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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子射箭项目是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也是有望在奥运会上夺牌的“潜优势项目”，在我国竞技体育
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今世界射箭项目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奥运会备战形势严峻，除强势的韩国“梦之队”

外，各国在射箭项目比赛中的进步有目共睹。为实现我国 ２０２４ 年巴黎奥运会射箭项目取得好成绩的目
标，本文以我国女子射箭项目主要竞争国家及重点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比较分析、逻辑分析

等研究方法，通过统计、对比 １ ９８８ -２０２０ 年间的九届奥运会、２０１ ２ -２０２０ 年近三届奥运会、２０２２ 射箭世界
杯四站比赛的成绩，对该项目世界格局及重点运动员进行全面梳理分析，结果表明：韩国、英国、中国台北、

日本、美国、墨西哥、俄罗斯奥运队（ＲＯＣ）和意大利是我国女子射箭项目的主要竞争国家或地区。本文最
后借鉴世界强手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中国女子射箭项目的奥运备战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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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本文以多届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项目优秀选手为主要研

究对象。

１ ．２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等。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射箭运动为中国的“潜优势项目”，从过往奥运会以及国

家重大赛事来看，我国女子射箭项目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近三届奥运会比赛中我国女子射箭个人项目未能夺得金银

牌，与 ２００８届北京奥运会第一名相对比水平起伏明显。因此
我国女子射箭项目虽然有过辉煌，但成绩不够稳定。近年来各

国女子射箭选手竞技实力稳步提升，韩国队始终“独占鳌头”，

加之新冠疫情蔓延我国参加国际大赛机会大大减少，为备战

２０２４巴黎奥运会带来巨大考验。本文通过对 １ ９８８ -２０２０ 年九
届奥运会、２０１ ２ -２０２０年近三届奥运会和 ２０２２ 现代射箭世界

杯四站比赛女子个人射箭项目的成绩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旨在

确定中国女子射箭队的主要竞争国家，分析我国女子射箭队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与对策。

２．１　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项目世界竞技格局解析
金牌数量可以反映国家／地区世界顶尖运动员选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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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３ 名及前 ８名的获奖次数反映着参赛国家／地区优秀选运动
员整体竞技实力水平

[１]。

２．１．１　１９８８ -２０２０年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项目竞赛分析
回顾近九届奥运会前 ８名参赛选手成绩，女子射箭项目作

为韩国队传统优势项目，在该项目上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中国

队紧随其后，也具有较强的竞技实力，我国选手张娟娟在 ２００８

北京奥运会上连克强敌摘得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也证

明了我国在射箭项目上的夺牌潜力。

统计 １ ９８８年以来历届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前 ８ 名成
绩
[２]，可知有 １ ９ 个国家／地区代表团或奥运队获得过前 ８名成

绩，获得奖牌的有 ８个，相关名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各代表团 １ ９８８—２０２０年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项目所获名次

代表团
１ ９８８

汉城

１ ９９２

巴塞罗那

１ ９９６

亚特兰大

２０００

悉尼

２００４

雅典

２００８

北京

２０１ ２

伦敦

２０１ ６

里约

２０２０

东京

小　计
金牌 银牌 铜牌

中国 ４ ２，７ ８ １ ６ ６ １ １

中国台北 ７ ４，６ ５

韩国 １，２，３ １，２ １，６ １，２，３ １，２，５ ２，３，７ １，６ １，３，８ １，７ ８ ５ ４

白俄罗斯 ５

波兰 ８

朝鲜 ４ ４

德国 ６ ８ ２ １

前苏联／俄罗斯／独联体／

俄罗斯奥运队（ＲＯＣ）
４，８ ３，６ ６ ５ ２ １ １

法国 ８

美国 ５ ５ ４ ４

墨西哥 ８ ２，３ ４ ５ １ １

日本 ５ ６

瑞典 ５

土耳其 ４

乌克兰 ３ １

希腊 ７

意大利 ７ ７ ３ １

印度 ８

英国 ７ ８ ３ ７ １

　　在上表中给第 １ -８名成绩分别赋予 ８ -１ 分权重，可以统
计出各相关国家／地区代表团或代表队自 １ ９８８ 年以来在女子
射箭个人项目的合计分值，据此可以得出如下图 １ 的综合评分
排名图示。

