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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录像观察、数理统计、专家访谈、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决赛

冠、亚军运动员不同回合主要得分战术的运用效果进行对比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运动

员在比赛中运用主动进攻战术最多，防守反击战术较多，迎击战术最少；3种战术的得分效

果有所差异，都具有极为重要得分作用和战术价值；2)运动员在第1回合比赛中运用主动进

攻战术次数最多，第2回合次之，第3回合最少；在第1回合比赛中运用防守反击战术次数

最少，第2回合次之，第3回合最多；防守反击战术的得分效果强于主动进攻战术；3)所有运

动员在第1回合运用迎击战术的次数最多，第2回合其次，第3回合最少；迎击战术在得分、

得分率上强于主动进攻战术、防守反击战术；冠军运用迎击战术的次数、得分高于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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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the video observation，mathe眦tical statistics，expert interviews，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this paper makes compariSon and amlysis on scoring tacti—

cal use of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rounds of the London 2012 0l舯pic Games men’s boxing

fimls ch砌pion and runner up athle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athletes using active offen—

sive tactics in the competition are more，engaged the tactical least；score the effect of the three

kinds of tactical differences，have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coring and tactical value；2) in the

first round of the competition，athletes using pmactive tactics are Hlost times，the second

round，fbllowed by the third round at least；use the least number of defenses in the first round

of the competition，foUowed by the second round，third round；effect of strong defenses of the

score in Droactive tactics；3) all the athletes in the first round of the use of the nurnber of

tiⅡles engaged the tactical largest，followed by the second mund，third round at least；engaged

the tactical score，score rate stmnger than proactive tactical defenses；champion athlete the use

of the number of times engaged the tactical score higher than the runne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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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2年伦敦奥运会已经圆满谢幕，世界各国已经开始

积极备战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我国运动员尽

管在伦敦奥运会上也取得比较优异的成绩，但要想在竞争

异常激烈的世界拳坛获得奖牌乃至金牌，必须从体能、技

术、心理、战术等方面逐一加强，特别是在战术运用上，要

深入分析与研究，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为此，本

研究通过对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决赛阶段冠、亚军运动员

不同回合得分战术的运用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总结出当

今世界男子优秀拳击运动员不同回合得分战术运用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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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与效果，为中国运动员在今后世界拳击大赛中取得优异

成绩提供参考。

l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决赛阶段49 kg、52 kg、

56 kg、60 l【g、64妇、69 k、75 1【g、81 kg、91 k、+91 k等

10个级别、20名运动员在30个回合比赛中主动进攻战

术、防守反击战术和迎击战术的运用情况。

1．2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调研

通过中国期刊网、中国体育期刊目录，查阅、检索、收

集有关拳击战术种类的相关资料。

1．2．2 录像观察

通过中国国家拳击队科研工作人员对伦敦奥运会男

子拳击决赛阶段进行的全程录像及世界拳击协会官方网

站视频资料对主要得分战术运用次数、运用率和得分情况

等进行统计，记录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决赛阶段中冠、亚

军运动员得分战术的运用情况与使用效果。

1．2．3数理统计

运用№crosoft E列和spSs 11．5对记录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与处理，总结出当今世界优秀男子拳击运动员在

不同回合得分战术运用的特征及效果。

1．2．4专家访谈

通过对我国拳击项目的高级教练员和专家进行访谈，

对当前拳击比赛的最新规则进行解读，了解拳击规则的变

化对运动员运用战术的影响。

2分析与讨论

2．1 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决赛的冠、亚军与得分情况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决赛中，有来自13个

