上举后还

原。５～８拍，依次向侧弹踢腿跳，同时两臂自上向内绕环一周至侧举后还原。

⑦１～４拍，右脚开始向右侧交叉步。５～８拍，同⑥１～４拍。

⑧１～４拍，同⑥５～８拍。５～８拍，左脚开始向左侧交叉步。

⑨１～２拍，左脚向右前迈步随之抬起，两臂自然摆动。３～４拍，左脚向左做侧并步

跳。５～６拍，右脚向左前迈步随之抬起，两臂经胸前屈至侧上举。７～８拍，右脚向右做

侧并步跳，同时两臂于胸前上下交错振动两次。

⑩１～４拍，左脚开始向前Ｖ字步。５～６拍，左脚开始向后Ｖ字步。７～８拍，左脚

向前并步。

２Ｂ段１０×８
①１～４拍，右脚开始向右移动小交叉步。５～６拍，右脚向右侧撤步成左前弓步，右

臂经胸前屈至侧上举，随之还原成直立。７～８拍，左脚向后撤步成右前弓步，随之还原

成直立。

②１～３拍，提膝 跳 两 次。４～５拍，后 踢 腿 跑 向 右 转 体３６０°。６拍，跳 成 右 后 弓 步。

７～８拍，重心前移成向左前方提踵立，两臂向内振动两次。

③１～２拍，保持前一拍姿势。３～５拍，右脚开始向后沿弧线后踢跑一圈，击掌３次。

６拍，屈膝半蹲，两臂后摆。７～８拍，小分腿跳一次。

④１～２拍，左脚开始向左前方并步跳，右臂经前绕至侧上举。３～４拍，右脚向前一

步接左腿提膝跳。５～８拍，左脚开始依次向前弓步跳。

⑤１～２拍，右脚开始向右后方并步跳。３～４拍，左脚向后一步接右腿提膝跳。５～８
拍，右脚开始依次向侧弓步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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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１～８拍，开合跳４次，但１～２拍，５～６拍两手前后交错三次。

⑦～⑧同④～⑤，但方向相反。

⑨１～２拍，左腿提膝跳落右前方。３～６拍，右、左腿依次向后弹踢。７～８拍，剪式

跳。

⑩向后滑叉接坐转３６０°成俯撑。

３Ｃ段９×８
①～④４次俯卧撑。要求身体自然平直，匀速运动，屈肘时与肩同高。

⑤１～２拍，向前提臀收腿成跪。３～４拍，右脚上步成跪立。５～６拍，站起同时向左

转体３６０°。７～８拍，向右一步成直立。

⑥～⑧吸踢腿组合。

⑨１～２拍，向右移。３～８拍，右腿后撤一大步，随之两手撑地向右转体３６０°成半劈

腿坐。

４Ｃ段７×８
①半劈腿支撑。要求双手支撑，屈髋，两腿开度大于９０°且与地面平行。

②１～４拍，半劈腿支撑。５～８拍，成仰卧起坐预备姿势，两臂上举。

③１～４拍，仰卧起坐；两臂由上举至胸前屈，前臂向上。起坐时，两腿固定，腹肌

收缩，腰部着地；仰卧时，双肩胛骨触地。５～６拍，两前 臂 于 胸 前 交 错２次。７～８拍，
两臂还原至上举。

④～⑥同③。

⑦１拍，提左 膝，两 臂 胸 前 交 叠。２拍，左 腿 向 下 伸，右 腿 上 踢，两 臂 侧 举。３～４
拍，右腿下压带动上体成跪蹲。５～８拍，站起同时向左转体２７０°。

５Ｅ段６×８
①１～４拍，右、左脚依次提膝跳。５～６拍，右腿向侧摆动跳接向左前摆动跳。７拍，

向左跳转１８０°，同时右腿向侧摆动，左臂经下、右臂经上成侧举。８拍，左腿屈膝跳，两

臂胸前屈。

②１～３拍，向左侧左腿弹踢跳两次。４拍，向左跳转１３５°成直立。５～８拍，同①１～
４拍。

③１～４拍，左、右脚依次向左前、右 前 做 并 步 跳。５～８拍，左、右 脚 依 次 向 左 后、
右后做并步跳。

④１～２拍，向左侧并步。３～４拍，向右侧并步。５～６拍，左臂领先，两臂依次经右

绕至臂垂，同时向左转体９０°。７拍，鹿跳。要求前腿大腿抬平，两腿夹角大于１３５°，上

体直立。８拍，向右转体９０°成直立。

⑤同④，但方向相反。

⑥１拍，左膝屈伸右脚点地，同时两臂屈肘向内振动一次。２拍，同１拍。３～４拍，
同１～２拍，但方向相反。５～６拍，屈膝半蹲向右转体１８０°成右后弓步，同时两臂经胸前

依次水平摆至左手背后。７～８拍，右手扶左肩，左腿开始两膝依次屈伸三次成左前弓步，
同时两臂自然摆动成左臂肩侧屈，右臂自然下垂。



　
　
第
十
章
　
形
体
舞
蹈
健
美

３２５　　

健身健美操的基本竞赛规则

一、总则介绍

（１）运动员年龄：青年组１８～３５岁。
（２）竞赛内容：符合规则及规程要求的自编成套动作。
（３）成套动作的时间：成套动作的时间为２分３０秒～３分 （计时由动作开始到动作

结束）。
（４）比赛音乐：音乐速度为１０秒钟２２～２６拍；成套动作允许有２×８拍的音乐前奏；

在成套动作结束时音乐应同时停止：参赛队需自备比赛音乐，并将音乐录在高质量空白磁

带的Ａ面起始部分。
（５）参赛人数与更换运动员：每队４～６人，性别不限。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运动员

时，应持有效证明，经组委会批准方可。
（６）比赛场地：比赛场地为１０×１０米的地板或地毯，标记带为５厘米的红色或黑色

带，标记带是场地的一部分。
（７）服装：运动员须穿适合运动的健美操服和运动鞋，着装整洁、美观、大方，不允

许使用悬挂饰物，如皮带、飘带和花边等；女运动员的头发须梳系于头后，头发不得遮住

脸部；允许化淡妆，禁止佩戴首饰。
（８）比赛程序与计分方法：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凡参赛队均须参加预赛，预赛前八

名者进入决赛，不足八名时，递减一名录取；比赛中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遇得分相等，
则艺术分高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

（９）裁判组的组成：裁判组由裁判长１人、艺术裁判３～５人、完成裁判３～５人、视

线裁判２人、辅助裁判若干人组成。
（１０）评分方法：

①比赛采取公开示分方法，裁判员评分精确到０１分，运动员得分精确到００１分。

②成套动作的评分因素包括艺术分１０分和完成分１０分，总分为２０分。各组裁判员

评分去掉最高分与最低分，所剩分数或所剩分数的平均分数为运动员的艺术分及完成分，
两个分数相加为总分，从总分中减去裁判长的减分为最后得分。

（１１）奖励：比赛录取前八名，不足时递减一名录取，或根据规程评出一、二、三等

奖。可授予奖杯、奖旗、奖状、证书等。

二、成套动作的评分

成套动作的评分包括：艺术分、完成分、裁判长减分。
（一）艺术裁判的评分

艺术裁判的评分从１０分起评，对每个错误给予减分，艺术裁判的评分因素为：动作

设计、音乐、队形与空间、表演。
动作设计５分，其中基本步伐、手臂动作及动作组合２分，过渡与连接２分，强度１分。
健身健美操的动作设计应符合这样四个原则：健身、娱乐原则；安全无损伤原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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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身体的原则；符合年龄特点的原则。
（１）手臂动作要体现多样性及动作的不对称性。
（２）动作组合要使身体和各部位 （头、手、上臂、前臂、躯干、腿和脚）协调配合，

共同参与的部位越多，评分越高。
（３）同一动作组合允许出现一次对称动作。
（４）成套动作的设计以操化动作为主，在融合现代舞蹈和武术等传统项目的动作时，

必须符合健美操运动的特点。成套动作中不允许出现任何清楚地显示其他项目特征的造型

或禁止动作 （如芭蕾、健美、搏击等）。
（５）成套动作中不鼓励出现难度动作，如出现类似动作，不予加分，对出现的错误仍

予以减分。开始和结束允许出现托举动作，但不允许出现违例动作。
（６）成套动作中至少应出现两次运动员之间有接触的交流配合动作。
（７）成套动作中托举的数量不得多于三次。
在成套动作中应合理、流畅地连接健美操基本步伐、动作组合，在空中、地面灵活和

流畅地相互转换。
运动员可以依次或分批做动作，但任何一名运动员不允许停顿１×８拍。
强度的评价取决于这样几个因素：动作的频率；动作 的 速 度 及 幅 度；完 成 动 作 的 耐

力；移动。
（１）音乐１分，音乐的选择应完整并与成套动作的风格协调；音响效 果 应 是 高 质 量

的，并有足够音量，必须与运动员成套动作相配合。
（２）队形与空间２分，成套动作的队形变化应是自然、迅速、流畅、清晰、美观，全

套动作的队形变化不少于五次；成套动作必须充分、合理、均衡地使用场地；运动员在比

赛场地中必须移动使用至少四个方向 （向前、向后、向侧及对角）；成套动作中至少出现

两次空间的变化 （地上和腾空均可）。
（３）表演２分，运动员在完成动作时要充分显示出热情、活力、有魅力，并传达给观

众；运动员的动作必须与音乐的节拍相符，并配合乐句。
（二）完成裁判的评分

从１０分起评，对每个动作的错误给予减分，完成裁判的评分因素为：技术技巧和一

致性。
（１）技术技巧：在成套动作中准确完成动作，完美展示身体各部位的正确位置、身体

的正确姿态；动作技术规范，部位准确，方向清楚，控制完美；动作熟练、轻松、流畅；
动作的爆发力、力度及耐久力较好。

（２）一致性：整体完成动作的能力，运动范围的一致性；所有运动员应体现出一致与

均衡的运动强度；所有运动员应具有一致的表演技巧。

第三节　健　　美

健美运动概述

健美运动，国际上叫做健身运动 （ｂｏｄ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是通过各种力量练习达到发展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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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的目的，使体型匀称发展的运动项目。
之所以称为健美运动，是由于人们把健美比赛说成健、力、美的比赛。古今中外，力

量惊人的大力士很多，而力量和肌肉是分不开的，但其体型不同于健美运动员。举重运动

员要举得重，躯干力量很重要，所以肩、背部的斜方肌和腰部肌肉特别发达。健美运动员

从肌肉发达程度来看，是超过举重运动员的。一个健美冠军的臂围能达６０ｃｍ，远远超过

一般人的大腿围，但却要求细腰扎背的体型，与举重运动员虎背熊腰的体型有明 显 的 差

别，因为健美运动员的腰部较细，才能衬托出其背阔肌发达，上身呈明显的倒三角形，这

种体型是健美比赛的要求。健美运动的作用，在于人们通过各种力量练习，以发展全身各

部位的肌肉，使瘦弱者得以强壮，肥胖者的皮下脂肪层练薄，使肌肉线条明显，从而达到

健美的目的。健美运动的比赛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但广泛地开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至５０年代初。最早的健美比赛参加者只限于男性，那时认为女

子的皮下脂肪不可能练薄，后来在训练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女子通过力量练习，同样可以

消耗皮下脂肪，练出肌肉线条。当前的女子健美比赛，不仅要求身体匀称，而且要求在用

力时肌肉线条明显，只是在粗壮的程度上不同于男运动员。
健美运动在中国是一项比较热门的运动项目。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健美运动是采用行

之有效的锻炼方法，促进人体体型健美的一门体育科学，由于它所使用的器械可以自由增

减，因此适合不同性别、年龄、体质、锻炼水平和锻炼目的的人。对不同的锻炼安排，只

要符合科学要求，都能达到预期的锻炼效果。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掌握科学的健身方法已成为时

代的要求。当今健美运动风靡全球，正是人们追求自身完美的表现。人们有目的地进行健

美训练，自我塑造，以求发达肌肉，强健体魄，改善身体形态，使体型和身体姿态更臻完

美、协调、风度高雅。

健美运动的健身作用

经常性、科学性的健美锻炼可使肌肉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发生良好的变化。

一、使肌肉体积增大

健美锻炼促进肌肉体积增大，肌肉比重增加。肌肉体积增大表明肌肉内肌纤维增粗。
肌肉体积与肌肉力量成正相关，肌肉体积越大，其生理横断面也越大，肌肉的生理横断面

越大，肌肉力量也越大，且不受性别与年龄制约。

二、使肌肉内能量供应充沛

健美训练的肌肉力量性锻炼，促使肌肉的肌纤维中线粒体增大增多。线粒体是肌细胞

（肌纤维）的 “供能站”，能形成ＡＴＰ （三磷酸腺苷），ＡＴＰ是肌肉收缩时能量的惟一直

接来源。所以肌细胞 内 线 粒 体 数 量 增 多，形 态 增 大，能 增 强 ＡＴＰ在 酶 的 作 用 下 进 行 分

解，释放出能量 （每分子ＡＴＰ的分解，可释放出５０２４×１０４ 丁热能），供肌细胞 （肌纤

维）功能活动的需要。
持之以恒的肌肉力量性锻炼，使肌肉中肌糖元、肌球蛋白、肌红蛋白和水分等含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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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述这些物质的增加，能提高肌肉的收缩能力，提高酶的活性，促进 ＡＴＰ的 分 解，
释放出能量。肌肉内肌糖元含量增加，表明肌肉内贮氧能力增加，为肌肉收缩用力提供充

分的氧气。

三、使肌肉内脂肪减少

骨骼肌表面和肌纤维之间有脂肪存在，脂肪在肌肉收缩时会产生摩擦阻力，也就降低

了肌肉的收缩效率。健美锻炼需要消耗大量热能，而肌肉收缩能量来源的最终物质是脂肪

和糖 （１ｇ脂肪氧化时可释放３９×１０４ 丁热能，１ｇ糖氧化时可释放１７１７×１０４ 丁热能）。
在大运动量健美锻炼的后阶段，随着糖供能的逐步减少，可更多地利用脂肪供能。经常进

行较大强度的健美锻炼，会使肌肉内脂肪和皮下脂肪减少 （脂肪常积集于皮下和腹腔，肌

肉内的脂肪积集仅占体重的１％），从而提高肌肉的收缩效率。

四、使肌肉中和肌肉之间结缔组织增厚

力量性锻炼易使结缔组织增厚，这是因肌肉收缩形成的反复牵拉，使肌内膜 （包裹肌

纤维的膜）、肌束膜 （包裹大、小肌束的膜）和肌外膜 （包裹肌肉块的膜）的结缔组织增

厚；力量性锻炼亦使肌腱、韧带中的胶原纤维增殖而变得结实、粗 大。肌 肉 结 缔 组 织 增

厚，肌腱、韧带增强，极大地提高了肌肉的收缩效率，提高了肌肉、肌腱、韧带的牢固性

和抗张强度，为肌肉的爆发式收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使肌肉中毛细血管数量增多

骨骼肌中血管分布极为丰富，物质代谢旺盛。在肌纤维之间的肌内膜上，分布有大量

的毛细血管网。研究发现，人的骨骼肌在每平方毫米内约有３０００条毛细血管，安静时仅

有１００条左右的毛细血管开放 （即充满血液）。随着肌肉活动的加强，毛细血管开放增多，
剧烈运动时可全部开放，血管管径增粗，血流量增大，以适应肌肉工作时 能 量 消 耗 的 需

要。健美运动的力量性训练，能促进骨骼肌中毛细血管增生、毛细血管网变密。毛细血管

数量增多，能改善骨骼肌中的氧供应，有利于肌肉收缩的能量供应，有助 于 增 强 肌 肉 力

量。

健美运动的理论

一、健美训练原则

健美训练原则是在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归纳和升华的科学理论，是进行健美

练习必须遵循的法则。健美训练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渐增负荷训练原则

为了增加肌肉体积，必须逐渐增加运动负荷，包括重量、组数、次数、间歇时间。不

仅要采用越来越重的重量，还要增加训练组数和每星期的训练次数以及缩短间歇时间。
（二）多组数训练原则

每一个动作都只有在练习３～４组时，才能使肌肉群得到应有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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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动肌用力原则

锻炼发展某一部位的肌肉，就要最大限度集中主动肌用力，而尽可能避免其他协同肌

用力，使主动肌在整个动作过程中承受最大的运动负荷。

（四）变换训练计划原则

如果长时间使用一成不变的训练课程，肌肉就会产生厌倦的感觉，影响继续增长，因

此应该适时修订或改变自己的训练课程 （一般３个月左右）。

（五）持续紧张训练原则

完成动作时，如果动作做得很快或依靠摇摆的惯性把重量举起来，就会减少肌肉收缩

的效果。所以在整个动作过程中，要使肌肉始终保持紧张的状态。

（六）优先训练原则

训练时，在你精力最充沛的时候练你最想发展的部位。

（七）锥形训练原则

为了取得良好的效果，避免受伤。开始训练时，用最大重量的６０％举１５次，然后再

增加重量，把试举次数减少到８～１０次。最后，把重量加到８０％，最多举５～６次。

（八）强迫训练原则

每组最后一两次试举，单凭主动肌已不能完成动作，此时可借助同伴的帮助完成技术

动作。

（九）三组合训练原则

对同一部位采用三个不同的动作连续做，动作之间没有休息，即三组合训练。

二、健美训练三要素

科学的训练、合理的营养、最佳的恢复休息手段，是健美锻炼取得成效的三大要素。

（一）科学的训练

任何水平的健美运动员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和训练水平，选择制定一个切

合实际的训练计划，逐步调整和循序渐进地加大运动负荷，这包括根据不同的训练目的、

训练周期选择不同的训练动作，并要求准确无误地完成动作规范。初学者易犯的错误是急

于求成，无节制地增加训练动作，训练组数，延长训练时间，盲目加大训练强度，致使训

练过度，阻碍了体型的发展。
（二）合理的营养

对健美运动员来说，合理地摄取营养和严格的饮食制度，是增长肌肉体积、保持健美

体型不可忽视的条件。

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素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于健美练

习者而言，问题在于如何补充这些营养素。

对于健美运动员，一般蛋白质的需要量约占总摄入的１／３，碳水化合物约占２／３，脂

肪的需要量很少。

健美训练时还需要摄取大量碳水化合物，以提供热能。除正常饮食外，还应根据需要

适当补充一些营养品。训练中水的摄入也很重要。水不仅可以加快体内废物的排出，而且

对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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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佳的恢复休息手段

恢复是健美运动三要素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经过大强度、大运动量锻炼后，提高恢复

质量至关重要。只有充分地恢复，才能消除疲劳。可以说，没有合理的恢复休息手段作保

证，就不可能有好的训练效果。恢复过程的长短取决于训练水平、运动负荷以及身体机能

状态等因素。一般来讲，一次训练之后要有４８个小时的休息，要使肌肉完全恢复，则需

要７２～１００个小时。
恢复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消极性恢复和积极性恢复。
消极性恢复，指一般的静止休息、睡眠等；
积极性恢复，指用转换活动内容的方法进行恢复，如运动后的整理活动、物理和机械

的放松与按摩、适当补充维生素、心理放松等。

三、健美训练计划的制定

任何体育运动项目要想取得成功，首先要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计划。当你准备开始健

美训练时，就应该依据训练原则，制定一个科学、系统、合理的计划。
一个完整的健美计划应包括以下几点：
（１）每周安排几次训练。
（２）每次课内要锻炼哪几个部位的肌肉。
（３）每个部位做几个动作。
（４）每个动作练多少组。
（５）每组练多少次，组间间歇时间是多少秒。
（６）每次课的各部位肌肉练习的总组数。
（７）每堂课的综合总组数。
例如，初级阶段计划制定 （开始～６个月）：
（１）每周３次。
（２）每次课包括全身各部位的肌肉群练习，尤其是大肌肉群。
（３）每个部位肌肉群选择１个动作。
（４）每个动作做１～２组。
（５）每组练８～１２次，组间间歇９０～１２０ｓ。
（６）每部位肌肉总组数：２～４组。
（７）每堂课的综合总组数：２０～３０组。

四、健美训练的动作速率

在我们日常进行的力量练习中，决定训练质量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完成 练 习 动 作 的 速

度。
在大多数的体育运动中，为了达到目的，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动员全身的肌肉，在最短

的时间内试举起最大的重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爆发力”。
在现在健身锻炼中，为了达到减缩皮下脂肪、增加肌 肉 弹 性 的 目 的，时 常 采 用 高 次

数、轻重量的方法，并且肌肉收缩与伸展的速度几乎相等，这种发力方法 称 为 “等 速 发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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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美训练，特别是以增大肌肉体积为目的时，应采取 “变速发力”，即 “快收缩、慢

伸展”的发力方法。具体要求为：收 缩２～３ｓ，伸 展３～４ｓ，顶 峰 收 缩 （也 称 最 佳 收 缩）
停留１～２ｓ。在顶峰收缩时停留１～２ｓ，是充分利用了动力和静力相结合的肌肉工作原理。
慢伸展使主动肌在伸展过程中退让做功，从而保证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主动肌始终保持持

续紧张的状态。
健美训练在准备活动、热身活动或减缩局部皮下脂肪 （例如腹部）练习时，多采用等

速发力～收缩与伸展速度相等。而在练习小肌肉群时，虽然每组次数达１５～２０次，但发

力方法仍然是变速发力。

五、健美训练的运动负荷

在运动训练中，决定训练效果的最重要因素是适宜的运动负荷。负荷量过大，会产生

过度疲劳；而负荷量太小，则训练效果不明显。运动负荷包括两个方面：运动量与运动强

度。
（一）运动量

在健美训练中，运动量是指练习的组数，即每个部位肌肉群练习的组数与一次训练课

的总组数。
训练组数的多少，还要取决于不同的体质、体力和训练水平，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

能无限制地增加组数，否则就会导致训练过度。下面介绍不同训练阶段，练习每个部位按

大、小肌肉群所采用的总组数。
依训练水平 （原则上以系统训练时间为依据）可分为：
（１）初级阶段 （开始～６个月）。
（２）中级阶段 （６个月～１年）。
（３）高级阶段 （１年以上）。
在训练中，我们通常将全身各部位分为大肌肉群和小肌肉群，两者之间的训练组数是

不同的。胸、背、大腿和肩为大肌肉群，肱二头、肱三头、前臂、小腿为小肌肉群，腹部

为特殊肌群。原则上小肌肉群的练习组数是大肌肉群的２／３。

阶段 大肌肉群 小肌肉群 总组数

初级阶段 ２～４组 １～２组 ２０～２５组

中级阶段 ８～１０组 ５～６组 不超过４０组

高级阶段 １２～１４组 ８～１０组 依具体情况而定

（二）运动强度

１练习次数

决定运动强度大小的依据，首先是每组训练的次数，即每组竭尽全力完成的次数，也

称为 “次”。在健美训练中常见到的有以下几种：
（１）低次数 （１～４次）：大强度，主要目的是增长力量和体积。
（２）中次数 （６～１２次）：中等强度，主要目的是增长肌肉块。初、中级阶段一般为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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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次，高级阶段为６～８次。
（３）高次数 （１５～２０次）：中 小 强 度，主 要 是 练 习 小 肌 肉 群 和 增 加 肌 肉 的 线 条、弹

性。
（４）超次数 （３０次以上）：小强度，主要有助于减缩局部皮下脂肪和增强肌肉弹性。
随着水平的提高，大多数练习者为了加深对肌肉的刺激，往往采用４～６次／组的大运

动量训练方法。但需要指出的是，加大运动量以后，应时刻告诫自己要更加注意动作的规

范，避免受伤，否则会 “得不偿失”。

２间歇

决定运动强度的大小的另一个因素是组间间歇。在两组练习之间，应有一个最合适的

休息时间。如初级阶段：间歇９０～１２０ｓ；中级阶段：间歇６０～７０ｓ；高级阶段：间歇４５～
６０ｓ。

赛前训练周期的目的是保持肌肉体积，增进肌肉线条和减缩皮下脂肪，一般间歇短至

３０～４５秒，但不能少于１０～１５秒。

六、健美训练中的有氧练习

健美运动实践中把力量训练与有氧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地提高心肺功能，
减缩皮下脂肪，保持肌肉体积，增加肌肉线条。

有氧运动的形式很多，如快走、慢跑、健身操、游泳、骑自行车和各种跑步机、功率

自行车、台阶机练习等。采用有氧运动健身，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强度则因人而异，
简单有效的强度计算方法是监测运动时心率，即在运动结束后测得１０秒钟的脉搏数乘６
再乘以１１０％，以此来推算出运动时心率。２０～３０岁的运动时心率每分钟１４０次左右，４０
～５０岁的心率每分钟１２０～１３５次，６０岁以上的人心率每分钟１００～１２０次，为有氧运动

的范围。
在平时的训练周期中，有氧练习可安排在每次训练后期，进行３０～４５分钟的有氧练

习。有氧运动虽然是一种有效的脂肪消耗办法，但长时间的有氧运动锻炼消耗的不仅是脂

肪，而且还包括肌肉。职业健美运动员乔·卡持勒认为：“当我在一天当中有氧运动超过

１小时，我的力量就会下降，肌肉萎缩，即使摄入许多热量和蛋白质也无济于事。我感觉

４０～４５分钟就是我的警戒线，超出这个时间，我的肌肉便会流失。”在赛前训练周期 （一

般是比赛前４～８周），为了使肌肉线条和清晰度更明显，需要把皮下脂肪从平时的１６％～
１８％降为８％～１０％，此时如果自我感觉皮下含脂过多，可每天上、下午各安排一次有氧

练习，时间可适当延长。

七、健身房中的减肥减脂训练

减肥减脂的惟一积极有效手段就是进行有氧练习，即利用运动消耗掉摄入的多余热量

和体内的脂肪。健身房中的减肥减脂训练方法一般运用循环训练法，即首先选择６～８个

动作，原则上是以全身各大肌肉群为主，并且尽量选择一些既可锻炼局部肌肉，又能提高

全身器官机能水平的动作 （如卧推、深蹲、硬拉等动作），将这些动作结合在一起，每个

动作做一组，每组１２～１５次，两个动作之间间歇５秒钟，做完一个循环后，休息２分钟。
在此期间应穿插一些跑跳、健美操、跳绳等练习。练习者应根据自身体力和训练水平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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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最后达到每周训练４次，每次４～５个循环的适宜运动量。
如果目的是以局部减脂为主，可在正常训练后，安排３～４组局部循环训练，例如针

对腰腹部减脂，可挑选６个左右锻炼腰腹部的动作，依照循环练习方法进行训练。

发达身体各部位主要肌肉群的锻炼方法

人体主要肌肉有肱二头肌、肱三头肌、三角肌、胸大肌、背阔肌、腹肌、股四头肌、
小腿肌等 （见图１０３１）。

图１０３１　人体主要肌肉图

一、基本技术

（一）肱二头肌练习

１双臂杠铃屈举

两脚自然开立与肩同宽，身体正直、收腹、挺胸，两臂垂于体侧拳心向前握杠，两臂

发力同时吸气屈肘上举，肘关节尽量保持原位，杠铃举至胸前位置，停２～３秒钟，慢慢

还原，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２）。

要点：
（１）身体保持正直、稳定。
（２）动作时肘关节尽量保持原位置不变。

２哑铃屈举

基本动作同双臂杠铃屈举 （见图１０３３），但可变化以下几种练习方法和身体姿势：
（１）单臂进行以上练习 （见图１０３４）。
（２）坐姿哑铃屈举：分腿坐在练习凳上，上体正直、挺胸、立腰稍前倾，练习臂伸直

垂于大腿内侧，拳心向前握哑铃；吸气后练习臂用力屈肘上举哑铃，尽量举之靠近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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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３２　双臂杠铃屈举

停１～２ｓ，呼气还原，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５）。

图１０３３　基本动作
　　

图１０３４　单臂练习
　　

图１０３５　坐姿屈举

要点：
（１）上体保持预备姿势。
（２）上臂要固定，肘关节位置要保持不变。

３双杠反握引体向上

高单杠跳上双手反握约与肩同宽，自然悬垂，吸气同时两臂发力屈肘，身体上引至下

额高于杠面，也可稍停１～２秒钟后放下，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６）。

图１０３６　双杠反握引体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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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双手后握，效果较好。
（二）肱三头肌练习

１双臂杠铃颈后屈伸举

身体正直，两脚自然开立同肩宽，双手正握杠铃于颈后，握距稍小于肩宽，上臂靠近

耳部，肘关节始终朝上保持此部位不变，吸气同时双手用力将杠铃举起至手臂伸直，然后

复原，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７）。

图１０３７　双臂杠铃颈后屈伸举

此练习可用哑铃、杠铃等单、双手进行。
要点：
（１）身体正直，挺胸，立腰。
（２）手臂上举时，肘关节位置保持不变。

２单臂哑铃屈伸

两脚前后开立成上半蹲弓步，上体前倾，背部似与地面平行，前腿异侧练习臂拳心向

上屈肘持哑铃于腹侧，吸气同时用力练习臂向后上方伸直，肘关节保持位置不变，并尽量

使哑铃高于背部，稍停１～２秒钟，吸气还原，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８）。

图１０３８　单臂哑铃屈伸

此练习也可用小杠铃按上述方法进行练习。
要点：
（１）上体前倾，保持不动。
（２）练习臂靠近体侧，肘关节位置不动并以肘关节为轴做屈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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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双杠双臂屈伸

双臂支撑于同肩宽的杠面上，手臂慢慢弯屈，身体自然下落，手臂肘关节尽量弯屈，
胸部接近杠面处，直到不能再下垂时稍停，呼气同时用力伸直手臂至完全伸直，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９）。

图１０３９　双杠双臂屈伸

要点：
（１）身体下落时，除手撑外都要悬空。
（２）身体要尽量下落，屈肘时肘关节弯曲要大。
（三）三角肌练习

１坐姿杠铃上推

坐于练习凳上，将杠铃放于颈后肩上，两手拳心向前，大于肩宽握杠于肩上，用伸臂

之力将杠铃上举，两臂伸直。见图１０３１０。

图１０３１０　坐姿杠铃上推

此练习也可用哑铃两臂肩上轮流做上推练习。
要点：
（１）上举时不耸肩。
（２）还原要缓慢，以防突然性还原而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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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哑铃前举，侧举练习

哑铃前举、侧举 （见图１０３１１）。

图１０３１１　前举、侧举

要点：
（１）身体要保持正立、收腹、紧腰、挺胸。
（２）作用力点应在肩部。
（四）胸大肌练习

１宽握卧推

仰卧于练习凳上 （一般都采用卧推组合器材），两手正握杠铃，宽于肩约１０～２０ｃｍ，
由手臂伸直开始，屈 肘，杠 铃 应 慢 慢 下 落 至 胸 前，稍 停２～３ｓ，吸 气 同 时 用 力 上 推，稍

停，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１２）。

图１０３１２　宽握卧推

要点：
（１）下落动作要放慢些。
（２）上推时要垂直上推，先胸部发力。
练习提示：此练习一定要加强安全，注意器械及人员的保护。

２仰姿哑铃飞鸟

屈膝分腿仰卧于练习凳上，握铃时拳心相对，两臂伸直，向上垂直于身体；呼气向后

外侧下分开平举，然后吸气时胸大肌用力收缩，两臂向上内收至胸上伸直，稍停１～２秒，
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１３）。

要点：
（１）两臂分开下落时，肘关节伸直。两臂尽量张开，下落时肘部要低于体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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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３１３　仰姿哑铃飞鸟

（２）飞鸟两臂收缩时，要以胸部发力为主，两臂伸直。

３双杠支撑摆动双臂屈伸

两手分别伸直撑于杠面上握紧，先收腹腿前摆，以肩为轴，两脚自然下落，过垂直面

后再用力向后摆动，在接近于肩水平面时屈肘，重心随之下降，脚由后向下，摆过垂直面

向上摆动时，两臂用力伸直，如此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１４）。也可前、后下落肘进行臂屈

伸，但难度较大，尤其是协调性要求更高。如果摆动且在宽双杠上做双臂屈伸，效果也很

好。

图１０３１４　双杠支撑摆动双臂屈伸

要点：
（１）前后摆动时，幅度不宜太大，并尽量减小臂部移动。
（２）重心下落时的幅度视各人情况而定，但尽量低一点，对胸大肌锻炼更有效。
（３）不是光手臂用力，要拉长胸大肌，并使之先发力。

４俯卧撑

俯卧撑练习有很多种，图１０３１５列举了部分练习方法。

图１０３１５　部分俯卧撑练习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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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１）下落时，尽量能拉长胸大肌。
（２）用力时注意胸大肌发力。
（五）背阔肌练习

１高单杠宽握颈后引体向上

高杠双手宽握，悬垂手宽大于肩宽２０～３０ｃｍ，量力而行，吸气时两臂用力引体向上，
使头部至杠前，颈后接近杠面稍停，然后慢慢下落，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１６）。

要点：
（１）引体向上时身体保持稳定。
（２）还原时动作要缓慢。

图１０３１６　高单杠宽握颈后引体向上

２俯身飞鸟

两脚自然开立约同肩宽，上体前屈与地面平行，抬头，两臂伸直或微屈，拳心相对握

哑铃，吸气后两臂同时用力向两侧举起直到与肩齐平，稍停１～２秒，慢慢下落还原，重

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１７ａ）。也可俯卧于练习凳上侧平举 （见图１０３１７ｂ）。

图１０３１７　俯身飞鸟

要点：
（１）上体俯身前屈要抬头。
（２）两臂上举时伸直或稍有弯曲，作用于三角肌的部位不同。
（六）腹肌练习

１仰卧起坐

仰卧起坐练习是我们平时常用的一种练习方法 （见图１０３１８）。

要点：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３４０　　

图１０３１８　仰卧起坐

（１）腿部两脚保持相对固定。
（２）起坐的方式及辅助器材因人或需要而定。

２仰卧举腿

仰卧举腿练习 （见图１０３１９）。

图１０３１９　仰卧举腿

要点：
（１）两手、上体保持不动。
（２）举腿时增加负重，以小重量为好。
（七）股四头肌练习

１负重下蹲

以负杠铃为例。将杠铃放在颈后肩上做下蹲起立动作叫后蹲 （见图１０３２０ａ）；将杠

铃放在胸前做下蹲起立动作叫前蹲 （见图１０３２０ｂ）；屈膝下蹲大小腿夹角 小 于９０°叫 深

蹲，大于９０°叫半蹲 （见图１０３２０ｃ）；保持某一角度叫静蹲。站姿为两手屈肘正握，身体

正直、收腹，立腰下蹲，均能完成前蹲、后蹲、半蹲和深蹲，用力时吸气，下蹲时呼气。

也可杠人下蹲进行上、下蹲练习 （见图１０３２０ｄ）。

要点：
（１）两脚要站稳，抬头挺胸，腰收紧。
（２）思想集中，下蹲要慢，起来要快。

２肩负杠铃跳弓步

两手屈时正握杠铃于颈后肩上，两脚前后开立成弓步；吸气后，两腿用力向上跳起的

同时，两腿前后交换，可稍停１～２ｓ，也可连续做４～５个，换蹲弓步，重复进行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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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３２０　负重下蹲

１０３２１）。

图１０３２１　肩负杠铃跳弓步

要点：
（１）上体正直，紧腰，两眼前视。
（２）保持杠铃平稳，双手要握紧。

３坐姿腿屈伸

坐于练习凳上，两手扶凳固定上体，两腿膝关节在凳端外，脚上可持一定的重物，沙

袋、杠铃片等做腿的屈伸动作，为使股四头肌充分地收缩，随着 膝 关 节 伸 直、小 腿 的 伸

屈，上体可稍向后倾，待腿伸直后坚持停３～５ｓ后慢慢还原，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２２）。

要点：
（１）脚持重物从小重量开始，要量力而行。
（２）练习动作时，脚面要伸直。
（八）小腿肌练习

１负重提踵

身体正直，两手正握杠铃于颈后肩上，两腿伸直，足趾正中垫２～３ｃｍ厚的木板，然

后做直腿提踵动作，可连续进行 （见图１０３２３）。也可在肋木旁等做骑人提踵练习。

要点：
（１）保持身体平衡，要以足部屈伸动作为主，提踵要充分。
（２）可连续做４～５次，也可屈足到最高点时稍停５～６ｓ，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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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３２２　坐姿腿屈伸

２站姿直腿跳

身体直立，挺胸塌腰，可徒手，也可手持重物、哑铃等，膝关节伸直，小腿发力，用

脚掌蹬地向上纵跳 （见图１０３２４）。还可持一哑铃做直跳和蹲跳，对大小腿肌群的锻炼效

果也很好。

图１０３２３　负重提踵
　　

图１０３２４　站姿直腿跳

要点：
（１）不要屈膝。
（２）跳起要做到三伸：髋、膝、踝充分伸展，重点是踝关节一定要用力蹬伸。

３坐姿提踵

练习者坐于练习凳上，屈膝一般以９０°为好，两腿稍分开，两手将杠铃片或沙袋固定

在膝关节上；可两腿同时做提踵动作，也可单腿做提踵动作，提起要充分，稍停１～２ｓ后

还原，重复进行 （见图１０３２５）。
要点：
（１）提踵时脚跟尽量提起。
（２）杠铃片可由轻到重，并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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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３２５　坐姿提踵

人体健美鉴赏

一、男性健美的标准

肌肉是人体力量的源泉，同时也是力的象征，因此，健美的体型，健壮的体魄和发达

的肌肉是密切相关的。在艺术家、人类学家和体育家的眼里，发达的肌肉和健壮的体魄是

男性人体美的重要因素。
（一）肌肉发达，体魄健壮

男性的健美，首先要有一个丰厚的胸背和宽阔的肩膀，这能给人以体格强壮、孔武有

力的感觉。具有发达胸部的男性，胸部的胸大肌，胸小肌和前锯肌均十分发达。胸大肌成

为两块结实有力的隆起，使人看不到锁骨和锁骨内的凹陷部，胸部明显地高于腹部，胸部

的肌肉和上肢的肌肉 （如三角肌和肱二头肌）在收缩时界限明显。强健的臀部和腿部的肌

肉，是一个人的力量的象征。发达的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及前臂 肌 群，可 使 手 臂 线 条 鲜

明，粗壮有力。手臂与躯干连接处的肩覆盖着三角肌，发达的三角肌可使肩部增宽，加上

发达的背阔肌、胸大肌，就会使躯干呈现出 “Ｖ”字形，腿部肌肉包括圆满的臀部肌肉，
有力的股四头肌、股二头肌，缝匠肌和小腿腓肠肌，这些肌肉能 固 定 下 肢，支 撑 全 身 重

