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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

中国男篮进攻速度研究
Ξ

周　珂
(河南大学 体育社会学研究所 ,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 运用文献资料法、录像观察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第 14 届世界男篮锦标赛上的中国

队及与赛队 7 场比赛的进攻速度进行统计后 , 并与国外球队进行比较 , 找出差距 , 深入分析我国男篮进攻速度慢

的原因。并提出提高进攻速度的方法与对策 , 为中国男篮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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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ttacking Speed of Chinese Basketball

Team in the 14th World Championship
ZHOU Ke

( Institute of Sports Social Science , Henan University ,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methods of documents , tape2records , statistics and Delphi , the author makes an statistics on the attacking speed

of Chinese team in seven competitions in the 14th world championship , a comparison between our team and foreign teams and analy2
sis the reasons for low speed in attack of our team. Then the author suggests some methods and strategy on how to improve the sp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basketball under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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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就有关问题阅读了相关文献 ,并在征求专家的

基础上设计了进攻速度统计表 ,第 14 届世界男子篮

球锦标赛上中国 - 德国、中国 - 美国、中国 - 阿尔及

利亚、中国 - 阿根廷、中国 - 俄罗斯、中国 - 新西兰、

中国 - 土耳其共 7 场比赛的录像进行观察 ,获取相

关的指标、数据和资料 ,运用 SPSS1010 软件进行统

计和分析。

进攻速度统计表将后场篮板球、前场篮板球、后

场界外球、前场界外球、抢断球和跳球 6 种获球方式

分栏 ,从获球开始计时 ,到进攻结束为止停表 ,将每

一次进攻时间填在相应栏中 ,然后用不同的符号标

出投中、不中、造对方犯规、失误或违例、进攻犯规和

争球 6 种进攻结束方式。快攻用括号标出。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1 　中国男篮进攻速度的总体状况及与与赛队比

较

第 14 届世锦赛中国队参加的 7 场比赛中共有

596 次进攻 ,少于另 7 支与赛队的平均值 620 次 ; 7

场中有 5 场比赛中国队的进攻次数少于与赛队 ,仅

在对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2 场比赛中比对手进攻次

数稍多。世锦赛中国队 7 场比赛的平均进攻速度为

12140 s/ 次 ,与队手的整体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在与

对手分别比较后发现 :与美国队、德国队相比 ,差距

高度显著 ,与阿根廷、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土耳其和

新西兰没有显著差异 (见表 1 - 2) 。

212 　对中国队进攻速度的分析

每一进攻过程由获球、组织和结束三个环节构

成 ,各个环节对进攻速度都有不同的影响。

21211 　获球方式对进攻速度的影响

获球是进攻的开始 ,不同的获球对进攻速度的

影响也不同 ( P < 0101) [1 ] 。中国队的统计数据证明

了这一结果 (见表 3) ,对与赛队的统计也得出了相

同结果 (见表 4) ,经多重比较发现 :中国队获前场篮

板球后进攻速度最快 ,前场界外球次之 ,再次是抢断

球 ,获后场篮板球、后场界外球、跳球后进攻速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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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与赛队获前场篮板球、抢断球后进攻速度最快 ,

前场界外球次之 ,后场篮板球、后场界外球和跳球后

进攻速度最慢。

表 1 　中国队参加第 14 届世锦赛单场进攻速度统计表

场 　次
进攻次数

中国队 与赛队

进攻速度 (s/ 次)

