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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少年女篮运动员运动成绩

与某些感知特征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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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与可持续发展 ,少年阶段的训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优秀少年女篮
运动员的测试 ,运用相关与回归的统计学方法 ,对影响少年女篮运动员运动成绩的主要感知觉因素进行了重点
分析 ,意在为少年女篮运动员感知觉方面的训练及运动员选材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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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Junior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 Bet ween
Achievement and Some Perceptio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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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train the junior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 because of the junior period is“gold pe2
riod”1 We research the sense perception feature , the purpose is how to train & improve their sport achievement , and

to provide some theorical method for selecting the junior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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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与可持续发展 ,少年阶
段的训练与成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特别在运动
员感知觉的训练方面。因为少年时期是运动训练
的黄金时期 ,是迅速提高其运动感知能力的关键
时期。这一时期 ,不只是生理上发生着显著的变
化 ,心理上也发生着变化 ,少年生理上变化有一个
过程 ,心理上的变化也有一个起伏的阶段 ,相对来
讲 ,运动训练对他们产生的训练效果要比成年运
动员显著的多[1 ] 。因而如何抓住这一年龄阶段的
感知觉方面的训练 ,迅速提高其技术、技巧能力 ,

使之建立良好的条件反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赛 (广州赛区) 的优秀
少年女篮运动员 35 名的测试 ,运用相关与回归的
统计学方法和理论分析法 ,对影响少年女篮运动
员运动成绩的主要感知觉因素进行了有意的理论
研究与分析 ,其目的在于形成一套用以评价与训
练少盾女篮运动员感知觉的内容与方法 ,进而运
用心理与生理训练方法加强对少年女篮运动员的
训练 ,为运动员今后创造优异成绩 ,也为少年时期

运动员训练及这一时期运动员运动感知特征方面
的选材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1 　研究对象
参加 1999 年全国青少年篮球赛 (广州赛区)

的优秀少年女篮运动员 35 名。
11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 ,调查访问法 ,测量测试法 ,数理
统计法 ,理论分析法。
113 　专家函调与指标确定

通过对部分教练、心理学、生理学专家进行了
函调 ,之后筛选出部分指标作为感知特征的测试
指标。同时 ,把篮球训练大纲中评定运动员运动
成绩各指标的测试成绩所转换成的标准分作为运
动员的总成绩。通过相关与回归分析最后确定用
以评价少年女篮运动员运动感知特征的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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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表 1 　运动员基本情况

人 　数
(人)

平均年龄
(岁)

平均身高
(m)

平均训练年限
(年)

35 14187 1178 413

2 　结果与分析

通过运用相关与回归的统计学方法 ,从表 2

与表 3 可以看出 ,影响少年女篮运动员运动成绩
的主要感知觉因素分别是 :手部肌肉用力准确度
(X1) 、手部肌肉用力稳定性 ( X2) 、注意分配能力
(X3) 、立体深度知觉 ( X4) 及操作思维能力 ( X5 ) 。
具体分析如下。

表 2 　运动员运动成绩与各项指标相关系数

指 　　　标 相关系数

手部肌肉用力准确度 ( X1)

手部肌肉用力稳定性 ( X2)

注意分配能力 ( X3)

立体深度知觉 ( X4)

操作思维能力 ( X5)

0188

0182

01753

01713

0171

表 3 　计算结果 (回归方程)

Y =121.85 - 160.19( X1) - 13.83( X4) - 6.94( X5)

+ 18. 67 ( X2) + 3 . 95 ( X3)