量，给人一种坚定有力的感觉。
腰部是人体连接上、下两部分的枢纽，也是人做前屈、后屈、体侧屈等各方向运动的

一架万能轴承。从整体看，腰部的骶棘肌能固定脊柱，使人体挺拔；腹肌能增加腹压，保

护内脏，有利于缩小腰围，形成健美的体型。
总之，发达而富有弹性的肌肉是力量的源泉，也是健美的体现。
（二）体型匀称，线条清晰

体型匀称主要是指以骨骼为支架所构成的人体各部分的比例要匀称、合度。站立时，
头颈、躯干和脚 的 纵 轴 在 一 垂 线 上；上、下 身 比 例 符 合 黄 金 分 割 定 律，即 以 肚 脐 为 界，
上、下身比为５∶８。

人体由６００多块肌肉组成，它包裹在人体的外部，是构成人体外形的重要因素。
总之，男性应该有发达的肌肉，健 壮 的 体 魄，匀 称 的 体 型，魁 梧 的 身 材，端 正 的 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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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潇洒的风度，以及发自内心深处的勇敢无畏、刚毅果断等精神气质，由此体现出阳刚

之美。

二、女性健美的标准

由于女性身体结构和生理机能等方面均与男性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而表现出了自身的

特点，因此，女性也有其健美标准。
（一）适度的肌肉，健美的体魄

发达的肌肉是男性健美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女性来说，就不应该要求练就像男性一

样发达的肌肉，因为两者的生理特点不同。女性全身肌肉约占体重的３２％～３５％，脂肪

占２８％，而男性全身肌肉占体重的４０％～４５％，脂肪占１８％。
（二）匀称丰满并具有女性曲线美的体型

女性的体型应该丰满而不肥胖，这样的体型有一种健康之美；或者是苗条而不瘦弱，
这种体型则另有一种精干之美。但是，不管是丰满还是苗条，都应该具有女性特有的曲线

美，这才能真正显现出女性的形体美。
丰满而挺拔的胸部是构成女性曲线美的主要标志之一。乳房应丰满而富有弹性，并应

有适度发达的胸肌作为依托，从而构成胸部优美的曲线。过分肥大、松弛或过分小的乳房

都将影响女性的健美。
坚实平坦的腹部和稍微纤细的腰部，是女性健美的又一标志，因为这样才能显现出腰

部的优美曲线。腰腹周围如果过多地堆积着皮下脂肪，不仅臃肿难看，而且还会限制身体

向各方向的运动。
丰满而适中的臀部能构成女性体型的优美曲线。臀部过分肥大会显得臃肿，有损于形

体健美；如果过于瘦小，则表现不出女性体型的优美曲线。
修长而有力的四肢也是女性健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腿部应略长于躯干，这样才显得

苗条而修长，腿部既不能粗胖，也不能瘦长，而应有结实的肌肉，这样才能显出腿部优美

的曲线。另外，还要有红润而光洁的皮肤、端庄而优美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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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武　　术

第一节　武术运动概述

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皆修的中国传统

体育项目。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积累和

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
武术的内容丰富多彩，按其运动形式可分为两大类：套路运动和格斗运动。
（一）套路运动

套路运动是武术动作以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规律编成的整套

练习形式。主要内容包括拳术、器械、对练、集体表演。
（１）拳术。是徒手练习的套路运动。它的种类很多，主要有长拳、太极拳、南拳、行

意拳、八卦掌、通背拳、象形拳等。
（２）器械。器械的种类很多，分为长器械、短器械、双器械、软器械。刀、枪、剑、

棍是长短器械的代表。目前在武术竞赛中，刀、枪、剑、棍也是重点竞赛项目。
（３）对练。是在单练基础上，两人或两人以上，在预定的条件下进行的攻防的假设性

实战练习。其中包括徒手对练、器械对练、徒手与器械的对练。
（４）集体表演。是六人以上的徒手或器械集体演练，可变换队形与图案，可采用音乐

伴奏，要求队形整齐，动作协调一致。
（二）格斗运动

是两人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斗智较力的对抗练习形式。有散手、推手、
短兵三项，目前正在开展的有散手、推手两项。

（１）散手。是两人按照一定的规则使用踢、打、摔、拿等方法制胜对方的竞技项目。
（２）推手。是两人遵照一定的规则，使用挤、按、采、扳、靠等手法，双方粘连黏随，通过肌

肉的感觉来判断对方的用劲，然后借力发力将对方推出，以此决定胜负的竞技项目。
（３）短兵。是两人手持一种用 藤、皮、棉 制 作 的 短 棒 似 的 器 械，在５３３ｃｍ直 径 的 圆

形场地内，按照一定的规则，使用劈、砍、刺、崩、点、斩等方法决胜负的竞技项目。

第二节　初级长拳（第三路）

一、初级长拳的基本特点

长拳是一种姿势舒展大方，动作灵活快速，蹿蹦跳跃、闪展腾挪、起伏转折、勇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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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节奏鲜明、动作流畅、一气呵成的武术套路。长拳的种类不同，又各有其不同的技术

特点和运动风格，如初级长拳第三路，不仅动作幅度、关节的活动范围较大，内容结构较

为复杂，不仅有利于发展和提高肌肉的弹性、收缩力和关节的灵活性、柔韧性；而且有利

于促进、发展和提高心、肺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等各器官系统的机能，全 面 发 展 身 体 素

质。长拳第三路以踢打基本技击动作为中心，一招一式都含有攻防的意义，如第１节中的

两次 “弓步冲拳”，均有格挡的配合，“大跃步前穿”接 “弓步击掌”中有挂、铲、搂、击

的配合，第２节中的 “马步击掌”、 “马步盘肘”与搂手的配合等，均有攻有防，攻防结

合。第３、４节从 “弓步劈拳”接 “换跳步马步冲拳”，直到 “虚步挑拳”、“弓步顶肘”等

一系列 “拳打、脚踢”的技击方法更为紧凑、鲜明，武术特点尤为突出，有利于培养人们

勇敢顽强、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攻防意识。

二、动作名称

（一）预备动作

１预备势 　　　２虚步亮掌 　　　３并步对拳　　　　　
（二）第一段

１弓步冲拳 ２弹腿冲拳 ３马步冲拳 ４弓步冲拳

５弹腿冲拳 ６大跃步前穿 ７弓步击掌 ８马步架掌

（三）第二段

１虚步栽拳 ２提膝穿掌 ３仆步穿掌 ４虚步挑掌

５马步击掌 ６叉步双摆掌 ７弓步击掌 ８转身踢腿马步盘肘

（四）第三段

１歇步抡砸拳 ２仆步亮掌 ３弓步劈拳 ４换跳步弓步冲拳

５马步冲拳 ６弓步下冲拳 ７叉步亮掌侧踹腿 ８虚步挑拳

（五）第四段

１弓步顶肘 ２转身左拍脚 ３右拍脚 ４腾空飞脚

５歇步下冲拳 ６仆步抢劈拳 ７提膝挑掌 ８提膝劈掌弓步冲拳

（六）结束动作

１虚步亮掌 ２并步对拳 ３还原

三、动作说明及图解

（一）预备动作

１预备势

两脚并步站立，两臂垂手身体两侧，五指并拢贴靠腿外侧。眼向前平视 （图１１２１）。
要点：头要端正，颏微收，挺胸，塌腰，收腹。

２虚步亮掌

（１）右脚向右后方撤步成左弓步。右掌 向 右、向 上、向 前 划 弧，掌 心 向 上；左 臂 屈

肘，左掌提至腰侧，掌心向上。目视右掌 （图１１２２）。
（２）右腿微屈，重心后移。左掌经胸前从右臂上向前穿出伸直；右臂屈肘，右掌收至

腰侧，掌心向上。目视左掌 （图１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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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重心继续后移，左脚稍向右移，脚尖点地，成左虚步。左臂内旋向左、向后划弧

成勾手，勾尖向上；右手继续向后、向右、向前 上 划 弧，屈 肘 抖 腕，在 头 前 上 方 成 亮 掌

（即横掌），掌心向前，掌指向左。目视左方 （图１１２４）。

图１１２１
　　

图１１２２
　　

图１１２３
　　

图１１２４

要点：三个动作必须连贯。成虚步时，重心落于右腿上，右大腿与地面平行。左腿微

屈，脚尖点地，勾手、亮掌、甩头三者同时完成。

３并步对拳

（１）右腿蹬直，左腿提膝，脚尖里扣，上肢姿势不变 （图１１２５）。
（２）左脚向前落步，重心前移。左臂屈肘，左勾手变掌经左侧前伸；右臂外旋向前下

落于左掌右侧，两掌同高，掌心均向上 （图１１２６）。
（３）右脚向前上一步，两臂下垂后摆 （图１１２７）。
（４）左脚向右脚并步，两臂向外向上经胸前屈肘下按，两掌变拳，拳心向下，停于小

腹前。目视左侧 （图１１２８）。

要点：并步后挺胸、塌腰。对拳、并步、转头要同时完成。

图１１２５
　　

图１１２６
　　

图１１２７
　　

图１１２８

（二）第一段

１弓步冲拳

（１）左脚向左上一步，脚尖向斜前方；右腿微屈，成半马步。左臂向上向左格打。拳

眼向后，拳与肩同高；右拳收至腰侧，拳心向上。目视左拳 （图１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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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右腿蹬直成左弓步。左拳收至腰侧。拳心向上；右拳向前冲出。高与肩平，拳眼

向上。目视右拳 （图１１２１０）。

要点：成弓步时，右腿充分蹬直，脚跟不要离地。冲拳时，尽量转腰顺肩。

２弹腿冲拳

重心前移至左腿，右腿屈膝提起，脚面绷直，猛力向前弹出伸直，高与腰平。右拳收

至腰侧；左拳向前冲出。目视前方 （图１１２１１）。

要点：支撑腿可微屈，弹出的腿要有爆发力，力点达于脚尖。

３马步冲拳

右脚向前落步。脚尖里扣，上体左转。左拳收至腰侧，两腿下蹲成马步；右拳向前冲

出。目视右拳 （图１１２１２）。

图１１２９
　　

图１１２１０
　　

图１１２１１
　　

图１１２１２

要点：成马步时，大腿要平拳心向下，两眼平视，脚跟外蹬，挺胸、塌腰。

４弓步冲拳

（１）上体右转９０°，右脚尖外展向右前方，成半马步。右臂屈肘向右格打，拳眼斜向

后。目视右拳 （图１１２１３）。
（２）左腿蹬直成右弓步。右拳收至腰侧；左拳向前冲出。目视左拳 （图１１２１４）。

要点：与本段的弓步冲拳相同，唯左右相反。

５弹腿冲拳

重心前移至右脚，左腿屈膝提起，脚面绷直，猛力向前弹出伸直，高与腰平。左拳收

至腰侧，右拳向前冲出。目视前方 （图１１２１５）。

要点：与本段的弹腿冲拳相同。

图１１２１３
　　

图１１２１４
　　

图１１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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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大跃步前穿

（１）左腿屈膝。右拳变掌内旋，以手背向下挂至左膝外侧，上体前倾。目视右手 （图

１１２１６）。
（２）左脚向前落步，两腿微屈。右掌继续向后挂，左拳变掌，向后向下伸直。目视右

掌 （图１１２１７）。
（３）右腿屈膝向前提起，左腿立即猛力踏地向前跃出。两掌向前向上划弧摆起。目视

左掌 （图１１２１８）
（４）右腿落地全蹲，左腿随即落地向前铲出成仆步。右掌变拳抱于腰侧，左掌由上向

右向下划弧成立掌，停于右胸前。目视左脚 （图１１２１９）。

要点：跃步要远，落地要轻，落地后立即接做下一个动作。

图１１２１６
　　

图１１２１７
　　

图１１２１８
　　

图１１２１９

７弓步击掌

右腿猛力蹬直成左弓步。左掌经左脚面向后划弧至 身 后 成 勾 手，左 臂 伸 直，勾 尖 向

上；右拳由腰侧变掌向前推出，掌指向上，掌外侧向前，目视右掌 （图１１２２０）。

８马步架掌

（１）重心移至两腿中间，左脚脚尖里扣成马步，上 体 右 转。右 臂 向 左 侧 平 摆，稍 屈

肘；同时左勾 手 变 掌 由 后 经 左 腰 侧 从 右 臂 内 向 前 上 穿 出，掌 心 均 朝 上。目 视 左 手 （图

１１２２１）。
（２）右掌立于左胸前，左臂向左上屈肘抖腕亮掌于头部左上方，掌心向前。目右转视

（图１１２２２）。

要点：马步同前。

图１１２２０
　　

图１１２２１
　　

图１１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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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段

１虚步栽拳

（１）右脚蹬地，屈膝提起；左腿伸直，以前脚掌为轴向右后转体１８０°。右 掌 由 左 胸

前向下经右腿外侧向后划弧成勾手；左臂随体转动并外旋，使掌心朝右。目 视 右 手 （图

１１２２３）。
（２）右脚向右落地，重心移至右腿上，下蹲成左虚步。左掌变拳下落于左膝上，拳眼向里，

拳心向后；右勾手变拳，屈肘向上架于头右上方，拳心向前。目视左方（图１１２２４）。

２提膝穿掌

（１）右腿稍伸直。右拳变掌收至腰侧、掌心向上；左拳变掌由下向左向上划弧盖压于

头上方，掌心向前 （图１１２２５）。
（２）右腿蹬直，左腿屈膝提起，脚尖内扣。右掌从腰侧经左臂内向右前上方穿出，掌

心向上；左掌收至右胸前成立掌。目视右掌 （图１１２２６）。
要点：支撑腿与右臂充分伸直。

图１１２２３
　　

图１１２２４
　　

图１１２２５
　　

图１１２２６

３仆步穿掌

右腿全蹲，左腿向左后方铲出成左仆步。右臂不动，左掌由右胸前向下经左腿内侧，
向左脚面穿出。目随左掌转视 （图１１２２７）。

４虚步挑掌

（１）右腿蹬直，重心前移至左腿，成左弓步。右掌稍下降，左掌随重心前移向前挑起

（图１１２２８）。
（２）右脚向左前方上步，左腿半蹲，成右虚步。身体随上步左转１８０°。在 右 脚 上 步

的同时，左掌由前向上向后划弧成立掌，右掌由后向下向前上挑起成立掌，指尖与眼平。
目视右掌 （图１１２２９）。

要点：上步要快，虚步要稳，左掌略高于右掌。

图１１２２７
　　

图１１２２８
　　

图１１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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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马步击掌

（１）右脚落实，脚尖外撇，重心稍升高并右移，左掌变拳收至腰侧；右掌俯掌向外掳

手 （图１１２３０）。
（２）左脚向前上一步，以右脚为轴向右后转体１８０°，两腿下蹲成马步。左拳 从 右 臂

上成立掌向左侧击出；右掌变拳收至腰侧，目视左掌 （图１１２３１）。
要点：右手做掳手时，先使臂稍内旋、腕伸直，手掌向下向外转，接着臂外旋，掌心

经下向上翻转，同时抓握成拳。收拳和击掌动作要同时进行。

６叉步双摆掌

（１）重心稍右移，同时两掌向下向右摆，掌指均向上。目视右掌 （图１１２３２）。
（２）右脚向左腿后插步，前脚掌着地。两臂继续由右向上向左摆，停于身体左侧，均

成立掌，右掌停于在肘窝处。目随双掌转视 （图１１２３３）。
要点：两臂要划立圆，幅度要大，摆掌与后插步配合一致。

图１１２３０
　　

图１１２３１
　　

图１１２３２
　　

图１１２３３

７弓步击掌

（１）两腿不动。左掌收至腰侧，掌心向上。右掌向上向右划弧，掌心向下 （图１１２
３４）。

（２）左腿后撤一步，成右弓步。右掌向下向后伸直摆动，成勾手，勾尖向上；左掌成

立掌向前推出。目视左掌 （图１１２３５）。

８转身踢腿马步盘肘

（１）两脚以前脚掌为轴向左后转体１８０°。在转体同时，左臂向上向前划半 立 圆，右

臂向下向后划半立圆 （图１１２３６）。

图１１２３４
　　

图１１２３５
　　

图１１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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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上动不停，两脚不动，右臂由后向上向前划半立圆，左臂由前向下向后划半立圆

（图１１２３７）。
（３）上动不停，右臂向下成反臂勾手，勾尖向上。左臂向上成亮掌，掌心向前上方。

右腿伸直，脚尖勾起，向额前踢 （图１１２３８）。
（４）右脚向前落地，脚尖里扣。右手不动，左臂屈肘下落至胸前，左掌心向下。目视

左掌 （图１１２３９）。
（５）上体左转９０°，两腿下蹲成马步。同时左掌向前向左平掳变拳收至腰侧，右勾手

变拳，右臂伸直，由体后向右向前平摆，至体 前 时 屈 肘，肘 尖 向 前，高 与 肩 平，拳 心 向

下。目视肘尖 （图１１２４０）。
要点：两臂抡动时要划立圆，动作连贯。盘肘时要快速有力，右肩前倾。

图１１２３７
　　

图１１２３８
　　

图１１２３９
　　

图１１２４０

（四）第三段

１歇步抡砸拳

（１）重心稍升高，右脚尖外撇。右臂由胸前向上向 右 抡 直；左 拳 向 下 向 左，使 臂 抡

直。目视右拳 （图１１２４１）。
（２）上动不停，两脚以前脚掌为轴，向右后转体１８０°。右臂向下向 后 抡 摆，左 臂 向

上向前随身体转动 （图１１２４２）。
（３）紧接上动，两腿全蹲成歇步。左臂随身体下蹲向下平砸，拳心向上，肘部微屈；

右臂伸直向上举起。目视左拳 （图１１２４３）。
要点：抡臂动作要连贯完成，划成立圆。歇步要两腿交叉全蹲。左腿大、小腿靠紧，

臀部贴于左小腿外侧，膝关节在右小腿外侧，脚跟提起；右脚尖外撇，全脚着地。

图１１２４１
　　

图１１２４２
　　

图１１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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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仆步亮拳

（１）左脚由右腿后抽出前上一步，左腿蹬直，右腿半蹲，成右弓步。上体微向右转。
左拳收至腰侧，右拳变掌向下经胸前向右横击掌。目视右掌 （图１１２４４）。

（２）右脚蹬地屈膝提起，上体右转。左拳变掌从右掌上向前穿出，掌心向上；右掌平

收至左肘下 （图１１２４５）。
（３）右脚向右落步，屈膝全蹲，左腿伸直，成仆步。左掌向下向后划弧成勾手，勾尖

向上；右掌向右向上划弧微屈，抖腕成亮掌，掌心向前。头随右手转动，至亮掌时，目视

左方 （图１１２４６）。
要点：仆步时，左腿充分伸直，脚尖里扣，右腿全蹲，两脚脚掌全部着地。上体挺胸

塌腰，稍左转。

图１１２４４
　　

图１１２４５
　　

图１１２４６

３弓步劈拳

（１）右腿蹬地立起；左腿收回并向左前方上步。右掌变拳收至腰侧。左勾手变掌由下

向前上经胸前向左做掳手 （图１１２４７）。
（２）右腿经左腿前方向左前上一步，左腿蹬直成右弓步。左手向左平 掳 后 再 向 前 挥

摆，虎口朝前 （图１１２４８）。
（３）在左手平掳的同时，右拳向后平摆，然后再向前向上做抡劈拳，拳高与耳平，拳

心向上，左掌外旋接扶右前臂。目视右拳 （图１１２４９）。
要点：左右脚上步稍带弧形。

图１１２４７
　　

图１１２４８
　　

图１１２４９

４换跳步弓步冲拳

（１）重心后移，右脚稍向后移动。右拳变掌臂内旋以掌背向下划弧挂至右膝内侧；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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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背贴靠右肘外侧，掌指向前。目视右掌 （图１１２５０）。
（２）右腿自然上抬，上体稍向左扭转。右掌挂至体左侧，左掌伸向右腋下。目随右掌

转视 （图１１２５１）。
（３）右脚以全脚掌用力向下震跺，与此同时，左脚急速离地抬起。右手由左向上向前

掳盖，而后变拳收至腰侧；左掌伸直向下、向上、向前屈肘下按，掌心向下。上体右转，

目视左掌 （图１１２５２）。
（４）左脚向前落步，右腿蹬直成左弓步。右拳向前冲出，拳高与肩平；左掌藏于右腋

下，掌背贴靠腋窝、目视右拳 （图１１２５３）。

要点：换跳步动作要连贯、协调。震脚时腿要弯屈，全脚掌着地，左脚离地不要高。

图１１２５０
　　

图１１２５１
　　

图１１２５２
　　

图１１２５３

５马步冲拳

上体右转９０°，重心移至两腿中间，成马步。右拳收至腰侧，左掌变拳向左冲出，拳

眼向上。目视左拳 （图１１２５４）。

６弓步下冲拳

右脚蹬直，左腿弯屈，上体稍向左转，成左弓步。左拳变掌向下经体前向上架于头左

上方，掌心向上，右拳自腰侧向左前斜下方冲出。目视右拳 （图１１２５５）。

图１１２５４
　　

图１１２５５

７叉步亮掌侧踹腿

（１）上体稍右转。左掌由头上下落于右手腕上，右拳变掌，两手交叉成十字。目视双

手 （图１１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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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右脚踏地并向左腿后插步，以前脚掌着地。左掌由体前向下向后划弧成勾手，勾

尖向上；右掌由前向右向上划弧抖腕亮掌，掌心向前。目视左侧 （图１１２５７）。
（３）重心移至右腿，左腿屈膝提起，向左上方猛力 蹬 出。上 肢 姿 势 不 变，目 视 左 侧

（图１１２５８）。
要点：插步时上体稍向右倾斜，腿、臂的动作要一致。侧踹高度不能低于腰，大腿内

旋，着力点在脚跟。

图１１２５６
　　

图１１２５７
　　

图１１２５８

８虚步挑拳

（１）左脚在左侧落地。右掌变拳稍后移，左勾手变拳由体后向左上挑，拳背向上 （图

１１２５９）。
（２）上体左转１８０°。微合胸前俯。左拳继续向前向上划弧上挑。右拳向下向 前 划 弧

挂至右膝外侧，同时右膝提起。目视右拳 （图１１２６０）。
（３）右脚向左前方上步，脚尖点地，重心落于左脚。左腿下蹲成右虚步。左拳向后划

弧收至腰侧。拳心向上；右拳向前屈臂挑出，拳眼斜向 上，拳 与 肩 同 高。目 视 右 拳 （图

１１２６１）。
（五）第四段

１弓步顶肘

（１）重心升高，右脚踏实。右臂内旋向下直臂划弧以拳背下 挂 至 右 膝 内 侧，左 拳 不

变。目视前下方 （图１１２６２）。

图１１２５９
　　

图１１２６０
　　

图１１２６１
　　

图１１２６２

（２）左腿蹬直，右腿屈膝上抬。左拳变掌，右拳不变。两臂向前向上划弧摆起。目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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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拳转视 （图１１２６３）。
（３）左脚蹬地起跳，身体腾空，两臂继续划弧至头上方 （图１１２６４）。
（４）右脚先落地，右腿屈膝，左脚向前落步，以前脚掌着地。同时两臂向右向下屈肘

停于右胸前，右拳变掌，左掌变拳。右掌心贴靠左拳面 （图１１２６５）。
（５）左脚向左上一步，左腿屈膝，右腿蹬直成左弓步，右掌推左拳，以左肘尖向左顶

出，高与肩平。目视前方 （图１１２６６）。
要点：交换步时不要过高，但要快。两臂抡摆时要成圆弧。

图１１２６３
　　

图１１２６４
　　

图１１２６５
　　

图１１２６６

２转身左拍脚

（１）以两脚前脚掌为轴 向 右 后 转 体１８０°。随 着 转 体，右 臂 向 上 向 右 向 下 划 弧 抡 摆，
同时左拳变掌向下向后向前上抡摆 （图１１２６７）。

（２）左腿伸直向前上踢起，脚面绷平，左掌变拳收至腰侧，右掌由体后向上向前拍击

左脚面 （图１１２６８）。
要点：右掌拍脚时手掌稍横过来，拍脚要准而响亮。

３右拍脚

（１）左脚向前落地，左拳变掌向下向后摆，右掌变拳收至腰侧 （图１１２６９）。
（２）右腿 伸 直 向 前 上 踢 起，脚 面 绷 平。左 拳 变 掌 由 后 向 上 向 前 拍 击 右 脚 面 （图

１１２７０）。
要点：与本段的转身左拍脚相同。

图１１２６７
　　

图１１２６８
　　

图１１２６９
　　

图１１２７０

４腾空飞脚

（１）右脚落地 （图１１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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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左脚向前摆起，右脚猛力蹬地跳起，左腿屈膝继续前上摆。同时右拳变掌向前向

上摆起，左掌先上摆而后下降拍击右掌背 （图１１２７２）。
（３）右腿继续上 摆，脚 面 绷 平。右 手 拍 击 右 脚 面，左 掌 由 体 前 向 后 上 举 （图１１２

７３）。
要点：蹬地要向上，不要太向前冲，左膝尽量上提。击响要在腾空时完成，右臂伸直

成水平。

图１１２７１
　　

图１２２７２
　　

图１１２７３

５歇步下冲拳

（１）左、右脚先后相继落地。左掌变拳收至腰侧 （图１１２７４）。
（２）身体右转９０°，两腿全蹲成歇步。右掌抓握、外旋变拳收至腰侧；左拳由腰侧向

前下方冲出，拳心向下。目视左拳 （图１１２７５）。

图１１２７４
　　

图１１２７５

６仆步抡劈拳

（１）重心升 高，右 臂 由 腰 侧 向 体 后 伸 直，左 臂 随 身 体 重 心 升 高 向 上 摆 起 （图１１２
７６）。

（２）以右脚前脚掌为轴，左腿屈膝提起，上体左转２７０°。左拳由前向后下划 立 圆 一

周；右拳由后向下向前上划立圆一周 （图１１２７７）。
（３）左腿向后落一步，屈膝全蹲，右腿伸直，脚尖里 扣 成 右 仆 步。右 拳 由 上 向 下 抡

劈，拳眼向上；左拳后上举，拳眼向上。目视右拳 （图１１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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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２７６
　　

图１１２７７
　　

图１１２７８

要点：抡臂时一定要划立圆。

７提膝挑掌

（１）重心前移成右弓步。同时右拳变掌由下向上抡摆，左拳 变 掌 稍 下 落，右 掌 心 向

左，左掌心向右 （图１１２７９）。
（２）左、右臂在垂直面上由前向后各划立圆一周。右臂伸直停于头上，掌心向左，掌

指向上；左臂伸直停于身后成反勾手。同时右腿屈膝提起，左腿挺膝伸直独立。目视前方

（图１１２８０）。
要点：抡臂时要划立圆。

图１１２７９
　　

图１１２８０

８提膝劈掌弓步冲拳

（１）下肢不动。右掌由上向下猛劈伸直，停于右小腿内侧，用力点在小指一侧，左勾

手变掌，屈臂向前停于右上臂内侧，掌心向左。目视右掌 （图１１２８１）。
（２）右脚向右后落地，身体右转９０°。同时左掌变拳收至腰侧，右臂内旋向右划弧做

劈掌 （图１１２８２）。
（３）上动不停，左腿蹬直成右弓步。右手抓握变拳收至腰侧，左举由腰侧向左前方冲

出。目视左拳 （图１１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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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２８１
　　

图１１２８２
　　

图１１２８３

（六）结束动作

１虚步亮掌

右脚扣于左膝后，两拳变掌，两臂右上左下屈肘交叉于体左前。目视右掌 （图１１２

８４）。
（１）右脚向右后落步，重心后移，右腿半蹲，上体稍右转。同时右掌向上、向右、向

下划弧停于左腋下；左掌向左、向上划弧停于右臂上与左胸前。两掌心左下右上。目视左

掌 （图１１２８５）。
（２）左脚尖稍向右移，右腿下蹲成左虚步。左臂伸直向左、向后划弧成反勾手；右臂

伸直向下、向右、向上划弧抖腕亮掌，掌心向前。目视左方 （图１１２８６）。

图１１２８４
　　

图１１２８５
　　

图１１２８６

２并步对拳

（１）左腿后撤一步，同时两掌从两腰侧向前穿出伸直，掌心向上 （图１１２８７）。

（２）右腿后撤一步，同时两臂分别向体后下摆 （图１１２８８）。
（３）左脚后退半步向右脚并拢。两臂由后向上经体前屈臂 下 按，两 掌 变 拳，停 于 腹

前，拳心向下，拳面相对。目视左方 （图１１２８９）。

３还原

两臂自然下垂，目视正前方 （图１１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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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２８７
　　

图１１２８８
　　

图１１２８９
　　

图１１２９０

第三节　太极拳（二十四式）

一、套路简介

简化太极拳是在杨氏太极拳的基础上，删去了繁难和重复的动作，加以简化、改编的

太极拳普及套路。
这套拳分为８组，包括 “起势”、“收势”共２４个动作，又称 “二十四式”。动作结构

和整个套路安排符合由简至繁、先易后难的原则。全套动作易学易懂，易于掌握，既不复

杂，又能充分体现太极拳动作的柔和、缓慢、圆活、连贯 的 特 点。练 习 者 可 进 行 整 套 练

习，也可根据身体情况选择单式或分组练习。
练习太极拳时要求做到：全神贯注，上下相随，虚实分明，连贯圆活，速度均匀，动

作运行路线处处带有弧形，如行云流水，连绵不断。

二、动作名称

第一组

（一）起势 　　　　（二）左右野马分鬃 　　（三）白鹤亮翅

第二组

（一）左右搂膝拗步 （二）手挥琵琶 （三）左右倒卷肱

第三组

（一）左揽雀尾 （二）右揽雀尾 （三）单鞭　 （四）云手　 （五）单鞭

第四组

（一）高探马 （二）右蹬脚 （三）双峰贯耳

第五组

（一）转身左蹬脚 （二）左下势独立 （三）右下势独立

第六组

（一）左右穿梭 （二）海底针 （三）闪通臂

第七组

（一）转身搬拦捶 （二）如封似闭 （三）十字手　　 （四）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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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作说明

（一）第一组

１起势

动作要领：
（１）身体自然直立，两脚开立，与肩同宽，脚尖向前；两臂自然下垂，两手放在大腿

外侧；眼向前平看 （图１１３１）。
要点：头颈正直，下颏微收，不要故意挺胸或收腹。精神要集中。
（２）两臂慢慢向前平举，两手高与肩平，与肩同宽，手心向下 （图１１３２、图１１３

３）。
（３）两腿屈膝下蹲，上体保持正直；同时两掌轻轻下按，两肘下垂与两膝相对。眼平

看前方 （图１１３４）。
要点：两肩下沉，两肘松垂，手指自然微屈；屈膝松腰，臀部不可凸出，身体重心落

于两腿中间。

２左右野马分鬃

（１）身体重心移至右腿上；同时右臂收在胸前平屈，手心向下，左手经体前向右下划

弧放在右手下，手心向上，两手心相对成抱球状；左脚随即收到右脚内侧，脚尖点地。眼

看右手 （图１１３５、图１１３６）。

图１１３１
　　

图１１３２
　　

图１１３３
　　

图１１３４
　　

图１１３５
　　

图１１３６

（２）上体微向左转，左脚向左前方迈出，右脚跟后蹬，右腿自然伸直，成左弓步。同

时上体继续向左转，左、右手随转体慢慢分别向左上右下分开，左手高与眼平，手心斜向

上；右手落在右胯旁，肘微屈，手心向下，指尖向前。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７、图１１３８、
图１１３９）。

（３）左脚蹬地左腿伸膝，上体慢慢后坐，身体重心移至右腿，左脚尖翘起，微向外撇

（４５°～６０°）；随后脚掌慢慢踏实，左腿慢慢前弓，身体左转，重心再移至左腿。同时左手

翻转向下，左臂收至胸前平屈，右手向左上划弧放在左手下，两手心相对成抱球状；右脚

随即收到左脚内侧，脚尖点地。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１０、图１１３１１、图１１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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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７
　

图１１３８
　

图１１３９
　

图１１３１０
　

图１１３１１
　

图１１３１２

（４）右脚向右前方迈出，左腿自然伸进，成右弓步。同时上体右转，左、右手随转体

分别慢慢向下右上分开，右手高于眼平，手心斜向上；左手落在左胯旁，肘微屈，手心向

下，指尖向前。眼看右手 （图１１３１３、图１１３１４）。
（５）与 （４）同，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１５、图１１３１６、图１１３１７）。

图１１３１３
　　

图１１３１４
　　

图１１３１５
　　

图１１３１６
　　

图１１３１７

（６）与 （４）同，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１８、图１１３１９）。
要点：上体不可前俯后仰，胸部必须宽松、舒展。两臂分开时要保持弧形。身体转动

时要以腰为轴，弓步动作与分手的速度要均匀一致。做弓步时，迈出的脚先是脚跟着地，
然后脚掌慢慢踏实，脚尖向前，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后腿自然伸直、前、后脚尖夹角约成

４５°～６０°（需要时后脚跟可以后蹬调整）。野马分鬃式弓步时，前后脚的脚跟要分在中轴

线两侧，它们之间的横向距离应该保持在１０～３０厘米左右。

３白鹤亮翅

（１）上体微向左转，左手翻掌向下，左臂平屈胸前，右手向左上划弧，手心转向上，
与左手成抱球状。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２０）。

（２）右脚跟进半步，上体后坐，身体重心移至右腿，上体先向右转，面向右前方，眼

看右手；然后左脚稍向前移，脚尖点地，成左虚步。同时上体再微向左转，面向前方，两

手随身体慢慢向右上左下分开，右手上提于右额前，手心向左后方；左手落于左胯前，手

心向下，指尖向前。眼平看前方 （图１１３２１、图１１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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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１８
　　

图１１３１９
　　

图１１３２０
　　

图１１３２１
　　

图１１３２２

要点：定势胸部不要挺出，两臂上下都要保持半圆形，左膝要微屈。身体重心后移和

右手上提，左手下按要协调一致。
（二）第二组

１左右搂膝拗步

（１）右手从体前下落，由下向后上方划弧至右肩外侧，手与耳同高，手心斜向上；左

手由左下向上、向右下方划弧至右胸前，手心斜向下。同时上体先微向左再向右转，左脚

收至右脚内侧，脚尖点地。眼看右手 （图１１３２３、图１１３２４、图１１３２５）。
（２）上体左转，左脚向前 （偏左）迈出成左弓步。同时右手屈回经耳侧向前推出，高

与鼻尖平；左手向下 由 左 膝 前 搂 过 落 于 左 胯 旁，指 尖 向 前。眼 看 右 手 手 指 （图１１３２６、
图１１３２７）。

图１１３２３
　　

图１１３２４
　　

图１１３２５
　　

图１１３２６
　　

图１１３２７

（３）右腿慢慢屈膝，上体后坐，身体重心移至右腿；左脚尖翘起微向外撇，随后脚掌

慢慢踏实，左腿前弓，身体左转，身体重心移至左腿，右腿收到左脚内侧，脚尖点地。同

时左手向外，掌由左后向上划弧至左肩外侧，肘微屈，手与耳同高，手心斜向上；右手随

转体向上、向左下划弧落于左胸前，手心斜向上。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２８、图１１３２９、图

１１３３０）。
（４）与 （２）同，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３１、图１１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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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２８
　　

图１１３２９
　　

图１１３３０
　　

图１１３３１
　　

图１１３３２

（５）与 （３）同，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３３、图１１３３４、图１１３３５）。
（６）与 （２）同 （图１１３３６、图１１３３７）。
要点：前手推出时，身体不可前俯后仰，要松腰、松胯。推掌时要沉肩垂肘、坐腕舒

掌，同时须与松腰、弓腿上下协调一致。搂膝拗步成弓步时，两脚 跟 的 横 向 距 离 保 持 在

３０厘米左右。

图１１３３３
　　

图１１３３４
　　

图１１３３５
　　

图１１３３６
　　

图１１３３７

２手挥琵琶

右脚跟进半步，上体后坐，身体重心转至右腿上；上体半面向右转，左脚略提起稍向

前移，脚跟着地，脚尖翘起，膝部微屈，成左虚步。同时左手由左下向上挑举，高与鼻尖

平，掌心向右，肘微向右屈；右手收回放在左臂肘部里侧，掌心向左。眼看左手食指 （图

１１３３８、图１１３３９、图１１３４０）。
要点：身体要平稳自然，沉肩垂肘，胸部放松。左手上起时不要直向上挑，要由左向

上、向前，微带弧形。右脚跟进时，脚掌先着地，再 全 脚 踏 实。身 体 重 心 后 移 和 左 手 上

起、右手回收要协调一致。

３左右倒卷肱

（１）上体右转，右手翻掌 （手心向上）经腹前由下向后上方划弧平举，肘微屈，左手

随即翻掌向上；眼的视线随着向右转体先向右看，再转向前方看左手 （图１１３４１、图１１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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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３８
　　

图１１３３９
　　

图１１３４０
　　

图１１３４１
　　

图１１３４２

（２）右臂屈肘折向前，右手经耳侧向前推出，手心向前；左臂屈肘后撤，手心向上，
撤至左肋外侧。同时左腿轻轻提起向后 （偏左）退一步，脚掌先着地，然 后 全 脚 慢 慢 踏

实，身体重心移到左腿上，成右虚步；右脚随转体以脚掌为轴扭正。眼看右手 （图１１３
４３、图１１３４４）。

（３）上体微向左转，同时左手随转体向后上方划弧平举，手心向上，右手随即翻掌，
掌心向上；眼随转体先向左看，再转向前方看右手 （图１１３４５）。

（４）与 （２）同，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４６、图１１３４７）。

图１１３４３
　

图１１３４４
　

图１１３４５
　

图１１３４６
　

图１１３４７

（５）与 （３）同，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４８）。
（６）与 （２）同 （图１１３４９、图１１３５０）。
（７）与 （３）同 （图１１３５１）。
（８）与 （２）同，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５２、图１１３５３）。

图１１３４８ 图１１３４９ 图１１３５０ 图１１３５１ 图１１３５２ 图１１３５３

要点：前推的手臂不要伸直，后撤的手臂也 不 可 直 向 回 抽，随 转 体 仍 走 弧 线。前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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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转腰松胯，两手的速度要一致，避免僵 硬。退 步 时，脚 掌 先 着 地，再 慢 慢 全 脚 踏

实，同时，前脚随转体以脚掌为轴扭正。退左脚略向左斜后，退右脚略向右斜后，避免使

两脚落在一条直线上。后退时，眼神随转体动作先向左、右手看，然后再转看前手，最后

退右脚时，脚尖外撇的角度略大些，便于接做 “左揽雀尾”的动作。
（三）第三组

１左揽雀尾

（１）上体微向右转，同时右手随转体向后上方划弧平举，手心向上，左手放松，手心

向下。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５４）。
（２）上体继续右转，左手自然下落逐渐翻掌经腹前划弧至右肋前，手心向上，右臂屈

