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练习之一
。

防守组必须一直防到进 吹人

连续被堵住三次
。

我们也用这种方法进行

� 对 � 的练习
,

这取决于 队员的人数 �例如

 ! 名运动员

—
!人的 ∀组 #  ∃ 名运动员一

� 人的 ∀组 %
。

这种练习的好处 是每个人必须努力做

好个人防守
,

并做好集体听守
,

否则整组

就要防很长的时间
。

练习中计算防守的犯

规
,

以阻止守方在篮下区 域 里
“

搂 头 盖

顶
”

地盖帽
。

由一个或几个教练看守方的防守
,

可

以在进攻之间纠正防守
,

如助防一边的位

置
、

紧逼传球人等等
。

在训练课中
,

可给这种练习进一步加

上革新
,

例如进攻篮板球算投中
,

以鼓励

每个人挡位
。

也要求攻方在投篮前须传球

一定次数
,

或由某个运动员投篮等
。

!对!

—
防成三次并转换攻另一篮子

的练习

—
除了防成三次回球半场比赛之

外
,

我们还包括转换攻篮的比赛
。

对方投

篮不中
,

防守队拿球可快改
。

如果能从快

攻或阵地战之前得分
,

就是对该组防守时

迫使对方投篮不中的嘉奖
。

算该组在应完

成的三次中成功了两次
,

并回到原来的半

场进攻
。

加上转换攻篮
,

可迫使进攻组保持适

当的人位平衡和快速退守
,

以阻止快攻
。

也

有助于防一传
、

堵快攻路线和 占据半快攻

的位置
。

� 武玉 芬制 图 %

排球比赛得失分规律初探

黄汉升

一
、

选题的依据

规律 是 不以 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的法则
。

但人们却能 认识和掌握规

律
,

并利用它来指
一

导运动训练的实践
&

笔

者根据近几年来对中国男女排参加世界排

球大赛统计的客观数据
,

并和外国强队进

行了比较分析
,

试求初步揭示排球比赛得

失分规律
,

为训练实践服务
。

二
、

研究排球比赛的得失分

规律是由排球运动的特点和规律

所决定的

排球运动 具 有 和其它球类运动项 目

所共有的普遍性矛盾
,

又有排球运动本身

的特殊性矛盾
。

特殊性之一
∋

排球比赛中
。

各项技术

� 除一传外 % 都可以有得分的可能
,

除发

球之外的各项技术又都有失分的可能
。

任

何技
、

战术动作的完成都直接关系到得分

与失分
、

得权与失权
。

特殊性之二
∋

排球比赛中
,

只有发球

的一方才能有得分的机会
。

要想多得分首

先就必须夺取发球权
。

特殊性之三
∋

排球比赛是按规定的分

散 和局数而决定胜负的
。

即不 受 时 间 限

制
,

又加上发球一方在连续得利的情况下
,

可 以连发和连续得分
#
若是一 方 连 续 失

误
,

那在 几分钟之内就 会 丢 好 几分
。

所

以
,

排球比赛的得失分转换较快
。

另一方

面
,

排球规则规定不允许球落地
,

球在手

中停留时间十分短暂
,

击球次 数 又 有 限

制
,

每 方最多击球三次 �拦 网触手外 %就



要过网
。

特殊性之四
∋

排球比赛时要求队员位

置必须轮转
,

即在前排能 扣 能 拦
,

能打

强攻
,

又能打快攻
,

能 当攻手
,

又能当二

传手
,

在后排能传能守
,

又要担任进攻的

任务
。

除此之外
,

限制线的设置
,

换人的

规定
,

球网中间架有一定高度的球网
,

要

想 占据
“

空 中优势
” ,

就要求运动员必须

掌握全面的基本技术和具备良好 的身体条

件和身体素质
&

特殊性之五
∋

根据排球 比赛的得失分

规律的要求
,

分为一攻与防反两大系统
。

排

球比赛中
,

除发球外
,

任何进攻都是以防

守为基础的
。

从理论上讲
,

排球比赛中的

一切得分机会都是从防守开始的
,

防守是

得分的前提条件
,

也是减少失分的一个重

要因素
&

特殊性之六
∋