图 １ 　各代表团 １ ９８８—２０２０年奥运会女子射箭
个人项目获前 ８ 名的综合评分图示

　　通过对近九届奥运会前 ８名奖牌综合评分进行分析，韩国
代表团的综合评分遥遥领先，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在国际上具有

明显优势。我国代表团的综合评分与前苏联／俄罗斯／独联
体／俄罗斯奥运队（ＲＯＣ）并列第二，从综合实力来看我国具有
争夺奖牌的潜力，而前苏联／俄罗斯／独联体／俄罗斯奥运队
（ＲＯＣ）是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时墨西哥、中国台北、美
国、英国的综合实力也不容小觑（详见表 ２）。

在表 ３ 中给各洲际获奖牌情况分别赋予 ３ -１ 分权重，可
以统计出各相关国家／地区或代表队自 １ ９８８ 年以来在女子射
箭个人项目上的综合评分，据此可以得出表 ３、图 ２ 实力分布
结果。

表 ２　１ ９８８—２０２０年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前 ３ 名奖牌分布

代表团 １ ９８８汉城 １ ９９２巴塞罗那 １ ９９６ 亚特兰大 ２０００悉尼 ２００４雅典 ２００８北京 ２０１ ２伦敦 ２０１ ６ 里约 ２０２０东京

韩国 １，２，３ １，２ １ １，２，３ １，２ ２，３ １ １，３ １

中国 ２ １

墨西哥 ２，３

德国 ２

前苏联／俄罗斯／独联体／

俄罗斯奥运队（ＲＯＣ）
３ ２

乌克兰 ３

意大利 ３

英国 ３

表 ３　各洲际代表团 １ ９８８—２０２０年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奖牌分布及奖牌数量统计

地区 １ ９８８汉城 １ ９９２巴塞罗那 １ ９９６ 亚特兰大 ２０００悉尼 ２００４雅典 ２００８北京 ２０１ ２伦敦 ２０１ ６ 里约 ２０２０东京 奖牌数合计

亚洲 １，２，３ １，２ １，２ １，２，３ １，２ １，２，３ １ １，３ １ １ ９

欧洲 ３ ３ ３ ２ ２，３ ６

北美洲 ２，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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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各洲在 １ ９８８ -２０２０年奥运会女子射箭
个人项目获奖牌数综合评分趋势图

分析洲际格局情况可知，在 １ ９８８年以来的九届奥运会里，
女子射箭个人项目的奖牌主要由亚洲国家／地区代表团的选
手获得。除中国在该项目上获得过 １ 枚金牌外，其他 ８ 届奥运
会的 ８枚金牌均由韩国获得。韩国射箭项目在世界赛事中多
次蝉联冠军，这与韩国完善的射箭运动体系息息相关，“企业”

＋“协会”的管理模式、健全的制度环境、体教结合的后备人才
培养、以及自主研发的先进装备让韩国在射箭项目上长期保持

着领先地位，同为亚洲国家，我国可以进行学习借鉴，以便快速

地提高并超越
[３]。欧洲各代表团或代表队从未获得过金牌，

但从 ２０１ ２伦敦奥运会开始，多次获得银牌以及铜牌，成绩逐步
提高，体现了欧洲国家对女子射箭个人项目的重视，女子射箭

后备人才储备得到了丰富。

２．１．２　竞赛规则不断变化中的女子射箭个人项目近 ３ 届奥运
会成绩分析

２０１ ２伦敦奥运会首先更改了个人项目赛制规则，从之前
的“环胜制”改为“局胜制”，即每局 ３ 支箭一计算，环环都很重
要，赢者得 ２ 分，平局得 １ 分。最多 ５ 局，先获得 ６ 分者获
胜
[４]。同时“局胜制”比赛运动员一对一交替时发射时间从

３０ｓ改为 ２０ｓ。规则的改变使比赛更加激烈，运动员心理波动
更大。通过（表 ４）分析规则更改后近 ３ 届奥运会女子射箭个
人项目前八名国家／地区代表团或代表队名次，发现各国对赛
制更改后的适应能力大不相同，有些国家成绩明显呈上升

