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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游泳运动的优化创新对于提升我国游泳运动人员的成绩有着良好的帮助。同时能够帮助我国的游泳体育事业始终处于世界的前端。
为了提升我国当前游泳教育水平同时丰富我国游泳人才的相关储备，本文对于当前游泳运动的优化创新意义进行了论述，同时提出了相应
的优化创新方法，并且列举了当前游泳运动创新措施的应用，希望能够帮助游泳培训教育事业能在游泳技术上能够提供提供更多的创新方
法，以此为我国游泳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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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游泳运动技术优化与创新的重要意义 

对于当前的游泳运动技术进行创新改良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点： 

（1） 对于当前的游泳巡礼技术进行相应的创新改革能够使
得当前的游泳训练能够更加符合每一个游泳运动员的个人提示，以
此来提供更加符合运动员自身的训练方式。 

（2） 帮助运动员获得更好的比赛成绩，为我国的游泳项目取
得更好的比赛成绩 

（3） 创新游泳运动技术能够帮助我国游泳运动事业始终保
持在世界前列，为我国的游泳运动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 游泳运动技术优化创新研究方法 

2.1 充分利用 CFD 技术 
CFD 技术重要是通过对于运动员的身体结构和运动模式进行

分析模拟，通过分析运动员在游泳过程中的泳姿和周边环境流动模
式，来进行游泳运动技术的改善和创新。通过运用该技术，具有以
下的推论： 

（1） 通过分析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受到的阻力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阻力大小和运动员的手指并拢程度有关，当并拢程度越高
时，受到的推进阻力越大。 

（2） 在运动分析过程中可以发现，运动员在游泳过程中会出
现压差，当压差值越高时候，能获得更多的游泳推进力。 

（3） 在划水过程中，运动员会和水面形成一定的角度，当角
度越大时，受到的阻碍程度也越大。 

2.2 泳姿分析 
在游泳过程中，运动员的泳姿和其受到的阻力有着极大的关

系。因此进行游泳技术创新是，需要对于不同的泳姿有相应的分析，
并且对于受到的阻力进行评价，以此来帮助每一个运动员选择最适
合自身的泳姿。 
3 游泳运动技术优化创新的有效措施 

3.1 采取正确的游泳身体姿势 
根据上文的分析，游泳姿势对于运动员所受到的阻力有着极大

的影响。因此为了提升运动员的游泳速度，减小运动员的阻力，需
要选择合适泳姿。同时在游泳的过程中保证正确的流线型姿势，减
小游泳过程中形成的压力差。 

3.2 动作协调，具有节奏性 
除去保持良好的泳姿之外，还应当保持整个运动姿势的协调

性。当运动员维持协调的运动姿势时，能够减少相应的运动阻力，
同时保持运动过程中的体能不被过多的消耗，以此保证在长泳程的
比赛中获得优势地位。 

3.3 训练肘部和臂部运动，加强划水训练 
由于上肢运动是整个游泳的动力来源，因此需要协调运动过程

中的运动员手臂和肘部之间的细条能力。在游泳过程中需要保持肘
部的正确高度，而手臂要保持一定的弯曲程度。在运动过程中保持
肩膀的稳定性，以肘部和手臂来带动身体向前。因此在训练过程中，
需要加强肘部和手臂的训练，提高运动员的运动速度。 

3.4 先进的比赛记录分析技术 
在国内外的各类比赛赛事中，对于游泳过程中运动员的运动过

程都有着相应的录像记录。通常在当下的比赛记录通常有水上水下
的统计路线技术。因此在创新过程中，对于运动员的动作进行分析
记录。同时对于相应的比赛对手的动作分析也要进行分析记录。以
此来了解不同运动员的运动特点。 

4 实例分析 
4.1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对象为某国家级游泳队，研究对象包含了 42 名训练

人员，6 名试训人员，以及 44 名正式人员。 
（1）对于我国的国内技术进行相应的研究，与国外的游泳技

术进行对比。（2）使用图像采集、录像解析和相关的游泳比赛等
对于其训练器材进行相应的研究，并且还要根据实际的游泳运动技
术进行相应的辅助，掌握实际的游泳训练。（3）利用 CFD 技术，
对于手臂和手进行相应的仿真模拟，使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对动作
的姿势和手形进行充分的分析。（4）从仿生学来看，利用水槽的
实验流动来对游泳运动员周身产生的流场特性进行充分的研究。 

2 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 
在开展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于各个比赛中的水上录像和水下录

像进行了分析，通过利用录像技术，可以用 0.02FPS 的浏览速度进
行动作慢放，对于游泳人员的相关动作进行分析比对，实现多方面
的观察。并且根据观测结果来对运动人员的不足之处进行纠正。 

对于我国的国家队的一些重点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出现了
局部损伤的诊断以及一些薄弱环节存在的失衡的诊断，经过诊断分
析可以得知，出现这一问题主要就是由于技术发生了错误导致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进行技术的优化和创新。 

3 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3.1 重点接力项目的接力技术研究和辅助训练 
在第 xx 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在接力项目中，我国女队的

三个接力项目已经全部进入到了决赛阶段，根据实际的比赛结果可
以得知，我国的女子接力赛中的接棒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上的领先
水平，实际的情况如下：女子 4×100m 混合泳接力项目罗雪娟接力
时间为 0.27s、0.22s、0.08s； 

接力训练安排分 3 个阶段进行： 
第 1 阶段：接力训练启动阶段。接力运动员根据自身训练安排，

协调出每周 2 次的接力训练时间，该阶段的接力训练以掌握接力技
术、尝试摆臂式接力技术的训练为主。第 2 阶段：接力技术强化阶
段。全队规定每周集体训练 2 次，对每个接力队队员提出要求，目
标以达到熟练掌握接力技术为准。 

第 3 阶段：接力技术巩固阶段。全队规定每周集体训练 3 次，
力求每个接力队队员都能有 90%的接棒成绩在规定在 0.10～0.20s
理想、安全的接棒时间内。 
4 结语 

游泳运动是我国体育比赛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全世界各项比赛
中的摘金重点。因此对于游泳事业的相应研究对于我国游泳事业的
发展和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通过实际的
试验管理，来对运动员的运动模式和体能进行分析，以此来提升游
泳运动员的运动高速度，提高我们在该比赛项目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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