排球的得分手段是由发

球直接得分
、

扣球得分
、

拦网得分和对方

失误本方得分四个方面组成的
。

三
、

从中国女排参加历次

世界排球大赛的得失分项目

分析

排球比赛的得失分是衡量一个 队在比

赛中技战术水平发挥的优劣程度的客观指

标
,

又是我们分析和探索排球运动内在联

系和规律的依据
。

排球运动的比赛实践告

诉我们的一条客观规律
,

就是要想发挥 自

己
,

限制对方
,

掌握主动
,

夺取 比赛的优

势和胜利
,

不仅要力争多得分
,

而且力求

避免少失分
。

得分项目包括发球
、

扣球
、

拦网
、

对方扣球失误和对方其它失误
,

而

扣球
、

拦网
、

发球是三项主动得分 的重要

手段
。

 
&

发球
∋

是排球比赛三项主动得分的

技术之一
。

比赛双方每一球对抗
、

每一分

胜负都是从发球开始
,

谁先夺得第一回合

牛争的主动权
,

谁就容易先得分
。

中国女

排在  ( )  年世界杯赛中对七国的七场比赛

中
,

中国队发球共得 ∃ ∃分
,

占总得分的 ∗
&

 肠
。

而七国合计共得 ∃ +分
,

得分率为  ∃
&

, 肠
,

比中国女排高∗
&

∗ 肠
。

从发球得分率

的比较来看
,

仅为 ∀
&

 肠
,

居各 队之末
。

 ( ) ∃年世界锦标赛对古巴得分对比
∋

发球

得分是  。比 )
,

对秘鲁发球得分为∗ 比 ∃
。

经

过一年的努力
,

中国女排在发球技术上已

有明显的提高
。

继此之后
,

夺得两 次世界

冠军的中国女排为 了实现 世界女子排坛上

最高的
“

三连冠
”

殊荣
,

从总体训练安排

上
,

在狠抓我队特长项 目的同时
,

更突 出

发球技术的提高
,

在  () �年奥运会上
,

发

球 得分率名列第一
,

得分率 为 !
&

+ −
,

比

 ( 时年提高∃
&

∗肠
,

高于美国队和 日本 队

� !
&

∗( 肠和 �
&

∀ 肠%
,

为战胜美
、

日在一定

程度上奠定了基础
。

当今
,

世界女排强队

的比赛
,

发球的得分率占全部得分的  . 肠

左右
,

各国都在研究如何突破发球
。

∗. 年

代初飘球这项技术作为当时形 势 下 的 产

物
,

自从发明到推广应用 己有 二 十 多 年

丁
,

近几年来
,

由于快攻战术发展很快
,

给拦网和防守带来更大的压力
,

怎样进一

步加强发球的攻击性和创新发球技术
,

从

发球寻找突破 口
,

限制进攻战术的发挥这

一间题就更加迫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

需

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
。

考虑 到 今 后一段

时期内中国女排的主要对手是身高力大的

欧美队
,

我们在身高上不比欧 美 队 占优

势
,

可能还居于相才劣势
,

如能在发球技

术上有所突破
,

就会使排球技战术产生一

系列的变化
,

为中国女排继续保住领先地

位起到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

∃
&

扣球
∋

是得分和得发球权的重要手

段
。

为了争取网上优势
,

各排球强国都十

分重视发展高度
,

都朝着
“

大型化
”

方向发

展
,

促使网上争夺 日益加剧
。

从得分项 目

分析
,

我们不难看出
,

扣球在排球比赛中



占得分比重最大
。

但现代排球比赛得分主

要靠防反
。

一攻占优势
,

得发 球 权 机 会

多
,

为防反创造有利条件
。

若仅是一攻占

优势
,

防反不得力
,

则得到的发球权又会

轻易丢失
,

不能得分
。

而反攻扣球扣死一

个净得一分
,

即便扣失也只不过是失去一

次发球权
,

还有可能再夺 回发球权
。

正是

由于我们从排球比赛得失分规律去认识防

反
,

在总结过去
“

得发球权易
,

得分难
”