趋势。

表 ４　近 ３ 届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项目获
前 ８ 名的国家／地区代表团或代表队名次分布

代表团

女子射箭个人项目 评分

２０１ ２伦敦
奥运会

２０１ ６ 里约
奥运会

２０２０东京
奥运会

合计

韩国 １，６ １，３，８ １，７ ３６

墨西哥 ２，３ ４ ５ ２２

俄罗斯／

俄罗斯奥运队（ＲＯＣ）
５ ２ １ １

美国 ４ ４ １ ０

意大利 ７ ３ ８

德国 ２ ７

中国 ６ ６ ６

中国台北 ５ ４

英国 ７ ２

法国 ８ １

印度 ８ １

　　规则更改后，韩国队凭借较强的适应能力将 ３ 枚金牌收入
囊中，墨西哥、俄罗斯／俄罗斯奥运队（ＲＯＣ）和德国均有银牌
入账，意大利则是获得 １ 枚铜牌。除韩国保持强劲实力外，大
部分国家进步显著。我国在规则改变后未能快速适应，成绩相

较 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明显下降。
统计近 ３ 届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项目的比赛成绩，通过给

１ -８名分别赋予 ８ -１ 分的权重，可以计算出各相关代表团或
代表队自 ２０１ ２伦敦奥运会以来在女子射箭个人项目的合计分
值，据此可以得出如下图 ３ 的排名图示。

图 ３　近 ３届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各代表团或代表队综合评分图示

进一步分析发现，韩国发挥稳定，综合评分 ３６ 分。墨西哥
进步明显，有一定人才储备，冲奖牌人数较多，评分 ２２ 分居于
第二；俄罗斯／俄罗斯奥运队（ＲＯＣ）、美国以及意大利异军突
起，是需要引起备战工作重视的国家或代表队。

２．１．３　２０２２年现代射箭世界杯四站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各代
表团竞赛分析

因疫情原因，中国代表团没有参加 ２０２２ 年的 ４ 站射箭世
界杯比赛，但其他国家／地区代表团的成绩应予以追踪关注，以
便及时了解对手备战情况。２０２２ 年已举办的世界杯赛有土耳
其安塔利亚站、韩国光州站、法国巴黎站、哥伦比亚麦德林站。

统计 ４站赛事成绩[５]，结果可见表 ５、图 ４。
表 ５　２０２２ 年 ４站世界杯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各代表团奖牌分布

代表团
女子射箭个人赛

金牌 银牌 第 ３ 名
奖牌数合计

韩国 ２ ２ ２ ６

中国台北 １ １ ２

英国 １ １

日本 １ １

荷兰 １ １

德国 １ １

图 ４　２０２２ 年 ４站世界杯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各代表团奖牌分布图示

上述 ４站赛事中，韩国代表团获奖牌总数最多，获得 ２ 金
２ 银 ２铜。其次是中国台北地区代表团，获得 １ 银 １ 铜。英国、
日本代表团各获得 １ 枚金牌，荷兰代表团获得 １ 枚银牌，德国
代表团获得 １ 枚铜牌。

从 ２０２２年的四站世界杯成绩可知，近期需要重点关注的
国家／地区代表团是：韩国、中国台北、英国、日本、荷兰以及德
国等代表团。同时，虽然法国队没有进入前三名，但作为东道

主国家也应给予一定关注。

２．１．４　基于世界大赛成绩的女子射箭个人项目重点运动员
分析

因疫情缘故，许多优秀选手（包括中国队选手）没有参加 ４
站世界杯赛事，我们可以从表 ６ 中关注优秀选手或新秀的动态
情况，为国家队备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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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ＢＵＬＬＥＴＩ Ｎ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４．２０２３

