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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 研究分析上海女子手球队在 2014-2015 年期间三大赛事的进攻技

战术运用情况袁总结上海女子手球队进攻技战术特点袁为队伍备战天津全运会提供

一定的理论依据遥 方法院采用录像观察法尧数理统计法尧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上

海女子手球队进攻技战术运用特点进行研究分析遥 结果院渊1冤上海女子手球队总射

门命中率有明显提高袁且得分能力更为全面遥 渊2冤上海女子手球队的切入+底线得分

比例尧助攻得分比例尧场均助攻等 3 项技术指标有一定提升遥渊3冤战术 A 是上海女子

手球队针对野6-0冶防守阵型使用率最高尧成功率最高的战术遥 战术 G 是上海女子手

球队针对野3-2-1冶防守阵型使用率最高尧成功率最高的战术遥 结论院渊1冤上海女子手

球队在阵地进攻得分方式上较为单一袁建议在今后训练中强化冷射尧侧身尧低手尧跑
动等射门技术的合理运用袁让射门技术达到全面均衡的发展遥 渊2冤上海女子手球队

是一支以整体战术配合为主要攻击形式的技术性球队袁 针对不同的防守阵型采取

针对性战术打法,但在整体战术进攻的基础上不能忽略个体的攻击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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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院The paper analyzes the offensive skills and tactics of Shanghai Women爷s

Handball Team in 2014-2015 during the three major event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tack techniques and tactics of the team so as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eam

preparing for Tianjin National Games. Method: Using the method of video observation, mathemati-

cal statistic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tack techniques and tactics

of Shanghai Women's Handball Team. Result: The total shot hit rate of the team improved signifi-

cantly, and the scoring ability was more comprehensive. The three technical indexes of the propor-

tion of cut plus baseline scoring, the proportion of assist scoring and assists per game of Shanghai

Women's Handball Team were improved to some extent. Tactics A was the one the team often used

in the games against ' 6-0 ' defensive formation with the highest success rate. Tactics G was the one

the team often used in the games against ' 3-2-1 'defensive formation with the highest success rate.

Conclusion: Single offensive scoring means is used by Shanghai Women's Handball Team. The oth-

er means such as unexpected shot, sideways shot, underhand shot and running shot should be used

rationally in future training so that the shooting technique can be developed comprehensively.

Shanghai Women's Handball Team is a technical team with overall tactical coordination as the main

form of attack. It adopts targeted tactical play for different defensive formations. But on the basis of

the overall tactical attack, the individual attack ability should not b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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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袁在 2014要2015 年间袁随着训练水平