的经验教训
,

狠抓防反系统的训练
,

努力

提高防反水平
,

把握世界排球运动的发展

趋势
,

大胆而富有远见地培养和起用 了郎

平
、

张蓉芳等优秀强攻手
,

这样中国女排

有
“

大炮
” ,

反攻扣球得分的问题就可解

决
。

 ()  年世界杯女排比赛中国队对美国

队郎平扣球  肥次
,

得  +分
,

对 日本 决 赛

时
,

扣球的次
,

得  ( 分
,

为中国女排第一

次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
。

此外
,

再从 总得

分∀ ∗ ∀分比外国七个队总得分∃  ∀分要多得

 ! 。分
。

 ( ) ∃年世界锦 标 赛 中 国 队 对 古

巴
、

日本
、

秘鲁三个队得分统计表明
,

中

对古扣球得分比是   比 ∀
,

中对 日为  ( 比

∃
,

中对秘为∃. 比�
,

中国队分别净胜 )分
、

+分和  ∗ 分
。

由此可见
,

仅这项技术 就 成

为中国队战胜古
、

日和秘三队的物 质 基

础
。

总之
,

反攻扣球的全面加强为得分的

主要因素
。

 ( ) �年奥运会上中 国 女 排 在

+ � ∗个扣球总数中
,

命中数达 ∀ ∀/ 个
,

命中

率为 �! 肠
,

名列各 队首位
,

而失 误 率 为

∗ 肠
,

仅次于日本居最后第二位
。

∀
&

拦网
∋

随着排球运动不 断 发 展
,

运动员的身高
、

身体素质不断提高
,

排球

规则不断变革
,

拦网这项技术在比赛中的

地位和作用就更加突出
。

从  (∀  年 世 界

杯中国女排依靠拦网得分上看
, 一

匕场拦网

得 (� 分
,

占总得分的 ∃ ∗
&

 肠
,

而七国 队拦

网合计才得 ∀ !分
,

占总得分的  ∗
&

� 肠
,

我

队多拦得!( 分
,

所 占得分比重多 (
&

+ 肠
,

名

列拦网第一  ( ) ∃年世界锦 标 赛 对 古
、

日
、

秘三场比赛中
,

拦网得分中
、

古为  ∃

比 !
,

中
、

日为  ∃ 比 ∃
,

中
、

秘为  ∃比 �
,

分

别净胜 +分
、

 . 分和 )分
。

 ( ) � 年 奥 运 会

女排比赛我队拦网仍 占优势
,

拦 网得分大

大领先于外国强队
,

 ( ) !年世 界杯 中 国

女排的拦网也再一次名列榜首
,

七场比赛

平均每局拦网得∀
&

(! 分
。

从上述数据我们

可 以清楚地看 出中 国 队 的拦网为夺取世

界冠军起了重
&

要 的 作用
。

从当今高水平

排球比赛中
,

拦网得分率一般都占总得分

的∃. 肠以上
,

每局得 了∀一 !分之多
,

个别场

次高达了一 )分
。

这反映出拦网在女排比赛

中作用的增大
,

充分说明拦网在当前女排

比赛中的优势 和重要性
。

�
&

对方失误
∋

该项包括对方扣球失误

和其它失误
,

近几年来
,

随着运动员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高
,

一场排球比赛依靠对方

失误而得分的比重 逐 渐下降
。

 ( ) ∃ 年 世

界锦标赛上
,

依靠对方失误而得分的项 目

中
,

中
、

古得分 比为  。比 ∀
,

中
、

日 为 ∃  

比 +
,

从中古和中 日两场比赛双方 得 分统

计 可以看 出
,

中国女排 自己失误古 巴只得

∀分
,

而古巴 自己失误我们 就 得  . 分
,

净

胜 +分
,

而刘旧 本队我队净胜 � 分
。

尽管从

客观上讲
,

技术失误所造成的失分和失发

球权是排球比赛中难 以避免的
,

但是这些

数字提醒我们
∋

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

应

尽可能将自己的失误减少至最低限度
,

这

无疑对胜负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

综上所述
,

从得分项 目分析
,

其排列

的顺序为扣球
、

拦网
、

对方扣失
、

发球和

对方其它失误
。

扣球名列首位
,

其次是拦

网
。

各队依靠扣
、

拦的得分平均约占总得

分 数的∗.