中国队 与赛队
T

中国 - 阿尔及利亚 100 99 10196 ±5158 9146 ±5153 1190

中国 - 阿根廷 88 87 11191 ±6139 11128 ±6127 0165

中国 - 德国 83 88 12189 ±6150 9139 ±5172 3175 3 3

中国 - 俄罗斯 78 81 12118 ±5131 12136 ±6117 - 0120

中国 - 美国 81 90 14109 ±6135 9132 ±5155 5123 3 3

中国 - 土耳其 82 86 12153 ±5146 11153 ±6104 1112

中国 - 新西兰 84 87 12121 ±5195 10149 ±6119 1185

　　注 : 3 3 为 P < 0101。

表 2 　第 14 届世锦赛中国队、与赛队进攻速度比较

球 　队 场 　数 进攻速度 (s/ 次) T

中国队 7 12140 ±0196 3117 3 3

与赛队 7 10155 ±1121

　　注 : 3 3 为 P < 0101。

表 3 　中国队不同获球方式的进攻速度

获球方式 次数 进攻速度 (s/ 次) df F

后场篮板 127 13108 ±5198 5 38128 3 3

前场篮板 38 4108 ±4152

后场界外球 335 13195 ±4197

前场界外球 54 6193 ±5103

抢断球 29 10177 ±6112

跳球 13 14126 ±4124

　　注 : 3 3 为 P < 0101

21212 　组织形式 (传球、运球次数) 对进攻速度的影

响

通过阅读文献和观察比赛 ,发现在进攻的组织

过程中 ,传球、运球的次数是进攻速度快慢的表现因

素。对进攻速度与传球、运球次数进行的相关分析

得出二者呈高度正相关 ( R = 01808 , P < 0101) 说明

传球、运球次数的多少影响着进攻速度的快慢。进

攻速度快时 ,传、运球次数少。
表 4 　与赛队不同获球方式的进攻速度

获球方式 次数 进攻速度 (s/ 次) df F

后场篮板 100 9151 ±5160 5 44111 3 3

前场篮板 66 5142 ±5190

后场界外球 312 13125 ±4187

前场界外球 53 7199 ±5138

抢断球 79 6148 ±4188

跳球 8 14101 ±5120

　　注 : 3 3 P < 0101

21213 　结束方式对进攻速度的影响

对中国队不同结束方式的进攻速度进行方差分

析后显示 ,各项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见表 5) ,可以认

为 ,不同结束方式对中国男篮的进攻速度没有影响。
表 5 　中国队不同结束方式的进攻速度

结束方式 次数 进攻速度 (s/ 次) df F

投篮中 178 12104 ±6111 4 1122

投篮不中 164 12153 ±5175

对方犯规 107 11156 ±5166

失误或违例 132 13112 ±6150

进攻犯规 15 12199 ±3199

213 　中国队进攻速度慢的原因分析

21311 　前场篮板球、抢断球数量太少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 :获前场篮板球和抢断球后

进攻速度较快 ,中国男篮这两项的平均速度分别为

4108 s/ 次和 10177 s/ 次 ,列 6 种获球方式的第 1 位和

第 3 位。前场篮板球和抢断球这两种获球方式的特

点是在对方回防、补防的过程中能够完成快速进攻。

中国队获前场篮板球和抢断球的数量与国外队有较

大的差距。

造成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次数少的主要原因是全

队进攻战术的单调和队员冲抢意识的薄弱。中国队

过于依赖中锋 ,进攻方式相对固定 ,对方防守阵形不

容易被打乱 ,能够很轻松的挡住进攻队员的冲抢路

线。另外 ,中国队员冲抢篮板球的意识有待提高。

欧美篮球理论认为 ,“抢篮板球 75 %决定于愿望 ,

25 %决定于能力”[2 ] 。中国对新西兰一役中身材处

于劣势的对手能够抢到 15 个前场篮板球 ,而中国队

只有 4 个。显然把前场篮板球少的原因主要归结于

冲抢能力差是不合理的。

中国男篮在抢断球数量上远远落后于对手反映

了全队防守攻击性和队员个人身体能力方面的差

距。中国队在第 14 届世锦赛上全队的防守战术以

半场人盯人防守和区域联防为主 ,缺少攻击性。有

研究认为 ,提高我国男篮攻击性防守的关键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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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3 ] 。中国队中锋的防守能力和补防意识较强 ,已

