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马百顺( 1992 － ) 男，山东菏泽人，兰州理工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社会学;

杨建文，兰州理工大学。

10． 16730 / j． cnki． 61 － 1019 /g8． 2018． 09． 010

第一届甘肃省大学生排球联赛兰州理工大学女排得失分析

马百顺 杨建文

摘 要: 本文采用现场和录像统计分析、观察法、专家咨询等方法。对 2017 年对兰州理工大学女子排球队在甘肃省第一届大学生排球联赛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寻求兰州理工大学女子排球队在各项技术得分方面的优势与劣势; 为兰州理工大学女排今后的训练提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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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8 － 22 日，甘肃省第一届大学生排球联赛在甘肃省农

业大学体育馆展开激烈的竞争，这是时隔 26 年甘肃省大学校园内再次

燃起排球比赛的战火。在备受瞩目的甘肃省第一届大学生排球联赛中，

兰州理工大学女排过五关斩六将，充分发挥顽强拼搏，敢打敢拼的风格，

最后由于不可力抗的因素惜败于西北师范大学女排，兰州理工大学女排

虽然没有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但是她们奋勇拼搏的精神却深深打动了场

下所有观众，最终荣获甲组亚军，也是兰州理工大学历史上女排代表队

的最好成绩。本文旨在对兰州理工大学女排所有比赛进行单项技术分

析，找出兰州理工大学女排目前的技术优势和劣势，以期对兰州理工大

学女排今后的训练提供一点有效的帮助。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针对参加 2017 年甘肃省第一届大学生排球联赛，兰州理工大学女

子排球队 12 名队员全部 6 场比赛的技术统计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探寻

各球员的技术应用情况。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文献法

本文根据论文研究的需要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网站以及翻阅

相关图书查询相关知识。
1． 2． 2 观察法

到比赛现场进行观看全部比赛，并进行了现场统计，通过现场观看

工大女排全部比赛，对其整体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1． 2． 3 统计法

对本研究所得数据，运用 Microsoft Excel 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并建

立数据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表 1 兰州理工大学女排身高年龄表

队员 年龄 身高( cm) 体重( KG) 弹跳( cm)

达玮 20 166 52 246

马金梅 22 178 67 278

梅雅芳 21 173 57 263

杨伟 23 165 60 255

于晓琪 19 165 61 251

赵蓉蕾 21 169 51 239

马雪 19 170 58 238

于爽 22 173 45 244

张梦吟 21 164 53 254

张梅菊 22 166 55 259

张丽丽 19 168 58 255

古丽

平均值

22
21

161
168． 3

53
56． 1

240
251． 8

表 2 第一届甘肃省大学生排球联赛( 女甲) 对阵积分表

对阵双方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三局 第四局 第五局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25: 23 19: 25 23: 25 26: 24 16: 14

兰州理工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25: 16 25: 20 22: 25 25: 19

兰州理工大学—兰州

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25: 20 25: 23 25: 19

兰州理工大学—兰州

卫生职业学院
25: 16 25: 22 25: 20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财经大学

25: 18 25: 20 19: 25 25: 23

兰州理工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20: 25 19: 25 22: 25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兰州理工大学女排队员身材高大的运动员较少，

且弹跳力有待加强。从表 2 可以看出，兰州理工大学女排 6 场比赛仅有

一场 0: 3 败于西北师范大学，由此可见兰州理工大学女排的实力在甘肃

省名列前茅。
2． 1 扣球技术比较分析

表 3 兰州理工大学女排扣球数据表

队员 次数 得分( 分) % 失分( 分) %

于爽 33 4( 12． 1) 4( 12． 1)

梅雅芳 3 0( 0) 1( 33． 3)

赵蓉蕾 68 19( 27． 9) 12( 17． 6)

张丽丽 2 0( 0) 1( 50)

于晓琪 34 7( 20) 9( 26． 5)

马雪 1 0( 0) 1( 100)

张梅菊 2 0( 0) 1( 50)

马金梅 198 95( 47． 9) 27( 13． 6)

杨伟

合计

143
484

26( 18． 1)

151( 31． 2)

28( 19． 6)

84( 17． 4)

