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4)2022, 1 
ISSN:2705-0408(P); 2705-0416(O) 

 -75-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木球挥杆击球动作的运动学分析 
关文明 

（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海口  571127） 

【摘  要】木球运动属于休闲体育运动项目，具有较高的健身价值和文化内涵。大众体育运动发展时代，木球运动的

推广和普及为体育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也在改善人们体质健康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在高校推广木球运动尤其重要，一些高校也增设了木球课程，能丰富高校体育课程内容，也能有效激发学

生的运动兴趣。在实际开展中，需要重视对学生木球运动员挥杆击球动作的分析和指导，结合不同学习和

训练水平，引导高校学生掌握技术特点，才能更好地推动木球运动的普及，带动高校体育运动的发展。文

章主要就高校木球挥杆击球动作的运动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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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球运动，简单讲主要是运动员通过木球杆击打木

球，让木球能沿着既定线路滚动，最终到达目的地，球道
的选择对挥杆动作产生重要的影响，赛道离目的地的距离

也会影响到运动员的发挥力度，对其有准确的把握才能更
好地完成木球练习和比赛。从运动学的角度分析，挥杆击
球是为了更好地出击，在挥杆击球这一动作完成的过程
中，需要身体各部分的协调和配合，因此，需要了解和分
析木球的技术动作和运动学原理，才能更好地指导高校木
球运动员更了解木球运动，掌握挥杆击球的要领和技巧，
更好地推动木球运动在高校的开展。 

1  木球运动概述 

木球运动是重要的休闲运动项目，其运动规则和高尔
夫球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将进球杆数作为重要的评比
标准，在木球项目运动中，可将其看做是全身运动，也可
以看做是有氧运动，在运动中能消耗能量，提升身体机能，
是适合大部分人群的体育项目。在多年发展中，木球运动
的推广范围不断扩大，参与人数也不断增多，在发展中既
体现出运动发明人的体育精神品质，同时在练习和比赛中
也体现出礼仪风范，在与世界体育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也是全民健身运动推广的重要体育项目[1]。 
木球运动中，对其基本技术动作的分析主要包括攻门

和击球两项基本技术，攻门包括了侧面和正面攻门，能更
好地瞄球，确保攻门的准确性，一般主要是在挥杆击球无
法正常发挥的情况下，对球的位置进行调整，也可以将侧
面攻门看做是近距离的挥杆击球动作。根据球的距离，采
取不同的击球法，正面击球的准确率相对来讲更高，但是
动作本身美观性较为不足，使用率也相对较低[2]。 

木球运动的核心动作便是挥杆击球，主要是木球运动
员使用球杆来击球，让球能沿着既定目标滚动，主要是在
发球和攻门之前完成[3]。木球练习和比赛过程中，场地对
技术的运用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会有长、短、中赛道，

距离的不同，挥杆动作也存在差异，需要根据不同距离对
挥杆击球动作进行调整。在各大比赛中，对运动员来讲，
取得胜利的关键是自身的击球技术和水平，挥杆动作技术
的准确性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的成绩，对高校学生来讲，标
准的、科学的挥杆技术也是获得良好运动体验的基础。对

不同运动员挥杆动作运动特性加以分析，从而找出其中的
相同之处和差异，能为木球教学和体育项目的推广提供良
好的基础。 

2  木球在高校的推广及研究的意义 

十九大的召开，强调全民运动和健身活动的开展，重
视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对我国体育事业指明了新的发展方
向，也充分证明我国对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开展全民健

身运动，包含社会各个群体，高校学生是我国未来发展和
建设的重要力量。学生数量较多，在社会上存在一定的影
响力，是当前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的发展对学
生和社会影响深远，对高校学生来讲，除了储备更丰富的
知识，还需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担负起强国的重要责任[4]。 

现阶段，木球作为新的休闲运动项目，在推广和发展
中有了相对完善和成熟的发展体系，在浙江、山东等地区
的高校已经开设了木球课程，但是总体上来讲，开设木球
课程的高校在整体院校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少，很多高校并
未开设对应的木球课程，对其研究更是微乎其微。高校是
现代化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也是当前全民体育运动的重
要践行者，对高校学生来讲，木球运动的练习和推广能丰

富学生的体育课程内容，同时也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体育
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体育素养，从而推进全民健身运动
的开展。在木球运动发展中，对高校学生球员的挥杆击球
动作分析，能更好地引导学生掌握木球运动的规律，了解
木球运动的技术和技巧，从而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促进
木球运动在高校的推广。 