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了10个级别的冠军争夺战，东道主英

国和乌克兰运动员分别获得了2金1银的优异战绩，世界

拳击强国古巴紧随其后，也获得了2枚金牌，中国、哈萨克

斯坦、日本、俄罗斯等国各有1枚金牌收入囊中，而意大利、

泰国、蒙古、巴西、韩国也都获得银牌，可以看出，当今世界拳

坛格局已经出现新的变化，预示着今后世界拳击运动的竞争

将会愈加激烈。表1中是10个级别冠、亚军运动员的详细

资料，包括年龄、身高、得分和战术打法等信息。

我国拳击项目要想在今后的世界大赛中获得优异成

绩，必须对各个级别的对手进行深入了解，深入分析这些

对手的战术打法和技术特征，并对他们主要的技战术运用

情况进行研究，特别是对这些奥运会冠、亚军在不同回合

中的战术运用、得分情况(表2)进行研究，并提出我国拳

击运动员在战术训练方面的建议和措施，为我国拳击项目

在今后的世界大赛中获得更好成绩服务。

表l 2012年伦敦奥运会拳击决赛运动员基本情况一览表

Table 1 Basic圳胁mti咖of the功耐蚰2012 0ⅢyⅡ峨c G蛐麟B砌鸭FinaI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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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决赛比分一览表