扣球是排球比赛中攻击性最强的技术，是排球比赛中最主要的得分

手段。在比赛中扣球的攻击性强可以有效的遏制对方。本次比赛兰州

理工大学女排采用 42 配备，中一二阵型。2、4 号位强攻的进攻方式。从

表 1 可以看出来在 6 场比赛中兰州理工大学女排有 6 人扣球得分，其中

扣球得分最高的是马金梅，扣球 198 次，得分率 47． 9% ，扣球得分数占全

队的三分之二。赵蓉蕾、杨伟仅次之，得分率分别是 27． 9% 和 18． 1% 从

扣球失误丢分方面来看，丢分最严重的是杨伟，扣球得分 26 分，失误高

达 28 次。于晓琪仅次之，扣球得分 7 分，失误达 9 次。从进攻次数方面

来看梅雅芳、张丽丽、马雪、张梅菊分别为 3 次、2 次、1 次、2 次，且 4 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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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分。可见兰州理工大学女排的进攻主要依靠个人能力比较强的马

金梅。
2． 2 发球数据统计技术分析

发球是比赛的开始，也是进攻的开始。准确而有进攻性的发球，不

仅可以直接得分或破坏对方进攻战术的组成，还可减轻本方的防守压

力，为防反创造有利的条件。发球的得失分直接影响着比赛的胜负，发

球的破攻和破战术攻间接影响着比赛的胜负。万仲平在《论现代排球

“发球”与“一攻”的对 立统一》中指出，现代排球发球不仅抑制“一攻”，

而且 直接得分，必须意识到发球的重要作用，加强对发球攻击性的强化

训练。本次比赛兰州理工大学女排发球得分能力差距甚大。12 位球员

中发球次数超过 50 次的有 5 位球员，分别是赵蓉蕾、张梦吟、马金梅、古
丽、杨伟。其中马金梅发球次数最多，高达 97 次，得分率为 53． 6%。古

丽、杨伟、张梦吟、赵蓉蕾次之，发球次数分别为 79 次、69 次、63 次、55
次，得分率分别是 25． 3%、27． 5%、28． 5%、12． 7% 其中赵蓉蕾发球得分

率最低。发球次数低于 50 次的 7 名球员，得分全为个位数，其中张梅

菊、马雪没有得分。
表 4 兰州理工大学女排发球数据表

队员 次数 得分( 分) % 失分( 分) %

于爽 35 4( 11． 4) 8( 22． 9)

梅雅芳 3 2( 66． 6) 1( 33． 3)

赵蓉蕾 55 7( 12． 7) 0( 0)

张丽丽 4 1( 25) 2( 50)

张梦吟 63 18( 28． 5) 8( 12． 7)

于晓琪 36 10( 27． 7) 7( 19． 4)

达玮 2 1( 50) 0( 0)

马雪 4 0( 0) 2( 50)

张梅菊 3 0( 0) 3( 100)

马金梅 97 52( 53． 6) 6( 6． 2)

古丽 79 20( 25． 3) 14( 17． 7)

杨伟 69 19( 27． 5) 11( 15． 9)

合计 450 134( 29． 8) 62( 13． 8)

2． 3 一传数据统计技术分析

目前世界排坛把发球看作比赛进攻的开始，所以接发球它既是防守

的开始又是一攻的起点，接发球是球队通过周密布阵后的第一次击球。
新的排球竞赛规则推出之后，发球允许触网，发球速度更快了同时力量

也更大，且通过球网的高度也越来越低，使得发球的威胁越来越大，接发

球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在国际排球比赛中，接发球的到位率可以直接影

响到一支球队组织进攻的质量和效果，甚至可以影响得分，这就要求运

动员的接发球能力不断提高。本次比赛兰州理工大学女排采用“五人接

发球”阵形，有 10 名队员参与接发球。接球次数 50 次以上的队员有三

人，张梦吟、马金梅、杨伟，分别为 53、83、71，到位率 56． 6%、65． 1%、40．
8%。其中马金梅接球次数最多且到位率最高。接球次数 50 次以下的

队友有 7 位于爽、梅雅芳、赵蓉蕾、于晓琪、马雪、张梅菊、古丽，分别为

31、7、45、32、12、2、30，到位率分别 51． 6%、14． 2%、53． 3%、31． 3%、8．
3%、0%、56． 7% ; 其中梅雅芳、马雪、张梅菊接球次数最少且到位率非

常低。
2． 4 防守数据技术统计分析

由于兰州理工大学女排在防守中没有采用拦网技术，所以本次数据

统计主要从防扣球与吊球统计。从下表可以看出兰州理工大学女排防

守成功率都在 50% 以上，其中成功率在 60% 以上的有 10 人，成功率在

70% 以上的有 8 人，成功率在 80% 以上的有 4 人。马金梅防守次数最

多，高达 109 次，且成功率也是全队最高，为 88． 1%。梅雅芳、张丽丽、马
雪、张梅菊防守次数较少且成功率比较低。

表 5 兰州理工大学一传数据表

队员 次数
到位( 到位率)

