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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赛质量看中国女子足球存在的主要问题
Ξ

———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思考之一

王　方a ,刘锦瑜a ,王小乐b ,杨　帆b ,陈焕伟b

(西安体育学院 a. 运动系 ;b1 研究生部 ,西安 710068)

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现场观察、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 ,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对世界高水平女足比赛和近年来中国

女足参加的国内外比赛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 ,中国女子足球的比赛质量已与世界高水平女子比赛拉开差距 ,与

国内高水平时期相比呈现下降趋势。具体表现在攻守转换较慢 ,进攻线路单一 ,射门质量不高 ,缺乏多点得分能力

和攻击手。另外 ,中国女足队员体能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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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Chinese Women Soccer Team in Light of Match Quality
WANG Fanga ,LIU Jin2yua ,WANG Xiao2leb , YU Fanb ,CHEN Huan2weib

(Xi′an Institure of PE ,a. Sports Dept. ;b. Postgraduate Section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 :By making use of document consultation , observation ,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others , the present research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games that Chinese team participated i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test and training as well

as indicators decisive to the game result. Analysis shows a gap has emerged between the plays Chinese players engaged in and the

matches of those world powerful teams. Also , our team is declining compared to the team in its peak time , manifesting the fact in

the clumsy exchange between attack and defense , the meager alternatives in the art of attack , the unqualified shooting , the absence

of potent attackers and inability to carry the attack dimensionally. What′s more , our players are experiencing poor stamina in run2
ning , confronting opponents and striving for the ball in the front and centr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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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与方法

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 中国女子足球队

止步四强 , 由世界女子足球强队跌入二流队伍行

列。从表面上看 , 原因在于对破密集防守办法不

多 , 后备人才匮乏 , 年轻队员缺乏经验。但更深层

次的问题是中国女足没能跟上世界女足的迅猛发

展。从比赛和训练的角度 , 选择影响足球比赛水平

和对比赛胜负起决定性作用的几项指标 , 对世界高

水平女子足球比赛和近几年国内主要女足比赛以及

中国女子足球队参加的国际大赛进行分析 , 来探讨

目前我国女子足球比赛存在的问题。

通过文献资料、观察法、数理统计、逻辑分析

等方法 , 从 1991 年第 1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开

始 , 对世界高水平女足比赛和 1995 年来国内重主

要比赛为研究对象 , 剖析我国女足在比赛中存在的

问题。

2 　结果与分析

211 　比赛攻防转换节奏慢 , 进攻次数少

世界女子足球比赛的速度明显加快 , 体现在比

赛的推进速度和攻防的转换速度上。

从表 1 看出 , 我国女子足球水平较高时期

(1996 年 - 1999 年) , 平均每场比赛进攻次数与攻

入对方防守三区的次数与世界高水平女子足球比赛

相比没有显著差异。近年来全国女子足球比赛仍保

持着一定技战术能力和自身的特点。但是 , 在进攻

次数和攻入对方防守三区的次数明显少于全运会女

子足球比赛和世界高水平女子足球比赛。说明目前

我国国内女子足球比赛向前推进和攻防转换速度

慢。

212 　比赛进球数情况

21211 　世界女子足球重大比赛进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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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女子足球比赛进攻情况统计表