表 ６　女子射箭个人项目世界排名[６]、奥运会和世界杯比赛名次一览表

排名
积分

（９ 月 ６ 日）
姓名 国籍 年龄

２０１ ２伦敦
奥运会

２０１ ６ 里约
奥运会

２０２０东京
奥运会

２０２２
安塔利亚站 光州站 巴黎站 麦德林站

１ ２８０．５ 安山（ＡＮ Ｓａｎ） ＫＯＲ 韩国 ２１ １ ７ １
２ １ ９８ ＢＡＵＥＲ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ＧＥＲ 德国 ２７ ３ ４
３ １ ９８ 曹敏善（ＣＨＯＩＭｉｓｕｎ） ＫＯＲ 韩国 ２６ ８ １ ３ ５
４ １ ９５．７５ ＰＩＴＭＡＮ Ｂｒｙｏｎｙ ＧＢＲ 英国 ２５ ９ １ ６
５ １ ９３ ＫＡＵＦＨＯＬＤ Ｃａｓｅｙ ＵＳＡ 美国 １ ８ １ ７ ５
６ １ ８０ 郭子莹 ＴＰＥ 中国台北 １ ９ ５ ４ ７ ７
７ １ ７２．２５ 姜彩荣（ＫＡＮＧ Ｃｈａｅ Ｙｏｕｎｙ） ＫＯＲ 韩国 ２６ ７ ８ ３
８ １ ６７．５ ＫＲＯＰＰＥＮ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ＧＥＲ 德国 ２６ １ ７ ５
９ １ ６５．８７５ ＯＳＩＰＯＶＡ Ｅｌｅｎａ ＲＵＳ 俄罗斯 ２９ ２
１ ０ １ ６２ 李佳铉（Ｌｅｅ Ｇａｈｙｕｎ） ＫＯＲ 韩国 ２２ ２ ２
１ ２ １ ４９ ＬＡＵＲＡ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ｉｎｋｅｌ ＮＥＤ 荷兰 ２０ ２
１ ３ １ ４８．５ 彭家楙 ＴＰＥ 中国台北 ２５ ２
１ ７ １ ２４．６２５ ＢＯＡＲＩ Ｌｕｃｉｌｌａ ＩＴＡ 意大利 ２５ ３３ ３
２７ １ １ ０．２５ 邱意晴 ＴＰＥ 中国台北 １ ８ ３ ８
２８ １ ０８．８７５ ＵＮＲＵＨ Ｌｉｓａ ＧＥＲ 德国 ３４ ２ ３３
２９ １ ０８ 安久诗乃（ＡＧＵ Ｕｔａｎｏ） ＪＰＮ 日本 ２４ １
３３ １ ０３．６２５ ＲＯＭＡＮ Ａｉｄａ ＭＥＸ 墨西哥 ３４ ２ ３３ １ ７

张惠珍（ＣＨＡＮＧ Ｈｙｅ ｊｉｎ） ＫＯＲ 韩国 ３５ １
奇莆倍（ＫＩ Ｂｏ Ｂａｅ） ＫＯＲ 韩国 ３４ １ ３
ＡＶＩＴＩＡ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ＭＥＸ 墨西哥 ２８ ３