肘，手心转向下，收至右胸前，两手相对成抱球状；同时身体重心落在右腿上，左腿收到

右脚内侧，腿尖点地。眼看右手 （图１１３５５、图１１３５６）。
（３）上体微向左转，左脚向左前方迈出，上体继续 向 左 转，右 腿 自 然 蹬 直，左 腿 屈

膝，成左弓步。同时左臂向左前方捧出 （即左臂平屈成弓形，用前外侧和 手 背 向 前 方 推

出），高与肩平，手心向后；右手向右下落放于胯旁，手心向下，指尖向前。眼看左前臂

（图１１３５７、图１１３５８）。
要点：捧出时，两臂前后均保 持 弧 形，分 手、松 腰、弓 腿 三 者 必 须 协 调 一 致；下 捋

时，下体不可前倾，臀下捋须随腰旋转，仍走弧线，左脚全脚掌着地。

图１１３５４
　　

图１１３５５
　　

图１１３５６
　　

图１１３５７
　　

图１１３５８

（４）身体微向左转，左手随即前伸翻掌向下；右手 翻 掌 向 上，经 腹 向 下，经 腹 前 向

上、向前伸至左前臂下方；然后两手下捋，即上体向右转，两手经腹前向右后上方划弧，
直至右手手心向上，高与肩齐，左臂平屈于胸前，手心向后；同时身体重心移至右腿；眼

看右手 （图１１３５９、图１１３６０）。
（５）上体微向左转，右臂屈肘折回，右手扶于左手腕里侧 （相距约５厘米）；上体继

续向左转，双手及左前臂同时向前慢慢挤出，右手心向后，左手心向前，左前臂要保持半

圆；同时身体重心逐渐前移变成左弓步；眼看左手腕部 （图１１３６１、图１１３６２）。
要点：向前挤时，上体要正直。挤的动作要与松腰、弓腿相一致。
（６）左手翻掌，手心向下，右手经左腕上 方 向 前、向 右 伸 出，高 与 左 手 齐，手 心 向

下，两手左右分开，宽与肩同；然后右腿屈膝，上体慢慢后坐，身体重心移至右腿上，左

脚向上翘起；同时两手屈肘回收至腹前，手心均向前下方，眼向前平看 （图１１３６３、图

１１３６４、图１１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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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５９
　　

图１１３６０
　　

图１１３６１
　　

图１１３６２
　　

图１１３６３

（７）上势不停，身体重心慢慢前移，同时两手向前，向上按出，掌心向前，左腿前弓

成左弓步；眼平看前方 （图１１３６６）。
要点：向前按时，两手须走曲线，手腕部高与肩平，两肘微屈。

２右揽雀尾

（１）上体后坐并向右转，身体重心移至右腿，左脚尖里扣。右 手 向 右 平 行 划 弧 至 右

侧，然后由右下经腹前向左上划弧至左肋前，手心向上；左臂平屈胸前，左手掌向下与右

手成抱球状；同时身体重心再移至左脚内侧，脚尖点地。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６７、图１１３
６８、图１１３６９、图１１３７０）。

图１１３６４
　　

图１１３６５
　　

图１１３６６
　　

图１１３６７
　　

图１１３６８

（２）同 “左揽雀尾”（３），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７１、图１１３７２）。
（３）同 “左揽雀尾”（４），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７３、图１１３７４）。

图１１３６９
　　

图１１３７０
　　

图１１３７１
　　

图１１３７２
　　

图１１３７３

（４）同 “左揽雀尾”（５），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７５、图１１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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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同 “左揽雀尾”（６），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７７、图１１３７８、图１１３７９）。

图１１３７４
　　

图１１３７５
　　

图１１３７６
　　

图１１３７７
　　

图１１３７８

（６）同 “左揽雀尾”（７），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８０）。

要点：均与 “左揽雀尾”相同，只是左右相反。

３单鞭

（１）上体后坐，身体重心逐渐移至左腿上，右脚尖里扣；同时上体左转，两手 （左高

右低）向左划弧，直至右臂平举，伸于身体左侧，手心向左，右手经腹前运至左肋前，手

心斜向后上方。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８１、图１１３８２）。
（２）身体重心再渐渐移至右腿上，上体右转，左腿向右腿靠拢，脚尖点地；同时右手

向右上方划弧 （手心由里转向外），至右斜前方时变勾手，略高于肩；左手向下经腹前向

右上划弧停于右肩前，手心向里。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８３、图１１３８４）。

图１１３７９
　

图１１３８０
　

图１１３８１
　

图１１３８２
　

图１１３８３

（３）上体微向上转，左脚向左前侧方迈出，右脚跟后蹬，成左弓步。在身体重心移向

左腿的同时，左掌随上体的继续左转慢慢翻转向前推出，手心向前，手指与眼齐平，肘微

屈。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８５、图１１３８６）。

要点：上体保持正直、松腰。定 势 时，右 肘 稍 下 垂，左 肘 与 左 膝 上 下 相 对，两 肩 下

沉。左手向外翻掌推时，要随转体边翻边推出，不要翻掌太快或最后突然翻掌。

４云手

（１）身体重心移至右腿上，身体渐向右转，左脚尖里扣；左手经腹前向右上划弧至右

肩前，手心斜向后，同时右手变掌，手心向右前。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８７、图１１３８８、图

１１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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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８４
　　

图１１３８５
　　

图１１３８６
　　

图１１３８７
　　

图１１３８８

（２）上体慢慢左转，身体重心随之逐渐左移；左手由脸前向 左 划 弧，手 心 转 向 左 下

方；右手由右下经腹前向左上划弧，至左肩前，手心斜向后；同时进右脚靠近左脚，成小

开立步，两脚距离约１０～２０厘米 （图１１３９０、图１１３９１）。
（３）右手向右划弧，手心翻转向右；随之左腿向左横跨一步；上体再向左转，同时左

手经腹前向上划弧至右肩前，手心斜向后。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９２、图１１３９３、图１１３
９４）。

图１１３８９
　　

图１１３９０
　　

图１１３９１
　　

图１１３９２
　　

图１１３９３

（４）同 （２）（图１１３９５、图１１３９６）。
（５）同 （３）（图１１３９７、图１１３９８、图１１３９９）。

图１１３９４
　　

图１１３９５
　　

图１１３９６
　　

图１１３９７
　　

图１１３９８

（６）同 （２）（图１１３１００、图１１３１０１）。

要点：身体转动要以腰脊为轴，松腰、松胯，身体重心不可忽高忽低。两臂随腰的转

动而运动，要自然圆活，速度要缓慢均匀。移动时，脚掌先着地再踏实，脚尖向前，眼的

视线随云手而移动。第三个 “云手”右脚跟最后跟进时，脚尖微向里扣，便于接 “单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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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５单鞭

（１）上体向右转，右手随之向右划弧，至右斜前方时变成勾手；左手经腹前向左上划

弧至右肩前，手心向内。身体重心落在右腿上，左脚尖点地。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１０２、图

１１３１０３、图１１３１０４）。

图１１３９９
　　

图１１３１００
　　

图１１３１０１
　　

图１１３１０２
　　

图１１３１０３

（２）上体微向左转，左腿向上前侧方迈出，右脚跟后蹬，成左弓步；在身体重心移向

左腿的同时，上体继续 左 转，左 掌 慢 慢 翻 转 向 前 推 出，成 “单 鞭”式 （图１１３１０５、图

１１３１０６）。
要点：与前单鞭式相同。
（四）第四组

１高探马

（１）右脚跟进半步，身体重心逐渐后移至右腿上；右勾手变掌，两手转向上，两肘微

屈；同时身体微向右转，左转跟渐渐离地。眼看左前方 （图１１３１０７）。
（２）上体微向左转，面向前方，右掌经右耳旁向前推出，手心向前，手指与眼同高；

左手收至左侧腰前，手心向上，同时左脚微向前移，脚尖点地，成左虚步，眼看左手 （图

１１３１０８）

图１１３１０４
　　

图１１３１０５
　　

图１１３１０６
　　

图１１３１０７
　　

图１１３１０８

要点：上体自然正直，双肩要下沉，右 肘 微 下 垂。跟 步 移 换 重 心 时，身 体 上 下 要 有

起伏。

２右蹬脚

（１）左手前伸至右手腕背面，手心向上，两手相互交叉，随即 向 两 侧 分 开 交 向 下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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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手心斜向下，同时左脚提起向左斜方进步 （脚尖略外撇）；身体重心前移，右腿自然

蹬直，成左弓步。眼看前方 （图１１３１０９、图１１３１１０、图１１３１１１）。
（２）两手继续向下划弧交向外翻转，至腹前交叉，右手在外，手心均向后，接着，两

手同时上托于胸前；同时右脚向左脚靠拢，脚尖点地。眼平看右前方 （图１１３１１２）。
（３）两臂左右划弧分开平举，肘微屈，手心均向外；同时左腿屈膝提起，右脚向右前

方慢慢蹬出。眼看右手 （图１１３１１３、图１１３１１４）。

图１１３１０９
　　

图１１３１１０
　　

图１１３１１１
　　

图１１３１１２
　　

图１１３１１３

要点：身体要稳定，上体不可前俯后仰。两手分开时，腕部与肩齐平，右臂和右腿上

下相对。蹬腿时，右腿尖回勾，劲使腿跟。分手和蹬脚须协调一致。如面向南起势，蹬脚

方向应为正东偏南 （约３０°）。

３双峰贯耳

（１）右腿收回，屈膝平举，左手由后向上、向前下落至体前，两手心均翻转向上；两

手同时向下划弧分落于右膝盖两侧。眼看前方 （图１１３１１５、图１１３１１６）。
（２）右脚向右前方落步，身体重心渐渐前移，成右 弓 步，面 向 右 前 方；同 时 两 手 下

落，慢慢变拳，分别从两侧向上、向前划弧至前方，两拳拳峰相对，距离略窄于肩，高与

耳齐。眼看右拳 （图１１３１１７、图１１３１１８）。

图１１３１１４
　　

图１１３１１５
　　

图１１３１１６
　　

图１１３１１７
　　

图１１３１１８

要点：定势时，头颈正直，松胯，两拳松握，沉肩垂肘，两臂均保持弧形。双峰贯耳

式的弓步和身体方向与右蹬脚方向相同。弓步的两脚跟横向距离同 “揽雀尾”式。
（五）第五组

１转身左蹬脚

（１）左腿屈膝后坐，身体重心移至左腿，上体左转，右脚尖里扣；同时两拳变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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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左右划弧分开平举，手心向前。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１１９、图１１３１２０）。
（２）身体重心再移至右腿，左脚收到右脚内侧，脚尖点地；同时两手由外腹前向里划

弧合抱于胸前，左手在外，手心均向后。眼平看左方 （图１１３１２１图１１３１２２）。
（３）两臂经上左右划弧分开平举，肘微屈，手心均向外；同时左腿屈膝提起，左脚向

左前方慢慢蹬出。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１２３、图１１３１２４）。

图１１３１１９
　　

图１１３１２０
　　

图１１３１２１
　　

图１１３１２２
　　

图１１３１２３

要点：与右蹬脚式相同，只是左右相反，左蹲脚方向与左蹬脚成１８０°（即 正 面 偏 北

约３０°）。

２左下势独立

（１）左腿屈膝平举，上体右转，右掌变成勾手，左掌向上，向右划弧下落，立于右肩

前，掌心斜向后。眼看右手 （图１１３１２５、图１１３１２６）。
（２）右腿慢慢屈膝下蹲，左腿由内向左侧 （偏后）伸直，成左仆步，左手下落，并沿

左腿内侧向前穿出。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１２７、图１１３１２８）。

图１１３１２４
　

图１１３１２５
　

图１１３１２６
　

图１１３１２７
　

图１１３１２８

要点：右腿全蹲时，上体不可过于前倾，右腿伸直，左脚伸直，左脚尖须向里扣，两

脚脚掌全部着地，左脚尖与右脚跟踏在一条直线上。
（３）身体重心前移，左脚尖尽量向外撇，左腿前弓，右 腿 后 蹬 成 左 弓 步，右 脚 尖 里

扣，上体微向左转变向前抬起；同时左臂继续向前伸出 （立掌），掌心向右，右勾手下落，

勾尖向上，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１２９）。
（４）右腿慢慢屈膝提起，成左独立式；同时右勾手变掌，并由后下方顺右腿外侧向前

弧形摆起，屈臂立于右脚上方，肘与膝相对，手心落于左胯旁，手心向下，指尖向前。眼

看右手 （图１１３１３０、图１１３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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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上体要正直，支撑腿膝要微屈，提膝时脚尖自然下垂。

３右下势独立

（１）右脚下落于左脚前，脚掌着地，然后以左脚前脚掌为轴 脚 跟 转 动，身 体 随 之 左

转；同时左手向后平举变成勾手，右掌随着转体向左侧划弧，立于左肩前，掌心斜向后。
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１３２、图１１３１３３）。

图１１３１２９
　　

图１１３１３０
　　

图１１３１３１
　　

图１１３１３２
　　

图１１３１３３

（２）同 “左下势独立”（２）解，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１３４、图１１３１３５）。
（３）同 “左下势独立”（３）解，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１３６）。
（４）同 “左下势独立”（４）解，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１３７、图１１３１３８）。

图１１３１３４
　

图１１３１３５
　

图１１３１３６
　

图１１３１３７
　

图１１３１３８

要点：右脚尖触地后必须稍微提起，然后再向下仆腿。其 他 均 与 “左 下 势 独 立”相

同，只是左右相反。
（六）第六组

１左右穿梭

（１）身体微向左转，左脚向前落地，脚尖外撇，右脚跟离地，两腿屈膝成半坐盘式；
同时两手在左胸前成抱球状 （左上右下）：然后右脚收到左脚的内侧，脚尖点地。眼看前

臂 （图１１３１３９、图１１３１４０、图１１３１４１）。
（２）身体右转，右脚向右前方迈出，屈膝弓腿，成右弓步；同时右手由脸前向上翻掌

停在右额前，手心斜向上；左手先向后向下再经体前向前推出，高与鼻尖平，手心向前。
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１４２、图１１３１４３、图１１３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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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１３９
　　

图１１３１４０
　　

图１１３１４１
　　

图１１３１４２
　　

图１１３１４３

（３）身体重心略向后移，右脚尖稍向外撇，随即身体重心再移至右腿，左脚跟进，停

于右脚内侧，脚尖点地；同时两手在右胸前成抱球状 （右上左下）。眼看右前臂 （图１１３
１４５、图１１３１４６）。

（４）同 （２），只是左右相反 （图１１３１４７、图１１３１４８、图１１３１４９）。
要点：完成姿势面向斜前方 （面向南起势，左右穿梭方向分别 为 正 西 偏 北 和 正 西 偏

南，均约３０°）。手推出后，上体不可前俯。手向上举 时，防 止 引 肩 上 耸。一 手 上 举，一

手前推要与弓腿、松腰上下协调一致。做弓步时，两脚跟的横向距离同搂膝拗步式，保持

在３０厘米。

图１１３１４４
　　

图１１３１４５
　　

图１１３１４６
　　

图１１３１４７
　　

图１１３１４８

２海底针

右脚向前跟进半步，身体重心移至右腿，左腿稍向前移，脚尖点地，成左虚步；同时

身体稍向右转，右手下落经体前向后、向上提至肩上耳旁，再随身体左转，由右耳旁斜向

前下方插出。掌心向左、指尖斜向下；与此同时，左手向前，向下划弧落于左胯旁，手心

向下，指尖向前。眼看前下方 （图１１３１５０、图１１３１５１）。
要点：右手前下插时，上体不可过于前倾，要松腰胯，收腹敛臀。

３闪通臂

上体稍向右转，左脚向前迈出，屈膝成左弓步；同时右手由体前上提，屈臂上举，停

于右额前上方，掌心翻转斜向上，拇指朝下；左手上提经胸前向前推出，高与鼻尖平，手

心向前。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１５２、图１１３１５３、图１１３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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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１４９
　　

图１１３１５０
　　

图１１３１５１
　　

图１１３１５２
　　

图１１３１５３

要点：定势时，上体不可过于侧倾，推掌架臂均保持微屈。
（七）第七组

１转身搬拦捶

（１）上体后坐，身体重心移至右腿上，左脚尖里扣，身体向右后转，然后身体重心再

移到左腿上；与此同时，右掌变拳随转体向左、向下经腹前划弧至左肋旁，拳心向下；左

掌上举于额前，掌心斜向上。眼看前方 （图１１３１５５、图１１３１５６）。
（２）上体右转，左掌在胸前下按至腹前，掌心向下，掌指向右，同时右拳经胸前向前

翻转搬盖，拳心向上；与此同时，右脚回收经左脚内侧 向 前 迈 出，脚 尖 外 撇。眼 看 右 拳

（图１１３１５７、图１１３１５８）。

图１１３１５４
　　

图１１３１５５
　　

图１１３１５６
　　

图１１３１５７
　　

图１１３１５８

（３）全身重心移至右腿上，左脚向前迈一步；左手经左侧向 前 上 划 弧 拦 出，掌 心 向

右，同时右拳向右划弧收到右腰旁，拳心向上。眼看左手 （图１１３１５９）。
（４）左腿前弓成左弓步，同时右拳向前打击，拳眼向上，高与胸平，左手扶于右前臂

里侧。眼看右拳 （图１１３１６０）。
要点：“搬”应先按后搬并与右腿伸落相配合。“拦”应以腰带臂平行绕动向前平拦。

“捶”应与成线形步配合。整个动作过程均要上体自然，上、下肢协调一致。

２如封似闭

（１）右拳变掌，两手手心逐渐翻转向上，左手由右腕下向前伸出，然后左右分开并屈

肘回收；同时 身 体 后 坐，身 体 重 心 移 至 右 腿，左 脚 尖 翘 起。眼 看 前 方 （图１１３１６１、图

１１３１６２、图１１３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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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１５９
　

图１１３１６０
　

图１１３１６１
　

图１１３１６２
　

图１１３１６３

（２）两手在胸前向内翻转，向下经腹前再向上、向前推出，腕部与肩平，手心向前；
同时左腿屈膝成左弓步。眼看前方 （图１１３１６４、图１１３１６５、图１１３１６６）。

要点：身体后坐后，避免后仰，臀部不可凸出。两臂随身体回收时，肩、肘部略向外

松开，不要直着抽回。两手推出宽度不要超过两肩。

３十字手

（１）屈膝后坐，身体重心移向右腿，左脚尖里扣，上体右转，右手随着转体向右平摆

划弧，与左手成两臂侧平举、掌心向前，肘部微屈；同时右脚尖随着转体向外撇，成左横

裆步。眼看右手 （图１１３１６７、图１１３１６８）。

图１１３１６４
　

图１１３１６５
　

图１１３１６６
　

图１１３１６７
　

图１１３１６８

（２）身体重心慢慢移至左腿，右脚尖里扣，随即向左收回，两脚距离与肩同宽，两腿

逐渐蹬直，成开立步：同时两手向下经腹前向上划弧，腕部交叉合抱于胸前，两臂撑圆，
腕高与肩平，右手在外，成十字手，手心均向后。眼看前方 （图１１３１６９、图１１３１７０）。

要点：两手分开合抱时，上体不要前俯。站起后，身体自然正直，头要微向上顶，下

颏稍向后收。两臂抱时须圆满舒适，沉肩垂肘。

４收势

两手向外翻掌，手心向下，两臂慢慢下落，停于身体两侧；眼看前方 （图１１３１７１、
图１１３１７２、图１１３１７３）。

要点：两手左右分开下落时，要注意全身放松，同时气也徐徐下沉 （呼气略加长）。
呼吸平稳后，把左脚收到右脚旁，再走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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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１６９
　　

图１１３１７０
　　

图１１３１７１
　　

图１１３１７２
　　

图１１３１７３

第四节　初　级　剑

一、初级剑术的基本特点

剑是武术短器 械 中 的 一 种，剑 术 以 刺、点、崩、挑、削、截、撩、劈、挂、架 等 技

法，配合左手剑指和各种步形、步 法、腿 法、平 衡、跳 跃、旋 转 等 动 作 构 成 套 路。演 练

时，动作轻快，身法短捷，富于韵律感。初级剑术是剑术的基础套路，内容丰富，结构严

密，动作优美，简明易学，有利于促进内脏器官机能的改善，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

使身体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而且初级剑术与初级长拳一样，其内容结构也是以技击动

作为中心的，如第一段以刺、劈、抹、撩、斩、架为中心；第二段以劈、点、截、刺、崩

为中心；第三段以挑、刺、劈、截为中心；第四段以劈、撩、崩、削为中心。这些技击方

法配合步形、步法和身法的变化，组成单个动作、段和套。因此，经常进行初级剑套路的

练习，既可增强体质，增进健康、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又能提高攻防意识，并为练习其

他剑术套路打下基础。

二、动作名称

（一）预备式

（二）第一段　　（三）第二段

１弓步直刺 １虚步平劈

２回身后劈 ２弓步下劈

３弓步平抹 ３带剑前点

４弓步左撩 ４提膝下截

５提膝平斩 ５提膝直刺

６回身下刺 ６回身平崩

７挂剑直刺 ７歇步下劈

８虚步架剑 ８提膝下点

（四）第三段 （五）第四段

１并步直刺 １弓步平劈

２弓步上挑 ２回身后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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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歇步下劈 ３歇步上崩

４右截腕 ４弓步斜削

５左截腕 ５进步左撩

６跃步上挑 ６进步右撩

７仆步下压 ７坐盘反撩

８提膝直刺 ８转身云剑

（六）结束动作

三、动作说明及图解

（一）预备式

身体正直，并步站立。左手持剑：以拇指为一侧，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为另一侧，分

握护手盘与剑柄的分界处，掌心贴在护手盘下部，手背朝前，食指贴于剑柄，剑身贴于前

臂 （即小臂）后侧。右手握成剑指：食指和中指伸直并拢，无名指和小指屈向手心，拇指

压在无名指的指甲上，手腕反屈，手背朝上，食、中指内 扣 指 向 左 下 侧。两 臂 在 体 侧 下

垂，两肘微上提。目向左平视 （图１１４１）。
要点：持剑时，前臂与剑身要紧贴并垂直于地面。两肩松沉，上身微挺胸、收腹，两

膝挺直。
第一步：
（１）上身半面向右转，右脚向右上一步，屈膝；左脚前脚掌碾地，脚跟外展，膝盖挺

直，成右弓步。在右脚上步的同时，右手剑指从身体右侧经胸前屈肘上举，至左肩后向右

前方平伸指出，拇指一侧在上。目视剑指 （图１１４２）。
（２）上身右转。左手持剑由左侧直臂上举，经头部前上方向右侧划弧，至身前时，拇

指一侧朝下作反臂平举；同时，右手剑指屈肘收于右腰侧，手心朝上 （图１１４３）。
（３）左脚向右脚并步。左手持剑随之下落，垂于身体左侧；同时，右手剑指向右侧平

伸指出，拇指一侧在上。目视剑指 （图１１４４）。

图１１４１
　　

图１１４２
　　

图１１４３
　　

图１１４４

要点：（１）上述的上步剑指平伸、转体持剑向右侧划弧和并步剑指平伸三个分解动

作，必须连贯起来做。（２）动作过程中，两肩必须放松。（３）持剑转体向右侧划弧时，左

臂直臂上举，腰向右拧转，两脚不可移动。（４）左臂向右侧划弧至与肩同高时，肘略屈，
使右手剑指从左手背上穿出成立剑指。左手持剑继而下落于身体左侧，剑身垂直于地面。

第二步：



　
　
　
第
十
一
章
　
武
　
　
术

３７９　　

（１）左脚向左上一步、屈膝；右脚前脚掌碾地使脚跟外展，膝部挺直，成左弓步。上

身随之向左转。在左脚上步的同时，左手持剑屈肘经胸前向上、向前弧形绕环，平举于身

体左侧，拇指一侧在下 （图１１４５）。
（２）左腿伸直站立，右脚向前并步。左手持剑随之 从 身 前 下 落，垂 于 身 体 左 侧；同

时，右手剑指屈肘沿右耳侧向前平伸指出，拇指一侧在上。目视剑指 （图１１４６）。

图１１４５
　　

图１１４６

要点：右手剑指向前指出时，肘要伸直，剑指尖稍高过肩。
第三步：
（１）左手持剑由右手剑指上面向前平伸穿出，拇指一侧在下；右手剑指顺左臂下面屈

肘收于左肩前，并且屈腕使手指朝上。上身右转；右脚向右侧跨步、屈膝；左脚脚尖随之

里扣，膝盖挺直，成右弓步。目向左平视 （图１１４７）。
（２）上身右转，右手剑指经身前向右侧平伸指出，拇指一侧在上。目视剑指 （图１１

４８）。
要点：成右弓步时，左腿要挺 直，两 脚 的 全 脚 掌 均 着 地。上 身 略 向 前 倾，挺 胸、塌

腰。左手持剑伸平，左肩放松。
第四步：
右脚的前脚掌里扣，上身左转，重心落于右腿；左脚随之也移回半步、屈膝，并以前

脚掌虚着地面，成左虚步。在左脚移步的同时，左手持剑向胸前屈肘，手心朝外；右手剑

指也向胸前屈肘，手心朝里，准备握左手之剑，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９）。
要点：做左虚步时，右实左虚要分明，右脚跟不要掀起。上身要挺胸、塌腰，并稍前

倾。两肘要平，剑尖要稍高于左肘。

图１１４７
　　

图１１４８
　　

图１１４９

（二）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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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弓步直刺

右手接握左手之剑，左手握成剑指。左脚向前上半步、屈膝；右脚前脚掌碾地，脚跟

外展，膝部挺直，成左弓步。同时，上身左转，右 手 持 剑 向 身 前 平 伸 直 刺，拇 指 一 侧 在

上；左手剑指随之伸向身后平举，拇指一侧在上。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１０）。
要点：做弓步时，前腿屈膝蹲平，两脚的全脚掌全部着地。上身稍向前倾，腰要向左拧

转、下塌，臀部不要凸起。两肩松沉，右肩前倾，左肩后引，剑尖稍高于肩（图１１４１１）。

图１１４１０
　　

图１１４１１

２回身后劈

左脚不动，膝部伸直；右脚向前上一步，膝略屈，上身右转。同时，右手持剑经上向

后劈，剑高与肩平，拇指一侧在上；左手剑指随之由下向前上弧形绕环，在头顶上方屈肘

侧举，拇指一侧在下，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１２）。
要点：上步、转身、平劈和剑指向上侧举必须协调一致。转身后，腰要向右拧转，左

脚不要移动。剑身和持剑臂必须成直线。

３弓步平抹

左脚向左前方上一步、屈膝；右腿在后，膝部挺直，脚尖里扣，成左弓步。同时，左

手剑指由胸前下降，经左下向上弧形绕环，在头顶上方屈肘侧举，拇指一侧在下，右手持

剑 （手心转向上）随之向前平抹，剑尖稍向右斜。目视前方 （图１１４１３）。

图１１４１２
　　

图１１４１３

要点：抹剑时，手腕用力须柔和。

４弓步左撩

（１）上身左转，右腿屈膝在身前提起，脚尖下垂，脚背绷直。同时，右手持剑臂外旋

使剑由前向上、向后划弧，至后方时，屈肘使手腕、前臂贴靠腹部，手心朝里；左手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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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由头顶上方下落，附于右手腕部 （手心朝下）。目视剑身 （图１１４１４）。
（２）右腿继续向右前方落步、屈膝；左腿在后蹬直，脚尖里扣，成右弓步。同时，右

手持剑由后向下、向前反手撩起，小指一侧在上；左手剑指随右 手 运 动，仍 附 于 右 手 腕

处。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１５）。
要点：剑由前向后和由后向前弧形撩起时，必须与提膝和向前落步的动作协调一致，

握剑不可太紧。形成弓步后，上身略向前倾，直背、收臀，剑尖稍低于剑指。

图１１４１４
　　

图１１４１５

５提膝平斩

左脚向前上一步，右手手腕向左上翻转、屈肘，使剑向左平绕至头部前上方，右脚随

之由后向身前屈膝提起。右手继续翻转手腕。使剑向右平绕至右方后 （手心朝上），再用

力向前平斩，左手剑指由下向左、向上弧形绕环，屈肘横举于头部左上方。目视前方 （图

１１４１６）。
要点：剑从左向后平绕时，上身必须后仰，使剑从脸部上方平绕而过，不可从头顶绕

行。提膝时，左腿必须挺膝伸直站稳，右腿屈膝尽量上 提，右 脚 贴 护 裆 前，上 身 稍 向 前

倾，挺胸、收腹。

６回身下刺

右脚向前落步，脚尖外撇，膝略屈，上身右转。同时，右手持剑手腕反屈，使剑尖下

垂，随之向后下方直刺，剑尖低于膝，拇指一侧在上；左手剑指先向身前的右手靠拢，然

后在刺剑的同时，向前上方伸直，拇指一侧在上。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１７）。

图１１４１６
　　

图１１４１７

要点：右手持剑要先屈肘收于身前，在右脚向前落步和上身右转的同时，使剑用力刺

出。左腿伸直，右腿稍屈，腰向右拧转，剑指、两臂和剑身须成一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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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挂剑直刺

（１）左脚向前上一步，屈膝略蹲，右臂内旋先使拇指一侧朝下成反手，然后翘腕、摆

臂，使剑尖向左、向上抄挂，当持剑手抄至左肩时，再屈肘使剑平落于胸前，手心朝里；
此时左腿伸直 站 立，右 腿 随 之 在 身 前 屈 膝 提 起，左 手 剑 指 屈 肘 附 于 右 手 腕 处 （图１１４
１８）。

（２）接着，以左脚前脚掌碾地，上身右转，右手持剑使剑向下插，左手剑指仍附于右

手腕处。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１９）。
（３）上动不停，仍以左脚前脚掌为轴碾地，右脚向身后跨一大步、屈膝，上身从右向

后转；左腿在后蹬直，脚尖里扣，成右弓步。同时，右手持剑向前直刺，剑尖与肩同高，
拇指一侧在上；左手剑指随之向后平伸，拇指一侧在上。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２０）。

图１１４１８
　　

图１１４１９
　　

图１１４２０

要点：挂剑、下插、直刺三个分解动作必须连贯，它们与跨步、提膝、转身、弓步的

动作要协调一致。弓步直刺后，两脚全脚掌均着地，上身稍向前倾，挺胸、塌腰。

８虚步架剑

（１）右手持剑先将剑尖由左向右搅一小圈，臂内旋使持剑手的拇指一侧朝下。同时，
以左脚跟和左脚前脚掌为轴碾地，右脚尖外撇，上身从右向后转，左脚向前收拢半步，两

膝均略屈成交叉步。在转身的同时，右手持剑反手向后立方屈肘上架；左手剑指屈肘经左

肩前附于右手腕处。目向左平视 （图１１４２１）。
（２）右腿屈膝不动。左脚向前进一步，膝盖稍屈，前脚掌虚着地面，重心落于右腿，

成左虚步。在右手持剑略向后牵引的同时，左手剑指向前平伸指出，手心朝下。目视剑指

（图１１４２２）。
要点：虚步必须虚实分明，右肘略屈使剑身成立剑架于额前上方，左臂伸直，剑指稍

高过肩。
（三）第二段

１虚步平劈

左脚脚跟外展，上身右转，重心移于左腿，右脚跟随之离地，成为前脚掌虚着地面的

右虚步。在转身的同时，右手持剑向下平劈，拇指一侧在上；左手剑指即向上屈肘，手心

向左上方。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２３）。
要点：虚步必须虚实分明，劈剑时手腕要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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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４２１
　　

图１１４２２
　　

图１１４２３

２弓步下劈

右脚踏实，身体重心前移，左手剑指伸向右腋下，右手持剑臂内旋使手心朝下。左脚

随即向左前方上步、屈膝；右腿在后蹬直，脚尖里扣，成左弓步。在左脚上步的同时，右

手持剑屈腕向左平绕，划一小圈后向前下方劈剑，剑尖高与膝平；左手剑指随之由右腋下

面向左、向上绕环，在头顶上方屈肘侧举，上身略前俯。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２４）。
要点：劈剑时，右肩前顺，左肩后引，剑尖与手、肩成一直线。

３带剑前点

（１）右脚向左脚靠拢，以前脚掌虚着地面，两腿均屈膝略蹲。右手持剑向上屈腕，使

剑向右耳际带回。肘微屈；左手剑指随之由前下落，附于右手腕处。目向右前方平视 （图

１１４２５）。
（２）上动不停，右脚向右前方跃一步，落地后即屈 膝 半 蹲，全 脚 着 地；左 脚 随 之 跟

进，向右脚并步屈膝，以脚尖点地，成丁步。同时，右手持剑向前点击，拇指一侧在上；
左手剑指即屈肘向头顶上方侧举，手心朝上。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２６）。

图１１４２４
　　

图１１４２５
　　

图１１４２６

要点：向前点击时，右臂前伸、屈腕，力点在剑尖，手腕稍高于肩。剑尖略比手低。
成丁步后，右腿大腿尽量蹲平，左脚脚背绷直，脚尖点在右脚脚弓处，两腿必须并拢。上

身稍前倾，挺胸、直背、塌腰。

４提膝下截

（１）右腿伸直，左腿退步后屈膝，上身后仰。右臂外旋手心朝上。使剑向右、向后上

方弧形绕环；左手剑指不动 （图１１４２７）。
（２）上动不停，右臂内旋使手心朝下，继续使剑向左、向前下方划弧下截，同时上身

向前探倾，左腿屈膝提起。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２８）。
要点：剑从右向左的圆形划弧下截是一个完整动作，必 须 连 贯 起 来 做。左 膝 尽 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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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脚背绷直；右腿膝部挺直，站立要稳。右臂和剑身成一直线，剑身斜平。

图１１４２７
　　

图１１４２８

５提膝直刺

（１）右腿略屈膝；左脚向前落步，脚尖外撇。右臂外旋使手心朝上，并在左脚落步的

同时向上屈肘，将剑柄收抱于胸前，手心朝里，剑尖高与肩平，左手剑指随之下落，屈肘

按于剑柄上。此时两腿成为交叉步，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２９）。
（２）右腿向身前屈膝提起，左腿伸直站立。右手持剑向前平直刺出，拇指一侧在上；

同时左手剑指向后平伸指出，手心朝下。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３０）。
要点：抱剑与落步，直刺与提膝，必须协调一致。

６回身平崩

图１１４２９
　　

图１１４３０

（１）右脚向前落步，脚尖外撇；左脚前脚掌碾地使脚跟外转，屈膝略蹲，同时上身向

右后转，成交叉步。右手持剑臂外旋使手心朝上，屈肘向胸前收回，剑身与右前臂成水平

直线；左手剑指随之直臂上举，经左耳侧屈肘前落，附于右手心上面。目视剑尖 （图１１
４３１）。

（２）上身稍向右转，左腿挺膝伸直，右腿略屈膝。同时，右手持剑使剑的前端用力向

右平崩，手心仍朝上；左手剑指屈肘向额部左上方侧举。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３２）。
要点：收剑和平崩两个动作必须连贯起来做。平崩时，用力点在剑的前端；平崩后，

上身向右拧转，但左脚不得移动。

７歇步下劈

右脚蹬地起跳，左脚向左跃步横跨一步，落地后，右腿即向左腿后侧插步，继而两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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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膝全蹲，成歇步。在跃步的同时，右手持剑向上举起，并在形成歇步时向左下劈，拇指

一侧在上，剑尖与踝关节同高；左手剑指随着下劈动作，下按于 右 手 腕 上 面。目 视 剑 身

（图１１４３３）。

图１１４３１
　　

图１１４３２
　　

图１１４３３

８提膝下点

（１）右手持剑先使手心朝下成平剑，然后以两脚的前脚掌 碾 地。上 身 经 右、向 后 转

动，两腿边转边站立起来，右手持剑平绕一周。当剑绕至上身右侧时，上身稍向左后仰，
同时剑身继续向外、向上弧形绕环，剑尖接近右耳侧；此时左手剑指离开右手腕向上屈肘

侧举。目视前下方 （图１１４３４）。
（２）上动不停，右腿伸直站立，左腿屈膝提起，上身向右侧下探俯，同时右手持剑向

前下点击，拇指一侧在上。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３５）。
要点：仰身外绕剑与提膝下点两个动作必须连贯、同时完成。右腿独立时，膝部要挺

直，左膝尽量上提。点剑时，右手腕要下屈，剑身、右臂、左臂和剑指要在同一个垂直面

内。

图１１４３４
　　

图１１４３５

（四）第三段

１并步直刺

（１）以右脚前脚掌为轴碾地，使上身向左后转。在转身的同时，右臂内旋并向拇指一

侧屈腕，使剑尖指向转身后的身前；左手剑指随之由上经右肩前、腹前绕环，向正前方指

出，手心朝下。目视剑指 （图１１４３６）。
（２）左脚向前落步，右脚随之跟进并步，两腿均屈膝半蹲。同时，右手持剑向前平伸

直刺，拇指一侧在上；左手剑指顺势附于右手腕处。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３７）。
要点：两腿半蹲时大腿要蹲平，两膝、两脚均须紧靠并拢。上身前倾，直背、落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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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臂伸直，剑尖与肩相平。

图１１４３６
　　

图１１４３７

２弓步上挑

右脚上步屈膝，同时左脚脚跟稍内转，左腿挺膝伸直，成右弓步。右手持剑直臂向上

挑举，剑尖向上，手心朝左；左手剑指仍向前平伸指出，手心朝下。上身稍微前倾，目视

剑指 （图１１４３８）。
要点：左臂伸直，左肩前顺，剑指路高过肩；右臂直上举，剑刃朝前后。上身挺胸、

直背、塌腰。

３歇步下劈

右腿伸直，左脚向前上步，脚尖外撇，随之两腿交叉屈膝全蹲，成歇步。同时，右手

持剑向前下劈，拇指一侧在上，剑尖与踝关节同高；左手剑指屈肘附于右手腕里侧。上身

稍前俯，目视剑身 （图１１４３９）。
要点：成歇步时，左大腿盖压在右大腿上面，左脚全掌着地，右脚脚跟离地，臀部坐

在右小腿上。劈剑时，右臂尽量向前下方伸直，剑身与地面平行。劈剑与跃步成歇步动作

须同时完成。

４右截腕

两脚以前脚掌碾地，并且两腿稍伸直立起，使 上 身 右 转，右 腿 屈 膝 半 蹲，左 腿 稍 屈

膝，左脚前脚掌虚着地面，成左虚步。右臂内旋使拇指一侧朝下，用剑的前端下刃向前上

方划弧翻转，随着上身起立成虚步，右手持剑再向右后上方托起，左手剑 指 仍 附 于 右 手

腕，两肘均微屈。目视剑的前端 （图１１４４０）。
要点：两腿虚实必须分明，上身稍向前倾，剑 身 平 横 于 右 额 前 上 方，剑 尖 稍 高 于 剑

柄。

５左截腕

左脚向前上半步，并以前脚掌碾地使上身向左后转，右脚随之向前上一步，前脚掌着

地，两腿均屈膝，成左实右虚之右虚步。在右脚进步的同时，右臂外旋，使剑身的前端向

左前上方划弧翻转。手心朝上，剑身与地面平行；左手剑指随之离开右手腕，屈肘向上侧

举。目视剑的前端 （图１１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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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４３８
　　