的不断改进和队伍的不断成长袁 上海女子手球队在

阵地进攻射门命中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袁 中远射与切

入这两项技术指标明显优于对手袁 分别优于对手

13%与 34.2%袁说明上海女子手球队在阵地进攻中能

突能射袁保持了较好的得分能力结构曰在小角度射门

与冷射技术指标上分别低于对手 4.6%与 40.5%袁说
明冷射技术与边锋小角度射门是队伍阵地进攻中的

薄弱环节曰 另一方面上海女子手球队阵地进攻中缺

乏跑动尧侧身尧低手尧冷射等多样化射门方式袁过多依

靠中部区域的起跳射门袁 说明上海女子手球队射门

技术掌握不够全面袁造成了整体进攻形态的局限性遥

射门分布比例能反应出一支球队的进攻指导思

想袁 通常情况下教练员在制定阵地进攻战术时会以

手球运动是一项对抗性激烈尧攻防转换速度快尧
技战术丰富多彩的球类运动遥近年来袁随着世界手球

运动竞技水平越来越高袁 手球运动正朝着攻防更加

快速尧对抗更加激烈尧配合更加灵巧尧意识更加高超

的方向发展遥技术全面尧技巧娴熟以及针对性的战术

打法将是今后手球运动发展的主要趋向[1-3]遥与此同时

世界手球运动的技战术研究方式也在日益革新袁目前

录像观察法是最为常用的研究方式袁随着现代计算机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技战术

软件的应用是研究方法的大势所趋袁手球技战术研究

对于提高手球运动竞技水平有其重要意义[4-6]遥
上海女子手球队作为国内一支老牌手球劲旅袁

在第十二届全运会获得第三名的成绩袁 近年来上海

女子手球队进入新老交替期袁 造成队伍成绩严重下

滑袁一度跌出全国四强袁伴随着新一代女子手球队员

的成长和教练团队的努力袁 上海女子手球队正在逐

步崛起遥
本文对上海女子手球队在 2014要2015 年期间 3

次全国大赛中的全部 24 场比赛进攻技战术统计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遥 总结出上海女子手球队的进攻技

战术特点袁找出优势和不足袁为队伍备战第十三届全

运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遥

以上海女子手球队在 2014要2015 年期间 3 次

全国大赛中的 24 场比赛进攻技战术表现为研究对

象遥 其中袁2014 年全国冠军杯赛 8 场袁2014 年全国锦

标赛 8 场袁2015 年冠军杯赛 8 场遥

利用两台高清摄像机对比赛现场进行拍摄袁一
台全场定点拍摄袁对中远射尧7 m 球尧小角度尧底线尧
快攻等技术指标进行采集曰 一台对上海女子手球队

半场阵地进攻进行跟踪拍摄袁 对进攻战术跑动路线

进行采集遥 赛后通过 Dartfish 软件进行技战术数据

的研究分析袁主要技战术分析指标院进攻成功率尧中
远射尧7 m 球尧冷射尧小角度尧底线尧快攻尧战术使用

率尧战术成功率尧主要得分位等 [7-9]遥

利用 Excel 软件对技战术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遥

射门命中率是反映一支球队总体得分能力的重

要指标之一袁 射门命中率的高低是决定比赛胜负的

重要因素 [10]遥 从手球的运动规律表明袁射门距离越

远袁射门角度越小袁相对应射门的命中率也越低袁在
阵地进攻中底线射门与切入射门的命中率要高于中

远射尧小角度等射门方式遥
由表 1 可以看出袁2014要2015 全国 3 大赛事的

比赛中袁上海女子手球队总射门命中率从 2014 年冠

军杯赛的 47.1%提升至 2015 年冠军杯赛的 59.5%袁
在切入尧中远射尧底线尧7 m 球射门和场均失误次数

上均好于对手袁 在小角度射门与冷射射门命中率上

均低于对手遥

表 1 上海女子手球队 2014要2015 年 3 次全国大赛阵地进攻射门命中率统计表

赛事 切入/% 中远射/% 冷射/% 底线/% 小角度/% 七米球/% 射门命中率（总）/% 失误/场均 

14 年冠军赛（8 场） 62 38.2 12.5 66.7 50 76.5 47.1 17.2 

14 年锦标赛（8 场） 65.1 46.7 27.3 63.6 52 87.5 56.9 12 

15 年冠军赛（8 场） 66.1  51.1 25 79.3 64.4 66.7  59.5 11.8 

15年比赛对手（8场） 31.9 38.1 65.5 75 69 75 50.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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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以看出袁战术 A 是上海女子手球队在