　　本文未采用最新排名系统，因最新排名增加野外射箭项目
及室内射箭项目比赛积分，因此有部分运动员排名提高，但对

奥运备战中重点关注运动员的锁定并无直接效果，因此依然采

用改版前排名。

基于女子射箭个人项目选手的世界排名以及竞赛规则改

变后三届奥运会成绩、２０２２ 年现代射箭世界杯四站成绩进行
分析，得出需要重点关注的各国家运动员，她们是：韩国的安山

（ＡＮ Ｓａｎ）（世界排名第 １）、德国的 ＢＡＵＥＲ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世界排
名第 ２）和 ＫＲＯＰＰＥＮ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世界排名第 ８）、韩国的曹敏善
（ＣＨＯＩ Ｍｉｓｕｎ）（世界排名第 ３）李佳铉（Ｌｅｅ Ｇａｈｙｕｎ）（世界杯两
站亚军）、英国的 ＰＩＴＭＡＮ Ｂｒｙｏｎｙ（世界排名第 ４）、美国的
ＫＡＵＦＨＯＬＤ Ｃａｓｅｙ（世界排名第 ５）、中国台北的郭子莹和彭家
楙（世界杯巴黎站第 ２ 名）以及日本队的安久诗乃（ＡＧＵ Ｕｔａ-
ｎｏ）（世界杯法国巴黎站第 １ 名）。另外近 ３ 届奥运会取得优
异成绩但没有参加 ２０２２ 年 ４ 站赛的俄罗斯奥运队选手 ＯＳＩ-
ＰＯＶＡ Ｅｌｅｎａ（东京奥运会第 ２ 名）、意大利选手 ＢＯＡＲＩ Ｌｕｃｉｌｌａ
（东京奥运会第 ３ 名）以及德国选手 ＵＮＲＵＨ Ｌｉｓａ（里约奥运会
第 ２名）和墨西哥选手 ＲＯＭＡＮ Ａｉｄａ（伦敦奥运会第 ３ 名）同样
值得重点关注。

２．１．５　我国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奥运会历史成绩分析
自 １ ９８８年以来，我国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在九届奥运会中

共取得过 １ 金、１ 银、５ 个 ４ -８名的成绩。
以上成绩说明我国的训练是科学的，也有成效的，其中的

成功经验值得总结。从备战２０２４巴黎奥运会角度来看，我国

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在近九届奥运会赛场上的综合优势并不明

显，选手在赛场中的发挥起伏较大，自 ２００８届北京奥运会夺金
后近三届奥运会的成绩持续下滑。

表 ７　中国女子射箭个人项目 １ ９９２ 年以来历届奥运会
前八名次一览表

奥运会
女子射箭个人

名次 运动员

１ ９９２年第 ２５ 届巴塞罗那奥运会 ４ 王晓珠

１ ９９６ 年第 ２６ 届亚特兰大奥运会
２
７

何颖

王晓竹

２００４年第 ２８届雅典奥运会 ８ 何颖

２００８年第 ２９ 届北京奥运会 １ 张娟娟

２０１ ６ 年第 ３１ 届里约奥运会 ６ 吴佳欣

２０２０年第 ３２届东京奥运会 ６ 吴佳欣

２．１．６　我国选手 ２０２０东京奥运会环数成绩与 ２０２０ 东京奥运
会、２０２２年现代射箭世界杯四站前三名选手环数成绩对比
分析

２０２２ 年，我国因疫情原因没有派队参加国际大赛，经与
国家队教练员会议讨论，特将我国选手最近一次国际大赛成

绩（２０２０ 东京奥运会）与 ２０２２ 年现代射箭世界杯各站前三名
选手资格赛积分、淘汰赛环数成绩做对比，以此为我国射箭

队训练、模拟比赛、国家队人才选拔提供成绩依据，通过直观

展现世界高水平选手淘汰赛能够晋级需要取得的环数成绩，

分析我国射箭队目前存在的差距，为备战 ２０２４ 巴黎奥运会
参考。

表 ８　２０２０东京奥运会、２０２２ 现代射箭世界杯个人女子项目成绩数据统计表

安塔利亚站 光州站 巴黎站 麦德林站 ２０２０东京奥运会
国籍 英国 荷兰 德国 韩国 韩国 中国台北 日本 中国台北 韩国 韩国 韩国 韩国 韩国 俄罗斯 意大利 中国