—
+ . −左右

。

 ( ) 年 世 界 杯

七场比赛
,

中国队共打巧局
,

其 中 胜 ∃ 

局
,

负�局
,

平均每局扣得 ∗
&

�� 分
,

拦 网

得∀
&

+∗ 分
,

合计共得  .
&

∃分
,

这说明我队

每局有三分之二得分是通过网上扣拦对抗

得来的
。

 ( ) ∃年世界锦标赛 上
,

对古 巴
,



这场比赛
,

中国队发球得  . 分
,

拦网得  ∃

分
,

反击扣球得  ∀ 分
,

三项合计 ∀∀ 分
,

占

总得分数的 +∀
&

∀ 肠
,

这说明扣
、

拦在当代

排球比赛中的重要作用
。

可见
,

扣拦比例的

增加
,

挖掘
、

培养和起用高大选手
,

适应

网上争夺的客观需要
,

发挥高 度 上 的 优

势
,

这是当前排球运动发展的一大特点
,

也是符合排球运动多得分
、

少失分的内在

规律
。

中国女排正是根据排球运动多得分
、

少失分的规律
,

充分发挥各项技术
,

特别

是扣
、

拦
、

发三项基本技术的优势
。

从比

赛得失分的各项比赛可以看出
,

只有争取

主动得分
,

同时又减少 自己的失误 才有可

能取得比赛的胜利
,

掌握全面而扎实的技

术是成为世界排坛夺魁的基本保证
。

 ( ) 

年世界杯七场比赛中
,

中国女排发
、

扣
、

拦和对方失误共得∀ ∗∀ 分
,

失误仅 ∃  ∀ 分
&

其中除发球外
,

其它三项都处于 领 先 地

位
,

拦网名列各队之首
,

扣球成功率达 ��

肠
,

列第二位
,

扣
、

拦两项主要得分手段

我队多得  .) 分
,

因而扣球失误 和其 它失

误我队又少丢 � � 分
。

 ( ) ∃年世 界 锦 标 赛

对美
、

秘
、

日
、

古
、

苏
、

匈牙利的六场 比

赛中各项技术同样处 于 领 先 地位
,

 ( ) �

年奥运会女排比赛
,

扣拦两项得分手段仍

保持优势
,

发球得分率名 列 第 一
,

 ( ) !

年世界杯赛中
,

中国女排对苏
、

古女排两

场比赛
,

扣球的得分 比为�� 比 ∀ )
,

发球为

) 比)
,

拦网为 ∃ . 比(
,

多得对手   分
,

拦

网再次名列第一
,

而失误丢分为  � 比 ∃ !
,

我队又少丢   分
。

 ( ) ∗年世界 锦 标 赛 中

国女排对古 巴女排四局总比分为 !� 比 ∀ ∗
,

其中中国队拦网得  ∀分
,

发球得! 分
,

反

击扣球得咒分
,

对方失误送  � 分
,

古 巴拦

得 (分
,

发得  . 分
,

反 击扣球得 )分
,

对方

失误送 (分
。

这表明 中国队除接发球 负 给

对方 !分外
,

其余技术环节的 水 平都优于

对方
。

不言而喻
,

全面的技术符合排球运

劝得失分规律
。

中国女排的胜利不是靠某一个人
,

某

一 项技术
,

而是依靠全面的技 术 为 基 础

的
,

是中国女排根据排球比赛得失分规律

和借鉴我国排球运动 多年来的成功经验及

失败教训的必然结果
。

所 以
,

中国女排荣

获
“

五连冠
”

也是当之无愧的
。

四
、

从中国男排参加历

次世界排球大赛的得失

分项目分析

中国男排从  ( + ∗年组建 以来
,

∃( + +年

世界杯取得建国以来最好的成绩
,

名列第

五名
。

 (+ (年第一次取得亚洲男排冠军
,

并获参加第∃ ∃届奥运会 比赛的资格
。

 ( ) 

年世界杯再次获第五名
。

 ( )∃年世界锦标

赛获第七名
。

随后调整和重新组建中国男

排
,

 ( ) �年参加奥运会排球赛获第八名
,

同

年参加第一届 日本杯赛名列第六
。

 ( ) !年

失去参加世界杯赛的资格
,

失去一次与世

界高水平强队较量的良机
。

 ( ) ∗年亚运会

上战胜南朝鲜
、

日本队夺得冠军
,

并获第

二届 日本杯赛第五名
。

回顾十年来中国男

排所走过的历程
,

 ( ++ 年至  ( ) 年是中国

男排一 个 强 盛 时期
。

随后由 于 队 伍调

整
,

更新
、

补充大批新秀
,

出现新老交替

脱节
,

造成近期内成绩不理想
,

笔者想从

强盛 时期的中国男排与现在的中国男排参

加历次世界排球大赛两个 队得失分数据进

行分析和比较
,

并将此同外国强队作个对

比
,

旨在通过分析
,

找出实质性的问题
。

 
&

发球
∋

强盛时期的 中国男排在  ( ) 