%
失误( 失误率)

%
半到位

( 半到位率) %

于爽 31 16( 51． 6) 3( 9． 7) 12( 38． 7)

梅雅芳 7 1( 14． 2) 3( 42． 9) 3( 42． 9)

赵蓉蕾 45 24( 53． 3) 10( 22． 2) 11( 24． 4)

张梦吟 53 30( 56． 6) 8( 15． 1) 15( 28． 3)

于晓琪 32 10( 31． 3) 6( 18． 7) 16( 50)

马雪 12 1( 8． 3) 6( 50) 5( 41． 7)

张梅菊 2 0( 0) 0( 0) 2( 100)

马金梅 83 54( 65． 1) 6( 7． 2) 23( 27． 7)

古丽 30 17( 56． 7) 6( 20) 7( 23． 3)

杨伟

合计

71
366

29( 40． 8)

182( 49． 7)

16( 22． 5)

64( 17． 5)

26( 36． 7)

120( 32． 8)

表 6 兰州理工大学女排防守数据表

队员 次数 成功( 成功率) % 失误( 失误率) %

于爽 66 55( 83． 3) 11( 16． 7)

梅雅芳 4 2( 50) 2( 50)

赵蓉蕾 73 58( 79． 5) 13( 17． 8)

张丽丽 5 3( 60) 2( 40)

张梦吟 69 50( 72． 5) 19( 27． 5)

于晓琪 41 30( 73． 2) 11( 26． 8)

马雪 9 6( 66． 7) 3( 33． 3)

张梅菊 7 6( 85． 7) 1( 14． 3)

马金梅 109 96( 88． 1) 13( 11． 9)

古丽 79 61( 88． 1) 18( 11． 9)

杨伟 95 73( 76． 8) 22( 23． 2)

2． 5 二传

二传问题是兰州理工大学女排暴露的一项非常严重的问题，从表 7
中可以看出正面下手垫球的使用率为53． 9% ，而正面上手传球的使用率

为 46． 1。到位率仅为 46． 1% ，半到位、持球分别为 48． 6% 和 5． 3%。由

此可见，二传不到位、持球、正面下手垫球的运用多于正面上手传球，都

深深的制约着攻手能力的发挥。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3． 1． 1 扣球方面

工大女排在进攻方面过于依赖强攻，快攻、轻拍、吊球等进攻方式毫

无运用，且后排进攻方面略微稀少。这就说明工大女排在进攻战术方面

过于单一，进攻球员的手法比较单一。进攻得分主要依靠马金梅一人，

进攻球员能力差距大，且进攻分配不全面。这就是工大女排暴露的一个

致命的缺点。
3． 1． 2 发球方面

在每球得分制的规则改变下，发球在比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高

水平比赛中一攻成功率的压力下，发球的攻击性更加重要。在本次比赛

中兰州理工大学女排采用正面上手发球和侧面下手发球两种发球方式。
正面上手发球威力较大，且失误较高。侧面下手发球稳定性有余而威力

不足。马金梅、杨伟、古丽、张梦吟、于晓琪五人采用上手发球，但是只有

马金梅能保证较高的得分率，其余 4 人失误较大。
3． 1． 3 防守方面

兰州理工大学女排“五人接发球、五人防守”虽然能有效的阻止对

方的进攻，但是一传到位率较低，不能有效的进行攻防转换，严重影响己

方打破对方进攻阵形，以及进攻得分。
3． 1． 4 二传方面 ( 下转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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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教师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足球课程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在进行课程教学时，要注意自身榜样的作用，语言讲解

配合多维度示范动作;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给予学生更多的练习

时间，让学生对足球的感知与现场体验结合起来，内化其对足球的认识

与情感。遵循因材施教原则，注意到学生在身体条件的个体差异，根据

这种差异性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及时调整学习目标和评价方法，根据

小学生身心特点制定学生能够顺利完成的课程内容，让学生掌握足球技

能，体验参与足球运动的乐趣，提高学生学习足球的兴趣和进一步构建

足球校园文化奠定基础。
2． 6 校园足球文化社区化

学校要协调国家和学校、学生和家长之间的要求，把学生培养成国家

所需要的人，符合社会性发展要求的人，发展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促进

学生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环境是影响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学生通过