轮次

名次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６

资格赛 ６５０ ６５４ ６５８ ６５５ ６４９ ６３７ ６５７ ６５８ ６７１ ６７７ ６６８ ６６５ ６８０ ６５１ ６５１ ６５２
淘汰赛-１ ２５．８ ２６．２ ２６．８ ２８．３ ２８．６ ２８．３ ２８ ２８ ２７ ２７．６ ２８．６ ２８．６ ２７．５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６．２
淘汰赛-２ ２５．８（１ ０） ２６．７ ２７．２ ２８．２ ２８．６ ２６．４ ２８．２（９） ２７．２ ２８ ２９ ２７．５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６．２ ２６ ２８．２
淘汰赛-３ ２７．３ ２７．２ ２７．７ ２９ ２７．８（９） ２６．６（１ ０） ２７．２（９） ２８ ２７．６ ２９ ２８．３ ２９ ２８．８ ２９ ２７．２ ２８
淘汰赛-４ ２７ ２７．２（９） ２７ ２９ ２８．３ ２７．４（９） ２８．７ ２８．６ ２７．６ ２８ ２９ ２８．５ ２７．３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６．７
淘汰赛-５ ２７．２５ ２８ ２６．２ ２７．６ ２８．５ ２５．７ ２７．８ ２７．４ ２７．２（９） ２９ ２８．２５ ２８ ２８．６（１ ０） ２７．６ ２５．６
冠亚争夺赛 ２７ ２７．２（８） ２８ ２８．５ ２６．２ ２６．５ ２６．８ ２７ ２７．４（９） ２８ ２７．５ ２８．７ ２８．２（１ ０） ２８．２（８）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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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８清晰展示 ２０２２年现代射箭世界杯四站比赛前三名选
手的资格赛积分以及从淘汰赛-１ 阶段到冠亚军争夺赛的所
有平均环数成绩。

本文通过对表 ８ 中 ２０２０ 东京奥运会、２０２２ 射箭世界杯四
站前三名选手及所在代表团的成绩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资格

赛积分排名前三位的多是韩国选手，分别是 ６８０分、６７７ 分、６７１
分，能看出韩国对资格赛积分非常重视。因为资格赛与淘汰赛

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阶段，互相有所联系。淘汰赛的赛制是取

资格赛积分前 ６４名选手，按照淘汰赛射箭规则配对表进行配
对：如第 １ 名对第 ６４ 名，第 ２ 名对第 ６３ 名，进行淘汰赛。因
此，资格赛积分越高匹配对手积分越低，理论上更容易赢得淘

汰赛-１ 阶段的比赛。
我国选手的资格赛积分为 ６５２ 分，淘汰赛-１ 阶段平均环

数为 ２６．２分；淘汰赛-２ 阶段平均环数为 ２８．２ 分；淘汰赛-３
阶段平均环数为 ２８分，对比前三名选手淘汰赛 １ -３ 阶段的平
均环数并没有明显差距，但随着赛事推进，缺乏充沛的专项体

能，不能保持稳定的竞技状态参与每一阶段比赛，淘汰赛 -４
阶段平均环数为 ２６．７，最终与奖牌擦肩而过。
２．２　我国女子射箭队存在的问题

“局胜制”射箭竞赛新规则的特点是：箭支减少，时间缩

短，要求运动员快速、准确、稳定地发射每一支箭，运动员的比

赛能力面临巨大考验。要求运动员不但要有娴熟的技术动作、

充沛的体能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还要有临场快速适应的能

力。结合国内运动员自身情况以及国外运动员的表现进行分

析，发现我国选手存在以下问题：（１）稳定性方面：２０２２ 年现代
射箭世界杯各站前三名选手的每场淘汰赛平均环数非常稳定，

甚至越到半决赛环数成绩越高，反之我国选手在淘汰赛-１—
淘汰赛-４阶段之间起伏明显，专项体能不足导致了后续比赛
体能分配不均，且高强度连续对局使我国选手动作完成度降低

从而影响了成绩的稳定性。（２）心理因素方面：不同于同场竞
技类项群，射箭项目处于技心能主导类表现准确性项群，技术

是第一主体的同时，心理因素也尤为重要，选手可以说是同自

己的竞赛，因此临场发挥中心理素质尤为重要。我国选手在

２０２０东京奥运会淘汰赛-３ 阶段的平均环数为 ２８，淘汰赛-４
阶段仅有 ２６．７，说明在关键时刻不能顶住压力赢下比赛。（３）
我国疫情防控政策作为“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保护选手不受

疫情危害、保持身体健康以避免影响竞技状态，另一方面我国

选手没有参加 ２０２２年射箭世界杯比赛，长时间缺乏国际大赛
锻炼，无法积累比赛经验，失去和国外选手的交流机会，不利于

提高竞技水平。

２．３　我国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备战 ２０２４巴黎奥运会策略
根据我国女子射箭队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从专项提高、