复相关系数 R = 0197 　　　　　估计标准差 　21368
方程可靠性 　F = 3126 　　　　P < 0105

211 　手部肌肉用力准确度

手部肌肉用力准确度是测定人体手部肌肉用

力感知准确程度的指标。它即可反映出运动员手

臂肌肉用力的精细分工程度 ,又可反映出皮肤对

外界物体刺激的敏感程度[2 ] ;两者结合起来 ,在篮

球运动员的传、接球、运球、投篮等基本技术和战

术配合运用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手臂用力大小的精确分化程度是篮球运动的

重要感知特征之一 ,它反映出中枢神经系统对肌

肉用力调控的精确分化水平[3 ] 。篮球运动项目的

主要目的是将球投入对方球篮并以得分多少决定

比赛胜负的一项运动项目。投篮的准确程度如何

及传球的准确性、到位程度 ,运球时手对球控制支

配能力的高低 ,持球突破能力的强弱都与手臂

(部)用力大小、方向、用力速度的感觉密切相关 ,

因而手臂 (部) 肌肉用力调控越精晰 ,调节器控制

机制越敏锐、越清晰就越有利于在各种复杂多变

的情况下准确完成各种精细的技巧动作[1 ] 。因此

相当准确的手臂部肌肉用力感知觉对投篮、运球、

传球等基本技术运用的准确程度控制至关重要 ,

是篮球运动技能形成的重要环节。

212 　手部肌肉用力稳定性

手部肌肉用力稳定程度 ,它是反映运动员在

完成各种动作时的肌肉调节控制稳定程度的指

标 ,它反映了运动员在篮球运动中对自身动作稳

定状态的控制[4 ] 。从人体生理学的本质来看 :运

动技能是一种复杂的、连锁的、本体感受性的条件

反射 ,运动技能的形成过程 ,也是建立复杂的、连

锁的、本体感受性的条件反射的过程[5 ] 。反馈对

运动技能的获得起着重要性的作用 ,手部肌肉用

力稳定程度如何 ,只有对手臂肌肉用力进行不断

的精细反馈 ,通过调整控制 ,在大脑皮层的直接指

挥下 ,达到对动作稳定性的精细调控目的。篮球

运动是一项准确性程度较高的运动项目 ,它主要

是以投篮得分多少来决定比赛胜负 ,其投篮准确

程度如何 ,手部控制球的稳定程度 ,直接影响着运

动用力控制的质量和效果 ,反映出运动员中枢神

经系统对身体稳定程度的支配水平。因而手部肌

肉用力越稳定 ,完成动作的质量越高 ,效果就越

好 ,就越能反映出前臂肌群 ,手腕 (肘) 关节 ,手指

控制球的稳定性和肌肉用力大小的稳定程度。研

究表明 :运动时的动作稳定和心理稳定也可以通

过手动稳定性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来 ;反过来 ,手

动稳定性也可以说明心理稳定的程度。因而它是

反映篮球运动员运动成绩的感知指标。

213 　注意分配能力

所谓注意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

向和集中。注意分配能力是指运动员同时进行两

种或几种活动时 , 把注意指向不同的对象[1 ] 。注

意及其分配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心理过程 , 只不过

是一种心理状态 , 是某种心理状态的指向、选择

和集中。这种心理活动可能是感知过程 , 也可能

是思维过程 , 因此注意总是和认知活动同时存

在。根据信息加工理论的机制 , 注意分配之所以

能进行 , 是因为注意分配的选择控制过程和非注

意的自动控制过程 , 是并行互补的信息加工过

程 , 自动加工的通道是多重并行而互不干扰的 ,

并没有容量的限制。只不过加工深度要求不同 ,

对有限注意资源进行适当分配 , 形成了对多项任

务的分配注意。随着篮球运动向多变化、高速

度、强对抗趋势的方向发展 , 运动员对球场空间

的区域争夺和控制日趋激烈。就防守来说 , 在防

守自己对手的情况下 , 还要迅速觉察出其他对手

·08·

　第 2 期 　第 17 卷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的行动并做出反应 , 以达到控制对手、球的目的