年 世 界 杯赛中对七国的七场比赛中
,

中

国队发球共得�∃ 分
,

占总 得 分 的  ∃
&

)−
,

而七国合计共得� ∀分
,

占总得分的  �
&

 −
,

高 出中国队∃
&

+肠
。

从发球得分率对 比 来

看
,

中国队七场比赛共发  . !。次
,

得分率



为∀
&

∗∃ 肠
,

排行第三
,

而失误 率 却高 达 运动员的普遍采用
,

由此而带来一系列的

了
&

! 肠
,

居各队首位
。

 ( ) ∃ 年世界锦标赛有 问题
,

一方面是要进一提高跳 发 球 的准

所改观
,

在九场比赛中总得∀ (� 分
,

发 球 确性
,

减少失误率
,

大胆 尝 试
,

找 出规

得 ∗� 分
,

占 总 得 分的  ∗
&

∀肠
,

比  ( ) 年 律
,

加强理论研究
#
另一方面

,

如何根据

提高 ∀
&

!肠
。

 ( ) �年第一 届 日 本杯 赛七 跳发球速度快
、

力量大
、

落点后 区的这一

场球共得∃) !分
,

其中发球一项得 ∀. 分
,

占 特点
,

跳发球的人数
、

阵式
、

手法则是我

总得分的  .
&

!∃ 肠
。

 ( ) ∗年 第 二 届 日本 们必须研究和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

杯赛对美
、

苏
、

巴
、

瑞四国 发球 得 分 统 ∃
&

扣球
∋

从强盛时期的原 中 国男 排

计
,

在总得   ∃ 分 中
,

发球得  ! 分
,

占总 参加  ( )  年世界 杯 赛 中对七国的七场比

得分0∀
&

∀ ( 肠
,

比  ( ) �年日本 杯 提 高∃
&

) 赛中
,

中 国 队扣 球 得−分
,

占总 得 分

了肠
,

但与原中国男排  ( ) ∃ 年 参 加 世 界 ∃ (
&

∀ 肠
,

而七国合计共得   ( 分
,

占总得分

锦标赛相 比 还低∃
&

� 肠
&

 ( ) �年实施取消 ∀(
&

 肠
,

比我队多得∃∀ 分
,

所 占得分比重

拦发球新规则以来
,

这一改革推动了发球 多 (
&

) 肠
&

 ( ) ∃年 世 界 锦标赛九场比 赛

技术的发展和提高
,

首先是跳发球技术有 中国队扣球得  ∀ 分
,

占总得分 的∃ )
&

( 肠
,

很大发展
。

第二届 日本杯首场对瑞典
,

第 比  ( ) 年下降.
&

� 肠
&

 ( ) � 年 第 一 届 日

二局在 ! 比∃领先情况下
,

对方跳发球和长 本杯赛中国队扣球得(∗ 分
,

占总得分 ∀ ∀
&

)

距离砍式发球直接得!分
,

对苏联比 赛 第 肠
,

而外国七个队 共 得  ∀ ∗ 分
,

占 总 得

一局苏联 队安托诺夫发球直接得 ∃分
,

破 分的∀)
&

� −
,

多 得我队�. 分
,

所 占得 分

坏我队进攻得∃分
,

占全队得分的三 分 之 比重高出我队�
&

了∀肠
。

 ( ) ∗ 年 第 二 届 日

一
。

跳发球威力的加强和效果的提高 以及 本杯中国队对外国四个队扣球得∀) 分
,

占

中国男排参加历次世界排球大赛得失分对照表

一
, 得 分

&

比赛名称 比赛队 。 。 1 , 、 1 、 。 1 对方失 误 1 小 计
一 2凡 击了、 一 0 目 天到、 3 习二 价习 一一 工石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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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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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分 ∀ ∀
&

(∃ 肠
,

而外国四个队扣 球得∗ 

分
,

占总得分 � ∃
&

. ∗ 肠
,

多得我队∃∀ 分
,

所

占得分的比重为 )
&

 � −
。

从上述数据可 以

看出
,

虽然现在的中国男排在扣球得分能

力上 比原中国男排所 占的得分率已有所提

高
,

但与世界强队相比
,

差距还 是很 大

的
,

要 回答这一问题
,

从比赛统计的得失

分对照表�见表 %中的数据便可找出答案
&

纵观多年来的中国男排
,

无论原中国男排

还是现在的中国男排在国际大赛中防守反

击扣球这项技术与世界强队相比约少得 !