心理调控、比赛模拟、科技助力以及信息情报等几个方面对中

国女子射箭队提出以下备战策略建议。

２．３．１　加强专项训练，提高技术动作的稳定性
射箭项目对运动员的上背部耐力、爆发力以及平衡能力

要求极高，而相关肌群力量的提高与下降都会对技术动作的整

体稳定性和一致性造成影响和改变，因此要加强专项训练，保

持运动员上肢肩部力量、提高耐力、加强背部爆发力；提高腰腹

以及核心力量，增强下肢稳定性，为技术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

性打牢基础；最后配合适宜负荷的体能训练，实现在高强度的

淘汰赛中保持稳定发挥。

２．３．２　强化心理调控，提高决胜局保持平稳心态的能力
位列技心能主导类项群的射箭项目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

要求极高。而我国选手在淘汰赛中会因自身发挥失常或对手

发挥超常而无法保持平稳心态，从而不能在决胜局打出理想环

数。有研究表明，一般运动员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心率会急剧

增加。让选手在紧张比赛中放松心态确实很难，但可以让选手

适应紧张氛围。例如，“先跑后打”的训练方式，以及借鉴韩国

训练经验，将“虫子”一类的活物放在运动员身边再进行射

箭
[７]，或是教练员站在箭靶附近给运动员心理施压，这样借助

外部刺激对运动员的视听嗅觉等本体感觉产生强烈影响，以此

训练运动员在高压状态下保持平稳心态的能力。同时聘请专

业心理学家设置心理测试，评定运动员心理状态，进行辅助

疏导。

２．３．３　重视比赛模拟，增加选手赛事经验
为提高运动员比赛适应性，建议进一步完善模拟射箭比赛

场景系统软件功能，补充更多往届赛事信息，增强模拟对象成绩

的不确定性，提高练习者的比赛适应性，以此弥补我国选手参加

国际赛事少、大赛心理训练缺失的不足。同时射箭也会受风力，

风向，阳光，雨水等不良天气影响，因此在模拟比赛中应多增加

恶劣天气的比赛环境，提高我国运动员风雨天的发射能力。

２．３．４　加强科技助力，提高科学化训练
射箭项目的科技助力措施包含要正确认识项目特征，掌

握人体生理机能变化规律，提高训练监控的全面性。利用足底

压力分析系统、红外运动测试系统、表面肌电采集系统以及其

他有关现代训练技术手段监控训练过程，实时向教练反馈运动

员训练状态，以方便教练员在训练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

训练计划。

２．３．５　完善信息助力机制，强化重点对手动态追踪和成绩
分析

密切关注国际射箭联合会各站世界杯和世锦赛动态信

息，组织专业队伍，紧密围绕主要对手及其教练员开展备战动

态的跟踪、情报信息的搜集与分析；关注、搜集、传递世界杯等

重大赛事动态和比赛视频信息、重点对手国家／地区最新政策、
运动协会有关举措信息；汇集参赛环境信息、各国训练营组建

动态、搜集国外先进器材装备以及最新专项训练理念、方法、手

段等方面内容，快速提供给国家队，供备战工作参考。

２．３．６　优化科学选材，挖掘培养有潜力的高质量后备人才
建立国家梯队，选拔天才青少年运动员，９ 岁左右年龄段

的青少年比较适宜。选拔时可借鉴韩国方法注重派生指数

（既手长、前臂长与肩宽相比形成的派生指数）
[８]
及背部肌肉

的爆发力数据，同时提高心理指标，从影响心理素质的自信心

因素、集中注意力因素、积极的态度因素、焦虑控制因素等方面

设置测试标准，科学射箭运动挖掘有潜力的后备人才。

３　结论
１ ．通过对世界射箭运动竞争格局的解析发现，近期需要重

点关注的国家／地区代表团或代表队为：韩国、中国台北、英国、
美国、日本、俄罗斯奥运队（ＲＯＣ）、德国、墨西哥、意大利以及
东道主法国等代表团或代表队。

２．需要重点关注的各国家运动员是：韩国的安山（ＡＮ
Ｓａｎ）（世界排名第 １）、德国的 ＢＡＵＥＲ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世界排名第
２）和 ＫＲＯＰＰＥＮ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世界排名第 ８）、韩国的曹敏善（ＣＨＯＩ
Ｍｉｓｕｎ）（世界排名第 ３）李佳铉（Ｌｅｅ Ｇａｈｙｕｎ）（世界杯两站亚
军）、英国的 ＰＩＴＭＡＮ Ｂｒｙｏｎｙ（世界排名第 ４）、美国的 ＫＡＵＦ-
ＨＯＬＤ Ｃａｓｅｙ（世界排名第 ５）、中国台北的郭子莹和彭家楙（世
界杯巴黎站第 ２名）以及日本队的安久诗乃（ＡＧＵ Ｕｔａｎ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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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对于那些由权威父母抚养长大的青少年来说尤其如