年 　度 (年) 平均每场进攻次数
平均每场攻入

防守三区次数
%

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2003 13717 5415 3916

第 8 届全运会女子足球比赛 1997 12112 5818 4815

第 9 届全运会女子足球比赛 2001 14318 6710 4616

2003 年全国女子足球联赛 2003 9612 4613 4811

表 2 　世界女子足球高水平比赛进球情况统计表

比 赛 类 别
年

度

总进

球数

平均每场

进球数

第 1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1991 99 3177

第 2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1995 99 3181

第 3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1999 123 3181

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2003 107 3134

第 1 届世界青年女子足球锦标赛 2002 101 3189

从表 2 来看 ,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进球

数低于前 3 届和第 1 届世界青年女子足球锦标赛 ,

但仍然保持 3134 个进球。表明世界女子足球锦标

赛和世界青年女子足球锦标赛保持较高的进球率。

21212 　国内女子足球重大比赛进球数逐年减少
表 3 　国内高水平女子足球比赛进球情况统计表

比 赛 类 别
年

度

总进

球数

平均每场

进球数

第 8 届全运会女子足球比赛 1997 3143

第 9 届全运会女子足球比赛 2001 93 2174

2001 年全国女子足球联赛 2001 77 2153

2002 年全国女子足球联赛 2002 175 2115

2002 年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02 69 2103

2003 年全国女子足球联赛 2003 273 2128

从表 2 和表 3 可见 ,我国国内高水平比赛的进

球数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女子足球联赛、锦标赛进

球数明显低于世界高水平女子足球比赛。

21213 　中国女足参加世界女足锦标赛进球情况

从国内重大比赛和中国女子足球队参加大赛进

球数来看 (见表 2 - 4) ,我国已经与世界高水平女子

足球队存在一定的差距。进球少不单纯是射门的技

术问题 ,说明中国女足把场上优势转化为胜势的能

力在下降 ,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女足打攻势足球的优

势已经弱化 ,足球理念、战术指导思想已经落后。

213 　射门质量差

足球比赛是由攻守矛盾组成 ,始终围绕着射门

与防守的争夺而展开。中国队在第 4 届世界女子足

球锦标赛上 ,平均每场比赛射门次数上少于德国队 ,

与美国、瑞典队基本相同 ,高于加拿大队 (见表 5) 。

但是从比赛来看 ,中国队射门准确率仅有 34 % ,是

全部 16 支球队中最差的。说明中国女子足球队在

射门的质量上与世界杯前四强球队有较大差距。反

映出 :我国女子足球队伍平时的训练中 ,以攻为主、

攻势足球的战术指导思想已经淡化 ;在训练过程中 ,

对射门这一关键性的技术要求不严或训练不到位

的。

表 4 　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中国女足进球和助攻情况统计表

比赛类别 比赛场数 进球数 平均每场进球 进球队员 助攻队员

第 1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4 10 215 7

第 2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6 11 1183 7 6

第 3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6 19 3115 8 11

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4 3 0175 2 2

表 5 　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前四强与中国队射门比较

队名 比赛场数
进球数

总数 平均每场

射 　门

射门总数 平均每场射门数

射 　正

射正总数 平均每场射正数

德国 6 25 4117 110 1813 61 1012

美国 6 15 215 83 1318 46 716

瑞典 6 10 117 83 1318 46 716

加拿大 6 10 117 60 10 35 518

中国 4 3 0175 58 1415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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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从进球队员看中国队的进攻问题