图１１４３９
　　

图１１４４０
　　

图１１４４１

要点：同上述右截腕。

６跃步上挑

（１）左脚经身前向前上一步，右脚随之在身后离地，小腿后弯。同时，右臂外旋手心

朝里，使剑由右向上、向左屈肘划弧，剑至上身左侧时，右手靠近左胯旁，拇指一侧在上

并向上屈腕；左手剑指在右手向左下落时附于右手腕上。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４２）。
（２）左脚蹬地，右脚向右侧跃步，落地后屈膝略低左脚随之离地屈膝从身后伸向右侧

方，形成望月式平衡。上身向左侧倾俯。在右脚跃步的同时，右手持剑由左胯旁向下、向

右划弧，当剑到达右侧方时，臂外旋并向拇指一侧屈腕，使剑向上挑击；左手剑指即向左

上方屈肘横举，拇指一侧在下。目视右侧方 （图１１４４３）。

要点：跃步和上挑动作必须协调一致，迅速进行。挑剑时，腕部要猛然用力上屈。形

成平衡动作后，右腿略屈膝站稳，左小腿尽量向上抬起。上身向右拧转，剑身斜举于右侧

上方，持剑手略松，便于手腕上屈。

７仆步下压

（１）右手持剑使剑尖从头上经过，继而自身后、向右弧形平绕，当剑绕到右侧时，即

屈肘将剑柄收抱于胸部前下方，手心朝上。同时，右膝伸直。上身立起，左腿屈膝提于身

前，左手剑指仍横举于左额前上方 （图１１４４４）。

图１１４４２
　　

图１１４４３
　　

图１１４４４

（２）上动不停，左手剑指经身前下落，按在右手腕上。左脚随之向左侧落步，屈膝全

蹲；右腿在右侧平铺伸直，脚尖里扣，成右仆步。同时，右手持剑用剑身平面向下带压，

剑尖斜向右上方。上身前探，目向右平视 （图１１４４５）。

要点：做仆步时，左腿要全蹲，臀部紧靠脚跟，不要凸起，两脚全脚掌均着地。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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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探时要挺胸，两肘略屈环抱于身前。

８提膝直刺

两腿直立站起，左腿屈膝提于身前，右腿挺 直 站 立。同 时，右 手 持 剑 向 身 前 平 伸 直

刺，拇指一侧在上；左手剑指屈肘在左侧上举，拇指一侧在下。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４６）。
要点：右腿独立须挺膝站稳，左膝尽量上提，脚背绷直，脚尖下垂。上身稍右倾，右

肩、右臂和剑身要成一直线，左臂屈成半圆形。

图１１４４５
　　

图１１４４６

（五）第四段

１弓步平劈

右臂外旋，先使手心朝向背后、剑的下刃转翻向上，继而上身左转，同时左脚向左后

侧落一大步、屈膝；右脚以前脚掌为轴碾地，脚跟稍外转，右腿挺膝伸直，成左弓步。左

手剑指随着持剑臂的运行而向右、向下、向左、向上圆形绕环，仍 屈 肘 举 于 头 部 左 侧 上

方；同时，右手持剑向身前平劈，拇指一侧在 上，臂 要 伸 直，剑 尖 略 高 于 肩。目 视 剑 尖

（图１１４４７）。
要点：向前劈剑和剑指绕环这两个动作必须协调一致、同时完成，两肩要放松。

２回身后撩

右脚向前上一步，膝微屈；左脚随之离地，小腿向上弯屈；上身前俯，腰向右拧转。
右手持剑随右脚上步而向后反撩，剑尖斜向下方，拇指一侧在下；左手剑 指 前 伸 成 侧 上

举，拇指一侧在下。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４８）。
要点：右脚站立要稳，左脚脚背绷直，上身挺胸，两肩放松。

图１１４４７
　　

图１１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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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歇步上崩

（１）右脚蹬地，左脚向前跃步，上身随之向右后转；左脚落地，脚尖稍外撇，右腿摆

向身后。在上身转动的同时，右臂外旋，使拇指一侧朝上；左手剑指在身后平伸，手心朝

下。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４９）。
（２）上动不停，右脚在身后落步，两腿均屈膝全蹲，左大腿盖压在右大腿上，臀部坐

在右小腿上，成歇步。同时，右手持剑直臂下压，手腕向拇指一侧上屈，使剑尖上崩；左

手剑指随之屈肘在头部左上方侧举，拇指一侧在下。目视剑身 （图１１４５０）。
要点：向前跃步、歇步和剑尖上崩三个动作要连贯协调。跃步要远，落地要轻 （前脚

掌先着地）。上崩时腕部要猛然用力上屈，剑尖高与眉平。歇步时上身前俯，胸须内含。

图１１４４９
　　

图１１４５０

４弓步斜削

（１）左脚脚尖里扣，上身右转，右脚随之向前上步、屈膝，左腿在身后挺膝伸直，成

右弓步。右手持剑臂外旋使手心朝上，在转身的同时。屈肘向左肋前收回，左手剑指随之

从身前下落，按在剑柄上。上身向右前倾，目视前方 （图１１４５１）。
（２）上动不停，右手持剑由后向前，上方斜面弧形上削，手心斜向上方。手腕稍向掌

心一侧弯屈；同时，左手剑指伸向后方，拇指一侧在上。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５２）。
要点：斜削时，右臂稍低于肩，剑尖 斜 向 脸 前 右 上 方，略 高 于 头；左 臂 在 身 后 侧 平

举，剑指指尖略高于肩部。

图１１４５１
　　

图１１４５２

５进步左撩

（１）右腿伸直，上身向左转，左腿稍屈膝。同时，右手持剑使手心，朝里经脸前边转

身边向左划弧，剑至体前时，左手剑指附于右手腕里侧。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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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右脚跟为轴碾地，脚尖外撇，上身向右后转；左脚随之向前上步，以前脚掌虚

着地面。同时，右手持剑反手向下、向前、向上 继 续 划 弧 撩 起，剑 至 前 上 方 时，肘 部 略

屈，拇指一侧在下。剑尖高与肩平；左手剑指随右手动 作，仍 附 于 右 手 腕 上。目 视 剑 尖

（图１１４５４）。

图１１４５３
　　　　

图１１４５４

要点：上述两个剑身的划弧动作，必须连贯成一个完整的绕环动作。撩剑后，右腿微

屈，左腿伸直，身体重心落于右腿，剑尖稍微朝下。

６进步右撩

（１）右手持剑直臂向上、向右后方划弧，左手剑指随势收于右肩前，手心朝右。目视

剑尖 （图１１４５５）。
（２）左脚踏实后以脚跟为轴碾地，脚尖外撇，右脚随之向左脚前上一步，前脚掌虚着

地面。同时，右手持剑由右向下、向前划弧抡臂撩起，剑至前方时，肘微屈，手心朝上，
剑尖高与头平；左手剑指随之由右肩前向下、向前、向后上方绕环，屈肘侧举于头部左上

方，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５６）。
要点：同上述进步左撩，惟左右相反。

７坐盘反撩

右脚踏实后向前上一小步，随即左脚从右腿后向右侧插一步，两腿屈膝下坐，成坐盘

式。在左脚插步的同时，右手持剑向上、向左、向下、再向右上方反手绕环斜上撩，剑尖

高过头顶；左手剑指随之经体前向下、向后上方划弧，屈肘横举 于 左 耳 侧，拇 指 一 侧 在

下。上身向左前倾俯，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５７）。

图１１４５５
　　

图１１４５６
　　

图１１４５７

要点：坐盘必须与反撩剑动作协调进行。坐盘时，左腿盘坐地面，左脚背外侧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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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腿盘落于左腿上，全脚掌着地，脚尖朝身前。上身倾 俯 时 胸 要 内 含，剑 尖 与 右 臂、左

肘、左肩成一直线。

８转身云剑

（１）右脚蹬地，两腿伸直站起，并以两脚的前脚掌 碾 地，使 上 身 向 左 后 转；转 身 之

后，右腿屈膝略蹲：右脚踏实，左膝微屈，前脚掌虚着地面，身体重心落于右腿。同时，
右手持剑随身体转动一周后屈肘使剑平举，拇指一侧在下；此时左手剑指附于右手腕处。
目视剑尖 （图１１４５８）。

（２）上动不停，上身后仰，右手持剑向左、向后、向右、向前圆形云绕一周，剑至身

前时，右手手心朝上、松把，使剑尖下垂；左手剑指放开，拇指一侧朝上，准备接握右手

之剑。此时重心前移，左脚踏实，右腿伸直，上身前倾。目视左手 （图１１４５９）。
要点：转身和云剑动作必须连贯，云剑要平、要快，腕关节放松使之灵活。
（六）结束动作

右手将剑柄交于左手后即握成剑指，左手接剑后反握住剑柄向身体左侧下垂。此时右

脚向右前方上步，脚尖里扣，屈膝略蹲，上身随之左转；左脚随之向前移步，以前脚掌虚

着地面，膝微屈。在上身左转的同时，右手剑指随之由身后向上屈肘侧举于头部右上方，
手心朝上。目向左平视 （图１１４６０）。

要点：重心落于右腿，上身前倾，挺胸、塌腰，两肩松沉，左肘略上提，剑身紧贴前

臂后侧，并与地面垂直。
右腿伸直，右脚向左脚靠拢，并步站立。右手剑指下落于身体右侧、手心朝下，恢复

成预备式。目向正前方平视 （图１１４６１）。
要点：同预备式。

图１１４５８
　　

图１１４５９
　　

图１１４６０
　　

图１１４６１

第五节　散　　手

散手是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斗智、较技的对抗性竞赛项目。散手以不伤害对

方为原则，其竞赛规则严格规定了后脑、颈部、裆部等为禁击部位。散手具有增强体质、
健体防身、磨练意志、培养品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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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技术

（一）手型、实战姿势和拳法技术

１手型

拳：五指内屈握紧，拇指第一指骨压在食指和中指的第二指骨上，拳心朝下为平拳，
拳眼朝上为立拳。

２实战姿势

准备姿势是以尽量缩小被打击面积，有利于灵活快速的出击为基本原则。
基本实战姿势为，两脚前后开立，略比肩宽，两脚尖内扣，两膝微屈，重心在两腿之

间，前、后脚开立角 度 约４５° （一 般 正 架 左 脚 在 前，反 架 右 脚 在 前，可 根 据 个 人 习 惯 选

择）；两手握拳，左前右后，拳眼朝上，左手臂弯曲，肘关节夹角在９０°～１２０°之间，左拳

与鼻同高，右手臂弯曲，肘关节夹角要小；含胸拔背，收腹，双肘保护两软肋部，方向向

下，身体站立，下颌微收，闭嘴含齿，面向对手，两脚尽量脚前掌着地，便于移动。（图

１１５１）

图１１５１　实战姿势

３拳法

（１）冲拳

①左冲拳实战姿势 （一般为正架，左手在前），左脚微蹬地，左膝微向内转动，带动

胯、腰直至肩部将转动力变为向前的推力，传达到大臂至小臂，最后力达拳面。左冲拳的

路线是一条向前的直线，然后迅速还原成实战姿势。
要领：姿势灵活放松，不可僵化，以便于随时移动变化；重心不可太低，膝关节不得

小于９０°，两手紧护躯体，暴露给对手打击的有效部位尽量小；冲拳时，上体不 可 前 倾，
膜略向右侧平转，出拳路线要直，快出快收，迅速回到准备姿势。

左冲拳的用法：击打对手头部；重心下降击打对手腹部。

②右冲拳实战姿势，右脚蹬地并向内扣转动，脚带动胯部、腰部将力传送至肩，顺肩

推动大臂、小臂，最后力达拳面。右冲拳的路线是一条直线。此时，左拳变掌回收到右肩

内侧，保护头部。
要领：出拳时要将自脚至身体之力，经过发力过程顺利到达拳面，所以动作要协调。
右冲拳的用法：在双方对峙时，左冲拳刺开对方破绽，右冲拳充分利用蹬腿、转腰的

力量加大冲拳力度，直击对方要害部位，如头部；当对手左掼拳 向 头 部 攻 击 时，俯 身 下

躲，同时右冲拳击对手中盘腹部；当对手右冲拳进攻中盘时，先以左手拍压其拳，继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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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拳反击其头部。（图１１５２）

图１１５２　右冲拳

（２）掼拳

①左掼拳：由实战姿势开始，上体微向右转，幅度不能过大，带动肩部、臂部直至拳

面。
左掼拳是一种横向型进攻动作。出拳时，肘部微翻至水平面，横向用力，肘的角度约

１２０°；左拳向前、向里横掼，拳心向下，力达拳面，右拳护于右腮。
左掼拳的用法：双方对峙时，对方出左冲拳，突然向右闪，左掼拳反击其头部；对方

右掼拳时，俯身不躲闪，向左侧倾，立身反击对手右侧下腮部；对手左抄拳向胸腹部进攻

时，左掩肘防守后，左掼拳反击其头部。

②右掼拳：右掼拳的特点是能充分借助右脚蹬地转腰的力量，力度较大，但因进攻路

线长，动作幅度大，一般在连击或防守反击时较多用。由实战姿势开始，右脚蹬地向内扣

转，合胯向左转腰，顺肩，肘部微屈；由下至水平抬起，右拳再由外至里横掼，弧度不能

太大，力达拳面；左拳变掌，屈臂回收至左腮前做保护。
要领：右掼拳从发力时肋部动作跟上，由下至水平面快速出拳，当收拳时，肘部要随

身体迅速回收保护软肋部。
右掼拳的用法：双方对峙时，俯身以左拳虚晃，佯攻其腹部，继而起身右掼拳攻其头

部；对手右掼拳进攻腹部，左手向里掩肘防守，右掼拳反击其头部；双方相峙时，突然左

向上步。攻对方左肋处。（图１１５３）

图１１５３　右掼拳

（３）抄拳

抄拳属于上下进攻型动作，由于击打距离短，适用于近距离实战。双方接触时，正面

攻击对手的胸、腹或下颏。由实战姿势开始，重心下沉。脚蹬地拧转，左、右转动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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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腰带动大臂、小臂，两臂的肘部屈９０°～１１０°角。拳心朝里，由下向前上方勾起，力达

拳面。动作要连贯、顺达，用力由下至上。抄拳时，臂应微内旋，拳呈螺旋形运行。
要领：抄拳要借助脚蹬地、扣膝、合胯、转腰的力量，发力由下至上，协调顺达，重

心下沉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脚蹬地拧转的反作用力，加大抄拳力量。
抄拳的用法：对手左抄拳进攻胸部、腹部时，沉身做转右掩肘后，以左抄拳反击躯干

部位；对手右掼拳进攻上盘右侧时，左手挂挡右抄拳反击其躯干以上正面部位。（图１１５
４）

图１１５４　抄拳

（二）散手中的基本步法与腿法技术

１步法

步法是散手技术中的重要内容。实战时，双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只有通过步法的移

动才能抢占有利的位置、发动进攻或转换防守。距离不合适，有效的进攻和防守就是一句

空话。武术谚语云：“步慢则拳脚慢，手到步到方之为动。”步法的总体要求是 “疾、准、

活”。“疾”是指步法移动要迅速；“准”是指移动的步幅要准确；“活”是指步法移动要灵

活多变，不僵不滞，富有弹性。散手实战中表现出来的步法要综合使用，其中基本步法包

括进步、退步、撤步、插步、跨步、闪步、换步、盖步、纵步、垫步、跃步等。下面简单

介绍几种步法。
（１）进步

由实战姿势开始，前脚 （左脚）先向前进半步，后脚 再 跟 进 半 步，进 步 步 幅 不 宜 过

大，后脚跟进后的身体姿势不变，衔接进步与跟步时越快越好。
（２）退步

后脚先后退半步，前脚再退回半步。
（３）插步

后脚向左横移一步，脚跟离地，两脚略呈交叉。插步时身体不要转动，左侧面仍与对

手相对。插步后要及时还原成实战姿势。
（４）跨步

左脚 （右脚）向左 （向右）侧跨半步，右脚略向左脚靠近，两膝弯曲。同时右拳向斜

下方伸出，左拳收至左胯旁。此步法主要用于侧闪防守，跨步后身体重心下降，以利于反

击。两腿要一虚一实，两臂分别防守上、下，形成较大防守面。
（５）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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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右）脚向左 （右）侧 移 半 步，右 （左）脚 随 之 向 左 （右）滑 步，同 时 身 体 转 动

９０°，步法轻盈，转体闪躲灵活、敏捷。
（６）换步

左脚与右脚同时蹬地并前后交换，同时两拳也前后交换成反架姿势。转换时要以髋关

节带动两腿，身体不能明显向上腾空。

２腿法

腿法是散手技术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古谚道：“手是两扇门，全靠腿打人”。
（１）蹬腿

①左蹬腿实战姿势站立，面向对手，右腿直立或稍屈，左腿提膝抬起。勾脚，先向前

蹬出，力达脚跟；也可送髋，脚掌下压，力达脚前掌。

②右蹬腿实战姿势，身体重心前移，左腿直 立 或 稍 屈 支 撑 身 体，右 腿 提 膝 前 抬。勾

脚，出脚时应稍送髋，身体轻微前压，以脚跟领先向前蹬出，力达脚跟，脚掌下压，力达

脚前掌。（图１１５５）
要领：支撑直立或稍屈，另一脚由屈到伸，脚尖勾起用脚跟猛力蹬出，快速连贯，高

不过胸，低不过腰，出腿时一定要注意蹬腿的路线是直线，不要做成弹腿。

图１１５５　蹬腿

用法：散手中的蹬腿，除与套路中的要求相 同 外，还 吸 取 了 前 点 腿 的 优 点，力 达 脚

跟。当击中对方时，脚踝发力，前脚掌下压，这样击后容 易 将 对 方 蹬 开 或 使 其 倒 地。例

如，当双方移动，与对手正面相对时，蹬腿击其躯干，是为主动蹬腿；当与对手距离较远

时，垫步接近对方，同时蹬腿击其躯干，是为垫步蹬腿；当对方上步，用拳法进攻时，迎

面抢先用蹬腿击其躯干，是为迎面蹬腿。
（２）踹腿

①左踹腿实战姿势，右腿直立或稍屈支撑；左腿屈膝抬起，小腿外摆，脚尖勾起，脚

掌正对攻击目标，展胯、挺膝向前踹出，力达脚掌，上体也可倾斜。

②右踹腿左 腿 直 立 或 稍 屈 支 撑，身 体 向 左 转１８０°，同 时 右 腿 屈 膝 前 抬，小 腿 外 摆，

脚尖勾起，脚掌正对攻击目标，用力向前踹出，力达脚掌。（图１１５６）

实战范例：以左侧踢踹腿，假装攻击对方下肢，随即用右踹腿实攻对方上肢；左侧弹

腿假装攻对方下肢，然后转身踹腿攻击对方上肢。

用法：踹腿是比赛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腿法之一，配合步法运用，变化多，宜于在不同

距离上使用。例如，当对方向前进步时，退步，左踹腿反击对方下肢，是为退步踹腿；当

对方进步时先用踹腿击其下肢，若对方提膝躲闪，可当其落地时，二次踹腿击其胸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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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图１１５６　踹腿

为连续踹腿；先用前踹腿击对方，对方后撤躲闪，前腿落地，继续以后腿踹击对方头部，
是为转换踹腿。

（３）横摆踢腿

①左横摆踢腿上体稍左转并侧倾，同时带动左腿收 髋、扣 膝，直 腿 向 右 上 方 横 摆 打

腿，踝关节屈紧，力达脚背至小腿下端。

②右横摆踢腿实战姿势开始，左膝外展，上体左转，收腹，带动右腿收髋、扣膝，直

腿向左上方横摆打腿，踝关节屈紧，力达脚背至小腿下端。
用法：以身带腿，速度快，力量大，运用得好能起到重创对手的作用；但因其弧形横

摆，路线长，幅度大，较易被对手察觉和防守，实战中应注意动作快速及把握好时机。
（４）转身横扫腿

①左转身横扫腿右脚向左脚前上步，微屈独立支撑，左后转身３６０°；随 转 体 上 体 稍

侧倾，左腿经左后向前横扫，脚面绷平，力达脚掌；目视左脚。

②右转身横扫腿身体右后转３６０°，随转体右腿直腿由后向前横扫，脚 背 绷 紧，力 达

脚掌；目视右脚。
实战范例：当对方用右侧弹腿攻击上肢时，拍挡防守后随即用 右 后 横 扫 腿 攻 击 敌 上

肢。
用法：横扫腿是横向型的进攻动作，虽动作路线长，但在直线动作难以进攻时，突然

改变路线，亦能使对手防不胜防。运用时往往以假动 作 做 掩 护，动 作 要 果 断、敏 捷、快

速。此动作适合提高班学习。
（５）后扫腿

左腿屈膝全蹲，脚前掌为轴；两手扶地向右后方弧线擦地，直腿后扫，脚掌内扣前勾

紧，力达脚后跟至小腿下端背面。
实战范例：当对方以左弹腿攻击我上肢时，拍挡防守后，随即用后扫腿攻击对方支撑

腿。
用法：交战中，突然下蹲，没有经验的对手都会产生瞬间的迟疑，容易被扫倒。此动

作适合提高班学习。
（三）摔法技术

１夹颈过背

双方由实战姿势开始，甲以左直拳击乙头部，乙用前臂挡甲臂，左臂由甲左肩上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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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屈肩夹甲颈部，同时两腿屈膝，身体右转，以左侧髋部紧贴甲前身，继而两脚蹬伸，
向下弓腰、低头，将甲背起，向后摔倒。（图１１５７）

图１１５７

２抱腿过胸

甲用右冲拳击乙头部，乙立即上 右 步，屈 膝，弓 腰，两 手 抱 甲 双 腿，随 即 向 前 上 右

步，蹬腿，挺身将甲抱起后，向后弓腰，仰头，后倒。

要点：上步下潜快，抱腿紧，仰头后倒大胆，空中翻身及时。

３抱腿前顶

甲出拳击乙头部时，乙上左步，下潜躲闪，两手抱甲腿，屈肘，两手用力回拉，同时

用左肩前顶甲大腿或腹部，将甲摔倒。

４接腿勾腿摔

当对方用右侧弹腿踢击时，左手抄抱其小腿，右手由对方右肩上穿过，下压其颈部，

同时左手上抬，右脚向前上方踢其支撑腿将对方摔倒。

５接腿侧摔

当对方用右侧弹腿踢击时，双手抓握对方右脚，并向左拉，随即向下、向右上方成弧

形摆荡将其摔出。

６接腿上托摔

当对方用右正蹬腿踢击时，两手抓握其小腿下端，随即屈臂上抬，两手挟托其脚后，

同时上右步，向前上方推展将其摔倒。
（四）防守技术

拳经说 “功中能守守不丢，守中善攻练家愁，严守只 为 攻 必 进，能 攻 才 能 好 防 守”。

防守是积极主动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攻。防守方法有以下几种。
（１）拍挡正架预备姿势开始，左手 （右手）以拳心或掌心为力点向里横向拍挡。

要点：前臂尽量呈垂直状，拍挡幅度小，用力短促。切勿向前迎拨，否则幅度过大。
（２）拍压左手 （右手）变掌，掌心或掌根的力点由上向前拍压。

要点：臂要弯曲，手腕和掌指要紧张用力，臂内旋，虎口、指尖均朝右 （左）。
（３）阻挡两脚蹬地，身体前移，以肩部或手心阻挡对方直线拳法的进攻，以臂部阻挡

对方直线的进攻。
要点：身体紧张，含缩，闭气，尽量缩小被击面，两手保护要严密。
（４）挂挡左手屈臂向同侧头部或肩部挂挡。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３９８　　

要点：大小臂叠紧并贴于头侧，要含胸侧身，暴露面小。
（５）外抄左手臂外旋弯曲，上臂紧贴肋部，前臂水平，手心朝上，同时右手屈臂紧贴

腹部，立掌，手心朝外，手指朝上。
要点：上臂紧护躯干，两手成钳子状，抱脚时两手相合锁扣。
（６）里抄左臂外旋，微屈，紧贴腹前，手心朝上，同时右手臂紧贴胸前，虎口朝上，

掌心朝外。
要点：与外抄相同。
（７）撤步前脚由前向后收步，接近后脚时脚前掌着地，重心落于后腿。
要点：前脚回收迅速，虚点地面，上体正直，支撑要稳。
（８）提膝后膝微屈独立支撑，前腿屈膝提起。
要点：重心后移，提腿迅速，根据对方腿法进攻的路线、方位，膝盖分别有里合、外

摆或垂直向外的变化。

二、基本战术

散手的战术方式是指为了完成战术意图而由各种动作组成的具体方法。散手以它丰富

的技术内容和相生相克、互相制约、相互转换的技术规律，为散手多彩多姿的战术形式提

供了先决条件。散手的战术方式有以下三种。
（一）直攻战术

直攻战术是指在没有虚晃假动作的掩护下，所使用的攻击对方的方法。运用直攻战术

须具备以下条件：
（１）当对方的反应速度、动作速度、位移速度没有自己快时；
（２）当对方的攻防动作不够熟练时；
（３）当对方的体力不足时；
（４）当对方的防守姿势出现空隙时；
（５）当与对方的距离能有效地使用进攻动作时。
（二）强攻战术

强攻战术是指硬性突破对方的防守后发出的攻击。运用强攻战术须具备以下条件：
（１）力量、速度、耐力素质比较好，但技术不如对方时；
（２）身体素质好，技术比较全面，但比赛经验不如对方时；
（３）对方的近战能力比较差时；
（４）对方的耐力比较差时；
（５）对方的心理素质比较差时。
采用强攻战术，以扰乱和破坏对手的心理平衡、战术准备和距离感，从而乱中取胜。

猛冲猛打并不是盲目蛮干，而是通过强攻这一战术手段，扬己所长，实现 打 击 对 方 的 目

的。
（三）佯攻战术

佯攻战术是有目的地造成对方的错觉，把对方引入歧途，实现真实进攻。在散打比赛

中，佯攻是最为常见的战术形式之一。随着战术水平的普遍提高，特别是当对手反应快、
防范能力强时，直接进攻容易被防守、截击或反击。采用左右、前后、上下虚晃动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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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上打下、指下打上、指左打右、指右打左等假动作，可以转移对方的注意力，促使对方

对自己的虚假动作产生某种反应，而改变正确的防守姿势，然后加以利用，使自己的进攻

机会得以出现，可以提高进攻效率。

三、综合练习

（一）绝对力量的练习

发展运动员的绝对力量基本采用本人最大力量６０％～７０％的负荷重量来练习，重复

次数为８～１２次，组数以不降低重复次数为原则，组间间歇时间为２～５分钟。
训练中，经常采用的具体方法如下：
（１）杠铃屈臂两脚左、右开立，两手反握杠铃，提杠铃至腹前，以肘关节为轴做两臂

屈伸动作。
（２）仰卧在长凳上，做卧推杠铃动作。
（３）负重仰卧起坐，将两脚固定，或请同伴扶按两脚，两手持杠铃片置于脑后，做仰

卧起坐动作。
（４）负重仰卧体后屈俯卧，两脚固定，两手持杠铃片置于脑后，做身体抬起动作。
（５）负重深蹲肩负杠铃，深蹲起。
（二）速度力量的练习

发展运动员的速度力量应采用小重量的负荷或不加外负荷，练习时动作速度要快而连

贯。训练中，经常与基本动作结合，主要方法有下面几种。
（１）马步推砖 （哑铃）两脚并立，屈膝半蹲成马步；两手持砖 （哑铃），屈肘置于胸

前，手心向内，然后左右手依次向前推出。推砖时，借助腰力，转腰顺肩，旋臂伸肘，爆

发用力。
（２）蹲跳冲拳半蹲或全蹲，两手握拳，屈肘抱于胸前，当右脚上步时，冲左拳；左脚

上步时，冲右拳，并收回左拳。
（３）腿负重练习腿系沙袋做蹬、踹、弹等各种腿法练习。
（三）力量耐力的训练

在散手训练中的力量，首先是爆发力，其次是力量耐力。发展运动员的力量耐力多采

用小重量负荷，重复次数多，直至极限的重复次数。采用的动作方法如下。
（１）推小车同伴帮助将两腿抬起，做两臂支撑向前爬行动作。
（２）肋木举腿背靠肋木，两手抓握横木 （或能支撑一定重量的横杆）悬垂，做收腹举

腿动作。
（３）蹲步换跳一腿屈膝全蹲，另一腿前伸，跳步交换。
（４）匀速跑、越野跑心率控制在１５０次／分钟左右，负荷时间保持在３０分钟以上。
（５）打沙包进行拳法或腿法以及组合动作的计时练习，一般３～５分 钟，练 习３组，

每组间休息１～３分钟。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全力使用力量。
（四）柔韧素质训练

武术对柔韧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特别是腿部的柔韧练习。其方法如下。
（１）压腿分正压腿、侧压腿、后压腿。
（２）“吻靴”并步站立，右腿屈膝略蹲，左腿伸向身前，膝部挺直，脚尖翘起，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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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地；上身前俯，右手握住左脚内侧，左手握在脚尖外侧，两臂屈肘，两手用劲向后拉，
上身前俯用下额触及脚尖。略停片刻，上身直起，两臂伸直，接着做下一次。

（３）仆步压腿两脚左右开立，右腿屈膝全蹲，全脚着地，左脚挺膝伸直，脚尖里扣；
然后两手分别抓握两脚外侧，成左仆步。练习时，左右仆步交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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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跆　拳　道

第一节　跆拳道运动概述

跆拳道起源于朝鲜半岛，是一项古老而又有创新的竞技体育运动。远古朝鲜民族为了

狩猎获取食物，抗击外来入侵，在生活中采用一些格斗和锻炼身体的方法，到近代这些方

法受到高丽人民的喜好，逐步形成了 “手搏”“跆跟”。
目前跆拳道在世界上开展得非常普及，跆拳道协会有１５０个会员国，并在第２７届悉

尼奥运会上成为正式项目，我国开展此项运动才十余年时间，发展很快，深受青少年们的

喜爱，跆拳道运动的特点是以腿法为主，拳脚并用，非常刚烈，发力快而硬，并辅以发声

助威，给自己增强斗志，因此跆拳道有很高的竞技性和观赏价值。跆拳道突出一个 “礼”
字，任何练习者在不同的场合都要行礼鞠躬，强调 “以礼始、以礼终”的武道精神。练习

跆拳道能增强人的各种力量，使身体素质全面发展，培养无畏坚毅的意志品质。
为了正确评价跆拳道的技术、人格、耐性、勇气、诚实性和精神，跆拳道分为十级和

九段。初级选手从最低级１０级开始依次往上到１级；高级选手从最低段开始依次往上到

九段。一段到三段为学习阶段，四段到六段为步入行家阶段，从七段开始为精通技术和精

神阶段。
区别跆拳道选手的级别主要从腰带上来看：

１０级和９级为白带：表示空白，根本没有跆拳道知识，意味着入门阶段。

８级和７级为黄带：表示大地，草木在大地生根发芽，意味着学习基础阶段。

６级和５级为绿带：表示草木，成长中的绿色草木，意味着技术的进步阶段。

４级和３级为蓝带：表示蓝天，草木向着蓝天茁壮成长，意味着进度达到相当高的阶

段。

２级和１级为红 带：表 示 危 险，已 具 备 相 当 的 威 力，意 味 着 克 己 和 警 告 对 手 不 要 接

近。
黑带：表示白色的对立，相对于白色技术已经熟练，意 味 着 黑 暗 中 也 能 发 挥 自 身 能

力。
区别跆拳道的段位还要看道服和肩章：一段至三段的道服衣边有黑色带条，四段以上

道服的衣袖和裤腿两边有黑色带条。根据道服上的肩章和腰带上的罗马数字ｉ到ｉｘ可区别

段位和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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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跆拳道基本技术

一、基本步型和步法

１基本步型

（１）准备姿势。两脚开立与肩同宽，身体自然直立，两脚尖略外展，两手握拳置于腹

前。
（２）开立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身体自然直立，两膝微屈，两脚尖正对前方，两手

握拳置于体侧。
（３）马步。两脚开立，较肩宽，两脚尖平行或略内扣，挺胸直背，两腿屈膝半蹲，重

心落在两脚之间。
（４）弓步。又称前屈立。前后脚分立，两脚相距一步半，前腿屈膝，后腿伸直，前腿

膝关节与脚尖垂直，重心大部分落在前脚上，左脚在前称左弓步，右脚在前称右弓步。
（５）前探步。又称高前屈立。如走路姿势，两脚之间距离小于弓步，上体略前倾，前

腿膝关节略屈，重心大部分落在前脚上。左脚在前称左前探步，右脚在前称右前探步。
（６）虚步。前脚掌点地，脚跟提起，重心落在后脚。左脚在前称右虚步，右脚在前称

左虚步。
（７）交叉步。一脚向另一脚的前侧 （前交叉步）或后侧 （后交叉步）落 步，脚 尖 着

地，两腿屈膝交叉。
（８）并步。两腿直立，两脚跟并拢，脚内侧相靠，两臂握拳自然垂于体侧。

２步法

（１）前进步。前进步主要包括前滑步和前跃步，是主动进攻时常常采用的步法，也常

运用于假动作过程中的战术配合。标准实战姿势开始，两脚成斜马步，两 手 握 拳 置 于 胸

前。前进时，后脚蹬地，前脚先向前方滑出一步，后脚迅速跟上一步，称为前滑步；后脚

蹬地，前脚向前跳跃称为前跃步。在做跃步和滑步时候，重心不要起伏过大，尽量保持身

体重心的平稳移动。
（２）后退步。后退步包括后跃步和后滑步。由标准实战姿势开始，前脚掌用力蹬地，

两脚向后跃起退后一步，称为后跃步。若前脚掌蹬地后，后脚后移一步，前脚随即向后移

动一步，两脚以及身体仍保持原来姿势，叫做后滑步。应用此步法可以拉 开 与 对 手 的 距

离，避开对方的进攻或准备反击。
（３）后撤步。标准实战姿势开始，以后脚前脚掌为轴，前脚抬起向后经后脚内侧向后

撤一步，形成和原来相反的实战姿势。后撤步可根据实战需要左右变化，调整与对方的相

对距离，准备进行攻击或反击。
（４）侧移步。由标准实战姿势开始，两脚前脚掌同时向左 （右）侧蹬地，使身体向右

（左）侧移动，离开原来的位置。向左移称为左移步，向右移称为右移步。侧移步的作用

是避开对方有力攻击，移动到对方的侧面，准备进行反击。
（５）跳换步。由标准实战姿势开始，两脚同时蹬地使身体腾空，空中两脚前后交换，

同时转体；落地时身体姿势成另一侧的准备姿势。跳换步的腾空不宜高，略离地即可；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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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时要拧腰转髋，迅速敏捷，其目的是干扰对方的攻防思路，选择适宜自己进攻的方位和

转换自己身体的得分部位使对方不能得分，同时争取反击的空间和时间，马上转入进攻。
（６）弧形步。由标 准 实 战 姿 势 开 始，前 脚 的 前 脚 掌 原 地 蹬 碾 地 面，后 脚 同 时 向 左

（右）蹬地后右 （左）跨移一脚，成为与原来准备姿势不同方向的准备姿势。向左跨为左

弧形步 （或左环绕步），向右跨步为右弧形步 （右环绕步）。
（７）上步。上步是为了调整与对方的距离，为准备进攻和反击做准备。左势站立，以

左脚前脚掌为轴，右腿上前一步，成为右势实战姿势。
（８）垫步。垫步主要有两种，即前垫步和后垫步。垫步的动作要求快捷、连贯，迅速

接近或远离对手。

①前垫步：由基本姿势开始，右脚蹬离地面向左脚的脚跟方向移动一步，左脚随即迅

速前移一步，保持实战姿势，主要运用于主动进攻时接近对方。

②后垫步：由基本姿势开始，左脚掌蹬离地面向后快速移动一步落于右脚前，右脚随

即迅速后移一步，保持实战姿势不变。后垫步主要运用于防守和防守反击。
（９）组合步。指各种步法之间的不同组合。实际上，跆拳道技 术 在 实 战 运 用 的 过 程

中，无不通过各种步法的运用和变化而得到实施，而且使用的步法都是有意或无意地组合

起来综合运用的。运用步法的目的是为了调整距离，使自己的动作更加快速灵活，进而达

到进退自如、控制节奏、有效攻击和有效防守的目的。步法的组合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

而改变，把攻击和反击的技术与步法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在移动中进攻，在移动中防守，
在移动中反击，使步法的运用和拳法、腿法融为一体，成为进攻、防守、反击的有机连接

技术，从而达到取得实战胜利的目的。

二、基本进攻技术

跆拳道实战的基本进攻技术主要包括拳法、掌法、肘法、膝法和脚踢法，这些技法组

成了跆拳道实战的基本形式。只有练好基本进攻技术，才能为以后掌握更高难的动作打好

基础，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跆拳道选手和跆拳道实战家。所以，必须认真学习基本进攻技

术，体会其动作含义，揣摩研究基本进攻技术的实际运用规律，打下扎实的功底，为今后

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１拳的基本进攻技术

拳法是跆拳道实战中最基本而又非常重要的技术。运用拳法时，拳必须握紧，动作发

力要迅猛短促，完成击打动作后要立即收回，拳击出的过程中要做手臂的内旋动作，拳击

至最远端时手臂伸直，拳向下，击打目标后放松收回。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拳法。
（１）冲拳 （图１２２１、图１２２２）

①两脚开立，与肩同宽，两手握拳收于腰间，拳心朝上。

②左脚向前上步成左弓步；同时，右拳从腰间由屈到伸，臂内旋向前平冲。用拳面击

打对手的身体。除前冲拳外，还有侧冲拳、后冲拳。

③此拳通常用于对面部及下颚作上盘攻击；对胸部及腹部作中盘攻击；对下腹部、下

肋部及阴部做下盘攻击。此外，除了向对方攻来的部位施以防御性的自卫外，还可主动击

打对方手及脚部的肌肉、关节等，使其无法活动自如，抑制对手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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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２１
　　　　　　

图１２２２

（２）弹拳 （图１２２３、图１２２４）

①两脚开立，身体右转；两手握拳，两臂屈肘置于腹前，右拳在外，左拳在内，两拳

心均朝下，体左转，同时左臂屈肘提至胸前，以肘关节为轴使左拳由下颚向前弹击，力达

拳背。

②此拳通常用于攻击人的上唇、人中穴或面部。

图１２２３
　　　　　　

图１２２４

（３）鞭拳 （图１２２５，图１２２６）

①两脚前后开立；左手握拳，左臂屈肘上提至肩高，左拳置于右肩前方，拳心向内；
右手握拳收于腰间。

②左臂以肘关节为轴，由里向外用拳背鞭打对手的面部或胸部。

③此拳通常用于攻击人的面部或胸部。

图１２２５
　　　　　　

图１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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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劈拳 （图１２２７）

