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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3.2.3.5 中澳男篮其他技术能力对比分析澳大利亚男篮控制失误、控制犯规次数、罚

球命中率及抢断方面均强于中国男篮。3.2.4 人才输送较少，国内高水平联赛有待提高中

国男篮国家队大赛成绩不佳与 CBA 联赛息息相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外

援主导比赛。（2）赛场暴力。（3）CBA 梯队建设。 

研究结论：中国男篮提升自身实力的新路径：4.1 吸取国外经验，打造选材体系 4.2 

注重儿少基本功，培养基础教练群 4.3 抓紧锻炼新人，完善新老交替 4.4 中国队根据自

身条件，实现球风转型 4.5 提高攻防能力，争取比赛优胜 4.6 加速联赛改革，打造精品

赛事 4.7  挑选高水平热身赛对手，抓紧阵容磨合 

关键词：中国男篮；改革思路；提升实力；路径 

 

 

 

对中国女子竞走运动员备战东京奥运会的 

技术诊断分析 

吴佳贤 1，敬艳 2 

1．武汉音乐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0；2．武汉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研究目的：里约奥运周期是中国田径“后刘翔时代”转型关键周期，是东京奥运周

期的核心衔接阶段；整个周期中国田径实现短、跨、跳、投、走等项目全面崛起，各项

目“主角”时代的领军人物得以批量涌现。其中，作为“请进来，走出去”战略实施重

点的竞走项目表现尤为突出；在近两个奥运周期中，刘虹、吕秀芝和切阳什姐等运动员

在奥运会、世锦赛以及世界杯赛上争金夺银，表现出强劲的个人和团队实力。运动成绩

的取得取决于竞技能力的综合效应，竞走作为对技术有特殊规定的体能主导类耐力项

目，其核心是技术，关键是体能。里约奥运会中，刘虹 后 50 米 10 步惊险技术以 2 

秒微弱优势险胜世界杯冠军墨西哥冈萨雷斯，团队作战中三名运动员在交替领走破坏对

手的战术计划过程中表现出的变速与加速技术和体能水平再次印证里约奥运周期我国

女子竞走项目训练实践的成功。然而，面临竞争激烈的东京奥运赛场，俄罗斯竞走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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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日本竞走主场作战、欧洲竞走日渐崛起等，对于撼动我国女子竞走世界地位给予

极大挑战；且竞走项目技术决定成绩“有与无”的特殊属性，在客场作战的东京奥运赛

场其影响效应更大。因此，以备战东京奥运会女子 20km 竞走运动员刘虹、吕秀芝和切

阳什姐的竞赛技术为研究对象，对运动员比赛过程中基础速度走和高速走时的技术特点

进行分析，旨在为我国女子竞走运动员备战东京奥运会技术的改进与完善提供参考与借

鉴。 

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测试分析法以及数理统计法。 

研究结果：三位运动员的技术特征表现为：直膝技术规范，垂直支撑时刻均表现出

“反弓”特点；头顶位移较大、腾空时间均处于模糊时限范围内，均具备支撑腿蹬离地

面后放松向前长摆的技能，但吕秀芝小腿“后撩”动作幅度大；“小步高频”的“小步”

技术特点已有所改善，“高频”仍是我国女子竞走运动员的技术风格，但步长和步频左

右不均衡影响技术结构稳定性。左、右单步时间不均衡，技术结构不稳定。前支撑阶段

和转换阶段技术时间随速度增加呈现递减趋势，欠缺稳定性；支撑腿蹬离地面分别出现

脚旋内-髋外展动作、脚踝后翻-小腿“后撩”动作以及头在前髋在后“弓形”前倾姿势。

后支撑时间随速度的增加缩短，稳定性待完善。各阶段时间占比特点为前支撑时间短、

动作姿势准备欠充分、髋关节放松腿长摆能力有待提升；腾空时间长，动作规范性应引

起注意；后蹬时间长，后蹬实效性仍需改善。切阳什姐脚掌仰角小，刘虹和吕秀芝离地

角较大，两大腿夹角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大，后摆角左、右不均衡，刘虹和吕秀芝横摆

幅度大、切阳前臂发力动作明显。 

研究结论：（1）膝关节“反弓”特点符合规则技术规范性要求，但是长期执行反关

节动作因膝周力线失衡易导致膝关节损伤，故在训练过程中应注意借助膝关节后链动作

进行放松防止膝关节前后链失衡引起损伤，具体包括负重弓步走、慢跑等等手段。（2）

高速走时腾空规范性技术应在后期速度训练过程中通过强调沉肩松髋、立腰、加快摆臂

等技术训练进行完善，具体包括肩关节柔韧性和灵活性练习、髋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练习、核心力量与传统力量训练相结合、负重摆臂以及牵拉橡皮筋摆臂等手段；此外，

可通过借助跑步机等仪器，在不同速度下强化规范且实效的动作模式。（3）针对左、右

侧非衡技术特点，在技术训练中通过完善左、右下肢力量不均衡将左、右单步不均衡的

幅度保持在适宜的范围内。此外，三位运动员支撑腿蹬离地面之后的错误动作表象应注

意髋关节放松能力应予以完善，主要指加强髋关节柔韧性和灵活性训练的同时也应注重

提升髋关节协调用力的能力，具体包括髋关节前链-后链-侧链的牵拉练习、摆臂形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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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放松大步走、大步走+小步走交替训练、左右单腿交替跟重心走、脚跟擦地走+正常

走交叉训练等。 

关键词：中国女子；竞走技术；运动学；规范性；实效性  

 

 

 

中国乒乓球比赛战术分析的科学研究进展 

陈静 1,2，唐建军 1，周星栋 1，于江川 1 

1．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2．江苏大学，江苏 镇江212013 

摘要： 

比赛是检验运动员技术水平的有效手段，也是验收训练效果的重要途径。乒乓球属

于技战能主导的对抗性项目，比赛中战术对抗性强且变化大，战术特征分析尤为重要。

早期中国乒乓球队对参加的每一次比赛写技术观察报告进行战术分析。1988 年，中国乒

乓球队基于战术制胜经验提出“三段评估理论”，可以看作是走向科学的里程碑。目前，

已有大量有关乒乓球比赛中战术量化分析的研究，学者们吸收同化科学知识对乒乓球战

术特征进行分析和解释，进而形成新的有序的知识结构。这种不断地认识和加工后的专

题论文形成了文献交流，本质上是科学知识的积累。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乒乓球战术

分析的研究现状，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1989 至 2018 年中国乒乓球比赛战术分析的

文献交流过程进行系统描述，以期了解其研究的脉络，把握目前研究动向，为今后的相

关研究提供参考。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明显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描述的研

究方法。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本质性事实和发展趋势进行清晰地梳理，以此对其中所蕴含

的深层次内容进行揭示和挖掘，并对其发展趋势加以预测和把握。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系

统分析模型，本文从研究的过程、内容和趋势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分析单位是收录

的期刊论文，以核心期刊（含 CSSCI）已发表的论文作为目标总体。入选论文以比赛战

术分析为研究主题，以战术行为的统计数据为论证依据。通过探索性研究发现，乒乓球

战术分析文献中“技术、技战术、战术”有混用的现象，关键词搜索会造成漏检。因此，

本研究分别以“乒乓球 战术”“乒乓球 技战术”“乒乓球 技术”为主题词在核心期刊

和 CSSCI 中检索，筛选后得到符合条件的论文 139 篇。内容编码体系依据《文献计量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