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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项课的形式加强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篮球裁判员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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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普通高校篮球运动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对篮球裁判员的需求出发，初步探讨在普通高校中以体育选

项课的形式开设篮球裁判班来不间断培养学生篮球裁判员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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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随着大学生篮球超级联赛、CUBA 及

普通高校内“迎新杯”“欢送杯”“校级篮

球联赛”“三人制篮球赛”等比赛的普及

与推广，普通高校学生参与篮球活动的热

情空前高涨，从而加大了对篮球裁判员的

需求，而今高校内体育教学部的篮球教师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无暇对比赛全程顾及。

因此，对大学生篮球裁判员的培养更日显

重要，而目前多数高校对裁判员的培训只

是在赛前集中短期培训，学生裁判员对规

则的理解与执行情况不尽满意。本文通过

在普通高校的体育课程中以选项课的形式

开设篮球裁判班 , 来探讨对普通高校学生

篮球裁判员进行不间断培养的模式。

2　培养模式——以体育选项
课的形式开设篮球裁判班

2.1　裁判员的组织
2.1.1　大学生篮球裁判员的组织可通过

校学生会体育部来进行，由校学生会体育

部召集各学院的体育部长组织其学院 2~3

名有一定篮球基础并对篮球裁判感兴趣的

大学一年级或大学二年级的同学来参加，

组成一个 30 人左右的班级，以体育课的

形式，开设于课外活动时间，通过考核的

同学可获得相应的体育成绩及学分。

2.1.2　校学生会体育部除在裁判员的组

织中发挥作用外，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在于

对篮球比赛的组织及裁判员的安排，由于

高校内体育教学部的篮球教师无暇对比赛

全程顾及，故校级的联赛可在体育教学部

教师的指导下由校学生会体育部组织进行

编排工作，并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学生会

体育部的裁判委员会进行裁判员的安排与

分工。

2.1.3　课程所用的教材、裁判用的无核

哨、一件深浅两色双面穿的背心亦可由学

生会体育部来组织统一购买。

2.2　课程内容
2.2.1　理论课　理论课应安排 3 ～ 4 次

课，其中 2 ～ 3 次课来系统地学习篮球竞

赛规则和裁判法，要求同学们能够记忆

并理解，以期在日后的临场中能合理运

用，同时结合课末的讨论让同学们对在临

场实践中碰到的或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讨

论、分析，并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手

段对比赛中出现的典型战例进行讨论、分

析，充分贯彻规则的精神和意图。再安排

1 次课来学习和掌握记录台工作——学会

操作篮球比赛的记录表、掌握比赛计时钟

和 24 秒计时器的操作、把握换人和暂停

时机等。

篮球比赛的规则年年在变，由于大超

联赛在笔者所在的学校进行，赛季前比赛

监督会对新规则进行解释和贯彻，故教师

对规则的变化都能有所了解。因此，有条

件的学校应邀请一些参加过重大比赛的、

有经验的国家级以上的裁判员，为同学作

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就有关规则的变化、

理解、执法的技巧、临场应变能力等给予

指导，为学生裁判员的水平提高提供保证。

2.2.2　实践课　

（1）学习和掌握临场裁判的基本功  

临场裁判基本功主要包括手势、哨声、判

罚、基本步伐、读秒和抛球等练习，应在

每次实践课中都有所安排。手势要做到及

时、准确、清晰、大方、有节奏；哨声要

吹得准、快、响，能表现出裁判的果断性，

对初学者应要求配合口语同时应用；判罚

要练习哨声与手势的默契配合及宣判后到

记录台报告的顺序；要熟练的掌握跑动的

基本步伐，即快走、慢跑、快速奔跑、侧

身跑、滑步、撤步、交叉步、后退步等等，

在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移动方法；对于

规则中 3 秒、5 秒、8 秒违例，要经常对

电子手表默数，同时对 8 秒违例要学会看

24 秒计时器；抛球一定要练习到垂直并

要达到规则要求的高度。

（2）临场实践　在学习和掌握了临场

裁判的基本功后，可将班上的同学分成 4

组，以 2 人裁判作为重点，两组同学进行

教学比赛，一组同学临场实践，一组同学

学习和掌握记录台工作。同时，有条件的

学校应组织裁判员对较高水平的比赛进行

现场的观摩与学习。

（3）学习篮球的基本技战术　很难设

想一名优秀裁判员，不懂篮球技、战术，

而能准确判断各种违例和犯规动作。裁判

员懂得技、战术，才能分析某些动作是否

合理和必要，才能找出违犯的主因，不会

被表象和假象所迷惑。因此，裁判员懂得 

技、战术，才能够及时地把握住宣判重点。

裁判员对篮球技、战术认识越深刻，他的

预见能力就越强，反应就越快，判断更及

时准确。篮球裁判班的同学大部分有一定

的篮球基础。因此，在裁判员临场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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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适当进行篮球的基本技、战术的

