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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篮球教学战术意识的培养方法和途径研究 
李文华 

（义乌市第五中学  322000） 

摘要：篮球运动员在竞技运动中所具备的能力水平高低决定了其在比赛中的参赛水平。而该能力中具备决定性作用的是运动员

掌握和运用战术的能力，特别是作为战术能力 中枢部分战术意识的培养尤为重要。本文提出加强思维训练、强化教师指导，以及

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策略，希望能为培养和提升初中生篮球战术意识提供一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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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对篮球战术意识的认知及掌握情况 

1.1 学生对战术意识的了解情况 

表 1-1  学生对篮球战术意识的认知 

选项 频数 频率 

非常了解 12 8.00% 

比较了解 24 16.00% 

一般了解 25 16.67% 

比较不了解 55 36.67% 

非常不了解 34 22.67% 

合计 150 100.00% 

由上表可知，调研对象中，对篮球战术意识比较了解的所占比

例为 8%，比较了解的占 16%，一般了解的占 16.67%，而比较不了

解和非常不了解分别占比 36.67%和 22.67%。整体来看大部分学生的

篮球战术意识较薄弱，少部分有过校队经历的同学篮球战术意识相

对丰富。学生接触篮球战术理论学习比较匮乏，只有少部分篮球队

队员会在平常训练中，通过教练口述进行学习，主动学习战术理论

少之又少， 

1.2 学生篮球战术理论学习现状 

表 1-2  在学习篮球战术的时，学生是否先进行理论学习的调查结

果 

选项 频数 频率 

是 65 43.33% 

否 85 56.67% 

合计 150 100.00% 

1.3 学生篮球战术掌握情况 

表 1.3  在练习篮球战术过程中，学生是否能观察战术执行时机的调

查结果 

选项 频数 频率 

是 47 31.33% 

否 103 68.67% 

合计 150 100.00% 

表 1-4  在实战过程中，学生是否能观察场上变化并且合理运用的

战术的调查结果 

选项 频数 频率 

是 32 21.33% 

否 118 78.67% 

合计 150 100.00% 

通过调查结果来看，在练习篮球战术的过程中，学生能够观察

到战术执行时机的学生所占比例为 31.33#，而能够观察场上变化并

且合理运用的战术仅仅占 21.33%。总体上来看，学生更注重个人能

力，对于团队配合较轻视，导致在篮球比赛中，队员在进攻的空位

时拿不到球，运球队员在遭遇包夹时没有第一时间分球，而是想通

过自身进行突破包夹，控球时间太长，每个进攻回合下来，人均能

接触到球的次数少，学生在场上战术观察能力薄弱，队员跑出好的

位置时没有第一时间将球传出，在进行战术跑位时，没有摆脱充分，

成功率不高。在进行战术配合时，启动没有同时进行，队员之间默

契较差，在防守队员察觉战术意图时，还进行原来战术，导致失误

率增大，临场判断能力较弱。学生对于战术意识薄弱，较轻视，学

生更注重提升个人技术。 

2.培养学生篮球战术意识的方法 

作为赛场上的“精神支柱”和运动员过往经验中 精华部分的

果实，战术意识对中学篮球运动员的影响是是不可替代的的，培养

战术意识也是每位运动员的必修课。在一定程度上，战术意识，决

定了运动员在赛场上所能发挥出的战术和技术水平的 大限度，也

代表着一个球队的水平。因此，我们要重视战术意识的重要性，吸

纳前人的经验，结合运动员的实际情况，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训

练运动员，也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平衡，既要讲的详细也要练的到

位。 重要的是，作为领路人的教练，首当其冲要跳出固有思维，

不能认为意识不需要特意培养，可以在比赛中自己形成。尽可能详

细地为学生讲解有关战术意识的概念、特点以及作用，在训练与比

赛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战术意识。 

表 2-1  老师教授学生篮球战术的主要方式 

选项 频数 频率 

口述 132 88.00% 

示范 121 80.67% 

比赛实战 87 58.00% 

观看比赛视频 101 67.33% 

其他 10 6.67% 

合计 451 / 

3.教师针对学生篮球战术意识训练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项团体对抗运动，篮球既要求队员有整体意识，顾全大

局，把自己整合到整体中，又需要队员保持一定的个性，有自己的

闪光点。而要做到这两点，就需要队员拥有分析场上局面和制定应

对策略的能力。这就需要教练在日常训练与比赛中多加训练。作为

战术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术思维的前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可

以帮助队员更好地完成从意识到行动的过渡。战术意识的形成是思

维活动部署战术的具体体现，两者密不可分。因此，教授可以从锻

炼运动员思维活动这方面下手，帮助队员更好地完善与发展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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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意识。 

据笔者对第一中学、南苑中学、硖石中学调研了解，认为篮球

战术重点训练为中考项目所占比例为 100%，而篮球赛训练项目的为

22%，认为应该为综合训练的为 44.67%，这点与实地观察结果比较

相符合。通过实地观察可以了解到所调研的学校训练内容的实际情

况如下： 

（1）第一中学：以体育中考项目为主，体育课堂大部分时间练

习体育中考项目，对于篮球战术意识培养不太重视，校篮球队有正

常安排训练时间、次数、内容，相对规范，教练员对于个人技术以

及全队战术意识比较重视，队员已掌握基本的篮球战术（传切配合、

突分配合、策应配合、掩护配合、人盯人、23 联防、32 联防、1 盯

4 联）在市比赛中成绩稳定。 

（2）南苑中学：以体育中考项目为主，体育课堂大部分时间练

习体育中考项目，对于篮球战术意识培养不太重视，校篮球队有正

常安排训练时间、次数、内容，相对规范，教练员对于个人技术以

及全队战术意识比较重视，有针对个别队员安排的战术，每次进攻，

球都会在每个队员手中轮转至少一次，团队氛围较好，缺点：掌握

深度不够，主要依靠主力队员得分，替补得分能力相对较弱 

（3）硖石中学：以体育中考项目为主，体育课堂大部分时间练

习体育中考项目，对于篮球战术意识培养不太重视，校队平常训练

次数少，只有在赛前有安排集训，队员篮球战术意识弱，比赛主要

依靠个别优秀队员的得分能力. 

