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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普通高校体育专业篮球

裁判员培养研究

严春梅，官卫英

（昆明学院 体育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以云南省普通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数

理统计法等方法，结合篮球裁判员的培养现状和发展对策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云南高校对大学生篮球裁判
员的培养重视程度不够，存在教学课时数少，大学生对裁判理论知识的学习不够深入，裁判基本功不够扎

实，缺乏大型赛事的临场执裁经验等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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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球运动因其激烈的对抗性和较高的观赏性深
受人们的喜爱．随着篮球运动的广泛开展和普及，篮
球裁判员在篮球比赛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
于高校、机关、社区、企事业单位等业余篮球赛事的

频繁举办，加上目前篮球裁判员又相对较少，仅依靠

高校体育教师和业余篮球裁判员则难以满足社会对

篮球裁判员的需求．在社会对篮球裁判员需求不断
加大的背景下，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应运而生．
近年来，高校学生篮球裁判员已逐渐成为篮球裁判

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以云南高校体育
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篮球裁判员的培养现状

和发展对策进行研究，旨在为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篮

球裁判员培养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昆明学院、云

南民族大学４所高校的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为
研究对象．在 ４所高校发放问卷 １２０份，回收 １１１
份，回收率 ９２５％，其中有效问卷 １０６份，有效
率 ９５％．



１２　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

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等方法，获取相关数据并进行

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篮球裁判员培养现状调查分析
２１１　大学生篮球裁判员的结构和等级情况

篮球裁判员的结构和等级是衡量一支篮球裁判

员队伍年龄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合理的结构能够实

现新老裁判员的有序交替．而等级考核是裁判员晋
级的主要途径．

表１显示，云南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
的结构比例不平衡．而裁判员的结构不合理会使裁
判员新老交替出现困难，导致裁判员队伍的水平稳

定性较差．因此，建议云南高校应积极培养，并大胆
使用低年级的学生篮球裁判员，优化大学生篮球裁

判员的结构［１］．
表１　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的结构统计

年级 人数 百分比／％

四年级 ４４ ４１５

三年级 ３０ ２８３

二年级 ２２ ２０７

一年级 １０ ９５

　　注：Ｎ＝１０６，下表同．

此外，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篮球裁判员中国家二

级篮球裁判员占 ２８３％，一级仅占 ０９％．由此看
出，所调查的人员中高级别裁判员人数较少．而高水
平篮球裁判员是篮球裁判员队伍的航标，其人数体

现出篮球裁判员队伍的水平和能力，云南高校应加

大对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的培养力度．
２１２　大学生篮球裁判员获取裁判知识的主要
途径

篮球竞赛规则及相关裁判理论知识是裁判员场

上执裁的主要依据［２］．因此，只有熟练掌握裁判知
识及篮球技战术，并不断积累临场执裁经验，才能提

高裁判员的执裁水平［３］．
从表２可以看出，大学生篮球裁判员获取裁判

知识的主要途径为，教师课堂讲解占５８５１％，观看
教学视频占４３４２％、裁判员晋级培训占４２５０％，
而与其他裁判员交流仅为１８９６％．由此可知，大学
生篮球裁判员获取裁判知识表现出较大的依赖性，

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不是主动学习．老师应
当教育和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

篮球裁判的专业知识．
２１３　篮球裁判课教学课时情况

篮球裁判员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

个漫长、系统的培养过程．从表３可知，大学生对篮球
裁判课课时非常满意的占 １５１％，比较满意的占
１８９％，不满意的占２２６％．通过访谈还了解到，由于
裁判理论知识每学期为４学时，基本功练习为４学
时，因此学生普遍反映篮球裁判课课时偏少，学习知

识和练习的时间有限，均希望增加篮球裁判课的教学

课时，为他们学习和掌握裁判知识提供时间保障．
表２　获取裁判知识的主要途径

途径 人数 比例／％ 排序

教师课堂讲解 ６２ ５８５１ １

观看教学视频 ４６ ４３４２ ２

晋级培训 ４５ ４２５０ ３

老裁判员讲解 ４３ ４０６４ ４

裁判协会培训 ２６ ２４５５ ５

与其他裁判员交流 ２０ １８９６ ６

表３　大学生对篮球裁判课课时的满意度调查

满意程度 人数 百分比／％

非常满意 １６ １５１

比较满意 ２０ １８９

一般 ４６ ４３４

不满意 ２４ ２２６

２１４　大学生篮球裁判员的临场实践情况
由表４可知，大学生篮球裁判员每学年执裁次

数超过８１次以上的仅有５人，而执裁次数为２０次
以下的有６８人．由此可知，学生篮球裁判员的执裁
场次较少，导致学生临场执裁经验不够丰富，对比赛

的驾驭能力有限，不能较好的控制比赛．
此外，有３８％的学生尚缺临场执裁经历，４４％

的同学比赛执裁经历局限于校内比赛，６％的同学参
加过市级比赛执裁，仅有４％的同学参加过省级比
赛执裁．由此可见，学生篮球裁判员执裁的赛事级别
较低，主要集中在校内，导致他们思想上重视程度不

够．加上他们缺少大型赛事的临场实践经历，使得学
生篮球裁判员的执裁水平难以提升．而实践是运用
理论的有效途径，任何一名优秀的篮球裁判员都是

经过无数场比赛执裁经历磨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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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大学生篮球裁判员每学年执裁情况