1曲le 2 M吼’s助蚰呜l鲥s S∞他iII the hlIld胁2012埘ylIIpic(油n咚

49 l【g 52 l【g 56 kg 60 kg 64 kg 69 kg 75 kg 81蛞 91 kg +91 I【g

冠；亚 冠：亚 冠：亚 冠：亚 冠：亚 冠：亚 冠：亚 冠：亚 冠：亚 冠：亚

第1回合 2：1 6：5 5：3 7；2 5：4 4：2 5：3 3：4 1。3 5。6

第2回合 4：3 4：4 4：5 4：3 6：5 6：3 4：5 5：4 7：5 5。7

第3回合 7：6 7：5 5：3 8：4 11：6 7：4 5：5 7：7 6。3 8．5

总比分 13：10 17：14 14：11 19：9 22：15 17：9 14：13 15：15 14：11 18。18

注：表中数据来自世界拳击协会官方网站及比赛成绩册。

2．2冠、亚军运动员的战术运用情况与分析

拳击比赛出现的情况瞬息万变，运动员必须能在极短

的时间内准确了解对方的基本状况，同时还要迅速做出相

应的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利用强有力的身体和娴熟的

技术、多变的战术进行攻击和防守，在双方运动员技术、身

体素质和心理品质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战术打法运用的质

量将对比赛胜负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对第2012年伦敦

奥运会男子拳击比赛决赛阶段比赛录像观察发现，20名

运动员主要运用防守反击战术、主动进攻战术、迎击战术

以及搂抱战术、虚晃战术、消极逃跑等多种战术，而由于搂

抱战术、虚晃战术、消极逃跑等战术在比赛中不能得分，只

是作为战略战术而使用。因此，本研究只对具有得分能力

的的防守反击战术、主动进攻战术、迎击战术进行研究。

表3加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冠、亚军

得分战术运用次数分析一览表

勘峋e 3 scori雌1knc蚰1tII瞄in tl-e k吼d蚰

2012 0l可呷ic G锄_咚of a蛐珥Iio璐a硼Rlmner-ups

2．2．1 防守反击战术的研究

防守反击战术是拳击比赛中的一种常用战术，主要是

一方运动员为应对另一方力量大、攻势猛烈且防守较严密

的进攻性运动员所采用的战术，或是在比赛中为了更有效

地击打对方而先让对手出拳进攻露出防守破绽，进而防守

后进行反击的战术。运动员采用这种“先防守，避其锋芒

再伺机出击”的攻击策略是后发制人的一种战术形式。

由于在当今世界级的拳击比赛中，双方运动员势均力

敌，旗鼓相当，水平相差不是很大，而且双方的防守都非常

严密，都懂得如何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反击或迎击对手，一

方要想得分或战胜对手，就要先让对手露出破绽或出现防

守空挡，从而进行进攻得分。防守反击战术就是在对方出

拳进攻的同时，我方运动员快速使用后撤步、后仰防守拉

开与对手的作战距离或使用格挡、躲闪防守隔住或躲开对

手来拳再快速使用有针对性的拳法进行击打对方而得分

的战术。对双方运动员来说，运用防守反击战术既能有效

地抵御对手的出拳进攻，避免失分，又能快速地反击对手

从而得分，它是拳击比赛中双方运动员运用次数较多、最

直接、最有效的核心得分战术，在运动员所使用的1 508

次战术中(表3)，占有33．48％的高运用率。

2．2．2 主动进攻战术研究

主动进攻战术是在比赛中，一方运动员以足够的体

力、凶狠的重拳、强大的攻击优势出拳进攻得分从而压制

对手发挥的战术，表现为：高频率而力大的组合拳出击、强

劲的攻势、稳固的防守并在气势上，一鼓作气地将对方击

倒。

由于国际拳击联合会在2009年意大利米兰世界拳击

锦标赛之后对拳击规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即在每个

回合后显示出每一个裁判员的打分情况，而不是以往3名

裁判同时打分后，即时显现比分变化，规则改革后由5名

裁判打分，取3名打分接近的裁判的分数平均值。按照现

在的记分规则，要想赢得比赛，需要拳手更多出拳进攻。

在拳击比赛中，不管是主动进攻型运动员还是防守反击型

运动员只有多出拳进攻才有可能获得胜利。一味地追求

单纯的防守反击或等待准确地迎击是不能在比赛中取胜

的，也只有先进行主动进攻，撕开对手的严密防守或打乱

对手的进攻节奏，才能为进一步反击或迎击对手创造条

件，况且主动进攻战术更是直接击中对手而得分的主要战

术之一。表3显示，在伦敦奥运会拳击比赛中，冠、亚军运

动员运用主动进攻战术的次数最多为803次，占所有战术

运用次数的53．24％，显示出主动进攻战术在拳击比赛中

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2．2．3迎击战术研究

迎击战术是在拳击比赛中，一方运动员出任意拳进

攻，我方运动员利用躲闪防守、步法移动防守的瞬间抓着

对方刚要出拳或对方出拳还未击中我方时，我方快速、果

断地使出相应的拳法，在避开对手进攻的同时击中对方而

得分的战术。

随着世界拳击运动的快速发展，双方运动员在比赛中

非常注重防守，对对方的来拳进攻都会使用躲闪、格挡、后

撤步、后仰等防守进行化解，并且还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

因此，运动员想要在比赛中轻易得分已经变得不太容易。

运动员在运用迎击战术时，身体处于一种积极的蓄势待发

状态，而且注意力高度集中，双臂前后保护头部避免被对

方击中同时可以快速出拳进行迎击。通常在比赛中，运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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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利用步法移动、躲闪、后仰、后撤步技术灵活移动为迎击