4.初中生篮球战术意识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4.1 理论学习知识薄弱，学生对战术意识学习重要性认知不足 

扎实的理论基础是应用战术意识的提前，而在调研中可以了解

到，调研对象中，对篮球战术意识比较了解的所占比例为 8%，比较

了解的占 16%，一般了解的占 16.67%，而比较不了解和非常不了解

分别占比 36.67%和 22.67%。整体来看大部分学生的篮球战术意识较

薄弱，少部分有过校队经历的同学篮球战术意识相对丰富。这说明

调研对象中很多学生战术意识的理论基础是相对薄弱的，这需要体

育教师在此进一步的提升和加强，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何为篮球战术，

才能够与团队的队员之间亲密合作，相互配合，取得 大化的效果，

才能够有效的多方面的应对对手的进攻。因此具体而言，可以强化

教师对于学生战术意识传授的重视程度，多和学生一起分析和研究

战术，精彩的比赛，组织学生进行篮球比赛实际操作，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让学生们在观摩和实践中，吸收营养，认识到篮球运动

的内在规律，从而养 成良好的战术意识。 

4.2  以考试为目的，忽视思维训练 

中学生运动员是一个心理生理都在全面发展的阶段，根据这一

特性，其战术意识培养和形成要比其他成长阶段更加容易。随着其

认知水平的增加，中学生抽象思维能力水平有了较大水平提升，也

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以前所接受不了的抽象概念。与此同时，其大

脑对观察事物的准确能力和观察事物的持久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好

奇心与求知欲较重，是端正思想和提高能力的 好阶段。因此，要

充分利用这一特征，赋于学生经常性开动大脑，锻炼其思维能力的

机会，帮助其锻炼对赛场上的局势更好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这十

分有利于培养战术意识。 

4.3  重视单一项目训练，忽视比赛实践活动对战术意识的提升 

战术意识不是具体的东西，要将其真正运用到实战里，即在赛

场上真正用出来，才能赋予它真实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和战

术的日常训练，在这个过程中培养战术意识，不失为一个有效果有

可行性的方法。在战术的训练过程中，不管是控球后卫的角色，还

是小前锋、中锋，不管是哪两个还是全队的配合，都应该明确自己

的站位、所负责的区域、哪些作战安排、怎么走位，解读战术，让

各个角色更清楚自己和他人，完善战术的思考模式。同时也需要根

据情况增加训练的困难程度，增加要求，让队员能够在更加有难度

的情况下能够掌握赛场的变化，提前预判，提前部署，成功选择，

能够增加战术意识的实施的效果。 

5  结论和对策 

5.1  结论 

5.1.1 从学生战术的认知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篮球战术意识较

薄弱，仅少部分有过校队经历的同学篮球战术意识相对丰富。学生

接触篮球战术理论学习比较匮乏，仅有少部分篮球队队员会在平常

训练中，通过教练口述进行学习，主动学习战术理论少之又少。 

5.1.2 从学生篮球战术意识的掌握情况来看。学生在场上战术观

察能力薄弱，无法很好的将战术意识运用到篮球实践中，同时对于

战术意识较轻视，更注重提升个人技术。 

5.1.3 从体育教师培养学生篮球战术意识的主要途径来看，教师

主要通过口述，实战练习以及观看视频等方法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

途径来开展教学，但是整体学习效果可能一般。 

5.1.4 从教师针对学生篮球战术意识训练的主要内容来看，学校

训练篮球战术重点以中考项目为主，除针对专门的篮球队外，其他

学生的战术训练内容较为薄弱。 

5.1.5 从义乌市初中生篮球战术意识训练中存在的问题整体俩

看，存在理论学习知识薄弱，学生对战术意识学习重要性认知不足；

以考试为目的，忽视思维训练；重视单一项目训练，忽视比赛实践

活动对战术意识的提升等问题。 

5.2  策略 

5.2.1 要重视战术思维的训练。作为战术意识的中枢和，战术思

维的激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提高战术思维灵敏度与矫健度也是重

中之重。学生在进行篮球训练时要充分发挥大脑的主观能动性，多

加总结与反思，有意识地将战术思维与日常训练想融合，从而提升

自身战术。 

5.2.2 要强化教师指导。教练可以多加引导，帮助学生认识篮球

战术意识培养的重要意义，避免学生脱离战术目的，帮助学生达到

时机、方位、配合三者合一，达到平衡状态。 

5.2.3 要将篮球战术意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篮球运动的特性也

决定了战术意识在赛场上的必要性，剧烈、身体抗衡、变化多端是

篮球的代名词，意味着在赛场上比赛状况的变幻不定。这更加考验

运动员的随机应变能力，需要学会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

多开展篮球比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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