2015 年冠军杯赛中针对野6-0冶防守阵型使用比例最

高尧成功率最高的战术配合袁战术使用率为 32.4%袁
战术成功率 75%遥战术 G 是上海女子手球队在 2015

年冠军杯赛中针对野3-2-1冶防守阵型使用比例最高尧
成功率最高的战术配合袁战术使用率为 34.3%袁战术

成功率 76%遥 由此看出上海女子手球队阵地进攻战

术目的性强袁针对不同防守阵型袁会采取不同的战术

策略遥

战术跑动路线是手球战术形成的基础袁 队员跑

动意识的好坏尧技术动作的质量袁都会直接影响到整

体技战术的质量与效果[10,12]袁通过对上海女子手球队

在比赛中战术运用情况分析袁 可以进一步提升队员

的战术素养与跑位技术水平袁 也成了战术分析的重

要内容之一 [13]遥
表 4 2015 年冠军杯赛上海女子手球队战术使用统

计表

表 3 2015 年冠军杯赛上海女子手球队进攻战术统计表

创造出空挡切入或底线区域跟进这类高命中率的得

分方式作为主要战术配合[7,11]遥 上海女子手球队从切

入尧 底线这两项技术指标总得分情况能较为客观反

映出阵地进攻中整体战术的配合质量遥 助攻是当球

处于活球阶段袁通过持球球员对于球的传递袁帮助第

一触球的己方球员完成直接得分的行为遥 助攻也是

手球技战术配合表现的有效评判之一袁 助攻次数越

多袁说明队伍组织能力越强袁战术配合成功率也就越

高[12]遥
表 2 可以看出袁上海女子手球队野切入 + 底线得

分比例冶 从 2014 年冠军杯赛的 20%提升至 2015 年

冠军杯赛的 48.5% 袁 且在得分比例上优于对手

16.2%遥 说明近年来上海女子手球队的得分方式正

逐步从中远射尧小角度等命中率较低的射门方式袁过
渡到内切尧底线等命中率较高的射门方式曰这是一个

良好的现象[13,14]袁说明上海女子手球队在阵地进攻中

通过配合的高命中率得分能力有所提升袁 得分的方

式更趋于整体性遥在场均助攻技战术指标上袁上海女

子手球队从 2014 年冠军杯的 4.3 次提高到 2015 年

冠军杯的 10.7 次袁且优于对手 3.9 次遥通过助攻方式

形成的得分袁占据阵地进攻总得分的 53.5%袁并逐年

上升袁 侧面反映出通过贯彻教练组的针对性进攻指

导思想后袁 上海女子手球队的阵地传接球能力以及

战术配合默契性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遥

表 2 切入 + 底线得分尧助攻得分比例统计表

在 2015 年全国冠军杯赛中袁上海女子手球队打

入了冠亚军决赛袁 针对目前国内各队主要采用的

野6-0冶与野3-2-1冶防守阵型 [15]袁上海女子手球队采取不

同的战术策略来进行阵地进攻遥 通过视频录像观察

法研究上海女子手球队阵地进攻战术袁 统计阵地战

术使用频率与成功率袁 归纳出上海女子手球队对于

野3-2-1冶与野6-0冶防守阵型的主要战术打法遥
由表 3 可以看出袁 上海女子手球队在整个 2015

年冠军杯赛中的阵地进攻战术使用率为 83.3%袁高
于对手 11.7%曰 战术成功率为 55.6%袁 优于对手

8.8%袁主要得分位置为左内锋尧右内锋以及底线遥 由

此看出袁 上海女子手球队相比对手更倾向于通过团

队配合来创造射门得分机会袁 是一支拥有具有战术

纪律性的技术性球队遥

赛事 
切入+底线 

得分比例/% 

助攻得 

分比例/% 

助攻/ 

场均 

2014 年冠军杯赛（8 场） 20 41.3 4.3 

2014 年锦标赛（8 场） 27.8 47.8 7 

2015 年冠军杯赛（8 场） 48.5 53..5 10.7 

2015 年比赛对手（8 场） 32.3 43.7 6.8 

 

赛事 阵地进攻总次数 战术配合使用次数 战术使用率/% 战术成功率/% 主要得分位 

2015 年冠军杯赛（8 场） 

2015 年比赛对手（8 场） 

251 

229 

209 

164 

83.3 

71.6 

55.6 

46.8 

左内锋、右内锋、底线 

左边锋、右边锋、底线 

 

类型 
战术 

名称 

使用 

次数 

使用率 

/% 

成功率

/% 

A 45 32.4 75 

B 25 18 43.3 

C 22 15.8 40.7 

D 27 19.4 44.8 

针对“6-0”防守 

 

E 20 14.4 49.3 

F 19 27.1 55.3 

G 24 34.3 76 

H 14 20 42.1 

针对“3-2-1”防守 

I 13 18.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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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6-0冶防守阵型为 6 名防守队员沿着 6 m 线区域

