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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曲棍球伦敦奥运会技战术分析

周婉峰

(华南农业大学体育部，广东广州510642)

摘要：伦敦奥运会，中国女曲小组赛只取得两场胜利，最后在排位赛中，输给澳大利亚，排名第六。通过对比赛的技

术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女曲伦敦奥运会在技战术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在组织进攻方面尤其是强攻能力明显

不足，短角球攻防技术与世界强队有明显差距，前后场配合、攻防跑位能力仍有待提升。为提升未来中国女曲水平，有

必要在进攻能力提升、短角球攻防技术演练、前后衔接与攻防跑位磨合及新规则理解及实践运用等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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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and Strategic Analysis of Chinese Women S Hockey Ball Team in London Olympics

ZHOU Wan——fe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 1 0642，China)

Abstract：In the London Olympic Games，Chinese Women g Hockey Ball Team had won only two matches．In the qualifying

match，it was defeated by Australia and ended“p at sixth．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technical data of the match and

find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Chinese team technically and strategically．They include the inability to organize an attack，poor

short corner technique，a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front field and the back field，and poor running and movement in

defense and attack．To improve its performance．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eam to learn how to fix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and how to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new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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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棍球(Hockey)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体育项目之一。

1980年内蒙古莫力达瓦旗组织起了我国第一支女子曲棍球队，

女子曲棍球才开始在我国发展起来。而中国女曲进入奥运会

大赛舞台，是从悉尼奥运会开始。2000年悉尼奥运会，获得第

五名，2004年雅典的奥运会上获得第四名。2008年北京奥运

会，中国女曲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曲棍球在奥运会历史上的

最好成绩。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女曲仅胜韩国和英国，最

终排名第六。

随着女子曲棍球在世界大赛成绩不断提升，女子曲棍球得

到政府、社会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也开始研究女子曲棍球体能

训练、技战术及后备人才培养等各种问题。鲍春雨认为我国优

秀女子曲棍球运动员专项体能各指标相对于目标挑战模型的

差距系数(平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左右箭头跑、25码加速

跑、30 m疲劳测试、左右侧抛实心球、立定跳远、yoyo跑、30s两

头起、坐位体前屈、平衡盘举哑铃¨1。付颖和闫琪认为，我国优

秀女子曲棍运动员下肢屈肌力量较强，屈肌和伸肌群力量之间

的比率(H／Q)比较合理；仅快速运动时(300。／s)弱侧屈膝肌群

力量相对较弱，需加强该侧屈肌快速力量训练旧J。王艳红认为

在备战27届奥运会时，在体能训练上，负荷量、强度搭配采用

交替上升方式¨-。在技战术方面，龙凤雨认为，团队精神和战

术纪律、顽强的意志力、快速的攻防、更加精细准确的技术和整

体技战术素养是现代世界女子曲棍球比赛的制胜关键‘4j。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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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等人认为，强攻战术成为各支强队的短角球主要进攻和得分

手段；各支强队在短角球强攻战术中主要应用拉射战术，同时

拉射战术也是强攻战术中主要得分手段；而中国队短角球拉射

战术在发球到停球时间和停球到拉射出手时间上明显长于荷

兰队，这可能是导致中国队短角球拉射战术成功率过低的重要

因素之一”。。无疑，相关研究对解决中国女曲体能训练及技战

术等问题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但是，发现学术界没有对伦敦奥

运会女曲技战术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中国女曲如何走出伦敦

奥运失利阴影，取得更好的成绩，还需要作更多的研究。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中国女子曲棍球参加伦敦奥运会所有技术统计数据为

分析对象，结合比赛录像和教练员、队员看法等，试图从数据统

计层面来对中国女子曲棍球优势、问题进行比较分析，为提升

女曲未来成绩提出对策。

1．2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即在现有学术研究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