对手调整出最佳的出拳位置。而且，由于在比赛中对手想

要出拳进攻得分，其防守的意识必然变得相对薄弱一些。

当对方出拳进攻后，发觉我方也出拳迎击时，很难及时收

拳防守，这时，我方的快速出拳已经击中对方身体。由于

双方的力量成反方向进行相互撞击，被我方出拳迎击到的

对手身体部位承受的力量明显比直接进攻击中的力度要

大很多，我方在迎击战术中的出拳进攻很容易得分，因此

说，翘击战术在拳击比赛中更是一种决定比赛胜负的一种

战术，其作用可想而知。

以上分析说明，在伦敦奥运会拳击决赛中，运动员运

用主动进攻战术、防守反击战术、迎击战术的次数最多而

且得分效果最佳。这说明，这几种战术在与对手的比赛中

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得分作用。因而，建议拳击教练员与运

动员在训练中加强主动进攻战术、防守反击战术、迎击战

术的专项训练。

2．3 冠、亚军运动员主动进攻战术的运用效果研究

表4的统计数据显示，10个级别的冠军运动员在第1

至3回合运用主动进攻战术次数分别为149次、124次、

105次，得分分别为25分、28分、39分，得分率分别为

16．78％、22．58％、37．14％。而10个级别的所有亚军运

动员在第1至3回合运用主动进攻战术次数为143次、

143次、139次，得分分别为19分、24分、26分，得分率分

别为13．27％、16．78％、18．71％。本研究对10个级别冠、

亚军运动员在不同回合中运用的主动进攻战术次数进行

分别对比，结果发现，除了49 kg级和52 kg级的冠军在3

个回合中运用主动进攻战术的次数有所不同之外，其他8个

级别的冠军运用主动进攻战术的次数都随着比赛的持续进

行则越少，即第1回合运用次数最多，第2回合其次，最后一

个回合运用次数则最少；而10个级别的亚军中除了49 k、

52 l【g、56 kg级之外，其他级别亚军运用主动进攻战术的次

数也是在第1回合最多，第2回合较少，第3回合最少。

表4 2012年伦敦奥运会拳击决赛冠、亚军主动进攻战术运用次数、得分情况一览表

Tabk 4 1ln瞄a硼sc嘶鸣0f a咖IIpio璐and R吼ne卜ll芦Usi赡tlle AcⅡⅥo睫毛n蓟ve Taca岱

究其原因，是运动员在前两个回合中为获得比分上的

领先，获得优势地位，多次运用主动进攻、防守反击和迎击

战术，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消耗大量的体能，整体竞技能力

急剧下降，导致步法移动与出拳进攻相脱节，运动员主动

进攻的速度降低和击打力量不足，致使主动进攻战术的得

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况且，在这种状态下，进攻极其容易

受到对手强有力的反击和迎击，使先前取得的优势变成劣

势，比分也变成落后，运动员进而将主动进攻战术转换成防

守反击战术，这样做既能防守又能反击。因此，在第3回合，

运动员运用主动进攻战术的次数将会减少。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通过观察比赛录像发现：由于49 kg级、52 kg级、56

kg级的亚军在第1回合和第2回合中落后冠军的比分较

多，运动员要想将比分追平或反超对手，必须在最后一个回

合中进行多次猛烈的主动进攻才有希望，因此，这3个级别

的运动员在后两个回合中运用主动进攻战术次数较多。

2．4 冠、亚军运动员防守反击战术的运用效果研究

表5的统计数据显示，所有10个级别的冠军在第1

】32

至3回合运用防守反击战术总次数分别为61次、84次、

97次，得分分别为13分、14分、22分，得分率分别为

21．31％、16．67％；22．68％。而10个级别的所有亚军在

第1至3回合比赛中，运用防守反击战术总次数分别为66

次、88次、109次，得分分别为12分、15分、17分，得分率

分别为18．18％、17．05％；15．60％。从防守反击战术的

运用次数看出：运动员在第1回合运用防守反击战术次数

最少，第2回合较多，第3回合最多；从得分数来看：运动

员在第1回合运用防守反击战术击中对手得分最少，第2

回合得分较多，第3回合得分最多，运动员运用防守反击

战术的得分能力也是随着比赛激烈对抗随之增强。我们

又对10个级别冠、亚军运动员在不同回合中运用的防守

战术次数进行分别对比发现：所有10个级别的运动员中，

除了60 kg级的冠军和49 kg级亚军之外，其他9个级别

的冠、亚军运用防守反击战术的次数都是随着比赛的持续

进行而增多，即第1回合运用次数最少，第2回合较少，最

后一个回合运用次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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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5 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决赛冠、亚军防守反击战术运用次数、得分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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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运用防守反击战术的次数随比赛的进行而增