现代足球比赛 , 需要全面性的运动员。单凭前

锋队员进攻得分获得比赛的胜利 , 已成为历史。从

中国女子足球队参加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进

球队员和参与助攻队员的数量看 , 明显低于前两届

世界杯 (见表 4) 。第 3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中

国队有 8 名队员进入射手榜行列 , 而第 4 届锦标赛

所进 3 球仅仅局限在前锋上。以前那种前卫、后卫

队员频繁进攻 , 全面开花的场面已不存在。说明中

国女子足球队在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上战术

指导思想保守 , 打法单调 , 得分手段单一 , 缺乏多

点得分能力和攻击手。而世界女子足球强队进 2 球

以上的队员中 , 德国队和美国队分别有 6 人 , 瑞典

和加拿大分别有 3 人。进 1 球的德国队和美国队分

别有 5 人和 2 人。与我国女足形成鲜明的对比。

表 6 　第 4 届女足世界杯前四强及中国队进攻发动区域成功率比较

国别

前 　　场

射

次

门

内

进攻

比率

成功

率 %

中 　　场

射

次

门

内

进攻

比率

成功

率 %

后 　　场

射

次

门

内

进攻

比率

成功

率 %

德国 73 39 6614 3811 26 14 2316 1217 11 8 10 713

瑞典 48 25 5711 3011 23 13 2717 1516 12 8 1512 916

美国 52 27 6217 3215 21 12 2612 1415 10 7 1111 815

加拿大 37 17 6116 2813 12 8 20 1313 11 10 1814 1617

中国 31 12 5014 2017 16 5 1211 816 11 3 3215 512

215 　发动进攻的区域

中国女子足球队由后场发动的进攻占总射门次

数的 3215 % ,远远高于世界杯女子足球赛前 4 强 ,由

中、前场发动的进攻均低于世界女足 4 强 (见表 6) 。

从统计数据和比赛反映出 : (1)中国队在进攻上趋于

保守 ,而且难以适应中、前场高速度、强对抗的压力 ,

在对手逼抢和干扰下 ,其进攻的技战术质量有所下

降 ; (2)打法上 ,世界杯前 4 强在中、前场无球时和丢

球后拼抢积极凶狠 ,获得球权后快速组织进攻。因

此 ,她们在中、前场发动的进攻比较多。另外 ,中国

队在后场、中场、前场发动进攻的成功率分别为

512 %、816 %和 2017 % ,远远低于世界女足四强。说

明我国女足队员在传接球技术和意识上 ,在身体对

抗以及对比赛的洞察力等方面均需提高。

216 　纯比赛时间少 ,比赛质量不高

为保证女子足球比赛质量 ,减少对比赛的停顿

时间 ,使比赛更加激烈、精彩。近年来女子足球联赛

均采用多球制比赛。但是 ,纯比赛时间没有明显增

加。据统计 ,2003 年全国女子足球联赛第三阶段纯

比赛时间为 53 min 45 s ,部分比赛场次纯比赛时间

不足 50 min。与 97 年度女子足球比赛 (采用单球制

纯比赛时间)的 53 min 49 s 基本持平。与第 2 届世

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纯比赛时间 60 min 2 s 和第 3 届

的 58 min 22 s ,有显著的差异。而纯比赛时间不高

严重制约着中国女子足球整体水平的提高。

217 　运动员体能较差 ,奔跑能力不足

体能问题是 2003 年全国女子足球联赛第三阶

段比赛较突出问题。比赛节奏和攻防转换速度缓

慢。尤其在比赛后几轮 ,许多运动员多次出现抽筋

现象。
表 7 　全国女子足球运动队冬训 12 min 跑测验成绩比较

测试时间 (年)
平均成绩

(m)

平均成绩超

过 2 800 m队数

达到 3 000 m

以上人数

1997 - 1998 年度冬训 2 82510 8 12

1998 - 1999 年度冬训 2 780195 4 5

2001 - 2002 年度冬训 2 72518 1 6

2002 - 2003 年度冬训 2 75519 1 3

注 :11 以上测试成绩均为高原测试成绩 ;211999 - 2000 年度测验不正

常 ,2000 - 2001 年度未进行体能测验。

21711 　女子足球运动员有氧耐力水平

从表 7 可见 ,反映有氧耐力的 12 min 跑的成绩

无论是我国女子足球整体水平 ,还是各队的平均成

绩 ,还是获得好成绩的人数 ,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

与 1997 年 1998 年度相比有显著差异。

21712 　活动距离和活动方式的比较

对 1997 年全国女子足球比赛 ,2001 年世界大学

生女子足球比赛 ,2003 年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

赛 ,运动员活动距离、活动方式作了统计。我国女子

足球运动员每场比赛平均活动 5 12818 m。前锋队

员平均活动 5 28115 m ,前卫队员平均活动 5 390 m ,

后卫队员活动 4 715 m。

从表 8 - 9 可看出 ,我国女子足球在鼎盛时期不

同位置运动员比赛中活动距离与世界优秀运动员基

本相同 ,但在快跑的距离上较世界优秀运动员多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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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的体能是中国女子足球队在第 3 届世界女子足球 锦标赛取得好成绩的有力保证。

表 8 　1997 年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比赛运动员活动距离及方式

位置
上半时

(m)

下半时

(m)

全场

(m)

快跑冲刺

距离 %

慢跑

距离 %

走

距离 %

前锋 2 79010 2 49115 5 28115 924 1715 3 42110 6418 93615 1717

前卫 2 79812 2 59118 5 39010 873 1612 3 29314 6111 1 22315 2217

后卫 2 48510 2 23010 4 71510 645 1317 2 91018 6117 1 15912 2416

平均 2 69111 2 43718 5 12818 814 1518 3 20814 6215 1 10614 2117

表 9 　2001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子足球比赛跑动距离

比赛队 位置
合计

(m)

快跑

距离 %

慢跑

距离 %

走

距离 %

韩国 —法国 法国左前卫 4 670 360 717 3 555 7611 755 1612

巴西 —荷兰 巴西左后卫 4 740 400 814 2 880 6018 1 460 3018

法国 —巴西 巴西中前卫 5 235 355 618 4 150 7913 730 712

日本 —加拿大 日本前卫 5 980 610 1012 4 430 7411 940 1517

表 10 　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前锋队员活动距离 (m)

运动员 走 慢跑 快跑 冲刺 总计

美国 20 号 2 200 2 733 736 578 6 247

德国 9 号 935 1 470 345 493 3 243

美国 9 号 1 123 2 048 981 891 5 043

中国 9 号 1 685 1 161 763 292 3 901

从表 10 看出 ,第 4 届世界女足锦标赛上 ,我国

优秀前锋队员 ,在跑动距离和冲刺的距离都较世界

优秀前锋队员少。女子足球运动员体能差 ,奔跑能

力差的问题已非常突出 ,严重制约着我国女子足球

比赛质量的和我国女子足球运动整体水平的提高。

218 　运动员对抗能力差

高速度、强对抗是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比赛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从表 11 可见 ,中国女子足