①两脚开立；同时左手握拳置于腹前，拳心朝内，右手握拳收于腰间。

②两脚不动：左臂由下向上向左直臂抡劈，用拳轮劈击对手的头部、颈部或胸部。

图１２２７

（５）截拳 （图１２２８，图１２２９）

①两脚开立，身体微右转；同时左手握拳，左臂屈肘上提，左拳置于右肩上方，拳心

朝内；右手握拳收于腰间。

②左脚向前上步成左弓步；同时，左臂以肘关节为轴，臂内旋向前，用拳轮横击对方

的面部、胸部或肋部。

图１２２８
　　　　　　

图１２２９

２掌的基本进攻技术

掌法在跆拳道实战中是非常多见的。虽然正式的跆拳道比赛不准使用掌法，但是，掌

法在跆拳道品势练习、实战格斗以及防身自卫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攻击效果，轻者致伤，
重者致残致命。因此练好掌法对增强实战格斗和防身自卫能力有着重大的意义。

（１）砍掌 （手刀砍，见图１２２１０、图１２２１１）

①两脚开立，右臂屈肘上举，右掌提至右耳旁，随即边伸臂边用右手刀向前横砍，掌

心朝上。

②右脚向前上步成右弓步；同时右臂由屈到伸向前横砍，用手 刀 砍 击 对 手 的 颈 动 脉

处，掌心朝上。

③砍掌分仰掌砍击、俯掌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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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２１０
　　　　　　

图１２２１１

（２）插掌 （贯手，见图１２２１２及图１２２１３）。

①两脚开立；握拳收于腰间掌心朝上。

②右脚向前上步成右弓步；同时右拳变掌，掌指朝前，从腰间由屈到伸向前插击，用

掌指末端插击对手的腹腔神经丛。

③插掌可分为立插掌和平插掌。

图１２２１２
　　　　　　

图１２２１３

（３）掌根推击 （图１２２１４，图１２２１５）

①两脚开立；两手握拳收于腰间拳心朝上。

②右脚向前上步，同时右手成 “熊掌”（四指并拢，第二指节卷屈、拇指扣于虎口处）
屈腕向前推出，力达掌根，从腰间向前推击，用掌跟击打对手的面部。

图１２２１４
　　　　　　

图１２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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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肘的基本进攻技术

肘关节由于骨结构本身的特点，使用肘的骨尖部，其击打的力度和威胁都很大。尤其

是在贴身的近距离攻击中，肘的威力能更充分发挥，给对方以强有力的打击。因为肘关节

前后左右都可以使用，所以肘的进攻动作可以向多个不同方向击出。
（１）项肘 （图１２２１６，图１２２１７）

①左脚开立侧向；左手握拳，左臂屈肘置于右胸前，拳心朝下；右臂屈肘，右掌贴附

左拳拳面。

②准备姿势开始，左脚向前迈出一步成左弓步，同时左臂屈肘上提至胸前，左拳置于

脚前，拳心向下；右拳变掌提到胸前，用右手掌推动左拳，以左肩关节为轴，左肘关节尖

领先，将左肘向前顶击。

③攻击的主要部位是头面部、胸部、腹部和肋部。

图１２２１６
　　　　　

图１２２１７

（２）挑肘 （图１２２１８，图１２２１９）

①两脚开立；两手握拳收于腰间，左拳拳心朝上；右掌拳心朝下。

②准备姿势开始，左脚向前迈一步成左弓步，同时右拳自腰间上举，右肘关节屈曲收

紧，肘尖自下向上挑起。挑时动作可用左右肘完成，只是方向相反。

③攻击的主要部位有下颚和腹部。挑肘时要拧腰顺肩，以增加挑肘的距离和力量。

图１２２１８
　　　　　　　

图１２２１９

（３）击肘 （图１２２２０，图１２２２１）

①两脚开立；右手握拳，右臂屈肘置于右腹前；左手附于右拳面。

②右脚向前上步成右弓步；同时，右臂以肘尖领先由外向里弧形摆动，用肘部横击对

手的腹腔神经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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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击肘时要尽量将身体重量作用于肘部，增加击肘的力量。

图１２２２０
　　　　　　　　

图１２２２１

４膝的基本进攻技术

膝关节在跆拳道实战格斗中是近距离攻击对方的主要武器之一，因为膝关节是人体关

节武器化中最具力量的一种，而且使用简单，一旦击中会致敌败北。膝关节的主要使用技

术是顶膝和撞膝技术。
（１）顶膝 （图１２２２２，图１２２２３）

①准备姿势开始，左脚上前迈半步成左弓步，同时双手自腰间前举，由拳变掌抓对方

的肩部或衣襟；随即双手用力向下压拉对方的肩部或衣襟，同时提右膝向上顶击。

②顶膝的主要部位有腹部、裆部、头面部。顶膝时两手的下压、下拉用力和提膝上顶

的力量协调进行，形成合力顶击对方。

图１２２２２
　　　　　　　

图１２２２３

（２）撞膝 （图１２２２４，图１２２２５）

①准备姿势开始，左脚掌为轴碾地，身体左转，同时右腿屈膝上提，自右下向左上侧

用膝部撞膝，两拳抱于腹前。

②左脚上步成左弓步；同时，双手抓住对手的双肩，使其身体前倾；右腿屈膝上提，
用膝部冲撞对手的头部或腹腔神经丛。

③撞膝的主要部位是腹腔神经丛和两软肋部。做动作时提膝、转体、撞膝的动作连续

协调，形成加速撞钟式的动作，以提高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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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２２４
　　　　　　　　

图１２２２５

５脚踢的基本进攻技术

跆拳道实战中脚踢进攻时一般使用的部位包括脚前掌、脚趾、脚背、足刀、脚后跟、
脚后掌 （脚跟底部）。利用这些部位可以进行站立踢、跳动踢、助跑踢、转身踢和飞踢等

不同形式的踢法进攻，每种踢法踢击的部位各有不同。实战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如

对方所处位置、暴露的部位、防守的姿势以及双方的距离，选择不同的踢法。
（１）前踢 （图１２２２６）

①实战姿势的基本姿势开始，右脚蹬地，髋 关 节 向 左 旋 转，双 手 握 拳 置 于 体 侧；同

时，右腿以髋关节为轴屈膝上提。

②当大腿抬至水平或稍高时，髋关节向前送，将要踢的那只腿弯曲举起，并把膝盖抬

到胸前，待脚的位置与目标成一直线后，再用弹性力从膝盖发力去踢，另外还可将脚趾向

后弯曲，用脚底去踢对方。

③膝关节夹紧，小腿放松，要有弹性；髋往前送，高踢时髋往上送；小腿回收与前踢

的速度一样快。主要攻击部位有面部、下颚、腹部、裆部。前踢亦可用于防守。

图１２２２６

（２）侧踢 （图１２２２７）

①实战的基本姿势开始；右脚蹬地，右腿以膝关节为 轴 屈 膝 提 起，两 手 捏 拳 置 于 体

侧，身体侧向对方站立。

②左脚以前脚掌为轴外旋１８０°，髋关节向左旋转，右腿以膝关节为 轴 向 前 蹬 伸，右

脚快速向右前上方直线踢出，力点在脚跟，发力后沿起腿路线收腿、放松，重心落下 （原
处或向前均可），再次回到实战姿势。

③起腿时大小腿、膝关节夹紧；踢出发力时头、肩、腰、髋、膝、腿和踝成一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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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腿直线踢出，原路线收回。侧踢动作的主要攻击部位有膝部、腹部、肋部、胸部和头

面部。

图１２２２７

三、组合技术

组合技术，就是根据比赛中攻防情况的变化，将两个以上的动作组合在一起的连接技

术。由于跆拳道比赛日趋激烈，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可能运动员在进攻的同时

就要防守，或是在防守的同时就要反击。使用单个的技术，往往会被有经验的选手化解或

反击。为了战胜对手，就必须在熟练掌握单个基本技术的基础上，掌握一些组合技术，使

对手在短时间内很难适应。当然这些组合技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运动员在比赛中要根据

场上的具体情况，灵活多变地运用组合技术，使得对手摸不清自己技术动作的规律，以达

到出奇制胜的目的。

１左冲拳两次连击

预备势站立 （图１２２２８）。第一次冲拳轻击 （图１２２２９），一击即弹回；第二次击打

要送肩转髋 （图１２２３０）。

图１２２２８
　　

图１２２２９
　　

图１２２３０

２左冲拳———左侧拳

预备势站立。出 左 拳 时，右 拳 护 住 右 颚 （图１２２３１）；左 拳 伸 直 后 即 屈 肘，左 臂 成

勾，左脚跟外转，左膝内扣，身体右转带左拳向右横击 （图１２２３２，图１２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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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２３１
　　

图１２２３２
　　

图１２２３３

３左右侧拳

预备势站立。左 脚 蹬 地，后 跟 提 起，左 膝 内 扣 身 体 右 转，同 时 左 臂 屈 成１３５°左 右，
左拳拳心向下，随转体向右横击 （图１２２３４，图１２２３５）；上动不停，右脚蹬地，身体

左转打右侧拳 （图１２２３６）。

图１２２３４
　　

图１２２３５
　　

图１２２３６

４四连击

预备势站立。左 脚 向 前 一 步，同 时 左 冲 拳 头 （图１２２３７），右 脚 跟 上 半 步，重 心 下

降，转腰送肩右冲拳击胸 （图１２２３８）；上动不停，向右转身，重心上升的同时左侧拳向

右横击 （图１２２３９）；上动不停，腰微下沉，右拳向前上勾，拳心朝里 （图１２２４０）。

图１２２３７
　　

图１２２３８
　　

图１２２３９
　　

图１２２４０

５上段左右冲拳

预备势站立。原地出左直拳 （图１２２４１）；左拳收回同时出右拳，出右拳要蹬腿转腿

送肩，体重７０％压在左腿上 （图１２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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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２４１
　　　　　　　

图１２２４２

第三节　跆拳道基本战术

运动员在比赛中，根据自己和对手的情况，充分发挥己方特长，限制对方特长，为战

胜对手而采取的计策和方法，即为战术。

跆拳道战术的实质在于使运动员能在跆拳道比赛中依据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运用自

己平时训练中所练就的各项技能，最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去战胜对手。在运用战术的过

程中，要树立正确的战术思想，体现以我为主、快速灵活的方针，要遵循跆拳道的技术发

展变化规律，使战术训练有明确的目的性。
（一）跆拳道比赛的战术原则

跆拳道比赛的战术原则，是制定战术计划、实施战术方案必须遵循的准则。主要的战

术原则有以下几种：

１根据跆拳道比赛技术特点的功能设计战术

技术，是实现战术的基础，战术又是通过一定的技术动作实现的，不同技术动作的组

合，表达了不同的战术意识。因此，根据跆拳道比赛技术动作的特点和功能设计战术是合

理、有效的发挥技术的战术原则之一。它能使我们从跆拳道技术的整体性、相对独立性、

相关性、动态性、有序性和互变规律性的系统观点出发，正确地 制 定 战 术，而 不 是 孤 立

地、片面地只考虑某一个战术环节和某一个战术动作的技术因素，产生单一的战术方案。

跆拳道比赛的技术以踢法为主，制定战术时根据踢法的不同形式、方位、远近、高低以及

动作之间的连接规律，按照不同动作的不同作用，充分运用竞赛规则允许的条件，制定不

同的战术方案。

２攻防兼顾的战术原则

跆拳道的比赛紧张、激烈、刺激，如果比赛中只一味讲究进攻或单纯防守，就会攻防

失调、顾此失彼。因此，比赛中一定要遵循攻防兼顾的原则，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对抗中临

战不惧，临危不乱，保持合理的攻防节奏和效果。攻防兼顾原则的运用是根据比赛时的具

体情况灵活应用的，比赛时如果你面对的是强于自己的对手，你就要加强防守，运用防守

反击战术与对手对抗；如果你面对的是弱于自己的对手，你就要采取主动进攻战术，争取

主动战胜对方。如果两人功力相当时，要攻防兼顾，充分发挥你 的 智 能，运 用 适 当 的 战

术，做到有序进攻，稳妥防守，抓住战机，猛烈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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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利用控制与反控制原则

在跆拳道比赛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名运动员虽然具有较好的专项身体

素质和较高的技、战术水平，但比赛中被对方控制得不能有效发挥，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对

方有效控制，因而导致比赛的失败。这种控制就是运用技、战术扼制对方 进 攻 的 有 效 方

法。如果你的控制能力好，运用技、战术合理，你就会占据比赛的主动和优势；相反，你

就会处于劣势和被动。但如果你具有更强的反控制技战术，你就会变被动为主动。

４灵活多变原则

跆拳道赛场上的局势是千变万化的，比赛时如果利用为数不多的战术，甚至采用固定

的战术，容易被对方摸到规律，使自己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在设计战术和进行战

术训练时，要根据比赛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多考虑几种战术组合及其相互之间的衔接配合

和变化运用。利用多种技战术方法，最大限度地体现不同的进攻方向和进攻点。利用比赛

场上的时间、空间、角度、方向和位置，以及真假动作的交替变化，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

的条件和规则允许，设计和练习灵活多变、多种形式的战术组合、战术意图。而且，这些

战术一定要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否则，只有华而不实的技术战术动作组合，形式再多，动

作再漂亮，也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５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设计战术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即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清楚地了解对方

的实际情况，才能百战百胜。跆拳道比赛中同样需要运用这一策略。要想战胜对方，就要

了解对方的具体实力和各种优缺点，然后针对这些具体情况考虑设计相应的战术，实现运

筹帷幄，决胜于比赛之中的战略战术意图。因此，在双方交战前一定要全面了解对手的具

体情况。
（二）跆拳道比赛的战术种类

跆拳道比赛的战术种类是指运动员在临场复杂多变的比赛中，根据比赛的规律和各方

面的情况随机应变，有判断、有目的、有预见地决定自己对付对手的策略思维活动。符合

自己特点的战术容易掌握和运用，并可以达到有效使用的目的，而要切实提高战 术 的 质

量，则战术要先进，要充分了解战术本身的优点和缺点及对方的适应情况，挖掘发展潜力

大的战术，不断地创造新战术。

１技术战术

利用技术全面、熟练、有效果的特点，变化运用各种技术，发挥自己的得意技术，掌

握比赛的主动权，抑制对手，达到取胜对手的目的。

２假动作或假象战术

用逼真的假动作或假象欺骗对手，引其上当，分散其注意力，使其露出破绽，利用这

个机会猛烈攻击而得分。

３心理战术

比赛开始前，利用情绪、动作和表情等威慑对手，比赛中用气势压倒对手，或利用规

则允许和基本允许的各种手段，干扰对方情绪，给对方造成心理负担，使对手技能战术发

挥失常，挫伤对方的锐气，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气势上战胜对方。

４破坏战术

使用黑招重招使对手先受伤，失去正常比赛的能力，或用技术破坏对手技术，控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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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发挥，使对方进攻无效并且消耗体力，丧失信心，导致比赛的失败。

５防守反击战术

利用防守好的特点，在防守的基础上利用反击技术打击对方。

６体力战术

对于耐力好的运动员来说，要充分发挥体力比对方要好的优势，让对手和自己一直处

于运动之中，与对方比拼体力，耗掉对方的体力而战胜对手。

７规则战术

在竞赛中，有对攻击部位和攻击方法的限制，但也有规则限制模糊的地方，可以利用

规则允许或基本允许使用的各种的制胜办法攻击对手，也可以利用规则的漏洞。

８步法战术

利用自己步法灵活和动作敏捷的优势，围绕对手游斗，引对手上当或扰乱其情绪；待

对方反击时又迅速撤退或靠近对手，扰乱对手的情绪和攻防意图，破坏对手进攻而战胜对

手。

９优势战术

在比赛平分的情况下，利用规则上允许的技术，靠主动进攻次数或使用高难技术而取

胜。规则中规定，在比赛平分的情况下，裁判员根据双方主动进攻的次数和使用高难技术

的多少进行判定，进攻次数或使用高难技术多的一方为胜方。

１０特长发挥战术

利用自己的特长、优势技术不断得分的战术。

１１空间战术

充分利用赛场的空间，攻击对手不同的得分部位或同一部位，或故意露出某一部位引

诱对手进攻，实行反击。

１２语言战术

教练员和运动员达成默契的配合，用语言引诱对手上当受骗；但要注意语言的隐蔽性

和合理性，既能够使对方上当，又不要触犯规则。

第四节　跆拳道运动基本竞赛规则

一、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是１２ｍ×１２ｍ水平的、无障碍物、正方形场地。比赛场地应有弹性的垫子，
必要时比赛场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高出地面５０～６０ｃｍ，为了安全，比赛台的支撑装置与地

面的夹角要小于３０°。比赛区域的划分：
（１）１２ｍ×１２ｍ的比赛场地，中央８ｍ×８ｍ的区域为比赛区，其余部分为警戒区。
（２）比赛区与警戒区的表面用两种不同颜色划分，同色时要用５ｃｍ宽的白线区分。
（３）划分比赛区和警戒区的线称为警戒线，比赛场地最外边的线称为边界线。

二、运动员

（１）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戴中国跆协认可的道服和保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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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比赛选手应戴好护身、头盔、护裆、护臂、护腿后进入比赛区，护裆、护臂、护

腿应戴在道服里面。

三、体重级别

奥运会体重级别如表１２４１所示：

表１２４１ 奥运会体重级别对照表

男子 女子

５８ｋｇ以下

５８～６８ｋｇ
６８～８０ｋｇ
８０ｋｇ以上

蝇量级

鳍量级

中量级

重量级

４９ｋｇ以下

４９～５７ｋｇ
５７～６７ｋｇ
６７ｋｇ以上

蝇量级

鳍量级

中量级

重量级

四、比赛时间

每场比赛分３局，每局比赛的时间为３ｍｉｎ，局间休息１ｍｉｎ。青年锦标赛每场比赛为

３局，每局比赛为２ｍｉｎ，局间休息１ｍｉｎ。

五、称重体重

（１）参加当日比赛的运动员在首场比赛开始前１ｈ必须称重完毕。
（２）称重时，男运动员着内裤，女运动员着内裤、胸罩，如运动员要求，也允许裸体

称重。
（３）第一次称重不合格时，在规定称重时间内，可以再给一次称重机会。
（４）为了避免称重不合格，组委会要准备一个与正式体重称相同的体重称，放在运动

员驻地或附近供测试。

六、允许的技术和攻击的部位

（一）允许的技术

（１）拳的技术使用：拳的技术必须紧握拳，用拳正面的食指和中指部分击打。
（２）脚的技术使用：脚的技术必须用踝关节以下脚的前部击打。
（二）允许攻击的部位

（１）躯干。可用拳或脚的技术攻击髋骨以上至锁骨以下及两肋部，但背部没有被护具

保护的部位禁止攻击。
（２）面部。从两耳向前的头颈的前部，只允许用脚的技术攻击。
（三）有效得分

（１）联单有效得分部位。①躯干。包括腹部和两肋部。②面部。面部允许被攻击的部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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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得分是使用允许的技术，准确有力地击中有效得分部位。但使用允许的技术，攻

击被保护的非有效得分部位，击倒对方时，按得分计。
（３）得分一次累加１分 （＋１）。
（４）比分为三局比赛得分总计。
（５）下列情况不计分：

①攻击后故意倒地。

②攻击后有犯规行为。

③使用任何犯规动作进攻。

七、犯规行为

（１）任何犯规行为将由主裁判判罚。
（２）如属于多重犯规时，选择最严重的一项处罚。
（３）处罚分为警告和扣分。
（４）警告两次扣１分 （－１），警告次数为奇数时，最后一次不计。
（５）扣分一次扣１分 （－１）。
（６）判罚警告的犯规行为：

①接触行为：抓住对手；搂抱对手；推对手：用躯干贴靠对手。

②消极行为：故意越出警戒线；转身背向对手逃避进攻；故意倒地；伪装受伤。

③攻击行为：用膝部顶撞对手；故意攻击对手裆部；故意蹬踏对手的腿部和脚；用掌

或拳击打对手面部。

④不当行为：教练员或运动员示意得分或扣分；教练员或运动员有不文明语言或不得

体行为；比赛中教练员离开规定位置。
（７）判罚扣分的犯规行为：

①接触行为：攻击倒地的对手；抓住对手进攻的脚故意将其摔倒。

②消极行为：越出边界线；故意拖延比赛时间。

③攻击行为：攻击倒地的对手；故意击打对手后脑或后背；用手重击对手面部。

④不当行为：教练员或运动员有严重的过激表示或行为。
（８）运动员违背竞赛规则和故意不服从裁判员时，主裁判有权直接判其 “犯规败”。
（９）犯规累计扣３分 （－３）者，判其 “犯规败”。
（１０）警告和扣分按３局累计。

八、优势判定

（１）因扣分造成同分时，３局中得分多者获胜。
（２）除第一种情况外出现同分，即双方得分和 （或）扣分相同时，主裁判根据３局的

比赛情况判定占优者获胜。
（３）比赛中表现出的积极主动行为是优势判定的依据。

九、获胜方式

（１）击倒胜 （Ｋ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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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裁判终止比赛胜 （胜）。
（３）比分或优势胜 （判定胜）。
（４）对方弃权胜 （弃权胜）。
（５）对方失去资格胜 （失格胜）。
（６）主裁判判罚犯规胜 （犯规胜）。

十、击倒

（１）被攻击后，除脚以外的身体任何部位着地。
（２）身体重心晃动，丧失继续比赛的能力或意识。
（３）主裁判判定其受到强烈击打而不能继续比赛时。

十一、击倒后的处理程序

运动员受到合法攻击被击倒时，主裁判将采取以下处理程序：
（１）主裁判发出 “Ｋａｌｙｅｏ”（分开）口令暂停比赛，并将进攻者置于远处。
（２）裁判大声向被击倒的运动员从 “１”到 “１０”读秒，每间隔一秒读一次，同时用

手势显示。
（３）即使运动员在读秒过程中表示再战，主裁判也必须读到 “８”，使运动员 获 得 休

息，并确认运动员是否恢复，如已恢复就发出 “Ｋｅｙｓｏｋ”（继续）口令继续比赛。
（４）主裁判读到 “９”时，被击倒的运动员仍无再战表示，则宣布另一方 “ＫＯ胜”。

即使一局或整场比赛时间到，主裁判也要继续读秒。
（５）双方运动员同时被击倒，如有任何一方尚未恢复，主裁判将继续读秒。
（６）双方运动员同时被击倒，主裁判读到 “１０”后双方都不能再战，应按当时得分情

况判定胜负。
（７）主裁判判定被击倒的一方不能继续比赛，可以不读秒或在读秒过程中直接判另一

方获胜。

十二、比赛结束后的处理

因被击中头部ＫＯ的运动员在３０天内不得参加比赛。３０天后须经有资格的医生证明

其已恢复参赛能力，方可参赛。

十三、比赛中断的处理程序

在一方或双方选手受伤时，主裁判可中断比赛，并采取以下处理程序：
（１）主裁判发出 “Ｋａｌｙｅｏ”（分开）口令暂停比赛并发出 “Ｋｙｅｓｈｉ” （计时）口令，

令计时员暂停比赛时间。
（２）允许运动员在１ｍｉｎ内进行治疗。
（３）即使只受轻伤，ｌｍｉｎ后仍不示意再战，就判其负。
（４）由扣分犯规行为造成另一方受伤，１ｍｉｎ后不能恢复比赛，判犯规者负。
（５）双方同时被击倒受伤，１ｍｉｎ后都不能进行比赛时，按受伤前双方得分情况判定

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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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裁判判定一方明显神志不清并处于危险状态时，应立即中断比赛，安排急救。如

果受伤害事故是由扣分犯规行为造成的，就判犯规者负；如果不是扣分犯规行为造成的，
按当时双方犯规情况判定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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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户 外 运 动

第一节　登山与攀岩

登山运动概述

一、登山运动概况

（一）登山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登山运动诞生于１８世纪欧洲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区。法国科学家德·索修尔在考

察阿尔卑斯山区时，对其主峰勃朗峰巨大的冰川和高山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悬赏重

奖登顶者。１７８６年一个乡村医生巴卡罗揭榜，并与当地石匠巴尔玛结伴于当年８月８日

成功登上了勃朗峰的顶峰。因此１７８６年，被定为现代登山运动的诞生年，德·索修尔被

称为现代登山运动的创始人。
现代登山运动诞生后，阿尔卑斯山区的登山运动发展极为迅速。１８５７年，世界上第

一个国家性的登山组织———英国登山俱乐部成立。各国运动员不断研制和改进登山装备和

工具，不断向从未有人攀登过的、更为难攀、更为艰险的路线去攀登世界上所有的高峰。
从１９５０年起至１９６４年，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地球上１４座海拔在８０００ｍ以上的高峰已

全部被人类征服。
（二）我国登山运动概况

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登山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司马迁的 《史记》中就有了登山探险

的记载。自西汉开始。我国就有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的习俗，这一习俗直到今天还广为流

传。到了明代，我国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从２０岁起就开始了其长达３０多年的登

山旅行生涯。游历于名山大川，写了详尽的名山游记 《徐霞客游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

的古代登山活动史料及高山科学考察资料。与欧洲早期登山活动相比，在时间及高度上，
我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作为现代登山运动，我国起步却较晚。

１９５８年国家体委将登山列为正式的体育运动项目。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５日，我国登山队首

次从北坡成功地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从此跻身于世界登山的先进行列。
中国登山队已成功登上世界上所有８０００ｍ以上的高峰和七大洲所有的最高峰。

二、登山运动的锻炼价值

登山是我们亲近大自然的体育项目，作为一项户外运动，它为人们提供了重塑人际关

系，使自身创造力得以释放和尽情享受自然风光的各种机会。它使人们抛开都市喧嚣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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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获得身心极度舒放的愉快。目前，登山与攀岩已成为世界各地人们用以度过闲暇时间

的最喜欢的活动之一。经常登山能锻炼体魄，提高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陶冶性情，净

化灵魂，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它是那些追求刺激、挑战、冒险的人们最好的休闲活动，

使之在登山过程中体会奋斗的快乐，领悟人生的真谛，培养机智勇敢和拼搏精神。登山对

于某些登山爱好者而言，还将为他们提供一种目的感，一种不断的挑战感，尤其是在征服

那些一般人难以攀登的山峰后体会到其他地方很难体会到的激情。

三、登山运动分类

根据登山的难度、高度及是否使用登山装备，通常将登山运动分为高山探险登山、竞

技登山运动、攀岩运动和普通登山活动四大类。

（一）高山探险登山

高山探险登山是登山者在各种登山技术装备的辅助下，经受各种恶劣 自 然 条 件 的 考

验，以攀登高峰峰顶为目的的登山活动。高山探险登山对登山者要求较高，通常是训练有

素的专业登山运动员。

（二）竞技登山运动

它是一种运用熟练的攀登技术和各种技术装备，专门攀登悬崖峭壁或冰壁的竞技性登

山运动。

（三）攀岩运动

攀岩运动是一项不用攀登工具，仅依靠手脚和身体的平衡攀登峭壁或人工岩墙的竞技

性运动项目。根据竞赛规程，攀岩比赛可分为 “难度攀岩”和 “速度攀岩”。

（四）普通登山活动

普通登山活动分为旅游登山和定向登山比赛。

１旅游登山

旅游登山是一项旅游与登山相结合的活动，历史悠 久。在 我 国，素 有 “九 九 重 阳 登

高”的历史。由于中国登山队的成就及登山运动本身又能锻炼人的身体和意志，因此群众

性的大型登山活动也随之逐步开展起来，一些大专院校先后成立了登山协会。这些协会主

要利用假期组织青少年登山夏令营，并普及登山基本知识和技术。每年重阳节登泰山、新

年登长城、秋季登香山已成为国际著名的群众性登山项目之一。

２定向登山比赛

定向登山比赛。通常要事先选定一座山峰，攀登难度不宜太大，以登顶为目标，将参

加比赛的登山者分为若干个结组，从一个出发点同时出发，按事先规定的路线越过草坡、

山涧河流或小溪，选择宿营地点，攀登岩石峭壁，登上顶峰后下山返回指定地点。

四、登山装备

登山装备是指登山过程中为顺利完成登山活动所需的装置和设备，是直接与登山活动

有关的最必需的基本装备。登山装备要适应登山运动的环境条件，在设计、选材、用料、

制作上要尽量使用轻便易携，坚固耐用，便于拆卸，能一物多用，并能保暖防水的装备。

按登山装备使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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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全人装备

全人装备指登山运动员必备的服装及防护用具。竞技登山的全人装备包括登山帽、岩

石衣裤、岩石鞋和普通登山鞋等。探险登山的全人装备还需要有御寒服装、风雨衣、高山

靴、手套、帆布背囊、防护眼镜、手电筒等。

２技术装备

技术装备指攀登时需使用的器材，主要包 括 登 山 绳、登 山 铁 锁、登 山 安 全 吊 带、挂

梯、升降器、冰镐、冰爪、雪崩飘带、钢锥、铁锤及雪铲等。

３宿营装备

宿营装备主要包括帐篷、睡袋、食品、炊具及燃料等。

４保障装备

保障装备是为了应付各种意外情况和其他目的而备用的一些器材用具。如氧气装备、
通信器材、摄影器材、自卫武器、交通工具、观察仪器、医药救护器材等。

登 山 技 术

登山技术是指登山运动中为克服地形上遇到的各种困难而采取的科学的操作方法。在

登山时会遇到各种困难的地形，它是运动员行动的威胁和障碍。登山过程，也就是运动员

不断排除这种威胁和障碍的过程。在同一客观困难面前，是战胜它去夺取胜利，还是坠入

险境而酿成事故，一般说与每个登山运动员的技术状况、集体配合有很大关系。因而登山

技术对于实现登山各种战术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登山技术分为结绳、保护、攀登、下降、渡河搭桥等技术。

一、结绳技术

结绳技术即绳索之间、绳索与其他装备之间的连接，称为结绳技术 （或称结绳方法）。
（一）结绳技术在登山中的应用

结绳技术是登山运动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术之一。在登山途中，运动员互相保护，越

过障碍，攀登岩石或冰雪陡壁，渡过山涧急流，都离不开绳索。绳索是登山技术中所使用

的最重要装备。
（二）结绳类型及用途

结绳依其用途不同可分为：固定和操作用的绳结、接结用的绳结、保护用的绳结三种

类型。
（１）固定和操作用的绳结：即将绳索一端直接固定于自然物体上，固定时多采用下列

绳结：

①织布结 （布林结）：通常用于绳索一端与自然物体的固定，如上方固定保护时将绳

拴在自然物体上，有时在没有安全带的情况下，可将此结打于胸部，以作胸绳用 （图１３
１１）。

②牵引结：为了拉紧绳子，将一端在树干上缠绕固定，利用绳子和树干的一定缠绕摩

擦就可将绳拉得很紧很结实，一般用于渡河搭桥时用 （图１３１２）。

③通过结：用于和铁锁的连接或挂于铁锁中作固定用。此结有 通 过 结 和８字 通 过 结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４２２　　

（图１３１３）。

图１３１１
　

图１３１２
　

图１３１３

（２）接绳用的绳结：将短绳接成长绳使用的绳结。

①平结：用于直径相同绳索之间的连接 （图１３１４）。

②交织结：用于直径相同绳索之间的连接 （图１３１５）。可分为单交织结和双交织结。

③混合结：用于两根不同直径绳索之间的连接 （图１３１６）。

图１３１４
　

图１３１５
　

图１３１６

（３）保护用的绳结：保护用的绳结是使绳索之间或绳索与铁锁之间能够产生摩擦和滑

动的连接方法。

①单环结：用于沿主绳下降时的速度控制 （图１３１７）。将绳索在铁锁上缠绕，增加

摩擦力而控制下降时的速度。常用于岩壁上坐式下降时用。

②抓结：用于行进中的自我保护。利用细绳在粗绳上的缠绕，使之摩擦阻力加大，从

而起到暂时固定和自我保护的作用 （图１３１８）。抓结有单抓结，即利用单根绳打结和双

抓结，即套绳打结两种方法。
结绳注意事项：
（１）在用结绳组合各种技术装置时，对绳索的装、收要有条理，不要乱拉乱放而造成

交织混杂，影响技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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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１７
　　

图１３１８

（２）在行进或攀登路线上装置绳索，要避开岩缝和尖石等障碍物，排除自然物对绳索

拉力的干扰。
（３）行进或休息时，切忌踩踏绳索，特别是脚下绑有冰爪时更要注意，否则有可能对

绳索造成隐患而酿成各种事故。
（４）结好绳后，一定要检查是否正确，否则要重新结好，千万不能马虎。

二、保护技术

为了防止在登山过程中因动作失误而引起的意外险情所进行的各种 操 作，称 保 护 技

术。
（一）保护技术和方法

保护技术分为固定保护、行进保护和自我保护三种。
（１）固定保护：固定保护是对行进者或攀登者预设的专门保护。保护者将主绳进行某

种固定，选择有利位置专门负责保护。在攀登岩石峭壁、冰峭壁等技术操作复杂、危险性

大的路段时多被采用。固定保护又可分为交替、上方和下方三种保护方式。
交替固定保护：登山过程中，结组通过较陡峭危险的 地 段 如 冰 坡 时，多 采 用 这 种 保

护。保护方法：结组内只能有一个人行进，其他人停止行进，将冰雪锥或冰镐打入坡面，
作为牢固支点，并将主绳在它上面按特定的要求缠绕。做好保护后，可根据行进者的速度

做收、放绳动作。行进的队员在走完主绳间隔那一段距离后，停下来改做保护者 （做法同

上）。第二人开始行进依次反复进行，逐级攀登。
上方固定保护：固定保护者处于被保护者上方而得名，多用于攀登岩石峭壁的保护。

保护者在峭壁顶部利用钢锥或自然物将主绳一端牢牢固定，然后，将自己身体也牢结于主

绳的相应位置，成自我保护装置，防止攀登者失误摔落时被牵动。最后将主绳另一端抛给

峭壁底部的攀登者。攀登者将绳端牢固结于自己身上，通知上方后，便可以行动。保护者

随攀登者的行进，要不断做收绳动作。

下方固定保护：第一人攀登峭壁时，因上方无人，只能采用下方固定保护，即保护者

的位置在攀登者的下方。其保护装置也是将主绳一端在保护者附近固定，另一端交攀登者

系牢在身上。攀登者在行动过程中，要不断把主绳挂到自己打入峭壁的新支点上。保护者

要随着攀登者的上升，不断做放绳动作。在攀登者失误脱落时，因牵动保护者的拉力来自

上方，对保护者构不成威胁，故一般情况下，下方可不设自我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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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行进中保护：行进中保护指行进中不需要预设专人保护，只是在出现险情后依靠

保护装置而采取的一种应急保护技术。最普遍而简便的方法是用主绳将２～５名运动员的

身体连接而构成一个结组。在结组行进中，一旦有人失误滚坠，同组其他人都要立刻以最

方便的姿势和最快的动作，将冰镐全力插入冰雪、碎石或裂缝中，以期通过固定自己的身

体而拉住滚坠者。
（３）自我保护：不管是行进中保护还是固定保护，攀登者一旦失误，都不能消极地依

赖别人的保护，而要尽量做出各种自救动作，这叫自我保护。特 别 是 在 行 进 中，失 误 滑

坠，就要在高呼 “保护”的同时，迅速将身体呈俯卧姿势，并用全力使冰 镐 尖 与 坡 面 摩

擦，以减低下滑速度。
（二）保护中应注意的事项

（１）保护前对所使用的工具装备，要认真进行检查。
（２）保护地点要尽量安全可靠，要有利于保护者操作。禁止在雪崩、冰崩、滚石区做

保护。
（３）保护者首先要做好自我保护装置，带上手套和安全帽。
（４）在攀登岩石峭壁的保护中，一定要随时观察绳索是否有磨损，若有，一定要妥善

处理。在被保护者没有到达安全地点前，保护者一定要注意力集中，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保护任务。

（５）在攀登岩石作业中，要保持安静，听从指挥，杜绝一切事故的发生。

三、下降技术

下降技术是登山运动的基本技术之一，这里只介绍几种陡坡和峭壁下降的技术。
（一）器械下降

器械下降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原理是利用主绳同连接于身体上的一定器械之间的摩

擦，减缓控制下滑速度达到下降目的。
（１）下降器下降：将主绳一端在峭壁顶部固定，另一端抛至下方。下降者在腰部系好

安全带，腹前挂好铁锁，然后将主绳按８字缠绕于下降器上，再将下降器的铁锁连接，左

手握主绳上端，右手则在胯后紧握从下降器穿绕出来的主绳。面向岩壁，两 腿 分 开 约 成

８０°角，蹬住崖棱，身体后坐，使躯干与下肢约成１００°角，将左手上方主绳搭于崖棱上之

后，可开始下降。
动作要领：下降时两腿上下分开向下逐渐移步，身体向右手方向倾斜，随身体重量的

下沉，右手逐渐放 （松）绳，两脚也随之向下移步，身体便不断下降。为了消除初学者的

恐惧心理，可增加抓结装置，一旦操作紧张将下端的右手松开时，抓结就 可 起 到 保 护 作

用。
（２）单环结下降：这种下降方法是在没有下降器的情况下，以铁锁和单环结的连接，

代替下降器下降 （图１３１９）。
准备动作和下降方法同下降器下降法，必须注意的是单环结要打得正确，铁锁一定要

拧紧螺扣。
（二）坐绳下降

坐绳下降是利用绳索与下降者的身体相缠绕而产生摩擦，控制下降速度。它是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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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单易行、不需要很多装备器材就可实现下降目的的一种方法。
准备动作：面向固定绳端，两腿夹住上方固定好的主绳，将身后主绳沿右 （左）大腿

根部从外侧绕至前面，经腹、胸，左 （右）肩至背后，用右 （左）手在胯后将其握住 （图

１３１１０）。采用这种方法下降，应身着较厚的耐磨衣服，并要掌握好动作要领，维持好身

体平衡，经过大腿根部的主绳不能移位或脱离，下降速度不宜过快，否则 很 容 易 擦 伤 身

体。

图１３１９
　　

图１３１１０

（三）缘绳下降

坡度在７５°以下，可采用此法。这种方法不需要过多的装备，只要有主绳即可。
准备动作：在主绳上打好抓结，双手握主绳，两腿分开退至崖棱时，拉紧主绳，开始

下降。
下降方法：双手沿主绳依次向下倒手，并在倒手的同时将抓结捋下，两脚交替下移，

用前脚掌蹬住岩壁，上体和下肢约成１５０°角，一旦失手，抓结可起保护作用，也 可 利 用

双主绳，一绳保护，另一绳下降。

四、渡河搭桥技术

在野外进行地质考察或在登山探险途中经常会遇到山涧河流，这就必须熟练地掌握渡

过山涧河流的技术和方法。现将最主要的渡河搭桥技术介绍如下：
（１）涉水渡河：对水位较浅、流速不大的河流可采用涉水过河的办法，但应注意，山

涧河流的水温低，水流急，而且河底布满石块，涉水通过时不宜脱掉鞋袜，渡河地点要选

在河面较窄而河水较浅的地段。
（２）绳索渡河：即利用连接两岸的空中绳索渡河，根据绳索装置方法的不同分以下三

种：
牵引渡河：牵引渡河是借助固定于两岸的单根主绳横渡河流，适用于河面较宽、河水

较深的河流。选会游泳的运动员，携带着主绳的一端先渡河，并把主绳固 定 于 对 岸 的 树

木、岩石等物上。待两岸绳端拉紧固定后，渡河者可用滑轮牵引或缘绳的办法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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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地锚渡河：在对岸条件允许、河面不太宽的情况下，将主绳一端绑一铁锚 （或用冰