多的原因：首先，按照最新记分规则的解读，仅仅依靠单

拳、出拳的准确度、打完就跑的战术，很难在现在的比赛中

获胜，要想在比赛中先拔头筹，占据心理、攻势以及比分上

的优势，需要拳手更多地出拳进攻；比如，一次进攻打出组

合拳，接转体(创造出角度)，瞬即进行二次进攻再次打出

组合拳，因此，运动员在第1回合中，运用防守反击战术的

次数较少。其次，随着比赛的激烈对抗，双方运动员的体

能快速下降导致防守动作变慢，防守意识相比第1回合来

说也变得相对松懈，加之比分落后的运动员急于想要再次

使用进攻将比分追回的心理，运动员进攻出拳后较容易露

出防守上的破绽和空挡，此时，对方运动员如能采用佯攻、

真假结合等战术引诱对手出拳，等对手出拳进攻后快速做

后仰、后撤步以及闪躲等技术避开对手来拳进行左右手摆

拳、直拳、勾拳相结合的反击，必定会击中得分，这也是第

2回合防守反击战术运用次数较多的原因。进入第3回合

后，比分领先的运动员要保住优势并想再次扩大比分，而

比分落后的运动员更想在最后一回合力拼到底，争取追赶

对手，在这种攻防转换愈加激烈的战况下，运动员的体能

已经下降的相当严重，双方都深知，此刻是反败为胜或是

扩大比分的良机，因此，双方运动员利用对手进攻后出现

身体和头部上的防守漏洞的同时使用后仰、后撤步、躲闪

防守技术进行防御，并使用各种相应的拳法进行反击，随

后再进行各种防守动作，并伺机再次或多次进行反击。双

方运动员高频率攻防结合打法的使用造就了在第3回合

中防守反击战术运用次数激增到最高点。

2．5冠、亚军运动员迎击战术的运用效果研究

表6数据显示，10个级别的冠军在第1回合，运用迎

击战术次数为52次，得分为5分，得分率为9．61％。在第

2回合，运用迎击战术次数为33次，得分为7分，得分率为

21．21％。在第3回合，运用迎击战术次数为20次，得分

为10分，得分率为50％。而10个级别的所有亚军在第1

回合运用迎击战术次数为45次，得分为2分，得分率为

4．44％。在第2回合，运用迎击战术次数为31次，得分为5

分，得分率为16．13％。在第3回合，运用迎击战术次数

为19次，得分为5分，得分率为26．32％。从迎击战术的运

用次数来看，运动员在第1回合运用迎击战术的次数最多，

第2回合其次，第3回合最少；从得分率上看：运动员在第1

回合运用迎击战术的得分率最底，第2回合其次，第3回合

最高。尽管运动员运用迎击战术的次数较少，但是，得分效

果却远比主动进攻战术和防守反击战术要好很多，特别是有

些级别的运动员，像49蚝、64 kg、60妇、69 k、81 kg冠军，

尽管他们运用迎击战术的次数较少，却能得到一、两分，更说

明迎击战术在比赛中的得分效果相当显著。

表6 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决赛最、亚军迎击战术运用次数、得分情况一览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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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击战术在比赛中之所以能够轻易得分的原因：在比