经满足了攻击性防守的要求。然而 ,中国队又遇到

了主力阵容中外线队员年龄偏大 ,脚步移动慢的新

问题。
表 6 　中国队与与赛队获后场篮板球、

抢断球后的进攻速度对比

队 　名 进攻速度 (s/ 次) T

获后场篮板球后 中国队 13108 ±5198 4163 3 3

与赛队 9151 ±5160

抢断球后 中国队 10177 ±6112 3177 3 3

与赛队 6148 ±4188

注 : 　　3 3 P < 0101

21312 　获后场篮板球、抢断球后推进速度太慢

由表 6 可以看出 ,中国队与与赛队相比 ,获后场

篮板球和抢断球后的进攻速度有较大差距。这主要

与中国队的推进方式和对方的防守策略有关。中国

队获球后以组织后卫运球推进为主 ,而与赛队在对

方后场推进时就对后卫形成干扰或压迫 ,使之不能

快速运球和从容传球 ,争取将对方拖进阵地战。德

国、新西兰、俄罗斯、土耳其队在中国队向前场推进

时实施干扰 ;美国、阿根廷队对推进和接应队员进行

紧逼 ;阿尔及利亚队在大部分时间对推进队员进行

干扰。在强大的压力下 ,中国男篮后卫的问题暴露

的更加突出 ,再加上在推进过程中很少得到队友的

掩护和接应 ,最终降低了中国队的推进速度。

21313 　发动快攻次数少

快攻被世界强队所重视 ,同时遏制对方打快攻

也成为防守的重要方面。结果显示 ,世锦赛上 ,中国

队平均每场仅发动快攻 3186 次 ,与赛队平均每场发

动的 13114 次 ,这反映了在防守快攻方面与对手有

明显差距。在对篮板球快攻的防守方面 ,中国队在

对方抢到后场篮板球后 ,往往迅速退回本方后场布

防 ,对方可以轻易接应、推进 ,并能在几乎无干扰的

情况下寻找到传球或突破时机。而对手防中国队的

快攻从发动时就开始了 ,在积极的冲抢和紧逼下 ,中

国队获篮板球的队员 (往往是中锋)不能顺利转身长

传快攻 ,只能交给组织后卫。这时 ,对方已经开始有

层次的回防 ,很少有快攻机会。另外中国队的前锋

队员往往快下不够 ,持球后不敢大胆突破 ,既便有时

出现了快攻机会也不得不被迫转入阵地战。

214 　造成中国男篮进攻速度慢的深层分析

21411 　防守观念落后、攻击性差

篮球是由进攻和防守两种技战术形式组成的对

抗性运动 ,限制对方得分与进行有效的进攻有着同

样重要的战略意义。从现代篮球运动防守的发展过

程来看 ,防守技战术已经从消极防守、积极防守进入

了攻击性防守阶段。攻击性防守利用多变的阵形 ,

对持球者贴身紧逼 ,造成对方的失误 ,延缓对方的进

攻速度[4 ] 。中国男篮目前的情况是内线强于外线 ,

可以充分发挥的快速、灵活的特点和顽强的作风与

对方展开较大范围的对抗。通过录像观察发现 ,中

国队的防守战术以半场人盯人和区域联防为主 (图

1 - 2) ,而与赛队运用全场紧逼盯人 ,综合多变防守

等攻击性较强的战术的时间和比例均高于中国队。

图 1 　与赛队防守战术及所占比例

图 2 　中国队防守战术及所占比例

攻击性防守要求运动员具备优良的身体素质 ,

而我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与世界强队相比有一定差

距 ,但是对于队伍来说 ,拥有内线高度 ,发挥快灵的

特点和发扬拼搏精神能够弥补身体素质方面的一些

不足。

21412 　进攻战术单一 ,阵地战以通过中锋进攻为主

伴随着现代篮球运动的发展 ,中锋的位置越来

越灵活 ,参与的战术越来越多 ,而中国队的总得分

中 ,内线中锋强打篮下所占比例很大 (如图 3) ,如果

再加上通过中锋的进攻 , 占中国队进攻总数的

56 % ,而其它进攻方式 (包括快攻、外围个人进攻、基

础配合等)所占比例仅为 44 %。“一点死、两点活、

三点以上变化无穷”是阵地进攻的要旨之一[5 ] ,中国

队进攻方式单一 ,过于依赖中锋 ,而中国队中锋的抢

位能力和其他队员的传球能力还有待提高 ,当对方

重点防守内线中锋时 ,中国队的外线队员没有因势

利导 ,大胆突破和出手投篮 ,进攻时间被外围倒手和

中锋手中停留所占用 ,进攻速度大大降低。

21413 　身体素质差、基本技术不够扎实

现代篮球运动的发展表明 :篮球运动员的身体

素质具有明显的专项特征 ;篮球基本技术是否扎实

要看在激烈对抗、快速移动中能否运用灵活自如。

录像观察发现 ,世锦赛上中国队外线队员持球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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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大胆突破 ;内线队员从抢位到完成攻击一直处于

对方的挤压之下 ,造成进攻时间延长 ;在快攻结束段

以保为主 ,即使有一对一的快速突破的机会也不敢

果断进攻 ,许多快攻被迫转入阵地战。在世锦赛上

对俄罗斯的比赛中 ,在对方的拼抢、挤压和冲撞之

下 ,中国队战术难以实现 ,优势难以发挥。全场只有

44 次投篮 ,2 分球和 3 分球的出手次数比是 1 :1 ,内

线接不到球 ,外线被紧逼后只能仓促投篮。

图 3 　中国队进攻方向及所占比例

中国队的身体素质和基本技术不能仅靠训练来

完成。我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员身体素质差、基本技

术不规范 ,在训练中存在着身体素质与技术运用不

能够紧密结合的问题[6 - 7 ] 。由此看来提高队员的身

体素质、加快进攻速度必须从根本上抓起。

21414 　攻守转换慢 ,快攻、抢攻意识差

攻与守不断转换是篮球运动的特点之一 ,如果

攻守转换意识强 ,技术合理 ,就能创造出更多的快

攻、抢攻机会。快攻的核心是争取时间 ,并能够创造

人数和位置上的优势[8 ] 。抢攻又称“衔接段进攻”