分析，并对相关资料、观点进行归纳总结，从而得出本人的

结论。

数量研究法。通过对中国女曲伦敦奥运会参赛统计数据

各种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变量间相互关系，来解

释和预测女曲比赛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

对策研究法。基于中国女曲伦敦奥运会参赛统计数据分

析，对中国女曲优势、问题及挑战等进行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上

提出解决对策。

2伦敦奥运会中国女曲技战术分析

伦敦奥运会，中国女曲只在小组赛取得了两场胜利，排名

仅第六，是历届奥运会最低排名。与北京奥运相比，伦敦奥运

女曲在组织进攻、短角球、后场防守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退步，

与世界高水平国家距离进一步拉大。

2．1 在组织进攻方面尤其是强攻能力明显不足

一般来说，在曲棍球比赛中，组织进攻主要体现在进入弧

顶区域、组织进攻射门次数以及总的射门次数和成功率等几个

方面。我们发现，在伦敦奥运会女曲比赛中，我们组织进攻进

入到对方弧顶区域要明显比对手少，这意味着女曲组织进攻能

力存在某些不足。在总的射门次数上，总体上，我们明显低于

其他对手。如在与强队荷兰的比赛中，我们没有形成射门。即

便与韩国比赛中，虽然我们4：0赢得胜利，但射门次数与对手

表1 伦敦奥运中国女曲小组赛组织进攻数据

持平。

反观，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曲在攻入到对方25码区

域，要明显高于对手。在对阵西班牙比赛中，双方数据为

47：35；与南非比赛中，双方数据为38：31；在与荷兰比赛中，双

方数据为30：44；与韩国比赛，双方数据为49：40；与澳大利亚比

赛，双方数据为33：28。而这几场比赛结果除0：1输给荷兰和

2：2平澳大利亚外，其余几场均取胜对手。而最后的半决赛和

决赛中，对阵德国时，攻入到对方25码区域比例为44：26，比分

是中国3：2胜德国。决赛对阵荷兰，中国女曲攻入到对方25

码区域比例为23：39，中国队最后O：2输给对手，获得亚军。

2．2短角球攻防技术与世界强队有明显差距

现代曲棍球理论认为，强攻战术成为各支强队的短角球主

要进攻和得分手段，拉射战术是短角球强攻战术中主要得分手

段∞1。而球队短角球成功率的高低，是该队能否取得胜利的重

要标志⋯。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曲无论在短角球制造，还

是在短角球成功率上，明显落后于世界强队¨J。在伦敦奥运会

上，中国女曲在短角球技战术这一薄弱环节仍没有大的突破，

这也是中国女曲未能走得更远的很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制造短角球机会较少。由于短角球在曲棍球比赛

中进攻方式的特殊性，世界各国曲棍球队都积极研究如何突破

到对方前场25码区或射门区内，再利用各种方法来制造对方

球员的犯规，从而获得短角球。这一进攻方式所得进球数基本

占到进球数的一半，它也成为世界强队的杀手锏之一。作为世

界女曲高水平队伍之一，中国女曲短角球一直不是强项。在北

京奥运会上，虽然中国队成绩较好，但与其他几个队相比，短角

球不占优势。中国、荷兰、阿根廷和德国四个打七场的球队，短

角球分别为24、40、29、27。伦敦奥运会，中国女曲进行六场比

赛，共获得短角球23个，而其他强队一般都要超过30个。这表

明，中国女曲与荷兰、阿根廷等强队有较大差距。

其次是短角球成功率不高。短角球成功率低一直是中国

女曲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奥运会，中国女曲共获得24次短角

球机会，攻入一个，成功率为4％。这次伦敦奥运会，和北京奥

运会情况差不多。中国队总共获得短角球23次，进球数4个，

成功率为17％。在对阵韩国和英国时都攻入两个短角球，并最

后取得了胜利，而在其他场次中，短角球均未能转化成进球，最

后比赛多以失利告终。

表2伦敦奥运中国女曲短角球数据

最后，短角球配合战术较单一，无法获得关键性胜利。在

短角球战术中，强队越来越强调运用二次传球配合战术。因为

在短角球防守中，第一次传球由于队员注意力高度集中，一般

不容易进球。在这种背景下，各队会在强攻战术一击运用的基

础上，再通过二次传球配合以及推挑球战术来扯开对手防线。

反观中国女曲的短角球战术，跟强队相比略显单一。一般情况

下是高丽华和马弋博之间一推一射配合，在被对手摸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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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国女曲很难进球。此外，中国女曲在二次传球配合上，还