赛开始阶段，双方运动员竞技状态良好，体能充沛，反应速

度和出拳速度以及防守速度都非常快，同时，使用后仰、后

撤步、躲闪以及步法移动等防守技术躲避对手进攻，迎击

得分效果较差；随着比赛的激烈对抗，双方运动员的体能

快速下降，出拳进攻的速度受到影响，且防守意识变得相

对薄弱，出拳进攻后回收拳进行防守的速度降低，防守的

严密性变弱，特别是步法移动也会因为体能的下降而变

慢，导致出拳进攻与步法跟进相脱节，这也就为对方进行

准确迎击创造绝佳条件。此时，哪一方运动员能够利用假

动作、虚晃等手段诱使对手出拳，并抓住对手进攻瞬间给

予直接的摆拳、直拳迎击或者使用假动作、虚晃、步法移

动，引诱对方出拳的同时迅速躲闪防守，在躲闪同时使用

左、右手摆拳迎击对手头部是最容易得分的。

表6显示，冠军运动员运用迎击战术总次数82次，得

分为22分，总得分率为26．83％；亚军运用迎击战术总次

数89次，得分为12分，总得分率为13．48％。对比数据明

显看出，冠军运动员的迎击战术在运用次数、得分数、得分

率上远远高于亚军运动员；在3个回合中，分别有5名、7

名和9名冠军运用迎击战术得分，而在3个回合中，分别

只有2名、3名和5名亚军运用迎击战术得分。对于拳击

比赛双方得分相对接近来说，迎击战术得分数和得分率较

高对于比赛的获胜是至关重要的，这同时也说明，运动员

在比赛中能够准确、快速、适时地运用迎击战术得分是战

胜对手的有力武器，更是获胜的关键。

2．6 比赛战术运用实效性的实验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的战术方式对得分的实效性，采用了单

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和多重比较法。由表7方差分析结果

可知，P<o．01说明不同的战术方式在不同回合对比赛得

分有高度显著性影响；表8显示，各方式之间的相伴概率

均小于o．01，说明各得分战术之间的得分情况都存在高

度显著性差异，决赛10场比赛中，得分的比例优劣排序为

主动进攻、防守反击、迎接战术。根据描述统计的数据结

果表明，3种战术在比赛中使用次数主动进攻战术最多。

防守反击战术较多，迎击战术最少。由总得分率表明，3

种战术在比赛中实效性为迎接战术最高，防守反击较高，

主动进攻最低。

表7本研究比赛战术运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输出结果一览表

TaMe 7 Alqo、，A 0．1tpm TaMe

表8本研究比赛战术运用多重比较输出结果一览表

1曲le 8 M山tiple Q棚瑚ris呲oⅢtpnt T习Me

注：其中，方式1表示主动进攻战术、方式2为防守反击战术、方式3为迎接战术。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奥运会拳击运动员在比赛中，运用主动进攻战术最

多，防守反击战术较多，迎击战术最少；3种战术的得分效

果有所差异，都具有极为重要得分作用和战术价值，建议

我国的拳击教练员与运动员针对3种锝分战术进行深入

研究和有针对性训练。

2．奥运会运动员在第1回合的比赛中，运用主动进攻

战术次数最多，第2回合次之，第3回合最少；在第1回合

的比赛中，运动员运用防守反击战术次数最少，第2回合

次之，第3回合最多；防守反击战术的得分效果强于主动

进攻战术。

3．所有奥运会拳击运动员在第1回合运用迎击战术

的次数最多，第2回合次之，第3回合最少；迎击战术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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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分率上强于主动进攻战术和防守反击战术；奥运冠

军运用迎击战术的次数、得分高于亚军。

3．2建议

1．教练员与奥运会拳击运动员针对每个回合比赛时

间，在训练中调整主动进攻战术、防守反击战术、迎击战术

的运用次数以及3种重要战术的得分时机的把握；在主动

进攻战术的训练时，教练员着重对运动员进行主动进攻出拳

的连续性、出拳力量的轻重变化、提高真假虚实的结合性、增

强连贯性以及使用直拳、勾拳、摆拳的不规则性，以及在体能

下降的情况下增加3拳、4拳组合拳的使用次数，着重加强

多种组合拳使用的轻重虚实的结合性与连贯性。

2．在防守反击战术的训练中，教练员首先要求运动员

在防守时保证防守技术动作的严密性；其次，增强后仰、后

撤步、躲闪、格挡防守技术的速度，并保持身体重心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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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出拳反击对手的速度要快，并在反击后迅速防守，为再

次反击做准备。

3．在直接迎击战术的训练中，增强运动员在快速躲闪

防守的同时进行左右手摆拳迎击的速度和准确性训练；在

间接迎击战术的训练中，提高后仰、后撤步防守的速度和

格挡防守的严密性，提高步法移动的灵活性以及在步法移

动中迎击对手的准确性和迎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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