爪代替），抛向对岸，并使其在岩石缝等处卡牢。其他操作与牵引渡河方法相同。
搭吊桥渡河：先用绳索装置成简易吊桥，再步行通过。此方法适用于河面较宽、河水

较深，又有较多人员和物资重复通过河流时。此法是将３根主绳固定于两岸，其中２根主

绳平行固定在上面；一根固定在两根主绳的下面，各间隔１米，拉成底朝 上 的 等 边 三 角

形，然后用辅助绳从两侧找一定间隔将３条主绳交织连接，以使其同时受力。这样下面的

１根主绳便成了步行的 “桥板”，上面的２根绳索做 “桥栏”。通过时应依次单人行进，并

设保护装置。
（３）架独木桥渡河：渡过河面不宽，但水深流急的河流时，可选用较粗的木棍或树干

等作桥面渡河。先将选好的长度适中的木棍细端用主绳的中间部位打双套结，另一端固定

在岸边，然后将木棍竖起，拉紧主绳两端，再向对岸缓缓地放下，搭于对岸的岸边上。选

一队员先利用还未固定好的主绳作扶手，稳步渡过去之后。将系独木桥的主绳解脱固定于

对岸的岩石或树木上拉紧。这样后面的人就可以安全渡过。
（４）其他渡河方法：主要有骑马或骑牦牛渡河，或利用皮筏和橡皮船渡河等。

攀 岩 技 术

在攀登岩石、峭壁过程中所需要的特殊技术称为攀岩技术。攀岩现已发展成为一项独

立的运动，即攀岩运动。由于攀岩运动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其 特 有 的 惊 险 性、技 巧

性、刺激性、竞争性和趣味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这项运动。目前，在欧、美国家

除了建有专门的攀岩场地外，在很多公园和游乐场所，也都建有攀岩场地。有的国家还把

攀岩项目引入中小学作为教学课程。
根据攀登者在攀岩过程中运用的技术装备和攀登特点，可将攀岩技术 分 为 徒 手 攀 登

法、利用器械攀登法、缘绳攀登法、结组攀登法、攀登裂缝法及棱脊攀登法等。

１徒手攀登法

由于在攀岩过程中，攀登者通常是结组进行，因此徒手攀岩的难度，主要体现在第一

人的攀登过程中。其基本方法是利用自然支点和人为支点进行徒手攀登，用双手和双脚构

成人的四个支撑点。攀登的技术要领就是 “三点固定”，在双手抓牢和双脚蹬牢三个支点

的条件下才能移动第四个支点。虽是徒手攀登，但也必须在特设的固定保护装置下进行。
第一人设下方保护，结组的其他人设上方保护。

攀登时的身体姿势：面向岩壁，攀登时四肢握或蹬牢四个支撑点，站立在岩壁上，身

体自然放松，并与岩壁保持一定的距离。眼睛注意观察路段，寻找支点。两脚要支撑身体

重量。双手紧握支点维持身体平衡，在三点固定好的情况下，移动第四点，此时，身体重

心也要随着身体的移动而迅速转换，上下肢要协调配合，有节奏地进行攀登。

２利用器械攀登法

根据攀岩所使用的器械，可分为以下三种：
（１）上升器攀登法第一人登顶后，在上方将主绳一端固定，将另一端扔至下方，下方

固定拉紧。后继攀登者双手各握一只与脚相连的上升器，卡于主绳上，沿主绳上攀。
（２）抓结攀登法：攀登陡峭的岩石壁，在没有支点可抓握的 情 况 下，采 用 双 主 绳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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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在主绳上用辅助绳打上抓结 （手握处），抓结的另一头 （接脚的部位）打上双套结，
然后脚踩双套结 （如马蹬），手推抓结向上攀登。

攀登动作：将上方固定的两条主绳扔至下方固定好后，双手各握与脚相连接在上端主

绳上的抓结，一腿上抬，使连接抓结的绳索松弛并迅速沿主绳将抓结向上推进，身体重心

迅速跟上并伸直腿站立。另一腿同样上抬，同样向上推移抓结，然后腿蹬直站立，如此反

复交替操作。攀登时注意提腿、推抓结和身体重心移动、下蹬伸直腿的动作要一气呵成，
身体始终靠近岩壁，切勿后仰，抬腿时脚可借助蹬踏岩壁的力量向上推移抓结和维持身体

平衡。
（３）挂梯攀登法：遇上特别陡峭或如屋檐状的岩壁必须攀登时，可采用挂挂梯的办法

向上攀登。就是将准备好的小挂梯交替向上挂于相应的人为支点上 （人工打入岩壁的钢

锥），攀登者利用挂梯作支点向上攀登。

３缘绳攀登法

当攀登的岩面坡度小于９０°时，后继攀登者双手抓紧第一攀登者放下的主绳，两脚蹬

踏岩壁，手脚配合，缘绳向上攀登。

４双人结组攀登法

若攀登路段过长，可采取两人结组交替保护的攀登方法。

５攀登岩面裂缝的技术

攀登岩面裂缝技术仅适用于宽度不超过１米的裂缝。根据裂缝的宽度应分别采取立式

攀登、剪式攀登、坐式攀登和跪式攀登等不同的攀登方法 （图１３１１１）。

图１３１１１

有些过窄的裂缝只能将手或脚插入裂缝，可用双手交叉，掌心向外推，手脚交替向上

攀登。当裂缝稍宽、刚好能挤进身体时，可将身体的一半塞进裂缝，利用身体和岩面的摩

擦力，逐渐向上攀登。

６攀登棱脊的技术

攀登棱脊的方法通常是脚蹬岩面抓握棱脊进行攀登。如棱脊无法用力抓握时，就只能

骑在岩脊上，充分利用双手向里挤压的力量和双脚脚底或脚内侧与岩面的摩擦力向上攀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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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定 向 越 野

定向越野概述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广阔而崎岖不平的土地上覆盖着

一望无际的森林，散布着无数的湖泊。城镇、村庄稀疏散落，人们的交通主要是依靠那些

隐现在林中弯弯曲曲的小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理所当然地要比别的地方更需要

地图和指北针，否则，要想穿越那莽莽林海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如此，那些最经常地在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山林中行动的军队，便成了开展定向越野的先驱。他们深知，如果不具

备在山林中辨别方向、选择道路和越野行进的能力，就不能完成保卫国家的重任。
开展定向越野的基本器材———地图，原本为保障军队的行动而测制的。军人利用它进

行体育竞赛的雏形最早在瑞典 （１８８８年）和挪威 （１８９５年）出现。１８９７年１０月３１日，
第一次面向民众的比赛在挪威组织了起来，其后在挪威还举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比赛。到了

２０世纪初，定向越野在挪威销声匿迹，但在瑞典却得到逐步重视。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５日，一

次影响深远的定向比赛在斯德哥尔摩南部 Ｎａｃｋａ的林中举行，它的组织模式与规格标志

着定向运动作为一个独立的体育项目，结束了它在准备时期的长期探索。因此，时任瑞典

斯德哥尔摩体育联合会主席的吉兰特便被人们视作现代 “定向运动之父”。
由于定向比赛适应的人群广泛，既能提高野外辨别方向的能力，又能促进使用地图的

学习，培养和锻炼人的勇敢顽强拼搏精神，场地和器材的花费也不高，并且娱乐性与实用

性兼备，因此人们对它的兴趣就如星火燎原一样，迅速地传开了。定向运动也由初期单一

的一种比赛形式逐步演变为包括各种各样的比赛或娱乐项目在内的体育运动。为使定向运

动得到更好、更健康的发展，１９６１年５月，十几个国家的定向运动积极分子在哥本哈根

成立了国际定向运动联合会，科学地划分、确定了全世界统一的正式专 业 项 目、主 要 赛

事、主要比赛项目，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比赛规则和技术规范。国际定联成 立 时 有 成 员 国

１０个，到２００２年底，已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６２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定联早在１９７７年就

成为国际奥委会承认的 “世界单项体育组织”，并长期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支持。国际定联

还是 “国际世界越野会协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的成员。在２００１年，定向运

动成为 “世界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定向越野的比赛方法与基本竞赛规则

定向越野的比赛方法就是运动员手持地图和指北针独立按顺序到访地图上所指示的各

个点标，以最短时间到达所有点标者为胜。一条标准的定向路线，包括一个起点 （用三角

形表示），一个终点 （用双圆形表示），每一个要找的点标 （用单圆形表示）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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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点标已在地图上用数字标明，按顺序连线。点标与点标之间的路线并不是指定或

固定的，相反运动员应该自己作出选择。

竞赛主要规则是指参赛者在比赛中必须遵守的规定，以确保成绩有效。运动员在起点

处领取地图、指卡，在途中必须按顺序到访路线上的所有点标，每个点必须要打卡，在终

点处必须将指卡和地图交回，并领取成绩单。

定向越野的器材和分类

一、器材

（一）地图

地图是定向越野最重要的器材，它的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比赛过程是否安全、结果

是否公正。为了方便使用者比较、辨别地面的障碍程度，同时保持地图在越野中的清晰易

读，定向地图应尽可能多地表示出各种地物、地貌的特征，特别是在有植被的情况下，应

使用较多的鲜艳色彩来表现图中的内容。
（１）比赛路线：由赛事组织者印刷或手绘在地图上，与比赛地图一齐发给比赛人员使

用。
（２）地图比例尺：比例尺是地图上最重要的参数之一，要想学会、识别、使用地图，

首先应该懂得比例尺。
（３）地图符号：地图符号是地图与用图者对话的语言，是我们获取现地地形信号的惟

一来源，因此完整、准确地识别符号是正确使用地图的前提。
（４）地貌———等高线的识别：地貌是地表的高低起伏状态。
（二）指北针 （图１３２１）
用于越野中辨别和保持方向，它是定向越野可借助的惟一合法器材，指北针的红色指

针永远指向北方，要使红色指针永远与地图上标明北方的红色箭头或地图顶部红色横线保

持方向一致，这样就不会迷失方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图１３２１
　　

图１３２２

（三）电子指卡、点鉴器和打印机 （图１３２２）
为了证明每个人找到并到访了各个检查点，赛前组织者每人发一个基于电子点鉴系统

的成绩验证装置———电子指卡。越野员使用它时，把指卡头 往 点 鉴 器 的 打 卡 区 域 轻 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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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听到哗哗声或打卡器上的红灯闪烁，便可确信到访及到访时间已被记录，然后通过便

携式热敏打印机就可以在越野员到达终点后立即打印出到达各个点标的时间、点与点之间

的用时以及跑完全程的用时。
（四）点标

是设在各检查点的标志，用三面标志旗围成的 “三角形灯笼”（图１３２３），每个面的

标志旗呈正方形，沿对角线分开，左上方为白色，右下方为橙红色，尺寸为３０厘米×３０
厘米。每个点标上有一个编号，供运动员辨别是否要找的点标。

（五）号码布 （图１３２４）
当比赛的级别较高、运动员较多时，这是用来识别队员的必需品，保证裁判工作的正

常进行。
（六）检查点说明表 （图１３２５）

图１３２３
　　

图１３２４
　　

图１３２５

是在越野员出发时，以表格的形式发给他们的一套世界统一的符号 （和文字）系统。
它可以使你在进入图上的检查点圆圈之后，不必再为寻找点标的位置而东奔西跑。

二、分类

（１）定向越野按运动工具的不同可分为两种：

①徒步走向：如传统定向越野跑、接力定向、积分定向、夜间定向、五日定向、校园

定向、公园定向等。

②工具走向：如滑雪定向、山地自行车定向、摩托车定向等。
（２）定向越野按性别的不同可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
（３）定向越野按年龄的不同可分为青年组、老年组和少年组。
（４）定向越野按技术水平的不同可分为初级组 （体验组和家庭组）、高级组和精英组。
（５）定向越野按参加人数的不同可分为个人单项、个人双项和集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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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越野基本技术

一、地图正置及拇指辅行法

（一）动作要领

先将地图正置，把拇指放在地图上自己的位置。这样你要前进的方向便在地图前面，
使你清楚观察四周的环境及地理特征。当前进时，拇指随着移动，当改变前进方向时，地

图也要随着转移，即保持地图北向正北方。那样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能立即指出自己在图

中的位置，可省不少时间和精力。
（二）练习方法

（１）明确自己的站立点、比赛路线、到达的目标 （图１３２６）。
（２）转动地图，使地图与现地的方向一致 （图１３２７）。

图１３２６
　　

图１３２７

（３）以左手拇指压于站立点上 （此时要把拇指想像为你自己）（图１３２８）。
（４）开始行进 （图１３２９）。

图１３２８
　　

图１３２９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表１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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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２１

易犯错误 纠正方法

人在实地行走，拇指在地图上不移动；

实地行进转变方向时，拇指忘记改变方向

人在实地行走，拇指在地图上也要移动；

实地行进转变方向时，拇指也要改变方向

二、指北针与地图结合使用法

（一）动作要领

利用指北针与地图，准确地找出目标的方向，每次前往目标前，可先观察目标周围的

地势，加深印象，务求快速及准确地到达目的地。
（二）练习方法

１标定地图

标定地图就是为了使定向地图的方位与现地的方向相一致。
（１）概略标定：定向地图的方位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当我们现地正确地辨

别了方向之后，只要将地图的上方对现地的北方，地图即已标定。
（２）利用磁北线标定：先使透明式指北针圆盒内的定向箭头 “↑”朝向地图上方，并

使箭头的平行线与地图上的磁北线重合 （或平行），然后转动地图，使磁针北端对正磁北

方向，地图即已标定 （图１３２１０）。

图１３２１０

（３）利用直长地物标定：利用直长地物 （如道路、土 垣、沟 渠、高 压 线 等）标 定 地

图，首先应在图上找到这段直长地物，对照两侧地形，使图与现地各地形点的关系位置概

略相符，然后转动地图，使图上的直长地物与现地的直长地物方向一致，地 图 即 已 标 定

（图１３２１１）。
（４）利用明显地形点标定地图：当你位于明显地形点上，并已从图上找到该地形点的

位置 （即自己所在的站立点）时，可以利用明显地形点标定地图。方法是：先选择一个图

上与现地都有的远方明显地形点 （目标），然后转动地图，使图上的站立点至目标的连线

与现地的站立点至目标的连线相重合，此时地图即已标定 （图１３２１２）（利用明显地形标

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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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２１１
　　　　　

图１３２１２

２对照地形

就是要通过仔细的观察，使图上和现地的各种地物、地貌一一 “对号入座”，即相互

对应。对照地形在定向越野比赛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站立点尚未确定时———只有

正确地对照地形，才能在图上找出正确的站立点位置；二是在站立点已经确定，需要变换

行进方向时———只有通过对照地形，才能在现地找到已选定的最佳行进路线。对照地形一

般应先标定地图，然后根据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的对照方法：
（１）在站立点尚未确定前：首先应概略地标定地图，然后迅速地观察一下周围，记清

最大或最有特征的地物、地貌的大概方位与距离，并从图上找到它们，此时站立点的位置

即可概略地确定。若想较精确地确定，则需按下面所介绍的方法去做。
（２）在站立点已经确定之后：同样首先应概略地标定地图，然后从图上查明自己选定

的越野路线上近前方两侧的特征物，同时记清它们的大概方位与距离，并将它们在现地辨

别出来，然后再前进。如果因为地形太复杂，如山丘重叠、形状相似等，不易进行对照，

可以先采用较精确的方法标定地图，然后用带刻度尺的指北针的长边切站立点和特征物，

并沿这条直长边向前瞄准，则特征物一定在此方向线上。如此方法还不能解决问题，应变

换对照位置，或者登高观察和对照。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现

地对照地形，都必须特别注意观察和对照地形的顺序与步骤问题。现地对照地形的顺序一

般是：先对照大而明显的地形，后对照一般地形；由近及远，由左至右；由点及线，由线

及面；逐段分片，有规律地进行对照。在步骤方面，首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是要保持地

图方位与现地方位的一致，然后再根据不同需要进行下面的步骤。

３确立站立点

熟练地掌握在图上确定站立点的各种方法是学习使用地图的关键。对于这些方法，除

了要记住它们各自的步骤、要领，尤其重要的是要学会根据不同情况，对他们进行选择使

用和结合使用。
（１）直接确定：当自己所处位置是在明显地形点上时，只要从图上找出该地形点，站

立点即可确定。这是一种在行进中，特别是奔跑中最常用的方法。但是，采用直接确定法

的困难在于：在紧张的进程中，怎样才能很快地发现可供利用的明显地形点？当同一种明

显的地形点互相靠近的时候，这样才能够正确地区别它们，防止 “张冠李戴”？可以称得

上是明显地形点的地物主要有：
———单个的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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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地物的拐弯点、交叉点 （呈 “十”字形）、交汇点 （呈 “丁”字形） （图１３
－２－１３），直接确定利用道路交汇点）和端点；

———面状地物的中心或者有特征的边缘。
可以称得上是明显地形点的地貌主要有：
———山地、鞍部、洼地；
———特殊的地貌形态：陡崖、冲沟等；
———谷地的拐弯、交叉和交会点：
———山脊、山背线上的转折点、坡度变换点。

图１３２１３

（２）利用位置关系确定站立点 （图１３２１４）。当站立点位于明显地形点附近时，可以

采用位置关系法。利用位置关系法确定站立点主要是依据两个要素，一是站立点至明显点

的方向，二是站立点至明显点的距离。在地形起伏明显的地方，还可以结合高度差情况进

行判定。
（３）利用 “交会法”确定：当站立点附近无明显地形点时，可以利用 “交会法”确定

站立点。按不同情 况，它 又 可 以 具 体 分 为９０°法、截 线 法、后 方 交 会 法 和 磁 方 位 角 交 会

法。这些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判断或测量距离也能确定出较为准确的站立点位置，这对

于初学者学习、巩固使用定向地图的训练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它们中的一些方法，要么

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运用，要么就是步骤繁琐，费时费力，因此在定向越野比赛

中一般较少使用。

①９０°法：当待测点位于线状地形 （包括道路、沟渠、山背线、谷底线、坡度变换线

等）上时，如果在与越野方向相垂直的方向上能够找出一个明显地形点，那么确定站立点

就简单得多：线状地形符号与垂直方向线的交点即为站立点。截线法：当待测点位于线状

地形上，但在其与越野方向相垂直的方向上没有明显地形点，可以采用此法。其步骤是：
标定地图；在线状地形的侧方选择一个图上与现地都有的明显地形点；利用指北针的直长

边缘 （也可用三棱尺、铅笔等）切于图上明显地形点的定位点上 （为便于操作可插一细

针），然后转动指北针，使其直长边照准该地形点；沿指北针的直长边向后画方向线，该

方向线与线状地形符号的交点，就是站立点在图上的位置，见图１３２１５ （利用９０°法确定

站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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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２１４
　　　　　　

图１３２１５

②连线法：当待测点位于线状地形上，同时待测的位置恰好是在某两个明显地形点的

连线上，可以利用这种方法确定站立点，图１３２１６ （连线法确立站立点）。

图１３２１６

③后方交会法、磁方位角交会法：这两种方法只在下述情况下使用，即在待测点上无

线状地形可利用，而且地图与现地相应地都有两个以上的明显地形点。后方交会法通常要

求地形较开阔，通视良好。其工作步骤如下：在图上找到选定的方位物之后，标定地图；
然后按照截线法的步骤分别向各个方位物瞄准并画方向线，见图１３２１７ （后方交会法确

定站立点）。

图１３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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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磁方位角交会法：既可以在地形开阔时使用，也可以在丛林中使用。但是，在丛林

中需要攀爬到便于向远方观察的树上或其他物体上进行。其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择图上和现地都有的两个明显地形点，并用指北针分别测出至该两地形点

的磁方位角；
第二步，标定地图。将所测磁方位角图解在地图上。图解磁方位角时，要先转动指北

针的分度盘，让指标分别对正所测的方位角值，再将指北针的直长边分别切于图上被照准

的两个地形点符号并转动指北针；待磁针与定向箭头重合后分别沿直长边描画方向线。两

方向线的交点，就是站立点在图上的位置，见图１３２１８ （磁方位角交会法确定站立点）。

图１３２１８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表１３２２）

表１３２２

易犯错误 纠正方法

使用指北针方法不当；

野外迷失方向；

无法确定站点。

使用时应使指北针保持水平；

随时标定地图，尽早停止越野；

概略标定地图，现地及时对照地形。

三、扶手法

（一）动作要领

利用明显地理或人做特征作引导，使前进时更具信心。如小径、围栅、小溪涧、山嘴

等，皆是有用的扶手。
（二）练习方法

当检查点位于线状地形或在其附近时，可用 “借线法”。越野员在行进时要先明确站

立点，然后利用易辨认的线状地形，如小径、围栅、高压线、小溪涧、山嘴等，作为行进

的 “引导”，使自己越野时更具信心，见图１３２１９ （借线法行进图）。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表１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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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２１９

　　表１３２３

易犯错误 纠正方法

无法确立站立点；

前进时忽视利用小径、围栅、小溪等线状地形。
概略标定地图，现地及时对照地形；

重视线状地形，沿线状地形前进。

四、搜集途中所遇特征

（一）动作要领

辨别前往控制点途中所遇到的地理特征，确保前进方向及路线正确。切勿将相似的特

征误认。
（二）练习方法

当站立点距离检查点较远，途中地形又很复杂时，可用 “导线法”（图１３２２０）。行

进过程中，要多次利用各个明显地形点，确保前进方向与路线的正确性。但需注意：切勿

将相似的地形点用错。

图１３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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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表１３２４）

表１３２４

易犯错误 纠正方法

前进时忽视利用明显地形；

容易将相似地形混淆。
重视明显地形，利用明显地形；

细心对照现地地形。

五、攻击点

（一）动作要领

先找出控制点附近特别明显的特征，然后利用指北针，从攻击点准确而迅速地前往控

制点。攻击点必须是容易辨认，如电塔架，小路交点等。
（二）练习方法

当检查点附近有高大、明显的地形点时，可用 “借点法”（图１３２２１）。行进前，要

先将目标辨认清楚 （亦可用其他物体佐证），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前往检查点。

图１３２２１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表１３２５）

表１３２５

易犯错误 纠正方法

前进时忽视利用明显地形；

视野不够开阔。
重视明显地形，利用明显地形；

仔细观察、检查附近有否高大、明显地形。

六、数步测距

（一）动作要领

先在地图上量度两点间的距离，然后利用我们的步幅准确地测量要走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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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练习方法

站立点 （或辅助点）与检查点在同一高度，或站立点 （或辅助点）与检查点之间的可

通行或无其他不利奔跑的障碍物时，可用 “水平位依法”沿着等高线走。先量度１００米我

们所需步行的步数，（设１２０步），当我们在地图上发觉由起点到第一点的距离是２００米便

可计算出应走２４０步。为了减少步数的数目，我们利用 “双步数”，只数右脚落地的一步，
便可把步数减半。上面的例子双步数为１２０步，见图１３２２２ （借复步法行进）。

图１３２２２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表１３２６）

表１３２６

易犯错误 纠正方法

盲目越野、选择线路；

跑进时忘记数复步。

仔细观察站立点与检查点是否在同一高度；站立点与检

查点之间 是 否 有 不 利 奔 跑 的 障 碍 物；从 图 上 量 好 距 离

后，仔细数好自己的复步。

七、目标偏测

（一）动作要领

利用指北针前进，把目标偏移，当到达目标的上面或 下 面 时，才 沿 “扶 手”进 入 目

标。
（二）练习方法

当检查点位于线状地形上或其附近时，所处的位置因与其相对而不是顺延，此时如果

我们直接瞄准它前进，途中多种因素造成的偏移一定会使越野员在到达该线状地形后，不

知检查点在何方 （应该向左找还是向右找）相反，假如一开始我们就有意识地将目标方向

往左或往右偏移一定的角度，则在到达线状地形后就非常明确检查点所在的位 置 了，图

１３２２３ （借偏向瞄准法行进）。
（三）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 （表１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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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２２３

　　表１３２７

易犯错误 纠正方法

不喜欢用指北针定方向；

当检查点位 于 线 状 地 形 上 或 其 附 近 时，喜

欢直接瞄准它前进。

利用指北针精确定方向；

有意识地将目标往左或往右偏移一定角度。

第三节　野 外 生 存

“野外生存”是指在远离居民点的山区、丛林、荒漠、高原、孤岛等复杂地形的区域，
在没有外部提供生命所赖以维持的物质条件下，个人或小集体靠自己的努力，在不太长的

一段时间内，保存和维持生命的基本手段和方法。

一、野外生存常识

参加野外生存活动，不仅是一种智力、体力的锻炼，更是一种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

有益运动和手段。
那么，去野外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具备哪些知识，才能趋利避害，保持身心的健康愉

快呢？下面简单谈谈野外生活的一些基本常识。
（一）准备

这是进入野外生活前的重要工作。要根据地形特点、季节以及预定生活的时间进行准

备，主要包括食用品、炊具、净水和燃料、取火 用 具、防 潮 保 暖 的 衣 物、帐 篷 （吊 床），
以及用来防治感冒、腹泻、中暑和驱赶蚊蝇、治疗虫蛇叮咬的药品和用具。另外，对自己

身体状况和适应能力也应作出恰当的估计。
（二）食用品

根据自己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可以捕获、采集一些野生动植物 与 携 带 的 食 物 配 合 着

吃，这样不仅可以增加野外生活的情趣，又可减少食品的携带量。食用野生动物、植物，
一般应充分清洗、熟制。加工食物时也可以利用野外的就便材料，如竹筒、芭蕉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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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就餐时必须注意：不得在禁猎区打猎，更不得捕捉国家规定的保护动物；自觉

维护果农和菜农的经济利益；谨防食用有毒的野生植物；注意防止山林 火 灾。野 炊 完 毕

后，必须将未燃尽的柴草完全熄灭。
获得饮用水解决的办法很多，主要有：
———寻找未经污染的井、泉、河流、池塘等；
———到山上的合水线部分如山谷、冲沟、凹部寻找水源；
———挖坑收集雨水或用塑料薄膜等收集露水和地下水蒸气；
———砍、摘某些富水的植物的茎部吸其水汁，摘食富水的野果。
如果处境对寻水不利或者在干燥的季节、气候里，要惜水如金，有重点、有计划地用

水。如果在长距离跋涉中断了水，可以在口中含一块干净、光滑的卵石，以减轻口、喉部

位的干燥程度，或者在潮湿的土地中挖一小坑，借湿气浸润。
（三）宿营

应选择干燥、避风但又方便用水和其他生活需要的地点，如岩洞、石缝、大树下、林

间空地等。宿营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住帐篷，睡 吊 床，睡 袋，住 用 树 枝、干 草 搭 成 的 窝

铺。无论用哪种方法，都需要注意防备虫、蚊、蝇、蚂蟥、蜈蚣、蚂蚁、毒蛇或其他动物

的侵袭。
（四）防病

山岳丛林地易患感冒、腹泻、中暑等疾病。因此有条件的应服预防药或打预防针。在

野外要讲究适量的衣着与充足、卫生而营养丰富的饮食，并要保证休息，以便维持体力，
抗御病患。当发生疾病时，除了要及时利用携带的药品治疗外，还可以利用自己所熟悉的

中草药或其他野生植物 （如野蒜、野姜）治疗和帮助减轻病症。
野外也有某些植物对人的皮肤、眼睛等有害。如漆树 （部分人对它过敏）、某些豆科

攀缘植物 （如荷包豆）和生长在沼泽与海边的白栲树等。对于这类植物，首先应避免与其

直接接触，如不慎中毒 （皮肤接触），可用水或稀醋酸、高锰酸钾溶液洗涤，或敷硼酸软

膏、口服苯海拉明片、非那根片等。

二、野外生存的技能

（一）野外辨别方向

１利用地物特征判定：
下述地物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方向：
房屋：房屋一般门朝南开，在我国北方尤其如此。
庙宇：庙宇通常朝南向设门，尤其是庙宇群中的主要殿堂。
树木：树木通常朝南的一侧枝叶茂盛，色泽鲜艳，树皮光滑；向北的一侧则相反。同

时，朝北一侧的树干上还可能生有青苔。再如植物特征，一般阴坡，即北侧山坡，低矮的

蕨类和藤本植物比阳面发育得更好；一般单个植物 （不是植物之间层叠）的向阳面枝叶较

茂盛，向北的阴面则矮小。
凸出地物：例如墙、地埂、石块等，其向北一侧的基部较潮湿，并可能生长苔类植物。
凹入地物：例如河流、水塘、坑等，其向北一侧的边缘 （岸、边）的情况与凸出地物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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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利用太阳与时表判定

上午９时至下午４时之间按下面这句话去做，就能较快地辨别出概略的方向：“时数

折半对太阳，‘１２’指的是北方。”如在上午９时，应以４时３０分的位置对向太阳；如在

下午２时４０分 （即１４时４０分），则应以７时２０分的位置对向太阳，此时 “１２”字的方

向即为北方。为提高判定的准确性，可在 “时数折半”的位置上竖一细针或草棍，并使其

阴影通过表盘中心 （图１３３１）。
需要注意的是：
（１）“时数”是按一日２４小时而言，例如下午１时，就是１３时；
（２）在判定方向时，时表应平置 （表面向上）；
（３）此方法在南、北纬度２０°３０′之间的地区的中午前后不宜使用；
（４）要注意时差的问题。即要采用 “以标准时的经线为准，每向东１５°加１小时，每

向西１５°减１小时”的方法将标准时间换算为当地时间。

图１３３１

３利用指北针

当指北针的磁针静止后，其Ｎ端 （通常都有标志）所指的方向即为北方。
利用指北针辨别方向是十分简便快捷的，但是需要注意：
（１）尽量保持指北针水平；
（２）不要距离铁、磁性物质太近；
（３）不要错将磁针的Ｓ端当做北方，造成１８０°的方向误判。

４夜间利用星体

（１）利用北极星：北极星位于正北天空，观察时，其距离地平面的高度约相当于当地

的纬度。寻找时，通常要根据北斗七星 （即大熊星座）或 Ｗ 星 （即仙后星座）确定。北

斗七星是七颗比较亮的星，形状像一把勺子，将勺头甲乙两星连一直线向勺口方向延长，
约为甲乙两星间隔的五倍处，有一颗略暗的星，即北极星 （图１３３２）。

当地球自转，看不到北斗七星时，则可利用 Ｗ 星寻找。Ｗ 星由五颗较亮的星组成，
形状像个 “Ｗ”字母，向 Ｗ 字缺口方向延伸约为缺口宽度的两倍处，就是北极星。

（２）利用南十字星：在北纬２０°３０′以南的地区，夜间有时可以看到南十字星，它也可

以用于辨别方向。南十字星由四颗较亮的星组成，形同 “十”字。在南十字星的右下方，
沿甲乙两星的连线向下延长约该两星的四倍半处 （无可 见 的 星），就 是 正 南 方 （图１３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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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３２
　　

图１３３３

（二）气象知识

在野外活动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天气的变化。因此，在准备野外 生 存 活 动 前 最 好 从 电

视、报纸、收音机里收集最新的天气状况，尤其是收音机，可随身携带，随时收听天气预

报。但天气预报通常只能报出大范围内的天气变化趋势，对于局部地区的小气候的变化无

法预报，尤其是山区的小气候往往是一日多变。因此，利用观察自然界的变化，通过观察

天空中云的颜色、种类、风向等来预测天气。

在我国民间有很多观察自然变化来预测天气变化的方法。如远山可见，表示天晴；近

山模糊，表示天有雨。另外，天快下雨时，由于气压会降低，空气的湿度增加，有些敏感

的动物就会做出一些反应，如鱼跃出水面、青蛙鸣叫不停、燕子低飞等。

在野外活动时，如夜晚气温降低将预示第二天是好天气，相反，如夜间闷热，第二天

可能会变天。如果在野外活动时带有气压高度计，则可从其显示的高度数来预测天气，高

度增加说明气压低，高度降低说明天气将变好。

另外，我们还可由云的形状、高低来预测天气的变化。
（三）山间危险的防护

１雪崩

雪崩是雪山地区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它对高山探险的登山运动员具有极大的危

害。雪崩多发生在大雪以后的２～３天内，在一天中，多发生于上午１０时 至 下 午２时 之

间。要防范雪崩应注意以下几点：
（１）下雪期间或下雪后的第２天，不要靠近陡斜的坡面和雪堆，因为这时容易发生雪

崩，大部分雪崩遇难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特别是大雪后尤为危险。
（２）在行进时的具体路线选择上，要尽量避开雪崩区。如必须经过，则要做好充分准

备，通过的时间要避开雪崩多发期，通过雪崩区时每人要系上雪崩飘带，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应缩短，组与组之间的距离应拉长，后面的人要踏着开路者的足迹轻步快速通过。
（３）遭遇雪崩时，不要惊慌失措，首先要尽快甩脱背包，再将冰镐插入坡面并尽量握

牢，以防止身体滚坠。
（４）在行进时，遇上恶劣天气，应视作雪崩警报。

２滚石

经风化破碎的石块，在重力、风力等作用下，从山上滚落下来，称为滚石。滚石区的

下部有大量堆积物，堆积物上部有滚石通过的痕迹。因此可根据下部堆积石块状况辨别滚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４４４　　

石发生时间的远近。如堆积石块的表面经风化后比较浑圆或长有低等植物时，说明该处已

有较长时间没发生滚石，是较稳定而安全的老滚石区。若堆积物棱角锐利，表面新鲜，则

为比较危险的新滚石区。滚石多发生在没有植物覆盖的坡度较陡的地方，而且多发生于高

温季节和每天的高温时间内。防范滚石的措施与防范雪崩类似。一旦遇 上 滚 石，切 忌 乱

跑，应沉着镇静，面向上方，注意滚石动向，待滚石靠近时再迅速躲闪，或利用附近的巨

大石块躲避，如是体积小、散碎性的滚石，也可将背包举到头上进行防护。

３冰河裂缝

冰河裂缝有显式冰河裂缝和隐式冰河裂缝。隐式冰河裂缝不宜被人识别。通过冰河裂

缝区时，野外生存者必须结组行进，并由有经验的运动员在前面开路。开路者要根据隐式

冰河裂缝显示的特点进行识别，把隐式冰河裂缝上的覆盖物去掉，使其显露成显式冰河裂

缝，或设置其他标志。然后采取跨越、绕行并架设挂梯等措施通过。一旦有人陷入隐式冰

河裂缝，陷入者应尽量甩掉背包和摆脱绳索的缠绕，结组的其他队员要采取行进中保护的

方法，迅速保护和抢救。

４泥石流

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高山湖或冰川湖的湖岸有时会塌方或造成湖底泄漏，此时湖水

就会夹杂着大量泥沙和石块呈泥浆状流泻下来，形成泥石流。泥石流的来势不像雪崩那样

迅猛，因此野外生存者在登山过程中遇到泥石流时要躲避它并不难。但要特别注意由于人

睡眠或休息时警惕性不高，要切忌将宿营位置选在泥石流的通道上。

５雷电

雷电是高山区阴雨时常见的自然现象，它会给登山活动带来 一 定 的 危 险。发 生 雷 电

时，可根据闪电和雷声传到的时间间隔和当时的风向，判断出产生雷电云层的距 离 和 动

向，并依此采取防范措施。应尽可能在雷电赶到之前，把能导电的装备、器材放置到离人

较远的地方。附近有雷电时，要停止使用通讯器材。而野外生存者最好进入帐篷内或较安

全的地点躲避。

６蚊虫叮、蛇咬

在热带丛林中露营和行进时，应注意防止蚊虫和蚂蟥叮咬，尤其要防止蛇咬。
除了眼镜王蛇外，其他蛇一般不主动攻击人。蛇的感觉灵敏，对栖息处的地面或树枝

的振动极为敏感，一遇到响动便会逃之夭夭。因此，在行进时，可手拿木棍 “打草惊蛇”。
通常蛇在遇到人又来不及躲避时，便蜷曲成一团，并将头弯在中央警惕地注视着发出声响

或敌害晃动的方向。此时，人如果不注意而未发现它，或无意踩及或触及它，毒蛇会冲出

来咬人。因此，在毒蛇出没的地区行进时应随时注意，以减少被咬的可能性。被蛇咬的部

位一般有７０％以上 是 在 足 部，如 穿 长 裤、高 腰 登 山 鞋，即 使 被 咬 也 不 会 伤 及 肉 体 中 毒。
在野外露营时，在住地周围适当撒一些石灰粉，以防毒蛇侵入。睡 前 检 查 床 铺，压 好 蚊

帐，早晨起来检查鞋子，这样一般可确保无事。
人一旦被蛇咬伤，首先应分清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咬的，这可 从 皮 肤 上 的 伤 痕 辨 别

（图１３３４），前５种均为毒蛇咬痕，最后１种为非毒蛇咬痕。
通过查看咬痕或观察被咬者在１５分钟内没有什么反应，可基 本 确 定 是 无 毒 蛇 咬 伤，

这种情况下则可按一般外伤处理。若无法判断，则应按毒蛇咬伤处理。被毒蛇咬伤后，应

将伤口部位尽量放到最低位置，保持局部相对固定，以减缓蛇毒在人体内的扩散和被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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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３４

吸收。并立即用柔软的绳子、布条或者就近拾取适用的植物茎、叶，在伤口上方约２～１０
厘米处结扎 （图１３３５），结扎的松紧程度以能阻断淋巴和静脉血的回流，但又不影响动