成一线排开阵型袁 此阵型的优势为防守队员之间的

空隙密度较小袁不易被进攻方形成突破以及穿插袁纵
向防守区域一般不出 9 m 线区域遥 劣势在于对 9 m

外区域的防守较为薄弱袁不能有效干扰到远射尧冷射

等射门方式遥 一般适用于身材高大而速度与脚步不

占据明显优势的队伍遥
战术 A 是上海女子手球队针对野6-0冶防守阵型

使用比例最高尧 成功率最高的战术配合袁 由图 1 可

以得知战术 A 的进攻路线遥第一步袁6 号渊底线冤起始

位置位于中部区域袁2 号传球给 1 号袁同时 3 号移位

至左内锋区域接应 1 号的传球袁2 号同时移位至中

部区域遥 第二步袁2 号与 3 号交叉换位后袁由 1 号突

破传球给 3 号袁3 号此时有两个攻击点院渊1冤3 号接球

的同时袁6 号底线错位接球射门袁渊2冤 在 3 号突破吸

引防守 c 后继续传球给 2 号袁在 2 号接球同时袁6 号

倚靠防守 d袁 为 2 号在中部区域创造外围射门的机

会遥战术 A 通过 3 次传切尧2 次换位及 1 次靠位掩护

来完成整个战术配合遥 战术重点在于 1 号与 2 号换

位后袁 充分利用其 1 号的突破能力与 2 号的远射能

力作为主要攻击形式袁 同时 6 号底线的错位与靠位

的质量是撕开对方防线的核心要素袁 此战术打法简

洁又具时效性遥

图 1 战术 A 图示

野3-2-1冶防守阵型是如今手球防守体系中使用较

为频繁的一种防守方式袁防守阵型相对野6-0冶防守更

具层次感遥防守队员之间通过相互换防尧补防进行防

守袁同时具备一定的攻击性遥 针对野3-2-1冶防守上海

女子手球队多采取底线上提尧边锋穿插尧内锋切入等

技战术配合遥
战术 G 是上海女子手球队针对野6-0冶防守阵型

使用比例最高尧成功率最高的战术配合袁由图 2 可以

得知战术 G 的进攻路线遥第一步袁6 号底线起始位置

位于中部区域袁6 号上提接应 3 号的传球遥 第二步袁6

号接应球后向左内区域移动袁 传球给正向中区移动

的 2 号袁同时右边区域 5 号迅速向底线穿插袁3 号尧4

号顺势向右边区域移动遥 第三步袁2 号持球移位传给

同时向右边区域移位的 3 号袁3 号做切入的同时传

给向右边区域移位的 4 号袁形成边锋位射门遥战术 G

通过 1 次上提尧1 次穿插尧2 次传切来完成整个战术

配合遥 战术核心要素在于外线队员能利用迅速的移

位袁边锋队员利用快速穿插来扰乱防守袁造成局部以

多打少来创造射门得分机会遥

图 2 战术 G 图示

经过教练组一年多针对性的战术制订与队员战

术素养的提升袁 上海女子手球队在阵地进攻中逐步

养成了跑动积极尧配合娴熟尧思路清晰等优点袁战术

配合中环环相扣袁形成里应外合的攻击态势袁是一支

典型的整体性球队遥 阵地战中针对不同的防守阵型

采取相应的技战术策略袁战术多由上提尧交叉尧换位尧
穿插等若干个基础战术组合而成袁 不仅有小范围

2~3 人间的局部配合也有 6 人间的整体性配合袁配
合过程中多以创造野以多打少冶的局面来进行攻击袁
战术目的性强袁具有野巧打冶的技战术风格[16]遥同时上

海女子手球队阵地进攻战术并非一成不变袁 同样的

战术袁结合场上不同情况灵活应对曰同样也对球员在

比赛中的临场应变能力与阅读比赛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袁球员打球需要反应灵敏尧头脑灵活袁总体来