缺乏变化，这也是中国女曲在短角球中不易得分重要原因之

一。比如在和日本队比赛中，中国女曲仅获得一次短角球机

会，日本队有四次短角球，最后凭借补射1：0赢了中国。

2．3 前后场配合、攻防跑位能力仍有待提升

首先是前后场连接以快速传配仍需磨合。在当代，高速的

攻防和细腻的团队已经成为曲棍球的一种大趋势。这种发展

趋势要求前后场队员间能快速传配，形成立体网络式的连接。

这种立体网络连接不仅要求队员有较高个人技术，敏锐的意

识、开阔的视野和明确的传球线路。从伦敦奥运会比赛来看，

女曲个人技术运用与欧美强队间差距明显。一是队员高速带

球成功率不高。在现代曲棍球中，高速带球是撕开对手防线，

为队友创造机会重要途径。从伦敦奥运会来看，队员缺乏速

度、缺乏变线，球很容易被对手拦截。二是前后场容易脱节。

作为团队运动，曲棍球连接需要中前场和后防三条线形成一个

整体。比赛中，队员运、传、停和突破动作调整多、预备时间长，

容易被对手预判传球线路。导致不易出球，即便出球后也容易

被堵截。三是前场快速传配不强，不易形成战机。曲棍球中防

守一方有人员优势时，攻方需要前场队员快速传配，通过多次

倒球来拉开空档，寻找到战机。而我们队员传接球时失误多、

低重心快跑少，传球慢、推进慢、转移慢，前场配合不容易打

出来。

其次是攻防跑位能力有待提升。曲棍球中的跑位主要是

进攻跑位、防守跑位以及团队跑位等，而在具体形式上则体现

为拉开跑位、相互交叉掩护跑位、全场紧逼跑位和跑联防跑位

等∽o。由于曲棍球攻防转换速度非常快，它要求场上有球队员

和无球队员能在瞬间完成正确的跑位和快速的出球。这对有

球队员传球时机、线路提出很高要求。反之，无球队员要根据

本方站位体系，预判可能的传球线路和时机。防守中球员也要

根据场上形势正确跑位。虽然场上球员可以自由跑动，但每个

队员要根据位置的责任进行相应的分工。如果不明确的话就

会造成相互之间责任不明，容易被对手攻破防线。伦敦奥运会

比赛，女曲队员往往出现接应位拉不开，甚至出球都非常困难。

所以，这还需要在以后的训练中进行更多有球和无球跑位配合

练习，提升队员问相互默契程度。

最后，后防线和守门员配合较好，但仍有提升空间。作为

世界强队之一，中国女曲的防守一直较好。2008年北京奥运

会，中国女曲失球数为8个，仅次于冠军队荷兰的5个。而阿

根廷、德国和澳大利亚等队失球数达到了13、14和9个，要远高

于中国队。这次伦敦奥运会，六场比赛，对手射门次数为63次

(包括射门、短角球和点球)，女曲总失球数为5个，失球率为

8％。在防守短角球方面，总共被判29个短角球，在与英国和

日本比赛中分别被拉射和补射各进一个，短角球失球率7％。

总体上，无论是一般的防过，还是针对短角球的防守，中国队基

本发挥出较高的水平。这主要源于前锋前卫积极参与防守，后

卫线和守门员配合默契。前锋和前卫在由攻转守的一瞬间，能

提前预判对方传球线路，形成第一道防线。在对手进入到本方

弧顶进攻区域时，队员能合理运用身体和技术化解对手攻势。

守门员在防守时能与后卫线积极交流、沟通与提醒，对提高防

守成功上起到很大作用。此外，守门员在防守中对攻方队员门

前垫射、扫射、推射和拉射等选择封堵技术动作较好，但在多次

封堵、二次动作准备以及技术动作选择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3结论

中国女子曲棍球从成立时起就一直以顽强拼搏精神著称，

并相继在世界大赛中取得骄人战绩。近年来，在科学训练基础

上，注重传承和发挥老女曲“冰山雪莲”的精神，成绩一直保持

在世界较高水平上。同时，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形，中国女

曲还得作出更多的努力。

3．1进攻能力不足较为明显，还需强化

随着现代曲棍球的发展，女子曲棍球男子化趋势也越来越

明显，包括合理利用身体掩护、对抗等。允许正当的抢球，增加

观赏性的同时，削弱了防守，这就对我们进攻提出更高要求。

从实际来看，我们进攻能力不足在伦敦奥运会上尤其明显。这

种组织进攻能力弱化从进球数和比分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

女曲在伦敦奥运会上仅攻入了六球，其中对韩国进四球，对英

国进两球，其余四场比赛均无建树。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A

组前两名的荷兰进球数为12个，而英国队的进球数分别为14

个，即便是排名落后于中国女曲的韩国，进球数也多于我们，达

到了9个。此外，近年来，一些世界强队在强攻战术方面有较

大提高，并且日益成为主要得分手段。其中具有代表性是荷

兰，这需要我们作更多研究。

3．2短角球攻防技术仍有待提高

短角球一直是曲棍球进攻重要手段之一。一般认为，在高

水平队伍中，短角球的成功率一般都在50％左右，一般的队伍，

成功率约在20％左右。北京奥运会女曲获得24个短角球，仅

攻入一球，成功率只有4％，而荷兰、澳大利亚的成功率却高达

35％和25％。在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女曲短角球攻人4个，成

功率为17％。虽然比例有所提升，但攻入的球集中在两场与韩

国和英国的比赛中。在与比利时和澳大利亚比赛中，我们均有

6次短角球机会，但都没有能破门。这表明，我们在短角球处理

上，无论是强攻战术，还是配合战术，都存在一定缺陷，还需要

队员作更多磨合，以提高水平。

3．3 前后衔接与攻防跑位仍有提升空间

中国伦敦奥运会，女曲六场比赛失5球，体现了较强的防

守能力。中前场队员积极参与防守，与后防线一起形成防守的

纵深性和层次感，初步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防守体系，这是以

后中国女曲要坚守的一面。另一方面，中国队在进攻时前后衔

接和攻防跑位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突出表现在后场组织进

攻时，其他无球队员跑动与接应存在问题，容易形成对手紧逼

下出球困难的情形。在向对方中后场推进过程中，我们队员传