脉血流为宜。结扎的动作要迅速，最好在受伤后３～５分钟内完成。以后每隔１５～２０分钟

放松ｌ～２分钟，以免被扎肢体因缺血而坏死。结扎后，可用清水、冷开水加盐或肥皂水

冲洗伤口。经过冲洗处理后，再用锐利的小刀挑破伤口，或挑破两个毒牙痕间的皮肤，同

时在伤口周围的皮肤上用小刀挑开如米粒大小破口数处。这样可使毒液外流，并防止创口

闭塞，但注意不能刺得太深，否则会伤及血管。还可直接用嘴吸吮伤口排毒，边吸边吐，
每次都要用清水漱口，若口腔内有粘膜破溃等情况就绝不能用口吸，以免中毒。在施用有

效的蛇药３０分钟之后，可去掉结扎。如无蛇药片，可就地采用几种清热解毒的草药，如

半边莲、荚蓉叶以及鱼腥草等，将其洗净后，加少许食盐捣烂外敷。敷时不可封住伤口，
以免妨碍毒液流出，并要保持药料新鲜，以防感染。

图１３３５

（四）宿营地的选择

选定营地，应以安全、避风、近水、平坦为基本原则。

１安全

在选择宿营地时，要首先考虑安全因素。建营前必须对所处的环境仔细观察，营地应

远离雪崩、冰崩、裂缝、滚石、山洪等山间威胁。当你或多或少感到有某种危险时，绝对

不要在此露营。即便有些地方貌似安全，其实有极大的隐患。

２避风

野外的强风可将帐篷吹跑、扯破，因此，宿营地最好选在自然屏障的避风处，如山丘

或巨石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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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近水

营地是活动人员过夜、生活的临时场所，接近水源会带来许多方便，但若在河流两岸

设营必须充分考虑水流的涨落，以免涨水淹没帐篷。若在河流拐弯处建营则选在 内 湾 侧

（沉积侧），不在外湾侧 （冲刷侧）。

４平坦

宿营的主要功能是保证睡眠，因此，营地建在平坦的地面或雪面上要比凹凸不平的碎

石堆上舒服得多，而软土则更是理想的建营场所，若地面有碎石和荆棘应予以清除。若在

高山地区的冰碛物地形上建营，应把地面铺平，把有棱角的石块搬掉，最好铺上一层包装

箱或包装布。在冰雪地上建营，首先将浮雪铲平，然后将雪踏平踩实之后再行搭帐篷。冰

雪地如遇暴风雪，必须轮流值班，以防大雪掩埋帐篷造成人员的缺氧窒息。
（五）帐篷等的使用及选择

当我们选择好营地，准备宿营时，应首先在营地的下风处搭好炊事帐篷，建好炉灶，
烧上一锅水，然后再依次向上搭建用于存放公用装备的仓库帐篷和各自的宿营帐篷。当整

个营地的帐篷搭建好时，烧的水已开锅，可以马上饮用并开始 做 饭。另 外，还 要 在 下 风

处，远离水源的地方搭上一个简易厕所。

１帐篷

帐篷是野外活动的 “家”，为自己选择一个安全舒适的居所，对于喜欢野外生活的人

是很重要的。
选择帐篷应考虑其用途、季节、环境等因素，根据自己 的 实 际 需 要 来 选 择 合 适 的 帐

篷。一般来说，春、秋两季野营以 “人”字形或蒙古包形旅游帐篷为最佳；冬季从防寒的

角度考虑，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购置一个质地上乘的高山帐篷；夏季出游，一顶带凉棚

的屋式帐篷可谓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只想买一顶帐篷，不妨选一顶双层蒙古包形 旅 游 帐

篷，天热的时候，可以除去外罩，将内帐的通风窗打开，也能散出一些暑气。

２吊床

在炎热的夏季宿营时，还可使用吊床。吊床依其制作材料分有两种：布式吊床和网式

吊床。布式吊床是用薄帆布或尼龙绸布缝制的；网式吊床则是用棉绳或尼龙绳编 织 而 成

的。在野外，通常将吊床拴在树干较粗的大树上，拴的位置通常在离地约高１米的地方，
以便于上下。用吊床在野外临时休息时，吊床不必绑得太紧，如是用吊床宿营，由于人体

的重量，人在吊床上睡久了，吊床会产生较大程度的下坠，这样人的腰和 颈 部 会 感 到 不

适，因此一定要将吊床尽量拉直拴紧，以减少吊床的弯曲程度。在使用吊床时需准备一个

吊床专用帐篷及一块比吊床略长、较宽的塑料布，以防蚊虫叮咬和防雨。

３窝棚与树屋

在森林野营日久，还可就地取材，利用伸手可及的枝条和随处可见的大树搭建窝棚与

树屋。最常见的窝棚是单坡窝棚。在两棵树之间系一条绳子或拴一根杆子，用枯树枝捆绑

搭建窝棚的框架，然后用带有茂密树叶的树枝覆盖框架，最后在上面盖上一块编织布或塑

料布，将布的下边缘用石头压好固定即可。还可搭建三角形窝棚，选一棵易弯的小树，在

其顶部系一根绳子，调整好所需高度后将绳子的另一端斜拉固定在地上，这样就搭好了三

角形窝棚的支架。然后剪去顶部和里面的树枝，用它们搭在绳的两侧，多一点的树叶可增

强其保暖和抗风性。外面再盖上一层雨布，就可风雨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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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雪洞和雪屋

在高山地区采用雪洞和雪屋宿营，可以减轻攀登者的装备，从 而 加 快 登 山 活 动 的 进

度。雪洞和雪屋的保暖性能也比帐篷好，有利于攀登者的休息。在严寒区积雪厚的地区可

以掏筑雪洞以避风寒，洞容量的大小根据需要而定。

５冬季露营时睡袋的使用

在严寒区露营时，夜间最好不要睡觉，应利用白天中午太阳光强时睡１～２小时。雪

地宿营时睡袋不能直接放在有冰雪的地面上，可把松树枝和外衣铺在睡袋下面，以免人体

使冰雪融化而发冷。在使用睡袋前应使其充分蓬松，这样保湿效果更好。睡袋必须经常保

持干燥，晴天时应将其晒干。每次使用后，要把袋内的暖空气放掉，以免暖空气遇冷后水

汽凝结弄湿睡袋。进睡袋时衣服不可穿得过多，穿多了会使人出汗，致使睡袋潮湿而隔热

性能降低。
为了在睡袋中使身体产生热量，可侧躺在睡袋一边，模仿骑自行车的动作，用力摆手

和腿，直到四肢温暖。靠着这个温度，可睡１～２个小时。整夜这样反复，可保不致冻僵

冻死。
（六）野炊

野营中最大的乐趣是在风景秀丽的山坡上或小溪边，在欣赏风景的同时，品尝着自己

用山里的水、山里的柴、山间的动植物烧烤出来的美味。然而要在山间做出一顿能让人饱

食的野餐来，从搭建野炊灶，就近取水、取火到准备山间的特色小吃，同样是需要一定的

知识和技能的。

１搭建野炊灶

搭建野炊灶是野营中很重要的一种技能，是野炊的基础和必备条件。通常搭建野炊灶

时，要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地物及所能寻找到的燃料来进行修建。现在，野营时人们还

可携带汽油炉、煤气炉等现代化设备。但在不具备这些条件时，需 搭 建 简 易、实 用 的 炉

灶，用以烧水、煮饭、烧烤等。

２取水的方法

水的来源很广，需要留心观察。在一些山区，在 离 山 溪 或 瀑 布 较 近 时，可 听 到 “哗

哗”的流水声。另外，还要仔细观察，在一些较为潮湿 的 山 区，如 在 有 洼 地、竹 丛 的 地

方，常常是在落水洞的附近。这些落水洞的洞口有的直接可看到水，有的看不到水，但只

要深入下去，往往便能找到地下水。另外，在 地 下 水 较 浅 的 地 方，泥 土 潮 湿，蚂 蚁、蜗

牛、螃蟹等会在此做窝；在夏天的傍晚，蚊虫会在此成柱状盘旋飞绕；在冬天，青蛙、蛇

类动物喜欢在此冬眠。
在野外，通常雨水是可饮用的。下雨时，可将塑料布系在几棵邻近的树上以大量收集

雨水，也可将空罐头盒、杯子等容器放在干净的石头上 （不要放在地上，以免地面上的泥

溅到容器中）接雨水。另外，在野外，还可饮用断崖裂缝或岩石中流出的清水，最好不要

饮用从杂草中流出的水。对于湖泊或河流中的水，最好也不要直接饮用，可在离水边一二

米的地方挖一个小坑，坑里渗出的水要比从河湖中直接提取的水清洁。

３采摘野生植物

野生植物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多种维生素。可食的野生植物包括野果和野菜。其中

野果主要有：山葡萄、沙棘、火把果、野栗子、椰子、木瓜等；野菜主要有：苦菜、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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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马齿苋、小蓟草、荠菜、野苋莱、扫帚菜等。另外，较好吃的野生植物还有蘑菇 （香
菇、草菇、口蘑、猴头菌等）。采摘野生植物时应由有采摘经验的人带领进行采摘，以便

有效地鉴别有毒或无毒。通常鉴别野生植物有毒或无毒的方法主要有：
（１）根据有关部门编制的可食野生植物的图谱进行认真鉴别。这是较可靠的 一 种 办

法。
（２）将采集到的植物割开一个口子，放进一小匙盐，然后仔细观察这个口子是否改变

原来的颜色，通常变色的植物是不能食用的。
（３）将采摘的植物的幼嫩部分取一点，在嘴里用前齿嚼碎后，用舌尖尝一下是否有苦

涩，辛辣及其他异味，如异味很浓则有可能有毒，应立即吐掉并漱口。
（４）将野生植物下锅煮，煮后的汤水加入浓茶，若有大量沉 淀，或 将 煮 后 的 汤 水 摇

荡，若产生大量泡沫，则不可食用。
（５）在缺乏以上一切鉴别工具及手段时，可进行少量的试尝，若８～１２小时内身体无

头晕、恶心、头痛、腹泻等中毒症状时，则可大量食用。

（七）野外烧烤

烧烤是在参加野外活动中充满情趣也是容易掌握的野炊方法之一，烧烤的方法不仅适

用于肉、禽、鱼等动物性原料，还可适用于植物性原料 （采摘的野菜及蘑菇等）及米、面

等原料，在野外时，通常可采用的烧烤方式有以下几种：

１明烤

明烤是一种将要烤制的食物用调味品腌渍后，放于敞口灶篝火的铁架、铁栅上烤制成

熟的一种方法。使用明烤时，由于火力较为集中，烤制的食物要 经 常 翻 动，使 之 均 匀 受

热，还要掌握好食物与火的距离，保证食物内外成熟一致。

２泥烤

将鱼、鸡、鸭等原料用调味品腌渍后，用荷叶等包好，再用黄泥将其裹紧密封，放在

火中烤制的一种方法。烤制时火不能太大，且要经常翻动，翻动时如发现裂缝要马上用黄

泥封好，防止烧及里面的食物，造成表皮焦枯。

３竹烤 （或筒烤）
竹烤又叫筒烤，将要烤制的原料，如切成小块的肉、菜和米等放进竹筒里，密封后将

竹筒放在火上烧烤至原料成熟。

（八）篝火的搭法

篝火给人们带来温暖，带来光明，还可驱走野兽。因此，掌握搭建篝火的方法是十分

重要的。

１框架式篝火

将木柴交互成９０°角搭成 “井”字形框架，层层上叠，然后从底部点燃。这种形式的

篝火火焰旺盛、均匀，适于做饭取暖。

２窝棚式篝火

把一根较大的木柴一端用木柴或石块垫高，在其左右呈 “人”字形放置较小的木柴和

树枝，在背风面点燃。这种篝火燃烧面积宽，可产生较多的木炭，可供几个人在其周围取

暖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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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放射式篝火

将木柴或树枝以某点为圆心呈放射状排放，从中心点燃，随着木柴的燃烧，逐渐将木

柴往中心推送，这种篝火燃烧时间长，可在周围宿营。
在野外点燃篝火时，一定要小心以防失火，烧火前要清除周围的易燃杂草、枯枝、落

叶等，宿营后离开前一定要把篝火完全熄灭。
（九）野营救护

野营时带一些常用和应急药品的小药盒，是必不可少的。小药盒所准备的常用药见登

山装备中的日用装备部分所列。
野营时如遇到下列突发伤病，应作如下处理：

１昏厥

野外造成昏厥的原因多是由于摔伤、疲劳过度、饥饿过度等造成。主要表现为脸色突

然苍白，脉搏微弱而缓慢，失去知觉。遇到这种情况，不 必 惊 慌，一 般 过 一 会 儿 便 会 苏

醒。醒来后，应喝些热水并休息。

２中毒

其症状是恶心、呕吐、腹泻、胃疼、心脏衰弱等。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洗胃，快速

喝大量的水，用手指触及咽部引起呕吐，然后吃篦麻油等泻药清肠，再吃活性炭等解毒药

及其他镇静药，多喝水以加速排泄，为保证心脏正常搏动，应喝些糖水、浓茶，并立即送

往医院救治。

３冻伤

如发现皮肤有发红、发白、发硬等现象，应用手或干燥的绒布摩擦伤处，促进血液循

环，减轻冻伤。轻度冻伤用辣椒泡酒擦便可见效。如发生身体冻僵的情况，不要立即将伤

者抬进温暖的室内，应先摩擦伤者肢体，做人工呼吸，待伤者恢复知觉后再移动至较温暖

的地方抢救。

４中暑

其症状是突然头晕、恶心、昏迷、无汗或湿冷，瞳孔放大，发高烧。发病前，常感口

渴头晕，浑身无力，眼前阵阵发黑。此时应立即在阴凉通风处平躺，解开衣裤带，使全身

放松，再服十滴水、仁丹等药。发烧时，可用凉水擦头面部，或冷敷散热。如昏迷不醒，
可掐人中穴、合谷穴，促其苏醒。

总之，“野外生存”作为一门体育学科的新兴课程，它涵盖了登山与攀岩的基本技能，
只有在掌握这些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才能迅速地适应和把握 “野外生存”的生活技能与常

识，才能在野外遇到任何情况时，运用这些技能来自食其力，生存下去。



　
　
　
　
高
校
体
育
教
程
新
编

４５０　　

第十四章　休 闲 球 类

第一节　台　　球

台球运动概述

世界上第一张台球桌出现在１４００年，当时球桌上没有袋，只有拱门或门柱。在台球

桌出现以前，人们是在户外的地上玩一种被称为滚球的游戏。后来这种游戏被人移到室内

的台桌上，于是滚球游戏变成了户内的桌上游戏。不久桌面上被人们开了几个洞，于是这

种室内桌上游戏的趣味性大增。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台球作为一项正式的娱乐项

目，进入了英国上流社会。１５１０年，法国也开始了台球的娱乐活动，并深受法国人喜爱。
在路易十四时期，台球活动蔚然成风，一些社会名流将它作为一项高尚的娱乐活 动 来 推

崇。

２０世纪初，台球游戏开始逐渐变成了竞技运动项目。作为标志之一，就在世界不同

国家和地区相继成立了台球竞赛管理的机构。比如，１９１９年，英国成立了该国最高台球

组织机构———英国台球联合会。１９４０年，世界台球联盟成立，它负责国际性台球比赛活

动，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行政中心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１９４８年，美国成立了

美国台球协会，机构设在芝加哥。这些机构的成立，促进了台球竞技运动的开展。
早期的台球用球是用黄铜材料制成的，之后改用象牙，一只象牙平均只能做５个球。

制好的象牙还需挑选重量和大小，使每一组球相同，因此价格十分昂贵。这会使当时的台

球运动仅仅成为王室和富有之家的娱乐活动，只有少数人参加台球运动。
后来，被称为美国塑料工业之父的海亚特，研制出了一种用硝化纤维素、樟脑、酒精

等化工原料混合制成的台球，它大大降低了台球的成本。１９２０年，又出现了一种石炭酸

酯铸成的台球。这又一次使台球的费用降低。由此，台球在娱乐行业中，真正成为了大众

消费的对象。

台球基本技术与练习

一、握杆和身体姿势

（一）握杆方法

拇指和食指在虎口处用轻力握住球杆，其余３个手指要虚握 （图１４１１）。这样握杆

的优点在于保证手指手腕和整个手臂适度放松，便于肌肉能更协调地工作。另外，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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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和整个手臂的适度放松，有利于手指、手腕和整个手臂在运杆时的流畅，充分地感觉

出杆触击球一刹那间杆头与球撞击效果，给手指、手腕以及手臂肌肉本体感觉器官更丰富

信号，便于正确学习掌握技术动作以及及时发现和纠正训练过程出现的动作错误。
握杆时手腕要自然垂下，既不要外翻，也不要内收。

图１４１１　握杆方法

（二）身体姿势

握好球杆后，面向球台向用主球击打目标球的方向直立，球杆指向主球，握杆手置于

体侧，同时对击打目标球的下球点和主球将要走的位置进行确定。
当身体位置确定后，握杆的手保持在体侧不动，左脚向左侧前方迈出一小步，与左脚

距离大约与肩同宽。左腿稍微弯屈。右腿保持自然直立。上体姿势站好位置后，上体向右

侧转并向下弯身，使肩部拉起，上体前倾，与台面接近，头微微抬起，下颏正中部位与手

或球杆相靠，双眼顺球杆方向平视。尽量使球杆保持在额头中轴线上，双 眼 保 持 水 平 前

视，使面部之中线与球杆和后臂处在一个较为垂直的平面上 （图１４１２）。

图１４１２　面部位置

二、击球动作结构

台球运动的动作结构是由架杆、运杆、杆触球、跟进、停止等部分构成的。
（一）架杆

架杆就是用手给球杆一个稳定支撑和对杆头在主球的台球点进行调节的姿势。架杆是

打好台球很重要的环节。

１基本架杆方法

基本架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将整个手掌放在台面上，将拇指以外的四指分开，手

背稍微弓起，拇指翘起和食指的根部相贴形成一个 “Ｖ”形的夹角，球杆放在 “Ｖ”形夹

角内 （图１４１３、图１４１４）。需要注意的是，架杆手的掌根、小拇指、食指以及拇指处

的大鱼际部位要充分地贴住台面，切勿使架杆向左侧或右侧翻起，以确保架杆的稳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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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左手手指张开，指尖微向内弯屈，用拇指和食指扣成一个指环，并与球杆成直角，

掌根和中指、无名指、小指构成稳定支撑 （图１４１５）。

图１４１３
　　

图１４１４
　　

图１４１５

２特殊架杆方法

台球比赛中，主球的位置是千变万化的，当主球靠近库边以及主球后面有球时，都需

要运用特殊的架杆方法。
（１）当主球贴台边时，架杆手需用四指压在台边上 （图１４１６）。
（２）当主球和台边有一定的距离时，架杆手可以用四指紧抓住台边 （图１４１７）。
（３）当主球后有一其他球时，架杆上手需将四指立起来，避免球杆碰到球 （图１４１

８）。

图１４１６
　　

图１４１７
　　

图１４１８

３杆架的使用

杆架运用的方法，是身体适度前倾，手持球杆的尾部，拇指在下，食指、中指在上夹

住球杆，无名指、小指自然弯屈，另一手将杆架置于适当位置，将杆架整体放在台面上，

用手按住以防运杆、出杆时杆架晃动。

杆架有长、中、短之分，一般杆架的十字铜头有两种架杆高度供你使用选择。另外，

还有几种高脚杆架，当遇主球后有球阻挡时选用 （图１４１９）。

４架杆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１）架杆距离：一般架杆手的中指尖距主球约１５～２０厘米远，可根据主球在球台的

具体情况和对出杆力量不同要求，作适当调整。
（２）架杆的稳定性：在运杆时要注意架杆手不要随之微动，尤其对于练习时间不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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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９

的台球爱好者。
（３）架杆的手臂位置：尽可能使肘关节也贴在台面上，并要适当放松，注意肩不要耸

起来。
（４）架杆手的重点着台部位：一般情况下，掌根、拇 指 侧 的 大 鱼 际、小 拇 指 及 小 鱼

际、食指是手桥的着力点。不要由于手向两侧倾斜或掌根上抬，导致手桥着力点中某一点

离开台面，从而影响出杆的稳定性。
（二）运杆

在进行击打主球之前，台球选手都会有一个运杆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分解为

三个部分：运杆、后摆、暂停。

１运杆

在确定未打主球的部位后，便开始做运杆动作。运杆时，要求身体保持稳定，持杆手

的手臂进行前后运杆。运杆时应尽可能使球杆运摆得平直。
运杆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击球的准确性。运杆的次数不宜太多，但运杆的节奏要均匀。

２后摆

后摆幅度大小取决于所需要的击球力量，在肌肉用力相同时，后接幅度大，球杆击球

的力量也大。后摆动作要做到 “稳”和 “慢”，以保证出杆的平直。

３暂停

暂停是在出杆前一个短暂的停顿，以此保证平稳出杆。
（三）出杆击球

正确的握杆、身体姿势、架杆以及运杆，是进行有效击球的极为重要的准备工作，而

出杆触击球则是台球击球动作结构中的最关键环节，它最终决定着台球的效果。
出杆击球是以肘关节为轴，前臂向前送出。打触击球瞬间，根据击球的要求，注意对

手腕力量使用的控制，避免由于过分抖动手腕造成击球的不准确。出杆时，肩部和身体不

要用力，出杆动作要果断、清晰。
（四）随势跟进

击球后的球杆跟进动作，是为了保证击球的力量充分作用在主球上和击球动作的协调

连贯。适当的跟进动作对击球动作的完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跟进太 多，杆 头 出 的 过

长，会使肩、肘下沉，破坏击球动作的正确性，影响台球质量。如果跟进太少，则会使台

球动作发紧，力量不能有效作用于主球，也不能保持好出杆击球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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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击球方法

（一）主球的击球点

主球的击球点是球杆撞击主球某一部位的点，主球的击球点最基本的有五个点，即正

中点、中下点、中上点、中左点和中 右 点。另 外，还 有 四 个 常 用 的 台 球 点，即 左 上、左

下、右上和右下 （图１４１１０）。
在撞击主球上的击球点时，初学者在打主球中上点、中下点或中左点、中右点时往往

会出现球杆在击球时打滑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打击主球时，台球点超出了安全

击球区，所谓安全击球区就是以主球的正中点为中心，以球直径的６／１０为半径划圆，在

这个范围内击打主球，是不会出现打滑现象。随着对击球点掌握程度的提高，这个６／１０
半径的同心圆亦可以相应扩大 （图１４１１０）。

图１４１１０

（二）主球的运动方向及特征

１向前的直线方向

当球杆撞击主球的中上点、正中点和中下点时，主球运动方向均如此，但主球的运动

特征略有差别。正是这些特征的差异，才使球手随心所欲地去运用主球进行走位控制 （图

１４１１１Ａ）。
这种情况下主球运动特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１）速度特征。主球依其击球点 （中上、正中、中下）的不同，在用同一力度撞击主

球时，其速度特征表现为：中上点的球速较快，正中点次之，中下点较慢。
（２）旋转特征。当球杆撞击主球的中上点时，主球随即以正上旋形式向前方运动，当

球杆撞击主球的正中点时，主球开始是无旋转形式向前滑行，然后便以正上旋转形式向前

运动，当球杆撞击主球的中下点时，主球开始以无旋转形式向前做瞬间滑行后便以反下旋

形式向前运动。经过一段距离后，主球仍然以正上旋形式向前运动 （图１４１１２）。
（３）力量特征。当用同一力度撞击主球的中上点、正中点和中下点时，由于击球点的

不同，主球的速度和旋转形式不同，使主球运动时受到台呢的摩擦阻力影响程度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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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１１
　　

图１４１１２

同，当主球碰撞目标球时，便反映出主球撞击目标球的力量大小差别。撞击主球中上点时

力量较大，撞击主球正中点时次之，撞击主球中下点时力量较小。

２与球杆中轴线并行的方向

当球杆沿水平方向撞击主球正中点两侧的击球点时，便会如此。这种情况下主球运动特

征表现为一种既有自转又向前运动的混合运动形式。当球杆保持水平出杆击球的右中部或左

中部时，主球开始做短暂滑行后便开始右自转或左自转，同时也向前行进（图１４１１１Ｂ）。
（三）练习方法

１主球碰岸练习

（１）将主球置于Ｏ形区黄球点处，做好台球准备，击主球中心点，使主球沿开球线

直线前进，碰岸后又直线返回使球的中心点回碰杆头。反复进行练习 （图１４１１３）。
（２）将主球置于短岸一侧的开球区棕球点上，做好击球准备，用杆水平撞击主球中心

点，使其沿蓝球点、粉球点、黑球点上直线穿过，碰岸后又从黑球点、粉球点、蓝球点返

回并使主球中心点回碰杆头，反复进行练习 （图１４１１４）。

图１４１１３
　　

图１４１１４

２击主球入袋练习

（１）将球置于 开 球 线 上，做 好 击 球 准 备，击 球 入 中 袋 和 顶 袋，反 复 进 行 练 习 （图

１４１１５）。
（２）将球置于开球区并在顶袋边各放置一个球，以减少顶袋的宽度，做好开球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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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主球入顶袋，反复进行练习 （图１４１１６）。

图１４１１５
　　

图１４１１６

四、主球与目标球

（一）直线球

直线球是台球 （落袋）击球入袋的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当主球的中心击球点、目标球

的撞点和袋口的中心点在一条直线上时，当主球中心点受到球杆的撞击，并撞击目标球的

中心撞击点时，目标球便会直落球袋 （图１４１１７）。
（二）偏球

所谓偏球，是指主球撞击目标球的侧面。由于主球撞击目标球侧面的程度不同，又可

分为厚球、薄球。
厚球、薄球是台球运动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击球技术。所谓厚球，是指主球撞击目标球

的撞击点在目标球球体１／２以上。所谓薄球，是指主球撞击目标球的撞击点在目标球球体

１／２以下 （图１４１１８）。

图１４１１７
　　

图１４１１８

偏球的厚薄可分成五种类型，即：１／２、１／３、２／３、１／４、３／４ （图１４１１９）。
在打目标球的厚薄时，其瞄准点是目标球台球点向外一个球半径处与主球中心点纵向

运动方向延长线的交点 （图１４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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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１９ 　　 图１４１２０

（三）练习方法

１直线球练习

（１）近袋近距练习

就是将目标球放置在距袋口约１０厘米处，主球摆放在目标球后约５０厘米处并使主球

中心点、目标球中心点和袋口中心点形成一条直线。以中等力度为主，结合中上点与中下

点，并使主球将目标球撞入袋中。可以反复进行练习 （图１４１２１）。

图１４１２１

（２）近袋中、远距离练习

目标球放置位置同上。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加，对台球动作掌握程度的提高，可以逐步

增加练习的难度。近袋中距离练习的概念是，目标球不动，只将主球从原来近距离的点适

当向后移约５０厘米进行练习。近袋远距离的练习概念是，目标球不动，主球再由中距离

点向后移动约５０厘米以上进行练习 （图１４１２２、图１４１２３）。

图１４１２２
　　

图１４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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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远袋近距离练习

就是将目标球放置在距袋口较远处，主球摆放在目标球后约３０厘米处。使袋口中心

点、目标球中心点以及主球中心点构成一条直线，击主球中心点为主，结 合 击 主 球 的 中

上、中下、中左、中右点，撞击目标球入袋 （图１４１２４、图１４１２５）。

图１４１２４
　　

图１４１２５

（４）远袋远距练习

在远袋近距离练习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将主球再向后移约２５厘米，进行练习 （图１４
１２６）。

（５）五分点直线球练习

练习时将目标球放在五分点上，主球放在开球区开球线附近，根据练习实际水平，可

以将主球放在稍靠近目标球或稍远离目标球的位置上。并与目标球、袋口形成直线球。击

主球中心点为主，结合中高、中低杆，撞击目标球入袋 （图１４１２７）。

图１４１２６
　　

图１４１２７

（６）库边直线球练习

目标球放置在离库边约半个球位的点上，主球置于其后约６０～８０厘米以外，中杆击

球入袋 （图１４１２８）。
（７）贴库直线球练习

目标球 置 于 库 边，主 球 也 置 于 库 边，中 杆 击 球 或 用 左 偏 杆 击 球 入 袋 练 习 （图

１４１２９）。

２偏球练习

（１）１／２偏球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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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２８
　　

图１４１２９

练习时将目标球置于距脚袋５０厘米处，将主球摆放在离目标球５０厘米处并与目标球

形成一定的角度。这个角度以主球击目标球１／２部位即可入袋为宜。当这一角度确定后，
即可进行练习。必须击主球中心点，这时杆头与主球中心点构成的延长线正好与目标球体

边缘点相交。可以此作为瞄准的参照点来调整，反复进行练习 （图１４１３０）。

图１４１３０

（２）１／４偏球练习

内容同上，只是将主球放置的位置与目标球构成大于１／２厚度的点上，进行稍加一点

难度的练习。

五、球与台边

（一）击主球中心点

击主球中心点时，主球的入射角与反射角是相等的。这一原理是理解球与台边关系，

提高击球有效性的前提。入射角等于反射角这一原理成立的条件是球杆必须击打主球的中

心点。如果击打主球的其他部位，球的入射角与反射角就不等了。当然，在实战中，有时

需要利用这种不同来创造胜机。
（二）击主球中下点

当击主球的中下点时，反射角一般大于入射角。

（三）击主球左右侧

击主球的左、右侧时，反射角也是不相同的。左旋球碰台边后反射角小于入射角；右

旋球碰台边后的反射角则大于入射角。
（四）不同力量击球

用不同力度时，反射角也随之变化。一般来讲，力度小时，反射角小于入射角；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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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反射角可能稍大于入射角。
（五）练习方法

１倒顶球练习

倒顶球练习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但其原理是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练习时首先将主球放

在腰袋侧上方处，用中杆击主球碰台边后的反射撞目标球入角袋 （图１４１３１）。

图１４１３１

或放在开球区黄球点处，用中杆击主球，碰台边后反射目标球入腰袋。还可将主球置

放在台边，纵向台主球倒顶碰目标球入角袋 （图１４１３２、１４１３３）。

图１４１３２
　　

图１４１３３

２直线反弹球练习

练习时可以将主球放在台中，用中杆击主球去撞击离台边约１５厘米的目标球进中袋

（图１４１３４）。

也可以将目标球贴台边，用中杆击主球去撞击目标球反射人角袋 （图１４１３５）。

图１４１３４
　　

图１４１３５

也可以将目标球放在顶岸贴边，用中杆击开球区附近的主球，并去撞击目标球反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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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袋 （图１４１３６）。
将目标球放在台边，主球距目标球约５０厘米并稍离台边一些，用中杆打主球，找好

目标球的击球点。这时目标球要击得偏左侧一些，以保证入射角度能与反射角一致，保证

目标球入袋 （图１４１３７）。

图１４１３６
　　

图１４１３７

３非直线反弹球练习

（１）短岸小角度外直线反弹练习。练习时，将目标球置于离台边１５厘米处，主球放

在目标球后方偏内侧的约５０厘米处，将目标球反弹入中袋 （图１４１３８、图１４１３９）。

图１４１３８
　　

图１４１３９

（２）长岸小角度反弹球练习。练习时，将目标球置于顶岸离台边约１５厘米处，主球

放在开球区附近，并与目标球近于平行，用中杆击主球，撞击目标球一侧，使目标球入射

角与目标球入袋的反射角相同 （图１４１４０）。

图１４１４０

（３）近岸薄球反弹球练习。练习时，将目标球放在台边附近，主球离目标球７０厘米，
稍比目标球远离台边。中杆击主球，薄目标球进中袋 （图１４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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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薄贴岸球反弹球练习。将目标球贴台边，主球放在外后侧，中杆击主球薄目标球

人中袋 （图１４１４２）。

图１４１４１
　　

图１４１４２

六、基本杆法及其运用

（一）推进球技术

技术动作：做好击球准备，后手握杆保持球杆水平，台球的中心点，力量不可太大太

猛。
使用说明：为了使主球走到下一个目标球最好的下球位置，使若干个球构成一个清晰

的便于击打走位的路线网，可能需要用一个推进球来确保走位的准确 （图１４１４３）。
（二）跟进球技术

技术动作：做好击球准备，握杆的后手保持球杆水平；用球杆击打主球的中上点；出

杆的力量根据主球走位距离的长短而定。
技术效果：当主球以上旋的形式撞击目标球后，目标球向前行进，主球由于自身的上

旋作继续随之向前进，并停在某一位置上。主球跟进的距离与主球推进距离明显要长。
使用说明：为了获得一个较长距离的主球走位位置，需要用高杆来使主球随击球方向

跟进 （图１４１４４）。

图１４１４３
　　

图１４１４４

（三）定位球技术

技术动作：做好击球准备，球杆保持水平，击主球的中心点，出杆时要迅速有力，干

净利落。对距离较远的目标球，可击主球的中心点稍偏下方，以确保主球的定位。
技术效果：中杆击主球，撞击目标球后，目标球向前运动，主球停在目标球原来的位

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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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在实战中，有时需要使主球停在所击目标球的位置上，以便于击下一个目

标球 （图１４１４５）。

图１４１４５

（四）缩杆球技术

技术动作：做好击球准备，架杆手尽量放低平些，球杆保持水平，击主球的中下点，
出杆时要果断迅速，动作连贯协调。

技术效果：当用低杆击打主球时，主球便会随之产生 急 速 的 下 旋，当 与 目 标 球 相 撞

时，目标球向前运动，主球则借助其旋转向后运动。在同一力度下，由于主球和目标的距

离不同，缩杆的效果也有所不同 （图１４１４６）。
使用说明：为了在击红球后，能有一个有利于连续击球的位置，以便使下球变得更简

单，可以用一个低杆将主球缩回来 （图１４１４７）。

图１４１４６
　　

图１４１４７

（五）侧旋球技术

技术动作：侧旋球就是球杆撞击主球的左侧或右侧使主球旋转并向前进。如果要使击

出的主球直线前进，必须保持出杆时球杆前后基本是水平位置 （图１４１４８）。如果后手握

杆较高，主球 前 进 的 路 线 成 弧 线 状，并 随 后 手 抬 高 的 程 度 使 前 进 线 路 的 弧 度 增 加 （图

１４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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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４８
　　

图１４１４９

技术效果：侧旋球有左、右侧旋之分。撞击主球的左侧形成顺旋；撞击主球的右侧形

成逆旋。顺旋球在碰岸后向左侧运动，逆旋球碰岸后向右侧运动。
另外侧旋球不仅是主球自身产生的效果，它还会将它的旋转效果传递给被它撞击的目

标球，引起目标球的反旋转。
使用说明：台球击球技术所要达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将目标球击入球袋；二是使主

球行进到对下一次击球有利的位置上。
（六）基本杆法的练习方法

１推进球技术练习

（１）全球推进球练习

在台面一侧，放三个目标球，用中杆轻推主球，依次将三个目标球撞击入袋。练习时

可以有两种要求：一是每推进一个球，可以用手将主球重新放在下一个目标球的合适位置

上，二是力求使主球都能走到准确的位置上，保证用全球推进目标球 （图１４１５０、１４１
５１）。

图１４１５０
　　

图１４１５１

（２）偏球推进球练习

练习时，先将目标球在球台一侧成不规则三角形分布。用中杆击主球撞击目标球约３／４
球，力度要轻，找好下一个目标球所必需的偏球角度。使主球有走位的角度（图１４１５２）。

２跟进球技术练习

（１）全球跟进练习

目标球放在开球线前，主球在目标球后约３５厘米处，直线对准球袋，另一目标球在

中袋附近。中高杆击主球，撞目标球入角袋，并跟进至位置２，再用中高杆打主球撞击第

二个目标球，如此反复练习 （图１４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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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５２
　　

图１４１５３

（２）偏球跟进球练习

目标球位置基本同上，主球位置稍偏左一点，用中高杆击主球撞击目标球３／４处，使

目标球入袋，主球稍向右侧分离并向右侧前方跟进。然后再用３／４偏球击 打 第 二 个 目 标

球，如此反复练习 （图１４１５４）。

目标球、主球位置见 （图１４１５５），用中高杆击目标球，主球停止的位置在１Ａ上；

加大些力度，主球的停止点在２点上；再加大些力度，主球则停止在３点的位置上。可以

通过这个练习来学习和掌握偏球跟进时，不同力度对走位的影响。

图１４１５４
　　

图１４１５５

３定位球技术练习

以全球撞碰的方式用中杆击主球。练习方法可采用将目标球 排 一 排，每 台 一 次 目 标

球，用手重新码放主球在下一个目标球合适位置上，依次进行 （图１４１５６）。还可采用４
个目标球交错排列成两行，由中袋打起到角袋结束。如此反复练习 （图１４１５７）。

图１４１５６
　　

图１４１５７

４缩球技术练习

（１）全球缩球技术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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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时根据难度和要求的不同，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将若干个目标球排一排，

用主球击打目标球后，再用手重新码放主球位置，依次将目标球击入袋中 （图１４１５８）。

二是将三个目标球放在中袋附近，用中低杆击主球，撞击目标球进袋后缩回到原置球位，

再打第二个目标球，然后再打第三个目标球 （图１４１５９）。还可以将若干个球放在台中袋

的一侧，目标球对着中袋约２０厘米，用中低杆台主球撞击目标球进袋，并以不同力度来

找准排在边上的每一个球 （图１４１６０）。

图１４１５８
　　

图１４１５９
　　

图１４１６０

（２）偏球缩球技术练习

练习偏球缩球技术时，可将三个目标球在两个中袋中间处码成有一定间隔的一排。用

中低杆击主球撞击目标球一侧，使其入袋后走位至下一个目标球，再用中低杆打，直至全

部目标球进袋。注意偏球缩球时，打目标球要厚一些 （图１４１６１）。
（３）缩球技术综合练习

放置目标球和主球如 （图１４１６２）所示。这时目标球和主球有一定的角度。这个角

度是为了用缩杆时，主球能从右侧稍微绕开，以便出杆时能充分地完成球杆跟进。用中低

杆中等力度击目标球后，主球就会停在１的位置上；如果再加些力度，主球就会停止在２
号位和３号位上。

图１４１６１
　　

图１４１６２

七、主球的控制

主球的控制，就是指运用某种技法击球时，通过力量和击球点以及主球撞击目标球的

厚薄，来达到预想的行进路线和主球将停止的位置，以赢得更多的胜机。
（一）力量控制

力量控制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１）根据打击主球不同力量的要求，主要在拉杆上作出相应的调整。轻力击打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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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杆可以短一些；大力击打主球，则拉杆可以长一些。这是以拉杆距离进行调节为主的一

种力量调节途径。
（２）可以用增加肌肉发力，即不明显增加拉杆距离，只通过在相对固定的拉杆距离内

明显加强出杆力量来调整击打主球的力量。
（３）第三种途径则为混合式的。既有相应的拉杆变化，也有相应的出杆力量变化，来

对击球力量进行控制。
（二）位置控制

位置控制是指在击打全球撞击目标球时，通过杆头击打主球的不同击球点，撞击目标

球不同部位，以及使用不同的力度，来实现对主球行进路线和走位的控制。
决定主球走位的好坏有三个因素：
（１）主球的击点；
（２）目标球的撞击部位；
（３）出杆的力度。
（三）走位练习方法