此。相比之下专制和放任的教养方式与中学生的体育锻炼行

为呈负相关。与权威父母抚养的青少年相比，由专制或放任的

父母抚养的青少年报告的体育锻炼水平较低。这些教养方式

与身体活动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由自我效能感介导。由

专制或放任的父母抚养长大的青少年不太可能认为自己有能

力从事体育活动，这降低了他们从事定期体育活动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结果突显了权威的育儿方式在促进中学生体育

锻炼行为方面的重要性。权威育儿对身体活动行为的积极影

响与先前的研究一致，该研究表明权威育儿对儿童发展的有益

影响。
１ ５
权威的父母提供了一个支持和培育的环境，同时也为

孩子的行为设定了明确的期望，从而培养了孩子的能力和信

心。此外，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在调解教养方式与身体活动

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感觉有能力进行体育活

动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定期进行体育活动，无论他们的教养方式

如何。然而，权威的教养方式对身体活动行为的积极影响尤其

明显，因为权威的父母通过他们的支持和教养方式培养了孩子

的自我效能感。相比之下专制和放任的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的

体育活动行为有负面影响。这些教养方式的特点是温暖和支

持水平低，专制的父母控制欲强，放任的父母过于放纵。由这

些父母抚养的青少年不太可能对自己从事体育活动的能力感

到称职和自信，这降低了他们进行定期体育活动的意向。对于

“专制”教养家庭来说，提倡父母更多地参与孩子的体育活动，

参加他们的日常生活或参加他们的游戏和比赛。帮助父母了

解让孩子自己决定体育活动的重要性，鼓励他们在体育活动中

独立自主。家长在与孩子的体育活动互动中给予更多的支持

和肯定。这可以包括表扬他们的努力和成就，而不是批评他们

的错误。而对于“放任”型家庭而言教育父母在体育活动方面

设定界限和规则并加以执行的重要性。帮助父母了解体育活

动在孩子整体健康和生活中的作用，并鼓励他们将体育活动放

在首位。鼓励父母亲自示范积极的行为，并与孩子一起参与体

育活动。研究结果对父母、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

意义。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推广支持儿童

体育活动行为的权威教养方式。政策制定者还可以利用这些

信息来制定计划和政策，促进中学生权威的育儿和体育活动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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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杯法国巴黎站第一名）。以及近三届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

但没有参加 ２０２２ 年 ４ 站世界杯赛的俄罗斯奥运队选手 ＯＳＩ-
ＰＯＶＡ Ｅｌｅｎａ（东京奥运会第 ２ 名）、意大利选手 ＢＯＡＲＩ Ｌｕｃｉｌｌａ
（东京奥运会第 ３ 名）以及德国选手 ＵＮＲＵＨ Ｌｉｓａ（里约奥运会
第二名）等。

３．根据“局胜制”射箭竞赛新规则的特点及分析我国选手
比赛成绩后发现，目前我国女子射箭国家队中存在：高强度对

局中技术动作稳定性不够、决胜局中心理素质不过硬、以及因

疫情防控参赛少缺少国际大赛经验等问题。

４．根据当前问题，建议：加强专项训练，提高技术动作的稳
定性；强化心理调控，提高决胜局保持平稳心态的能力；重视比

赛模拟，提高我国选手在疫情防控期间的高水平赛事经验；强

化科技助力，提高科学化训练水平；完善信息研究和服务机制，

追踪分析重点运动员；优化科学选材，挖掘有潜力的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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