“早进攻”,其核心是虽未实现人数或位置上的优势 ,

但仍可趁对方立足未稳进行攻击。在第 14 届世锦

赛上中国队快攻、抢攻次数少除了技战术水平的差

距外 ,全队快攻、抢攻意识差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215 　提高中国队进攻速度的对策

21511 　处理好速度与高度、成功率的关系

高水平的比赛是速度、高度和成功率的全面对

抗 ,仅追求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是不可

取的。发挥高度 ,争取速度 ,也就是增加了进攻次

数 ,过于追求高度优势、建立在小基数上的高成功率

只是一种低水平上的高成功率。现代篮球运动的发

展方向是在快节奏中寻求高成功率 ,在第 14 届世锦

赛上中国男篮的技战术更多体现出的是“稳中求

快”,而不是“快中求准”。就中国男篮目前的情况来

看 ,投篮命中率已无更大的提升空间。而进攻次数

与世界强队有较大差距 ,已经到了下大力气提高进

攻次数、加快进攻速度的时候了。

21512 　发挥原有优势 ,坚持“快、灵、准”的风格

风格是事物的特色 ,是一个事物成熟的标志。

中国篮球经过长期的探索 ,逐渐形成了“快速、灵活、

全面、准确”的技战术风格。长期以来 ,内线实力的

不足是中国男篮取得好成绩的主要障碍。在三大中

锋进入国家队后 ,这种情况开始改观 ,但是中国队没

能处理好整体共同提高的问题 ,战术的指导思想过

分依赖内线 ,以往的技战术风格特别是“快”“灵”两

个方面越来越淡化[9 ] 。“快速、灵活、全面、准确”的

技战术风格是根据篮球运动的发展规律提出来

的[10 ] ,并且体现了篮球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多向欧

美强队学习 ,力求缩小与他们的差距无疑是正确的 ,

但是在向他们看齐的同时 ,如果忽略了自己的长处

和特色 ,“快速、灵活、全面、准确”体现了篮球运动的

本质[11 ] ,但在训练和比赛中落实这些要点并非易

事。一方面 ,形成风格是建立在身体素质、基本技术

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 ,坚持我国男篮的技

战术风格也必须放在世界篮球的大环境中去考虑。

不了解对立面 ,忽视相互交流 ,形成的风格就难以跟

上世界篮球发展的潮流。

21513 　立足联赛、增加交流 ,提高自身水平

中国男篮的队员都是从 CBA 中成长起来的 ,所

以提高联赛水平是提高我国男篮水平的根本途径。

国家队在世界赛场上表现出来的问题总能从 CBA

中找到原因。在联赛中有些队员习惯于动作慢、移

动慢 ,由于对手防守水平低 ,速度也不行 ,这些队员

还能正常发挥 ,可到了国际赛场上 ,适应不了对方的

快节奏 ,防守根不上 ,进攻时动作变形 ,难以组织有

效的进攻。正是因为如此 ,在 2000 - 2001CBA 联赛

中 ,各队平均每场投篮 8119 次 ,可中国队到了世锦

赛上 ,平均每场只能够完成 55 次投篮。

联赛还担负着为国家队不断输送新队员的任

务 ,只有通过高水平的比赛 ,才能培养出速度快、技

术好的球员 ,对国家队的老队员形成竞争 ,这样以

来 ,才能拥有一支整体水平高、年龄结构合理的国家

队 ,进攻速度的提高也就顺理成章。

3 　结 　论

(1)第 14 届世锦赛中国队 7 场比赛的平均进攻

速度为 12140 s/ 次 ,与对手的整体水平相比差距较

大。(2)中国队获前场篮板球后进攻速度最快 ,前场

界外球次之 ,再次是抢断球。获后场篮板球、后场界

外球、跳球后进攻速度较慢 ;传球、运球次数与中国

队进攻速度呈高度正相关 ;不同结束方式对中国男

篮的进攻速度没有影响。(3) 中国队进攻速度慢的

主要原因有 :前场篮板球、抢断球数量太少 ;获后场

篮板球、抢断球后推进速度太慢 ;发动快攻次数少。

(4)造成中国男篮进攻速度慢的深层原因是 :防守观

念落后、攻击性差 ;进攻战术单 (下转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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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根据学校体育侵权行为的行为主体数量不同又

可分为单独侵权共同侵权。各种侵权行为并不是彼

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 ,具体关系见图 2。

图 2 　学校体育侵权行为类型及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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