１主球走位线路练习

这个练习 的 主 要 方 法 是 用 高 杆、中 低 杆 和 低 杆 击 主 球，撞 击 目 标 球 入 中 袋 （图

１４１６３）。可以用这个方法反复练习，熟悉不同杆法对主球走位路线的影响。

图１４１６３
　　

图１４１６４

２主球走位练习

练习时将主球、第一目标球和预备走位各点上放置若干目标球，如 （图１４１６４）所

示。用中高杆击主球，撞击目标球后，主球走位至Ａ；通过加大击球的力度方式，使主球

走位至Ｂ、Ｃ、Ｄ的位置上。如此反复进行练习 （图１４１６５）。

图１４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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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瞄准方法

我们提出的瞄准方法，是包括了台球中围绕着使目标球落袋的一切瞄准工作。一般来

讲，在击球前首先要做的事是走到目标球附近，看着目标球的下球行进路线，再看一下目标

球的下一球击点，并确定瞄准点，最后需要做的就是去击打主球，来完成击目标球落袋的要

求。
（一）目标球线路的确定

（１）确定目标球进哪个袋更为有利。
（２）确定目标球的中心点和袋口中心呈一条直线，并没有其他球影响整个球体顺利进

袋 （图１４１６６、１４１６７）。

图１４１６６
　　

图１４１６７

（二）目标球击点的确定

（１）在确定了目标球下球线路后，即可确定目标球的击点 （图１４１６８）。
（２）由目标球所对的球袋中心，经过目标球中心点延长，这条线与目标球球体外线相

交，这个相交点便是目标球的台球点。
（３）可以先用球杆在目标球的台点上瞄一下，以便在心中留下一个清晰的目标球台点

的印象。
（三）瞄准点的确定

（１）目标球上的击点确定后，接下来便是要确定目标球的瞄准点。
（２）从目标球的击点向后再量出一段与球体半径相等的长度，这个半径长度 的 最 远

点，就是瞄准点 （图１４１６９）。

图１４１６８
　　

图１４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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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主球的位置在目标球中心与袋口中心点直线的延长线左、右两侧的９０°范围内。
只要瞄准点不变，在此范围都能将目标球击入球袋。

（四）撞击目标球

在准备击目标球入袋前，眼睛可在主球和目标球之间瞄视，以确定预想好的下球点，

在最后出杆时眼睛应看着目标球。

开始练习时，可以使主球和目标球之间的距离近一些，以便目标球的击球点和瞄准点

能看得更准确。开始练习时，尽量打较厚的偏球，如１／２厚或３／４厚的偏球。另外，可以

把目标球上的击球点用粉笔做一个记号，把目标球在台面上的瞄准点也用白粉笔做一个记

号，以便于加深印象，提高练习效果 （图１４１７０、１４１７１）。

图１４１７０
　　

图１４１７１

台球基本竞赛规则

斯诺克台球竞赛规则简介

（一）斯诺克台球标志

１开球线和开球区

平行于底岸，距底岸内沿７０厘米，相交于两边岸的一条平行直线为开球线。并以开

球线中心点为圆心，以２９２厘米为半径，向底岸方向画出的与开球线组成的半圆形区域，

为开球区。

２置球点

台面上共有６个置球点。

黄球点 （２分点），位于开球区与开球线的右交点上。
绿球点 （３分点），位于开球区与开球线的左交点上。

棕球点 （４分点），位于开球区半圆的圆心点。
蓝球点 （５分点），球台两条对角线的交点。
粉球点 （６分点），两腰袋和两顶袋组成的对角线的交点。
黑球点 （７分点），台面的纵向中轴线上距顶岸的垂直距离为３１８厘米处的点。

３红球区

位于粉球点和黑球点之间，顶角和粉球接近而不相贴的一个正三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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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球的位置

白色球为主球；
红色球１５个，每个球分值为１分；
黄色球１个，分值为２分；
绿色球１个，分值为３分；
棕色球１个，分值为４分；
蓝色球１个，分值为５分；
粉色球１个，分值为６分；
黑色球１个，分值为７分。
（三）开球

开球必须使主球击中红球。
开球如发生违例，犯规，按规则罚分，由对方获得击球权。
（四）计分方法和最高分

选手按规则击进球的分值，即为所得的分数。
选手因犯规被罚的分数，应加在对方选手的成绩上。
选手中局认输，对方球是已有的分数应再加上台面上所剩球的分值 （每个红球按８分

计算）。
斯诺克一杆最高得分为１４７分。
（五）比赛方法

主球必须先击活球，且本球不得落袋。
非活球不得落袋。
活球是所有红球在全部离开台面之前，均为活球。击入袋中的红球不取出。当红球全

部击入袋中后，台面上的活球按分值大小排定，依次 为 黄 色 球、绿 色 球、棕 色 球、蓝 色

球、粉色球和黑色球。此时未入袋中的彩色球不再取出。
击一红球后，选手可任选一彩球为活动球。彩球一经指定不得更改。击落的彩球在下

一台之前应由裁判员取出放回置球点。
当台面只剩下黑球时，击球入袋或犯规受罚都会使比赛结束。
这时如双方比分相等，则：
重新放置黑球，进行决胜局比赛；
双方选手以掷币方式决定比赛顺序；
开球应从开球区内击出主球；
无论谁台球入袋或犯规受罚，都使比赛结束。
选手解障碍球时，要有明显的合理的救球趋势，否则，在被判犯规罚分的同时，对方

选手可以要求将主球放回原来的位置，让犯规方重打。
台面上的球被击出界或者球落袋的同时犯规，主球作手中球放回开球区，红球不再取

出，彩色球一律放回置球点。
（六）手中球

主球被击出界或自落，应判手中球，由对方获击球权。
手中球只能摆放在开球区内的任一点上，并击任何方向的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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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跳球

将主球击成跳球时，应判犯规。当主球有跳动而没有越过任何球体，先击目标球后，
再跳过其他球体时，不算犯规。

（八）自由球

一方犯规后主球变成 “死角球”或造成障碍球时，应判为 “自由球”。
非犯规球员上场击球时，可以指定任何一个球作为目标球，击落自由球，按活球分值

计算，并将自由球取出放回置球点。非犯规方也可让犯规方继续击球。
（九）犯规及处罚

击球者发生以下情况之一者均被判为犯规，应罚活球的分值，小于４分的按４分罚，
大于４分的按分值罚。

球未停稳即开杆击球；
击球时杆头触台主球两次以上；
击球时双脚离地；
击球时推杆；
击成空杆或主球自落；
用自由球作成障碍球；
手中球未放在开球区内开球。
下述犯规者，应判罚活球和有关球中的最高分值 （小于４分罚４分，大于４分罚自身

分值）。
使非活球被击中或落袋；
选手在击球时服饰、身体、球杆等触动球；
未成跳球或击球出台；
主球同时撞击两个球 （同时击两个红色球或一个自由球和一个活球除外）。
下列犯规行为，一律罚７分。
击红球入袋后，尚未指定彩球就犯规了；
使用台内的球达到一定目的；
连续两次都未打红球；
用非主球作主球。

第二节　保　龄　球

保龄球运动概述

保龄球，也叫地滚球，Ｅｈ英语 “Ｂｏｗｌｉｎｇ”的半音半意翻译而来。球体形状如排球。
打保龄球是一种在专用的球道上滚球撞击前方木瓶柱的室内运动，也是一种室内游戏。

古代保龄球最初起源于宗教而不是运动。据传，在中世纪前期欧洲的一些地方，天主

教在教堂的走廊安放木柱，象征异教徒和邪恶，当他们认为遭遇不幸时，就用石球滚击木

柱，只要击倒木柱就可以驱除邪恶，赎罪消灾。它后来逐渐发展为运动项目和游戏形式，
从教堂传到民间，先在欧洲流行，以后又传入美国和亚洲。那时作为撞击目标的瓶柱，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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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九瓶制。到１８世纪，美国人在九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瓶，形成了今天世界公认的

十瓶制，打保龄球也被列为体育运动的比赛项目。
保龄球运动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它 的 整 套 动 作，文 明 高 雅，注 重 礼 仪，体 耗

少，很安全，既锻炼身体，又有利于社交。从普及的角度看，它的最大优点是不受年龄和

性别的限制，社会各层面的 “保龄”爱好者都可以参与。特别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长时

间工作之后，打几局保龄球，自娱自乐，舒展身心，达到一种更为放松休闲的境界，对恢

复精力，消除疲劳，提高工作效率，很有好处。
保龄球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运动项目。近几年，一些沿海开放城市和内地大城市都相

继建起了保龄球馆，每天向国内外保龄球爱好者开放，深受欢迎。但由于场地有限，常常

满足不了众多保龄球爱好者的需要。目前，有不少青少年深深迷上了这项运动，发展势头

很好。为了推 动 这 项 运 动 的 开 展，１９８４年 国 家 体 委 决 定 把 保 龄 球 列 为 全 国 比 赛 项 目，

１９８５年５月，成立了中国保龄球协会，使保龄球运动纳入了正轨。

保龄球基本技术

打保龄球的一般要领比较容易学，但真正打得好，出球全中，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从

握球、推球、摆球、滑步出球直至出球后的延伸动作，都有一套科学严谨的方法，一个环

节把握不好，整局球就打不出水平。因此，初学者必须从打球的基本方法开始学起。

一、握球方法

击球前，首先要选一个适合自己的球，主要是重量和 指 孔，中 指 和 无 名 指 先 放 入 孔

内，然后，大拇指再放入拇指孔内，掌心尽量贴住球面，拇指的孔 能 以 自 如 地 转 动 为 适

宜。
根据不同的打法，有三种不同的握球方法。
（１）两节握法

中指、无名指孔与拇指孔的距离相对短一些，三个手 指 插 入 孔 中，手 掌 与 球 面 贴 住

后，中指和无名指与两个指孔正好扣在手指的第二关节。
（２）一节半握法

握球后，中指、无名指入孔为第一关节与第二关节的一半。
（３）一节握法

握球后，只将中指、无名指的第一节插入孔中。这种握法适合有一定球龄及经验的球

员采用。（图１４２１）
不同的握球方法，击出的球会产生不同的运行轨迹。特别是第三种，应在专业人员的

辅导下练习。

二、站位

助跑有三步、四步和五步的助跑法。一般采用四步助跑法。助跑前应先找到助跑的起

点。确定起跑点的方法是：练习者站在第１５或第１７块板上，离犯规线７厘米外，面向底

线，向前走四个自然步，再加上半步 （滑步），然后转身１８０°，面向球 道，经 反 复 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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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２１

此处就是四步助跑的起点。
确定站位后，站在起步点上，两脚稍分开，左脚稍前，右脚稍后，脚尖向前，排除杂

念，全神贯注，准备投球。

三、助跑

现以四步投球法为例，阐述步法技术。
第一步：右脚向前迈出一步，步幅稍小，速度稍慢。
第二步：左脚迅速跟上一步，步幅比前一步稍大些，速度也稍快些。
第三步：右脚迈出，步幅稍大，速度稍快。
第四步：左脚迈出，速度加快，并随着左脚冲力，向前自然滑动约２０～３０厘米，至

越界线７厘米左右处制动。此时，左脚内侧必须仍在第１７块木板边线上。
助跑时，身体稍前倾，脚步要稳定，保持身体平衡。特别指出的是要使每一步的脚尖

都对准标示点。

四、摆荡———握球摆臂

进行时，两手同时把球向前下方 （４５°）推出，至手臂伸直。随后右手在球的重力作

用下向下摆动 （这时左手已离球），接着后摆至肩平，继而向前回摆。这是一个连续的摆

动运动。
摆臂是保龄球运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技术，进行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１）必须以肩为支点，手臂伸直。
（２）振摆运动要以 “球带臂”，切不可作强制性用力。
（３）振摆时，手臂的运动必须在地面的垂直面上进行。
（４）振摆速度必须与自然步相配合，并使之达到高度的协调。

五、放球技术

球回摆时，手臂和手腕不做任何人为的转动，当球回摆至左脚内侧时，拇指退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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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和无名指向上钩提后脱出，将球推出离手而去 （图１４２２）。

六、综合性练习———四步投球法

根据寻求起步点的方法，站在起步点上，做好心理和生理上的准备。
（一）第一步———向前推球

１技术要求

身体稍前倾，重心移至左脚，两手向前推出，同时右脚向前迈出一步，步幅宜小，速

度稍慢。此时，在重力作用下，球向前下方摆出。手臂力求自然，手腕伸直，并有弹性，

身体保持平衡 （图１４２３）。

图１４２２
　　

图１４２３

２练习方法

（１）徒手练习；
（２）持球、在身体前相应处放一标志物，进行练习；
（３）对着镜子 （或侧向镜子）练习。
（二）第二步———垂直下摆

１技术要求

当球推出后，右手在球的重力作用下自然下摆，同时左脚迈出一步，步幅比第一步稍

大，左臂自然外展，右臂下摆到与肩部成垂直部位时，完成第二步 （图１４２４）。

图１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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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练习方法

（１）身体侧向靠近墙壁，作摆臂练习；
（２）正面或侧面对着镜子练习。
（三）第三步———后摆

１技术要求

在惯性作用下，球由下摆转为后摆，后摆高度不超过肩平。此时，右脚以稍大幅度迈

出，速度加快，并使右肩、球、右脚几乎在同一垂直面上。左臂继续顺势外展，以保持身

体平衡 （图１４２５）。

图１４２５

２练习方法

（１）同第二步练习方法；

（２）练习者后面放一标志，要求后摆时将球击到标志，或站一人予以暗示。
（四）第四步———向前垂直回摆———放球

１技术要求

球在重力作用下向前回摆，身体自然前倾，同时迈出左脚，速度加快，并使左脚以惯

性力向前滑行半步，至离犯规线７厘米处，以脚跟着地制动；左膝深屈，形成屈俯状；此

时球已回摆至左脚内侧，所有力量积蓄达到最大瞬间，以爆发力将球推出。球推出时，手

腕不作任何转动动作。大拇指先行脱出指孔，中指、无名指紧接着作向上钩提后脱出指孔

（图１４２６）。球出手后，右臂顺势向前上方摆起，右手像和对方握手一样，左臂同时继续

外展 （图１４２７）。

与此同时，还必须做到 “一保持”和 “四看清”。“一保持”即保持投球后手臂延伸姿

势。“四看清”即看清球是否通过△号目标箭头，看清球的运动路线，看清球是否进入①
～③号瓶位的角度，以及检查左脚所处的位置。

２练习方法

（１）两人面对面相距５～８米，单膝跪撑，按摆臂要求，作放球练习。

（２）侧向与墙壁平行站立 （左臂在外），右臂在条件作业下进行摆臂放球练习。
“四步助跑法”整体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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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２６

图１４２７

七、学练投球四步曲

（一）熟练直线球

投直线球时，球员站在第２７块木板的边线上，与犯规线成９０°角投球，球应当落在第

２０块木板上，通过△号 目 标 箭 头，直 射①号 瓶 （图１４２８）。进 行 时，要 求 做 到 助 跑 平

衡，球落点准确，球路直。这样可将①号瓶击中。但是球在运行中，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如果球偏右，即能进入①～③瓶袋，偏左则进入①～②瓶袋，因而有可能发生连锁

反应，将瓶全部击倒。
（二）第二步：掌握斜线球

所谓斜线球，它相对于直线球只有一个角度的关系，实际上是有角度的直线球。
投斜线球，是沿左脚内侧线站立在第２１块木板边线上，把第５引导标点作为球的落

点，以△号目标箭头为基准，这样就形成了一 “入射角”，使球有可能进入①～③瓶而获

得全中机会。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比直线球前进了一步 （图１４２９）。
（三）第三步：学练钩球

钩球技术相对比较难，所以只有当前面两种手法学会以后，才可学习钩球。钩球是由

于球在出手时，手指的提钩动作所引起球的曲线走向。其中包括自然曲线走向和短曲线走

向两种。
（１）自然曲线走向：即当球进入球道，运行到距瓶台１０～１５英尺处；转拐弯成钩形

路线，使球进入瓶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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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２８
　　

图１４２９

（２）短曲线走向：球在球道上大部分行程是直线，运行到离①号瓶５～１０英尺处，产

生急转弯，形成钩形路线，使球进入瓶袋 （图１４２１０）。

图１４２１０

（四）学习弧形球

弧形球的投法和钩球基本相同，但球所走的路线不同。弧线球运行的路线横向跨越几

块木板，形成弧形进入瓶袋，而钩球走的是直线到转折处拐弯钩进瓶袋的，路上横向跨越

的木板较少。
投弧形球能有效地增大入射角和加深入射角，球击中①号瓶厚③瓶薄，因而对瓶的杀

伤力强。但是技术难度较大，这是因为球横经木板多，遇到球道上的不利因素多，所以难

以控制 （图１４２１０）。

八、投全中球

（一）投全中球的基本要素

投全中球必须具备如下四个要素，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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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球必须击中瓶袋；
（２）球进入瓶袋的入射角要深；
（３）球入袋以后的作用力要正确，并具有足够的潜力，从而产生击倒瓶的连锁反应；
（４）球入袋的速度足以维持贯穿整个瓶台。如作用力过小，速度过慢，不足渗透到整

个瓶台，反之也常常适得其反。
（二）投全中球的技术要求

１掌握角度线瞄准法

所谓角度线瞄准法，是指球员根据某一球道的特性，确定站位，并使落球点、目标箭

头、瓶袋三者之间构成一个瞄准用的 “全中角度线”。

２适宜的速度

投全中球必须掌握住球速。从理 论 上 讲，从 犯 规 线 到①号 瓶 中 心 线 为１８２８８厘 米，

而球的圆周为６８５厘米，因此，球在球道上应滚动２６圈才能到达①号瓶。但由于球的滚

动滑行，事实上只有１５圈左右，球速过快或过慢都会造成不良后果。速度过快会增加滑

溜距离，并使球进入瓶袋时来不及形成足够的旋转圈数，也使击倒的瓶不能产生 横 向 撞

击，甚至出现瓶垂直飞向沟底。球速过慢造成撞击力不足，不能有效地贯穿瓶台等。

正确的球速，一般是当球投出从落点到击中①号瓶的速度时间２２秒±０２秒，以中

速为好。

３取得有效的入射角

所谓入射角是球转向①～⑧号瓶位时的路线与①号瓶中心线之间的夹角。欲求投全中

球，必须增大和加深入射角。入射角愈大，撞击的破坏 力 愈 大；入 射 角 越 深，杀 伤 力 越

强。所以优秀运动员一般都采用弧线球，自然曲线球等投球法。

４正确的作用力

这里指的作用力，就是使球贯穿整个瓶台，并使木瓶被依次击倒的能量。

作用力包括手臂的提力、球的旋转力、指力和钩力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放球时拇指和

无名指、中指施加在球上的力。另外，还有球道，球速、瓶重等等因素。作用力过大和过

小，都会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由于影响球作用力的因素很多，进行时应当作全面考虑，只有在反复练习中琢磨其内

在规律，才能使投出的球达到最佳的效果。

保龄球比赛方法和基本竞赛规则

一、球

保龄球一般用木料制成，近几年采用尤丁纤维等有特性的材料制成，球的重量为６～
１６磅，共计有１１种规格。球的直径为２１８厘米，圆周不大于６８５厘米。

保龄球分通用球和专用球两种。一般场馆中用的都是通用球，通用球又叫娱乐用球，

球上标有重量。专用球是根据球员的体重、体力、握力和臂力等各种因素决定的最适合该

球员使用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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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球道

球道长１９９６厘米，宽１０４～１０７厘米，发球区和竖瓶区用加拿大枫木板条拼接而成，
其余用松木板条拼成。这些木板条的数目是有规定的，常见的球道都是由３９块木板条拼

接而成的，也有由４１块木板条拼接而成的。竖瓶区 （瓶台）从①号木瓶中心线到底部的

距离为８６８３厘米，由１０个瓶位间隔各为３０４８厘米，成正三角形排列，发球区犯规线

距跑道底线为４５７厘米。球道和助跑道 （图１４２１１、图１４２１２）。

图１４２１１

图１４２１２

三、木瓶

木瓶是以枫木为主要材料粘合而成，表面呈极为圆滑的曲线。瓶重１２６～１４６千克。
正式比赛用１０个 木 瓶，在 放 瓶 区 内 成 倒 三 角 形 排 列，１０个 瓶 位 间 隔 距 离 各 为３８４８
厘米。

四、自动化送瓶装置

其中包括由程序控制箱控制的扫瓶、送瓶、竖瓶、夹瓶、升瓶、回瓶、瓶位信号显示

和犯规仪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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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赛方法

（１）保龄球是以局为单位，以击倒球瓶数的多少来计分并决定胜负的。一局分为１０
轮，每轮有两次投球机会。如果在一轮中，第一次投球就把１０个球瓶全部击倒，即全中，
就不能再投第二次。惟有第１０轮不同，第一次投球如果投得全中，仍要继续投完最后一

球，结束全局。值得强调的是，如果两次投球没有将１０个瓶全部击倒，那么第三次机会

就会被自动取消。
（２）比赛以抽签的方式决定道次。每局在相邻的一对球道上进行比 赛，每 轮 互 换 球

道，直至全局结束。
（３）保龄球比赛时，均以６局总分累计决定名次。

①单人赛：将每一局的成绩相加，以６局总分最高者为冠军，次者为亚军。

②双人赛：每人６局，以二人合计１２局累计总分高低决定名次。

③三人赛：每人６局，以三人合计１８局累计总分高低决定名次。

④五人赛：每人６局，以五人合计３０局累计总分高低决定名次。

⑤全能赛：以每人２４局总分高低决定名次。

⑥精英赛：通过上述前四项比赛，取２４局总分的前１６名参加准决赛，进行单循环后

共打完１５局，取１５局总分的前４名参加挑战赛：第四名对第三名，是第一次挑战；胜者

对第二名是第二次挑战；胜者对第一名的比赛称为决赛。连胜两局者为冠军，连负二局者

为亚军，一胜一负的情况下两局总分高的为冠军，总分低的为亚军。如果两局总分相同，
就要看双方第九轮与第十轮的成绩了，分数高的夺得冠军。

六、记分规则及记分符号

（１）比赛按顺序每轮允许投两个球，投完１０轮为一局。
（２）每击倒一个木瓶得一分。投完一轮将两球所得分相加，为该轮的应得分，１０轮

依次累计为全局的总分。
（３）第 一 球 将 全 部 木 瓶 击 倒 时，称 为 “全 中”，用 符 号 “×”表 示，该 轮 得 分 为１０

分。第二球不再投。但按规定应奖励下一轮两球的所得分。它们所得分之和为该轮的应得

分。
（４）第一球未能 “全中”，记下被击倒木瓶数，作为第一球所得分。如果第二球将剩

余木瓶全部击倒，则称为 “补中”，用符号 “／”表示，该轮所得分亦为１０分，并奖励下

轮第一球的所得分。它们所得分之和为该轮的应得分。
（５）第１０轮全中时，应在同一条球道上继续投完最后一个球结束全局。这两个球的

所得分应累计在该局总分内。
（６）第１０轮为补中时，应在同一条球道上继续投完最后一个球结束全局。这个球的

所得分应累计在该局总分内。
（７）第一球 击 倒 部 分 木 瓶 （１号 瓶 必 须 被 击 倒），和 第 二 球 未 能 补 中 记 分 均 用 符 号

“０”把数字圈起来表示。
（８）如果第一球落入边沟，即为 “失误 球”，用 字 母 “Ｇ”表 示，该 球 得 分 为 零。当

第二球将１０个瓶全部击倒，应视为补中，该球得分为１０分，该轮应得分按 （４）所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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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凡是第二球失误 （落入边沟或击中任何一个球），用符号 “－”，该球得分应为零。
（９）第一球、第二球犯规均用符号 “Ｆ”表示，该球得分为零。
（１０）如果第１０轮第一球犯规，同样用符号 “Ｆ”表示，该球得分为零。当第二球击

倒全部１０个瓶应视为补中，该球得分为１０分，并允许投完最后一个球，并把最后一个球

所得分累计在该局总分内。
（１１）如果从第一轮第一球开始到第１０轮，连续１２个球全中，按规则每个全中球应

奖励下一轮两个球的所得分，即每轮以３０分计 “最高局分”将达到３００分。
（１２）比赛结束出现同分时，应从第九轮开始决胜负。

七、保龄球运动的基本礼仪

（１）进投球区时，必要更换保龄球专用鞋；
（２）只使用自己选定的保龄球；
（３）等到瓶完全置完之后再投球；
（４）不要进入旁边的投球区；
（５）不可以随意进入投球区；
（６）先让给已经准备好投球姿势的人投球；
（７）同时进到投球动作的情况时，由右边的人先投球；
（８）在投球区，不可以投球的预备姿势太久；
（９）投球动作结束后，不可以长久地站在投球区；
（１０）不可批评和嘲笑别人缺点；
（１１）不可打扰正在投球人的注意力；
（１２）不可以在投球区挥动保龄球，不可投出高球；
（１３）成绩不好时，不要怪球道情况不良；
（１４）不可穿汗背心和短裤练习或比赛；
（１５）不可把水洒落在投球区上。

第三节　高 尔 夫 球

高尔夫球运动概述

高尔夫球是由英文绿色、氧气、阳光和步履的第一个字母缩写而组成，寓意着在明媚

的阳光下，踩着绿色的草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散步、打球、聊天。
高尔夫球是 一 项 古 老 的 贵 族 运 动，它 起 源 于１５世 纪 的 苏 格 兰，当 时 叫 “ＧＯＦＦ”和

“ＧＯＬＦ”。１７世纪，高尔夫球运动被欧洲人带到了美洲，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又传进了亚洲。
现在，高尔夫球运动迅速发展，目前世界各地高尔夫球竞赛繁多，主要的高尔夫球组织和

赛事有：美国高尔夫球协会、美国高尔夫球公开赛、美国业余女子高尔夫球锦标赛；英国

职业高尔夫球协会、英国高尔夫球公开赛、英国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世界业余高尔夫球

理事会、世界杯高尔夫球比赛等。

１８９６年，中国上海高尔夫球俱乐部成立，标志着这项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运动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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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１９８５年５月，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在北京成立。近年来，北京、深圳等城市建造了

３０多个高标准的高尔夫球场，并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培训班。随

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高尔夫球运动必定会迅速发展。

高尔夫球基本技术

一、握杆、准备姿势和瞄准

正确的挥杆动作从握杆开始。在学习握杆之前有两项准备工作：第一，先学会用杆面

瞄准目标，用右手握住球杆调整杆面的方向；第二，注意站立姿势，臀部后翘，两臂自然

下垂。

１左手握杆方法

左手自然下垂，手指指向地面，然后很自然地以手握住球杆，球杆放在左手掌对角线

上；食指第一指节的位置略低于拇指的指尖；缩拇指可使后面牢固握杆，便于用力。
左手正确地握住球杆之后，左手背应正对目标，拇指和食指所合成的直线指向右眼或

右耳，由上往下只能看到前两个指节。
左手握好球杆后，将球杆举到胸前，体会一下手指的用力。

２右手握杆方法

高尔夫球挥杆最讲究的就是一致性，握杆时左右手的一致性是其基础。
（１）叠式握法 （瓦顿式握法）。先将右手置于杆身右侧，右手指顺着 握 把 向 下 伸 出，

右手小指扣住左手食指的指节，右手食指成扣扳机状扣住球杆，并与中 指 明 显 分 开；中

指、无名指握住球杆；右手拇指握住位于握把左侧的中央，以便和食指相互平衡。“强式”
握法是指左手过度偏球杆上方，而右手偏球杆下方。 “强式”握法不见得是好的握杆法，
它容易打出弹道低的左曲球。

“弱式”握法是指左手几乎向左转至球杆下方，而右手则位于球杆上方，双手的虎口

都指向下巴的左侧。这种握法常见的结果是击球时杆面向右开，打出右曲球。
（２）互镇式握法。握杆时，右手的小指插入左手食指与中指之间，镇住食指。这种握

法主要用于小指短的人，或力量较差的女性。
（３）拳式握法。像握棒球棒一样，左右两手分开，用食指握住球杆，右手的小指与左

手的食指相贴。这种握法多为力量差者、高龄者及女性使用。
选择适合自己的握杆方法，要以松弛、自然的姿势站立，按握杆要领握杆后将杆头轻

轻着地，这时两手拇指与食指所形成的倒 “Ｖ”字形应指向右肩方向。两手握杆的力量要

适度，不可太紧，也不可太松。

二、准备击球姿势与瞄准

虽然高尔夫球运动是击打静态的球，但是它和任何一种动态的球类运动一样，需要良

好的平衡感。因此，正确的准备击球姿势与瞄球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１身体姿势

（１）双脚和双腿。采用一般站姿，双脚间距应等于或略大于肩宽 （以５号铁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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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脚只能比垂直目标线略微向外展开一点点，左脚向外张开的幅度略大，约１０°。双腿微

屈，膝关节微向内缩。
两脚站位的方法分为：①正脚位：指两脚尖连线与准备击球路线平行的站法；②开脚

位：指左脚稍微后撤的站法；③闭脚位：指右脚稍向后撤的站法。初学者应从正脚位开始

学习。
（２）臀部与上身。臀部应后翘，而不应下沉。上体自然前倾，后背不可过分挺直，使

上身和双臂悬在球的上方，后翘的臀部正好稳定住向前倾的上身。
（３）双臂、双手和肩膀。双臂放松下垂，双手位于球的前方。由于右手握杆的位置比

左手低，所以右肩的位置自然会比左肩低。左臂自然伸直，右大臂贴近身体。
（４）头部。只是脸部对着球，而不是整个头俯在球上，而且不 用 抬 头 即 可 看 到 正 前

方。
初学者要注意纠正不正确的姿势，对照不正确的姿势，也许会 使 你 更 了 解 正 确 的 姿

势。不正确的姿势包括腰部或背部 （而非自臂部）俯身、驼背、肩膀耸起、双臂耸起，双

臂不但非笔直下垂，而且向前伸出。

２球位

（１）球与身体的前后距离。面对球，左肩对准击打方向。握好球杆，双臂自然下垂，
大臂贴近胸部，杆头自然贴进球。

（２）球与双脚的距离。一般双脚间的距离以不超过双肩宽为原则。初学者使用５号铁

杆练习，将球置于双脚正前方中间，这样较易掌握击球点。
以左脚跟为基准，使用１号木杆，把球放在左脚跟的延长线上，两脚开立大于肩宽。

球杆愈短，球位越向右脚方向移。

３瞄准

瞄准的方向极为重要。脚趾、膝盖、臂部、肩膀和双眼都要与目标线平行。
臂部和肩的位置最重要，由于右手握杆位置较低，所以很容易 会 将 右 肩 或 右 臀 向 前

拉。右肩和臂部一定要与目标线平行，这样才能正确地做出一杆动作。

三、推杆技术

１推杆在高尔夫球比赛中的作用

推杆是高尔夫球比赛中使用的各种球杆中最重要的球杆之一。
在标准杆７２杆中，推杆的杆数占一半，所以说，推杆技术的好坏直接影响打球的成

绩。
在一般情况下，每一洞都由推杆击球入洞，人们形容推杆是画龙点睛的笔。很多高尔

夫球专家学者认为：学习高尔夫球技术应从推杆技术开始练习。

２推杆的握杆法

推杆的握法很多，初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习惯进行选 择，也 可 以 创 造 新 的 握

法。
（１）棒球式握法 （也叫拳式握法）。如棒球手握棒的方法，但由于这种握法两手的手

指没有交叉或重叠，两手没有成为一体，所以左右手的用力不易平衡。
（２）叠式握法。与普通球杆叠式握法基本相同。用左手握把的后端，右手掌锁住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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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右手小指叠搭于左手食指与中指中间。
（３）反叠式握法。这种握法最普通，大体与叠式握法相同，不同之处是左手的食指搭

在右手的小指与无名指之间，或伸直斜搭在右手的小指、无名指和中指上。
（４）右手在上的握法。与反叠式或叠式握法相同，只是两手的位置正好相反，也就是

用右手握住握把的后端。采用这种握法推球时，左臂和左腕基本固定，主要依靠右臂的伸

推动作来完成。

３推杆的站姿

使用推杆时的站姿因人而异，一般站位时两脚基本保持与推击线平行，两脚宽度以身

体不左右晃动，能够保持身体平衡且又感到舒适为宜。
两脚取好站位后，两手握杆，两膝稍弯曲，上体全倾，背部形成弓形，头位于球的上

方。球的位置应该在左脚正前方线与推击线的交叉点上，球在左眼正下方，两眼连线与推

击线平行。两肩放松，两肘弯曲贴近两侧肋部。

４推杆动作过程

作好击球准备之后，两眼注视球，两臂保持与肩构成的五角形以及与球杆形成的一体

结构；两手手腕保持固定，推击杆的杆面正对推击路线方向；头部保持稳定；以脊柱为固

定转动轴，球杆、两臂和两肩形成一个 “钟摆”，保持杆面正对推击线方向；向球的正后

方直线引球杆，进行后摆杆 （后摆杆的幅度因击球的需要而不同）；到达后摆杆的最高点

后，仍然按照原路线向推击线方向返回；杆头触击球以后直线向推击方向送出，进入顺势

动作。
在推击球的全过程中，头部要保持固定，两臂与两肩构成的五角形结构也不能破坏，

两手腕保持固定，不能有任何屈伸动作。击球后前送时，不要过多主动发力和用力，这是

能否正确推击球的最关键一点。
在推击球时也可用手腕驱动球杆将球敲击出去的方法，但这 种 方 法 较 为 独 特，不 易

掌握。

５推杆动作要点

（１）认真观察，根据球洞区情况确定推击球的路线。
（２）选择稳定并具有良好平衡感的站位，体重分配均匀，球的位置要 在 左 脚 跟 正 前

方、左眼正前方。
（３）开始反摆时，肩与臂保持构成的五角形结构，手腕固定，两手的手掌方向始终保

持不变。
（４）摆到最高点后，以同样的路线、同样的反向动力做推击球后，进入顺势动力，以

完美的 “钟摆”动作击球。
（５）头部保持固定，两眼不要过早跟踪球的方向。
（６）进行长距离推击时，以使球进入球洞周围１米范围内为第一目标；进行中、短距

离推击时，以球能滚过洞２０～３０厘米为最佳。

四、练习方法

１目标练习法

每次所有练习球数的１／５练Ｐ杆、３／５练目标杆、１／５练发球杆，球量２～５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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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多。一天练好一枝目标杆，一个星期练好７枝杆，加上Ｐ杆、发球杆共９枝杆。

２测距练习法

换一套新球杆或是新动作时，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距离。可以在练球场以１０球为一个

单位，最远及最近２个球不计，以中间８个球的平均距离就是此球杆的距离。而该距离是

以球落点加上１０码，就是实际下场距离。

３临场练习法

上场前的练习要依个人体力而定，不要练多。练习的目的有二：
（１）暖身。
（２）得知当日球路方向与距离。此时不能改动，而必须按当日球路，作出击球策略。

练球顺序是由短到长，也就是先练推杆，进而铁杆、木杆。在练习场不要有球就打，先空

挥一杆再打球，打一个球有两个球的效果，并且可以培养出临场节奏感。

高尔夫球基本竞赛规则

很多打高尔夫球的人都说，高尔夫球规则很难掌握，其实只要你遵循以下两条原则，
高尔夫球的规则就很容易理解。第一，要保持球的现状来打球，也就是从发球台把球打出

后，一直到球被打上果岭以前，不能用手去摸球 （即使球的落点很不理想，也要在原位打

球）。第二，比赛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不要只考虑对自己有利的情况。

１礼貌规范

（１）安全。挥杆和打球时都要注意安全，防止伤害事故发生。
（２）为他人着想。要礼让谦虚，不影响别人打球，不拖延时间；当球击入洞后，要立

即离开果岭。
（３）按顺序击球。如无特定规则时，两人组比三人组或四人组有优先权，并可超越前

组。若一个组的比赛进行得太慢，并落后前面一组一洞以上，则应让后面一组超越。
（４）比赛场地的维护。运动员离开沙坑前，应仔细地把所有的洞痕和被踏出的脚印填

平。在通道区，运动员应保证将被削起或刮开的草皮移回原地并压平。对于钉鞋对果岭所

造成的痕迹，在打完一洞后，应予以认真地修复。在拿旗杆或从球洞中取球时，要注意爱

护旗杆和球洞。

２球台规则

如果你迟到了但不足５分钟，要加罚两杆。若超过了５分钟，就要被判为失格，也就

是没有资格参赛了。
出发顺序可以按委员规定的顺序，也可抽签、猜拳或按年龄大小决定由谁先发球。
沙坑、旗杆的位置等是可以问的，但若你问同伴使用的是几号杆，则要被判罚两杆；

同伴若回答了，同样也要被罚。
球从球座上掉下，或是在准备击球时杆头碰到球使球落下，可 以 把 球 重 新 放 在 球 座

上。但是如果你正式挥杆击球了，而没打到球，应算做一杆。若空 挥 时 使 球 从 球 座 上 落

下，也只能在原位打第二杆了。如果你要把打落的球重新放在球座上，那么再打就是第三

杆了。你如果怀疑打的球出界了，必须向同组竞技者说明，再打 一 个 暂 定 球。要 重 新 打

时，应待大家都打完之后再打。若第一次打的球真的出界了，那么补打的这一杆，就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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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杆了。

３球道规则

在球道上，应由距离球洞较远的人先打。
若你错打了别人的球，要被罚两杆。
在确认自己的球时，发现球坏了，可以向同伴说明换球；如果没有说明就换球或偷偷

地换球，则要罚两杆。
球停在道路上或修理地上时，可以在远离球洞的方向，在一杆以内的位置抛球，而不

受罚。
球打到长草区时，为了确认是不是自己的球，去摸草是可以的，若移动了球，则罚一

杆。
在５分钟内找不到球，则视为球遗失。重新打一个球时，要回到打击位去打，且加罚

一杆。
在打球时折断树枝或空挥时弄断树枝，都要罚两杆。
球打在自己的推车或球袋上，要罚两杆。
球杆在击球时，两次碰到球，即为连击，应算两杆。

４障碍区规则

“障碍区”是指任何沙坑或水障碍区。
在沙坑中，不可以清除球旁的树枝或树叶。如果犯规的话，要罚两杆。
在沙坑中，准备打球时，球杆碰到了沙子要罚两杆。
球进入水障碍中，要罚一杆。当然如果你认为在水中可以打，是不受罚的。

５球洞区 （果岭）规则

球打上球洞区，可以把球拿起来擦。但拿起 球 之 前，必 须 做 好 标 记。如 果 没 有 做 标

记，要罚一杆。
别人推的球还在动，而你就做动作打自己的球，算犯规，要罚两杆。
在正规比赛中，每一洞都必须击球入洞 （即使同伴已经承认你下一杆一定能将球击入

洞内），否则即失去了参赛资格。
从果岭外面打球上果岭时，碰上了本来就停在果岭上的球，要 把 被 碰 到 的 球 放 回 原

位，但若两个人的球都在果岭上，打到球的人要被罚两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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