学习。 

（4）身体素质练习　要圆满完成一场

比赛的执法工作，就要求裁判员必须具有

良好的身体素质，能在场上不停地跑动，

反应灵敏。有关研究表明，裁判员在高水

平的篮球比赛中奔跑距离不少于 3000 米，

大约 50 ～ 100 次的比赛干预，期间要对

场上出现的各种违反规则的行为做出迅速

的反应和判罚，而体能不佳是导致裁判员

反应下降、判罚失误的重要原因。因此，

学生裁判员的体能训练应常抓不懈，除在

每次实践课中安排以耐力练习和折返跑为

主的练习外，还应要求同学们充分利用早

操、课外活动时间，对速度、耐力、力量、

灵敏、柔韧等素质进行综合训练，以保证

学生的体能基本上满足激烈比赛的需要。

2.2.3　考核　
（1）理论考核　理论考核应在期末按

篮球三级裁判员的要求进行闭卷考。

（2）身体素质考核　篮球裁判班作

为一门体育选项课，故裁判员的身体素质

测试除应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进行外，还应

按篮球三级裁判员的要求进行身体素质考

核，如莱格尔往返跑、3000 米（男子）、

1500 米（女子）测试。

（3）实践考核　实践考核以同学们在

实践课中临场实践的表现为主，同时结合

其在院级或校级比赛中的临场和记录台的

执裁次数和表现。

3　结合裁判等级考核，形成
梯队

通过考核取得篮球等级裁判员证书，

是对大学生篮球裁判员水平的肯定，也

是其动力。因此，我们应积极与所属的省

高校体协或省市体育局联系，为同学们通

过三级考试创造条件，对于比较优秀的裁

判员，更应鼓励其参加二级甚至是一级的 

考试。

经过裁判班的学习及 1~2 年的临场实

践锻炼，笔者所在的学校会在每年的校级

篮球联赛后组织大学三年级的同学报名参

加三级裁判的考试，对于少数通过三级裁

判考试且比较优秀的裁判员，会在下一个

年度的校级篮球联赛后组织其报名参加二

级裁判的考试，如此循环，形成梯队，最

大限度地保证了高校内各级篮球赛的顺利 

进行。

4　结束语

通过几年来以体育选项课的形式开

设篮球裁判班的摸索与实践，篮球裁判班

的同学在学校的篮球赛中发挥了不可缺少

的作用，成为学校和学院内各级篮球比赛

的中间力量，确实保证了校内各级篮球比

赛的顺利进行，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体

育部教师的工作压力。部分获得等级的裁

判员在毕业后亦能在当地的篮球赛中发挥

作用，在为社会输送了合格的篮球裁判员

的同时也为普通高校在对学生篮球裁判员

的培养模式上提供参考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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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运动员确定专项太早，过早开始

“专项化”训练，科学系统性训练不够，

造成运动员身体素质发展不全面，根基不

稳固。虽然“早期专项化”训练，会使运

动员的成绩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快提高，但

最终却导致运动员难以达到最高水平，并

难以将高水平的成绩保持较长时间。除此

之外，运动员退役的安置困难也是影响我

国运动员退役过早的原因之一
[8]
。为此，

教练员在运动员的基础训练阶段应抓好基

本功，全面发展运动员的身体素质，避免

过早“专项化”训练，为运动员今后取得

优异成绩打下坚实基础。国家应制定应采

取相应的政策，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跳高训练工作，做好

以老带新，解决好后继人才的衔接工作。

4　结论与建议

4.1　我国男女优秀跳高运动员的身高、

体重和克托来指数等身体形态方面方面与

世界男女优秀跳高运动员相比有一定的差

距，表明我跳高国运动员在肌肉发展程度

上和世界优秀运动员有一定的差距。

4.2　我国优秀男女跳高运动员开始跳高

训练的平均年龄与世界男女优秀跳高运动

员开始跳高训练的年龄没有明显差异，但

从训练到个人最高成绩的平均训练时间具

有显著性差异分别相差 2 年和 3.36 年。

4.3　我国男女优秀跳高运动员保持高水

平的平均年限分别为 4.19 年和 3.53 年；

世界男女优秀跳高运动员保持高水平的平

均年限分别为 8.9 年和 8.5 年，二者相比，

分别相差了 4.71 年和 4.97 年。

4.4　我国男女优秀跳高运动员的平均退

役年龄分别为 27.8 岁和 25.9 岁；世界男

女优秀跳高运动员的平均退役年龄分别为

32.1 岁和 31.2 岁，二者相比，分别相差 4.3

岁和 5.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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