—
 . 分

。

几 年来中国男排成绩上不去
,

其原 因肯定是多方面的
,

但从统计中可 以

发现
,

防反不能不是一大因素
。

防反中的主

要间题有二
∋

其一是防守差
,

从几次国际

大赛中的大量调查发现
,

在防起能攻一项

中
,

我队比世界强 队要差 !

—
(肠

,

而防

失中则 又 要 高出 . 肠左右
,

 ( ) �年奥运

会中国队六场比赛防守失(∀ 分
,

占总失分

的 ∀ !
&

) 肠
,

其中对加拿大这场比赛多
’

达 �∃
&

∃ 肠
。

这是一个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应

该着重研究的问题
。

要解决好这一问题
,

首先要改变指导思想上重一攻轻防反
,

而

在防反系统中又重拦 网轻后 防
#
其次是防

守训练比例的安排
,

训练手段的选择
、

训

练时间
、

质量
、

强度和密度
、

防守技术
、

阵式以及个人防守技巧要进一步深入的研

究
,

在训练中应多进行实战条件
、

有难度
、

多角度和低重心移动
、

变向能力以及单手

垫
、

挡
、

铲
、

扑
、

滚
、

跃等综合性的练习
,

改变目前存在的单一防守手法
。

其二是强

攻差
。

对此 问题
,

我认为
∋

从强攻手的高

度来看
,

近几年来大批高个 队员的涌现
,

弥补过去强攻
“

高度
”

上的很大不足
,

这

对提高强攻水平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但与美国男排参加  ( ) !年世界杯两名强攻

手  ∃ 号 �  
&

) +米 %和  ! 号 �  
&

( .米%相比
,

我队则不算矮
,

我 认为高度仅是一个方面
,

关键还在于训练
,

如何把高个 队员培养成

全面发展的优秀强 攻手
,

首先要从国内排

球竞赛制度改革着手
,

改变目前一些不利

于高个队员成长的弊端
,

纠正高个队员
“

速

成
”

掌握扣拦技术就上场肩负主力任务的

不 良倾向
,

打好全面的基本技术的基础
。

此

外
,

从实际出发
,

提高强攻手个人扣球的

战术与技巧
,

熟练地运用后排进攻以弥补

前排强攻的不足
。

因此
,

解决和提高扣球

的成功率
、

降低扣球的失误率和被拦率
,

是今后训练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

∀
&

拦网
∋  ( ) 年世界 杯 中国 男排在

依靠拦 网得分上
,

七场共拦得  . 。分
,

占

总得分 ∀ .
,

!肠 #
而七国队拦网合计才得+∃

分
,

占总得分∃∀
&

∗肠
,

我队多得∃) 分
,

所

占得分 比重高∗
&

( −
,

占有一定的优势
&

中

国队仅次于古巴队名列拦网第二名
,

平均

每局拦死�
&

!+ 次
,

每局得 ∀
&

)! 分
。

 ( ) ∃年

世界锦标赛九场共拦得)) 分
,

占 总 得 分

∃ ∃
&

∀肠
,

平均每局拦网得 ∀
&

∃∗ 分
,

与  ( ) 

年相比已下降)
,

∃ −
。

 ( ) �年 日 本杯中国

队七场比赛拦得 +� 分
,

占总得分 ∃ !
&

(∗ 肠
,

外国七个队合计共拦得+( 分
,

多于我 队!