。同时 , 进攻队员在投篮时他除了注意投篮的篮

圈外 , 还要注意防守队员的情况和自己同伴所在

的位置 , 以便作出准确判断 , 及时巧妙地传球、

突分或投篮。因此 , 良好的注意分配是达到控制

对手、球的目的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注意分配不

仅可以有效地控制球 , 同时还可以注意到同伴的

行动路线及场上队员的变化情况 , 及时调整自己

的技术和战术 , 达到提高动作的运用成功率的目

的 , 因而它是评定篮球运动员运动成绩好坏的重

要指标。

214 　立体深度知觉

立体深度知觉是反映运动员视觉深度知觉

(立体视觉) 准确性的指标。也即判断客体间距

离的知觉 , 它是双眼的机能。实践证明 : 判断人

或物体与自己的距离的能力对提高篮球运动员技

术水平来说是特别重要的[4 ] 。随着篮球运动向高

速度、高技巧、高空优势的方向发展 , 攻守之间

处于激烈的对抗之中 , 快速灵活的配合 , 准确及

时的投篮 , 迅速突然的跑动 , 严密紧逼的防守 ,

积极控制篮板球的争夺 , 顽强对抗的程度大大提

高 , 同时篮球运动比赛传球方向多变 , 队员移动

突然。运动员在紧张激烈的训练或比赛中即要判

断对方来球的方向及球是否出界 , 还要根据战术

需要 , 准确判断同伴的位置、前后距离 , 传球时

的速度、路线、落点、接球时对球的飞行速度、

高低、力量大小等情况做出立体的观察判断。同

时现代篮球比赛中 , 要求队员抢到篮板球就对周

围的情况做好立体判断以及时采用相应动作 , 不

等人落地后就将球在空中传给同伴 , 以提高反击

的速度。阵地进攻中持球队员在传球时 , 就对周

围的队员 , 防守人所处的位置 , 前后距离 , 做出

正确的判断 , 从而决定将球传给谁及选择最佳传

球路线、速度和落点。如果没有良好的深度知觉

技能作保证 , 就不能对球在空中位置、距离、运

动速度作出准确判断 , 对周围情况的变化就不可

能作出及时正确的技术动作 , 就会削弱其技术、

战术的使用效果 , 研究表明 : 运动员在运动中所

存在的大量失误和错误都是由于视觉判断错误造

成的。因此立体深度知觉是影响篮球运动成绩的

重要因素之一。

215 　操作思维能力

思维是人类所特有的最高级的认识过程。思

维活动表现形式多样 , 其中操作思维对篮球运动

技术的掌握和运动技能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6 ] 。运动员的活动是通过各种技能表现出来 ,

各种技术和技能又是由一系列的动作组成的。技

能是否能顺利地完成 , 取决于对实现这些动作的

方法掌握到何种程度 , 而掌握程度又和运动员的

操作思维有密切联系。篮球竞技主要是在这种操

作思维的引导下进行的 , 在技术的衔接、变换 ,

战术的交替、多变等方面具有灵活变化的能力及

创新能力 , 以最快的速度 , 最短的时间 , 最佳的

路线实现战术配合的能力 ; 是集传、运、突、

投、守等技艺于一身 , 是当今优秀运动员所必备

的一种感知特征。因而篮球运动员的支配、应

变、创新的操作思维能力 , 展示着他们的竞技实

力和作战威力 , 是少年篮球运动员感知特征重要

方面之一。

3 　结　论

(1) 影响少年女篮运动员运动成绩的主要感

知觉因素为 : 手臂用力准确度 , 手部肌肉用力稳

定性 , 注意分配能力 , 立体深度知觉及操作思维

能力。

(2) 少年时期的训练应重点抓住以手臂用力

准确性、稳定性、注意分配、立体视觉及操作思

维等感知方面的训练 , 这对提高少年篮球运动员

的运动成绩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 , 如此有利于在

少年时期打下坚实的感知基础。

(3) 其五项感知指标也可作为少年女篮运动

员选材方面的参考依据。

(4) 建议各少年体校加强对运动员感知觉方

面的训练 , 以利于提高运动员的运动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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