自我的交往，与他人之间的交往，与社会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

到影响。环境的稳定性与学生主体的选择性则可以让我们整合各种有益

于足球文化发展的社区资源，与校园足球文化相结合，使全社区形成一种

浓厚的足球氛围，让学生在这种充满活力的足球氛围中得到更多的信任，

使足球文化与实践融入学生生活中各个方面。推动学生在学校专业足球

学习过程中积极向上，以激发学生学习足球的潜能和锻炼学生的意志为

目的，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例如，组建家长足球队，利用周六日时间组

织家长到学校进行年级家长联赛，通过家校互动营造良好的校内外足球

氛围。在社区中产生联动效应，推动社区足球氛围的营建，吸引更多社区

人员参与足球运动中，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发展。学校组织区域足球推广

活动，让学校足球活动辐射周围学校社区，引入恒大俱乐部青训基地到学

校建立青训队伍，培训足球精英为国家足球发展储备人才。
3． 结语

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校长曾说过“体育所包含的足球给文化启蒙带来

很多东西，足球比赛中自由发挥的创造精神、挑战生理极限的挑战精神、
服从团队和裁判的规则意识等，都是现代人最重要的文化素质”。［8］ 校

园足球文化是相关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统一

体。物质文化是校园足球文化开展的基础保障，精神文化校园足球文化

开展是风向标，制度文化是校园足球文化开展的重要保障，行为文化是

校园足球文化开展的规范。足球文化建设将课堂教学和其他方面融合

起来，构成全方位育人和文化启蒙，而足球就是这其中起连接作用的桥

梁。在校园足球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通过足球培养小学生的体育兴趣与

爱好，能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是形成良好体育锻炼习惯的高效措施，是

构建良好校园文化、推动阳光体育和全面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有效手

段。以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为手段，能够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发展学生

身体素质，培养学生意志力品质，校园足球成为学生的精神寄托和校园

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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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7 页) 兰州理工大学女排较多的使用下手垫球，这就严重的制

约着战术有效的实施以及影响着主攻手的发挥。并且上手传球失误较

多，且持球较为严重。
3． 2 建议

表 7 兰州理工大学女排二传数据统计表

正面上手传球

( 正面上手传球率)

正面下手垫球

( 正面下手传球率)
到位( 到位率) % 半到位( 半到位率) % 持球( 持球率) % 传球总数

张梦吟 69( 40． 8) 100( 59． 2) 61( 36． 1) 98( 57． 9) 10( 6) 169

古丽 84( 45． 4) 101( 54． 6) 91( 49． 2) 87( 47) 7( 3． 8) 185

达玮 0( 0) 31( 100) 19( 61． 3) 12( 38． 7) 0( 0) 31

赵蓉蕾 70( 70． 1) 29( 29． 9) 52( 52． 5) 38( 38． 4) 9( 9． 1) 99

合计 223( 46． 1) 261( 53． 9) 223( 46． 1) 235( 48． 6) 26( 5． 3) 484

3． 2． 1 扣球方面

需要选拔培养一些身材高大的主攻手，多训练快攻、后排攻，增加跑动进

攻点，结合短平快、平拉开、时间差等扣球技巧，采用不同的阵型、配合模式，

训练各种打法与战术的配合，形成快、狠、准、灵活多变的特色打法。
3． 2． 2 发球方面

加强发球训练，提高全队发球的攻击性、减少发球失误率，以达到破

坏对手防守阵形，影响对方有效一攻，为己方防守反击作准备。
3． 2． 3 一传方面

一传的好坏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兰州理工大学女

排在本次比赛中一传到位率较低，因此在训练中要多安排一传训练，提

高一传到位率和稳定性。

3． 2． 4 防守方面

加强拦网训练，提高防守能力。在本次比赛中，兰州理工大学女排

采用的无拦网防守是其最大的一项缺点，拦网是防守的第一道线，如果

不能形成有效的拦网，后排队友如何能有效的起球，又谈何进行防守反

击。因此，兰州理工大学女排在训练中要注重培养队员的拦网能力和技

巧，加强防守能力训练。
3． 2． 5 二传方面

在平时训练过程中，加强二传手上手传球的训练，二传手上手传球

是发挥战术的重要一环，且传球的稳定性是发挥攻手实力的基础。
3． 2． 6 最后要做好以老带新的衔接工作，以老队员的经验结合新

队员的热情和斗志，将兰州理工大学女排的“红柳精神”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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