分
,

但所 占总得分比重 仅∃ ∃
&

∀ 肠
,

比 我

队低∀
&

∗! 肠
。

 ( ) ∗年第二届 日本杯四场比

赛共得 ∀∀ 分
,

占总得分∃ (
&

�∗ 肠
,

与  ( )� 年

日本杯对 比
,

提高 ∀
&

! 肠
,

而 外国四个 队

合计得 ∀! 分
,

多于我 队两分
,

但所占总得

分比重只有 ∃�
&

 ∀ −
,

我队高 出 !
&

+( −
&

再从  ( ) !年∀月香港之战对南朝 鲜 队拦网

得分之比为  ( 比  ∗
,

我队 多 得 ∀分
,

可是

防反少得  � 分
。

 ( ) ∗年亚运会对南朝鲜比

赛
,

四局比赛拦网得分 比 为∃ 比 ∗
,

我队

净胜一局称
。

统计数字表明
,

拦网这项技

术无论是原中国男排还是现在的中国男排

都是我队的特长和优势
,

诚然
,

要保持这

一优势
,

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对后排

进攻的拦 网
,

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重视
,

采取有效的对策
。

�
&

对方失误
∋

 ( ) 年中国男排参加世



界杯七场比赛依靠对方扣失得+! 分
,

占总

得分 ∃∃
&

( 肠
,

名列扣
、

拦两项得分之后
,

居第三位
,

而依靠对方其它失误得  ! 分
,

占总得分 �
&

! 肠
,

而外国七个队合计 依 靠

对方扣失得!( 分
,

占总得分  (
&

∀ −
,

依靠

对方其它失误得  ∃ 分
,

占总 得分 ∀
&

( 肠
。

从依靠对方扣失这项技术失分来看
,

原 中

国男排少丢  ∗ 分
,

而依靠对方其它失误又

比外国七个队合计少丢 ∀分
。

 ( ) ∃年 世 界

锦标赛中国男排九场比赛依靠对方扣失得

) .分
,

占总得分 ∃.
&

∀ 肠
,

平均每局得 ∃
&

(∗

分
,

而依靠对方其它失得 ∀ 分
,

占总得分

+
&

( 肠
,

每局得  
&

 ! 分
。

 ( ) �年 日本杯赛中

国依靠对方失误得)! 分
,

占总 得 分 ∃(
&

)∃

肠
,

而外国七个队依靠对方失误得  .! 分
,

占总得分的 ∃ (
&

∗ ∗ −
,

可 见
,

我 队多丢∃.

分
&

 ( ) ∗年日本杯 中国队依靠对方失误得

∃∗ 分
,

占总得分∃ ∀
&

∃  −
,

而外国四 个 队

依靠对方失误得 ∀ ∀分
,

占总得分 ∃∃
&

+! 肠
,

我队多丢 +分
。

但 是
,

从 整 体 上 来 说
,

 ( ) ∗年 日本杯 己比  ( )� 年 日本杯 中国队和

外国队依靠对方失误 分 别 下 降 ∗
&

∗ 肠和

∗
&

( 肠
。

从这项失误来分析
,

现在的中国男

排同强盛时期的中国男排 �或者是外国诸

强 %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

主要在于个人

技术上的失误多
。

 ( ) � 年奥运会六场比赛

扣球丢+∗ 分
,

占总失分 ∃(
&

∃ 肠
,

列总失分

第二位
,

其中对 日本三局球扣失丢  + 分
,

占总失分 ∀+ 肠
。

 ( ) ∗年日本杯对苏联队三

局比赛失误就丢   分
,

占总失分 ∀.
&

! 肠
,

其中第二局就丢 ∗分
,

正好丢一半 � 比 赛

采用  ∃分制 %
。

为什么会造成个人技术上

失误多, 主要在于队员技术不全面
,

基本

功不扎实
。

因此
,

今后应在全 面 上 下 功

夫
。

通观中国男排参加历次世界排球大赛

的全部得失分统计数据
,

得分的排列顺序

是
∋

扣球
、

拦网
、

对方扣球失误
、

发球和

对方其它失误
。

在得分项 目中
,

扣球的平

均得分率最高
,

在男子排球比 赛 中约 占

∀. 一�∃ 肠左右
,

在失 分 项 目中拦失和防

失合计约占∀. 一�. 肠
,

这两者就成为排球

比赛中得失分的主要因素
,

而这主要都是

在防反系统
&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
,

提高主

动得分率
、

减少失误率则是今后 中国男排

要努力和提高的方 向
。

男排要上去
,

第一

要发扬强盛时期中国男排的快变战术
,

并

在此基础上
,

不断创新
#
第二

,

要迅速解

决长期以来尚未解决好的强攻和防守差这

两个薄弱环节
。

主要参考文献 � 略 %

我国男排的防守技术急待提高

余有为

一
、

世界男排防守技 术 在

进步

近儿年我国男排的水平总在世界第十

名左右徘徊
,

原 因何在, 我国许多教练认

为
,

主要问题 是我国男排主攻手的强攻能

力差
,

反击扣球不力
,

造成得分困难而 比

赛失利
。

但我 认为在提高强攻 能 力 的 同

时
,

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去抓防守的提高
,

忽

视这一点
,

我国男排要翻身
,

走向世界只

是一句空话
。

七十年代世界各强队都注 重 发 展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