球队在平均每场抢断球次数、抢断对手带球次数、抢

断对手传球次数、对手接球时抢断次数明显低于世

界女子足球前四强队。据统计 ,在与加拿大队的比

赛中加拿大队铲球 31 次 ,中国队只有 7 次。以上体

现出 :中国队在高速度、强对抗的比赛中缺乏身体和

力量上的优势 ,尤其在中、前场对抗能力差 ;中国队

积极拼抢的程度不够 ,防守能力也需不断提高。

219 　传控球较好 ,但向前意识不够

第 4 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中国队 4 场比赛短

传 1 661 次 ,比排在第 2 位的德国队多出 200 多次 ;

长传 547 次 ,在 8 强中仅比德国、美国和挪威队稍

多。另外 ,4 场比赛中国队平均控球时间 61 % ,明显

高于对手。以技术细腻著称的中国女足 ,第 4 届锦

标赛再次显示了她们的脚下技术 ,依然保持着以地

面进攻为主的技战术风格 ,在国际足联评选的“最具

观赏性球队”中 ,中国队排名第三。许多媒体和国际

足联官员称 :中国女足依然强大。

但从比赛过程来看 ,中国队虽然控球时间多 ,但

队员的传控球多在自己的半场范围内 ,攻入对方危

险区域的机会较少。无谓的倒脚 ,回传和横传过多 ,

向前意识不够 ,传球目的性不明确 ,这也是中国女足

不能把自己的优势最终没能转化成胜势主要原因之

一。国内的比赛也是如此。

表 11 　第 4 届女子世界杯足球锦标赛前 4 强和中国队防守能力对比表

球队
比赛场

(次)

犯规 (次)

总数 平均每场

抢断 (次)

总数 平均每场

抢断对手带球 (次)

总数 平均每场

抢断对手传球 (次)

总数 平均每场

对手接球时抢断 (次)

总数 平均每场

德国队 6 83 1318 314 5213 127 2112 80 1313 107 1718

瑞典队 6 100 1617 306 51 121 2012 73 1212 112 1817

美国队 6 71 1018 255 4215 100 1617 43 712 112 1817

加拿大队 6 106 1717 276 46 120 20 41 618 120 20

中国队 4 52 13 141 3513 53 1313 32 8 56 14

(下转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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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上述合作能力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 ,实验教学

后 ,一年级和二年级实验班学生的合作能力均有显

著提高 ,而且显著高于对照班。

本实验研究采用了如下的教学过程结构 :引入

情景 ———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经验分享 ———

总结启发。实验结果表明 ,这一教学过程结构能够

使学生充分参与、积极投入 ,在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通过实验工具合作意识测试量表的前后测试结

果的对比显示 ,本实验所拟定的培养学生团队协作

精神和提高合作意识的拓展训练教学课程 ,对实验

班学生的效果是显著的。
表 5 　实验后测试合作能力独立样本 t 检验

———实验班与对照班比较

班级

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t 值

显著性

水平

一年级实验班

一年级对照班

65118

53195

6195

8185
61367 01000

二年级实验班

二年级对照班

65152

54100

7138

8126
61011 01000

3 　结论与建议

拓展训练与高校体育相结合有许多形式 ,本研

究的方式是在体育课堂上开展拓展训练教学 ,实验

结果表明 :拓展训练项目对于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

有显著的效果 ,对学生实施拓展训练教学较正常体

育教学更利于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拓展训练引入

高校体育课堂是切实可行的 ,其教学的针对性较强 ,

教学效果显著。拓展训练处于不断的开发和探索

中 ,建议高校体育不断吸收研发新的项目 ,来丰富高

校体育课堂的拓展训练教学。思想是行为的先导 ,

高校体育课堂引入拓展训练 ,不是简单形式的模仿

和内容的移植 ,而是将拓展训练的思想贯彻到教学

当中 ,不同高校的环境条件存在差别 ,建议高校教师

在拓展训练教学思想的指导下 ,积极参加拓展训练

的理论学习 ,开发培养学生交际、自信心、意志力等

能力的训练项目 ,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提高社会适应

能力。建议各高校根据实际情况 ,融合自己学校的

条件和特点开发拓展训练的校本教材 ,以丰富教学

内容 ,提高教学效果 ,使高校体育课堂的拓展训练教

学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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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1)目前 ,我国女子足球比赛的质量不高 ,已与

世界高水平女子足球拉开了差距 ,与我国女子足球

较高水平时期相比 ,也呈现下降趋势。

(2)中国女足的比赛质量差 ,表现在 :攻守转换

速度较慢 ,打法单调 ,缺乏向前传球意识和创造、把

握射门机会的能力。另外 ,中国女足队员体能较差 ,

奔跑能力不足 ,身体和力量也不占优势 ,难以适应

中、前场高速度、强对抗的比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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