说上海女子手球队阵地进攻打法特点为技术细腻尧
头脑灵活尧战术多变遥

快攻是手球运动中袁速度最快尧时间最短尧方式

最简洁的得分手段 [17,18]袁手球运动反击快攻一般分为

上海女子手球队进攻技战术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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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袁 值得注意的是 2014 年冠军杯赛至 2015

年冠军杯赛上海女子手球队在快攻失误率上有所

增加袁这与 2014 年冬训期间教练组狠抓野快冶字方

针有一定关系袁 随着 2015 年冠军杯赛场均快攻次

数的增加也进一步增加了快攻的失误率遥 通过分

析得出院野快冶是一把双刃剑袁在没有强化快速传接

球能力的前提下袁实战中的失误率会明显增多袁侧
面反映出上海女子手球队在反击快攻中传接球的

稳定性不足遥 当教练员要求快尧 追求快袁 一切从

野快冶字出发的同时袁更应该强化队员在反击快攻

中的快速传接球能力尧快攻意识尧传球视野及球员

默契性等一系列与快攻技术动作相衔接的技术能

力遥 只有快攻意识与快攻能力共同提高的前提下袁
才能把防守反击快攻作为最强大的攻击手 段 袁
耶快爷不仅要在意识上有所体现袁更需要在野快冶的
能力上有所提高 [25]遥

上海女子手球队在 2014要2015 年赛事中的总射

门命中率有了明显提高袁 但在阵地进攻得分方式上

较为单一袁对整体进攻形态造成了局限性遥野重防守袁
强反击冶是上海女子手球队的技战术策略袁但实战快

攻中存在较高的失误率遥
上海女子手球队是一支以整体战术配合为主要

攻击形式的技术性球队袁 对不同的防守阵型采取针

对性战术打法袁 但在整体战术进攻的基础上不能忽

略个体的攻击能力遥
建议上海女子手球队在今后训练中强化冷射尧侧

身尧低手尧跑动等射门技术的合理运用袁让射门技术

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遥 并进一步提高队员在快攻中

的传接球能力尧快攻意识尧急停变向等一系列与快攻

技术动作相衔接的技术能力遥
上海女子手球队近两年随着年轻队员的成长袁技

战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袁 建议上海女子手球队坚

持野巧尧快尧灵冶的技战术特点袁立足于快速反击尧灵巧

配合尧攻击性防守尧核心球员为一体的技战术风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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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快攻与推进快攻两种形式 [19]遥 如今在世界范围

内袁手球攻防转换节奏越来越快袁且各队对阵地防守

极为重视袁 越来越多的队伍开始注重快攻在比赛中

的实效性袁 高水平的队伍可以将快攻与阵地进攻有

机结合 [20,21]袁因此反击快攻在战术形式上也越来越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从表 5 可以看出袁 2014 年冠军杯赛至 2015 年

冠军杯赛上海女子手球队在快攻得分尧 一传快攻得

分尧快攻成功率尧快攻总得分比例这 4 项指标有一定

的提高袁场均快攻得分从 4.3 分提高到 7 分袁优于对

手的场均 2.2 分曰 一传快攻得分由 1.5 分提高至 3.8

分袁 优于对手 1.5 分曰 快攻成功率由 67%提高至

78%袁优于对手 15%曰快攻总得分比例从由 12%提高

到 21.8%袁优于对手 6.8%遥 这些数据的提升给上海

女子手球队快攻提供了很好的保障遥 通过以上分析

得出袁上海女子手球队一传快攻得分提高袁说明守门

员的一传能力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 [22]袁快攻得分与

快攻总得分比例的提高与 2014 年冬训期间教练组

制订的野重防守袁强反击冶的战术策略有密切的联系袁
上海女子手球队提倡技战术快速多变的打法袁 重视

反击成功率袁 也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上海女子手球队

的攻防节奏遥速度是反击快攻中第一表现形式袁也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 [23,24],快攻更符合上海女子手球队立

足于野快冶的技战术特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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