接球失误多，传接成功率不高。队员在一对一过人中速度不

快，带球中的变速与变向不足，很容易被对方断球或阻截在防

守区域外，无法进入对方纵深区域，形成有威胁的射门。无球

队员跑动线路与有球队员传球一瞬间无法形成高度默契，线路

或者被对手封住，或者被对手提前预判，球被断掉，组织进攻受

阻，甚至可能被对手打反击。这意味着女曲队员还需要更多大

赛去磨合，最终达到较好的默契。

(下转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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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硬地有所增加，红土场则呈下降态势。

4建议

4．1不同类型网球场地的竞技过程表现出不同的竞技特征，因

此在平时训练中要加强对不同类型场地的所属特性进行相应

有效的技战术及体能训练。

4．2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球的新技术和战术不断的诞生，在

训练过程中要敢于尝试与创新，使其适应于不同类型场地的竞

技特征，积极推动网球运动的进步。

『2]http：／／bbs．startos．corn／simple／?t90477．html

[3]陶志翔．持拍隔网对抗项群基本单元竞技过程的理论研

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7(4)

[4]吴琳干．不同场地表面对网球技战术的影响[J]．网球天

地．1996

[5]彭兆阳．世界顸尖男子网球选手在红土、硬地单打比赛中

的技战术特征研究[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0

[6]P．0’Donoghue．A notational analysis of elite tenni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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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新规则理解及实践运用还需加大学习力度

近几年来，女子曲棍球规则发生变化，对中国女曲影响较

大。正如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中心副主任李高潮所说，在新

规则之下，技术型的队伍最为受益，而以积极主动的防守组织

为前提，快速而简单有效的进攻为手段，超常的体能为保证，顽

强的作风为灵魂的“中国式”打法却受到很大影响¨⋯。如攻防

过程中的身体对抗判罚尺度放宽，身体接触、对抗就更剧烈，一

对一防守难度加大，这对以整体防守为主的中国女曲挑战更

大。此外，新规则规定．弧内任何一方将球垫进都算进球，这也

会导致更多球队会利用这一规则，包括利用小挑球等入弧，通

过本方有意识垫射或混战，将球打人对方门内，获得比赛胜利。

这可能会对各队如何利用弧内击球以及短角球配合战术都会

产生根本性影响，这需要教练、队员能较好理解和运用新规则。

所以，在这些方面，可以请一些国际知名教练员到中国来做教

练或技术顾问，指导中国女曲有针对性训练。也可以在国内开

办一些培训班，对教练员、队员进行必要的理论培训，提高他们

的理论水平和战术修养，来提升阅读比赛和把握比赛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鲍春雨．我国优秀女子曲棍球运动员专项体能诊断研究

[J]．西安体育学院学，2013(4)

[2]付颖，闫琪．中国女子曲棍球运动员膝关节伸、屈肌群等

··+”+”+··+一—-P一+”+

速力量测试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l(6)：96—99

[3]王艳红．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备战第27届奥运会体能i)lI练

特点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2)：89—93

[4]龙风雨．析女子曲棍球项目制胜的方法与手段[J]．南京

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55—56

[5]闫琪，贾伟，孙文琦，王忠军．第29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比

赛短角球进攻战术特点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

(12)：126—128

[6]闰琪，贾伟，王明波，王忠军．第29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比

赛短角球进攻战术特点研究[c]．第十三届全国运动生物

力学学术交流大会论文集，2010：43—44

[7]王光明，陈朝霞．中国女子曲棍球短角球成功率及技战术

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3)：72—74

[8]宋路冬，牛文磊．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女子曲棍球短角

球技战术分析[c]．第十四届全国运动生物力学学术交流

大会．2010：352—353

[9]周婉峰．曲棍球比赛中运动员跑位战术分析[J]．体育世

界，2012(7)：35—36

[10]李高潮．对手强大规则变化中国女曲奥运形势严峻EB／

OL] ．http：／／www．sport．gov．ca／n16／n33193／n33223／

n34854／n2282715／2997483．html．2013—05—08

69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