临场次数 人数 百分比／％

２０次以下 ６８ ６４２

２１～４０次 １２ １１３

４１～６０次 ４ ３８

６１～８０次 １７ １６０

８１次以上 ５ ４７

２１５　大学生篮球裁判员的基本功评价
篮球裁判员的基本功包括哨音、手势、移动和体

能．优秀裁判员的执裁能力都是以扎实的理论知识和
基本功为基础．执裁能力不仅反映出裁判员的水平和
工作态度，而且体现出裁判员的权威和气质［４－５］．

从表５可知，大学生篮球裁判员的基本功基本
上得到大家的认可．此外，图１显示，大学生篮球裁
判员临场执裁中问题最多的是移动不到位，在临场

执裁中，合理的移动才能使裁判员寻找到最佳的观

察角度，获得开阔的视野，以保证判罚的及时性和准

确性．其次是手势不清晰，手势是裁判员临场判罚和
与他人交流的肢体语言，清晰、规范的手势不仅体现

出裁判员的专业水平，而且是其精神风貌的体现．
表５　大学生篮球裁判员基本功评价结果

评价 人数 比例／％

优秀 １３ １２３

良好 ５０ ４７２

一般 ３５ ３３０

较差 ８ ７５

２２　大学生参与篮球裁判工作的动机和意义
２２１　大学生参与篮球裁判工作的动机

动机是由某种需要所引起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

的行动倾向，它是激励或推动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

目的的内在动因［６］．
由表６可知，大学生篮球裁判员参与篮球裁判

工作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技能学习排第１位，兴趣爱
好排第２位．目前，社会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应
用型人才．因此，大学生通过参与篮球裁判工作，不
仅可以认识到自己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欠缺，

明确努力方向，同时还可丰富课余文化生活，培养乐

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提升社交能力．
表６　大学生篮球裁判员参与裁判工作的动机

动机 人数 比列／％ 排序

技能学习 ５８ ５４７ １

兴趣爱好 ２９ ２７４ ２

交朋友 １０ ９４ ３

丰富课余生活 ５ ４８ ４

挣钱 ３ ２８ ５

其他 １ ０９ ６

２２２　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大学生参与篮球裁判工作不仅能满足社会对篮

球裁判员的需求，减轻体育教师和业余篮球裁判工

作者的压力．同时，大学生参与篮球裁判工作，相当
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完

善自我、丰富自我、发展自我，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

创新和就业的能力．
２２３　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大学生参与篮球裁判工作，体现出大学生有锻炼

自己、提升自己的意识．此外，有利于他们在社会实践
中不断提升自己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以及语言表

达能力．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心理素质、意志品质，以及
协作能力和决策能力．使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得到发挥，因而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１）大学生篮球裁判员队伍主要集中在高年级，低

年级较少，且高水平的大学生篮球裁判员较为缺乏．
２）篮球裁判课教学课时偏少．此外，大学生临

场执裁次数较少，执裁赛事级别低，主要集中在校内

比赛，缺少大型赛事的临场执裁经验．
３）大学生对裁判理论知识的学习不够深入，大

部分学生只停留在了解和应付考试的层面．
４）大学生的篮球裁判基本功不够扎实，存在手

势不规范、跑位不积极、区域分工不明确、自信心不

足等问题．
（下转第１２４页）

０２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３　结论

１）后场正手击球技术是羽毛球项目的一项重
要技术，其发力方法是其他各项击球技术的基础．在
教学及训练中，重点是掌握力的作用线通过球的重

心的技术，动作协调性、盯球及击准球是技术关键．
２）手法的重点是掌握力的作用线不经过球的

重心的技术，属于技巧性发力，变换握拍及拍形变化

是该技术的关键．后场正手击球技术在判断准确、移
动到位的前提下，发力是基础，手法是关键，动作一

致性是精华．三者互为依托，击球才“活”，才有生命
力和威慑力．
３）力的三要素的科学应用是羽毛球击球技术

的本质，是展现羽毛球击球效果的关键．
４）在教学及训练中，发力、手法、动作一致性都

是组成后场击球的技术环节，但从技术细节的角度

来讲，各概念又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完整地讲解、逐

一分析，讲清楚说明白，让练习者理解透彻，从而使

实践练习更具有针对性，提高练习的效率，同时让练

习者有展现自我特点的空间．

［参考文献］

［１］刘瑛，韩文华．羽毛球入门、提高训练与实践［Ｍ］．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５．

［２］何阳，李大霞．羽毛球技术图解［Ｍ］．北京：人民体育出

版社，２００５：２７．

［３］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６５．

［４］牛清梅．羽毛球理论与实训［Ｍ］．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２６．

［５］周波．羽毛球击球动作一致性探究［Ｊ］．体育时空，２０１６

（６）：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１３２．

（上接第１２０页）

３２　建议
１）云南高校应加大对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

员的培养力度，实现大学生篮球裁判员培养的科学

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２）云南高校应加强对低年级体育专业学生篮

球裁判员的选拔和培养力度，使其成为篮球裁判员

队伍中的一支新生后备力量．
３）进一步加强对体育专业优秀学生的辅导和

训练，鼓励、选送他们参加更高级别的裁判员

考核．
４）适当增加篮球裁判课教学课时，提供更多的

篮球裁判实践机会．
５）应加强对大学生的裁判理论知识学习及裁

判基本功指导，并聘请高水平裁判员到高校讲课，为

学生搭建与高水平裁判员学习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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