3  木球挥杆击球动作的运动学特征分析 

3.1  不同的挥杆击球动作时间对比 
通过整体上用时存在显著差异的不同运动员分析，在

上杆和下杆阶段的差异不大，送杆阶段因不同运动员的击
球习惯不同，通过挥杆击球动作和节奏分析来看，不同运
动员在上杆阶段所用的时间要长于下杆阶段的时间，两种
时间的差异变化较大，这也和高尔夫球的运动相类似，与
非周期性运动节奏规律吻合，整体来讲，运动员的上杆时
间所占比例较大，下杆阶段的时间相对较短[5]。 

3.2  杆头线速度特点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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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球时刻的杆头线速度大小，受到杆头在 3D 方向移
动和运转的速度的影响，一般来讲，运转的速度越快，击
球时刻的速度也越大。在高校学生木球运动员日常练习中
可发现，下杆阶段的用时较短的运动员，杆头的线速度更
大，因此在击球时能获得更高的速度[6]。木球运动员的下
杆时间会影响击球的杆头速度，从而对球速、球的运动轨
迹等产生影响。一般来讲，水平相对较高的球员，在杆头

线速度方面与普通的球员存在很大的差别，当杆头线速度
最大时，未必是击球的瞬间，也可能出现在击球瞬间滞后，
对高水平的球员来讲，其挥杆节奏相对稳定，且击球动作
流畅性强，挥杆击球一气呵成，能取得良好的成绩，但是
对训练较少的高校木球运动员来讲，挥杆节奏存在不稳定
的现象，且动作发力顺序不尽合理，导致最终给挥杆击球
带来不利的影响[7]。 

3.3  身体角度变化比较 
其一是肩髋夹角。其主要反映的是身体扭转的程度。

挥杆的同时需要控制肩膀的旋转，从而确保上臂和前臂稳
定，保持与身体躯干的协调，从而更好地发挥躯体转动的
力量，保证挥杆过程的稳定，也能确保良好的击球质量。

不同运动员的操作习惯和技术存在差异，握杆时姿势不
同，肩髋夹角也存在差异。在挥杆准备中，肩轴和髋轴的
指向能否和目标线保持平衡是关键的因素，运动员可通过
调整肩轴、髋轴的方向，从而改变自己击球战术及目标[8]。
挥杆动作主要是通过肩轴、髋轴和身体的旋转获得能量，
上杆结束启动下杆时，目标方向发生旋转，但是需要保持
肩轴不变，利用旋转惯性，肩髋角度会变大，从而为下杆
蓄积力量。 

其二是肘关节角度变化。这里主要反映的是关节屈伸
的程度，一般来讲在正常情况下伸直状态是 180°，在运
动中，肘关节的灵活程度对能量的发挥和上肢的稳定性有
重要的影响。挥杆过程中，不同动作和阶段的肘关节动作

也不同。攻门推杆时，身体的重心较低，肘关节微微弯曲，
从而更好地击中球门，在全挥杆时，肘关节则是伸直的姿
态，确保肱三头肌更好地发力，为上杆做好充足的准备，
全挥杆时，肘关节起着重要的作用，重点是腕关节，有效
降低重心，才能确保攻门更加准确。右肘关节和挥杆则保
持微微弯曲的状态，具体程度和球员的握杆姿势和习惯相
关。 

其三是膝关节的角度变化。木球运动过程中，主要是
以运动员自身的身体为旋转轴，从而发生挥杆摆动的运
动，在挥杆操作中，左右膝角的角度变化存在差异，挥杆
时，上半身会自然往前倾斜，球员的身体重心前移，因此，
需要膝关节的角度变化调整，从而更好地维持身体的平衡
状态。膝关节的角度变化，需要根据球员自身的发力程度
和击球效果调整，攻门挥杆时，膝角的角度变化较大，下

肢在确保稳定的同时，发挥的作用力相对较小，如果膝关
节角度偏大，则反映重心相对较高，对挥杆的稳定性发挥
和躯体扭转产生不利的影响。一般来讲，技术相对较高的
木球运动员，其挥杆过程中左右膝角的变化幅度会更小。 

其四是躯干倾斜角度的变化。躯干倾角是人体直立
状态和前倾姿态的夹角。挥杆动作中，主要是借助躯干
旋转击球，躯干前倾是完成动作的重要方面，对击球效
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躯体在发力的同时，需要尽量
保持身体稳定，才能实现控球目标，攻门推杆下，躯干
的作用力相对较小，挥杆的动作相对比较轻，对高水平
运动员来说，主要是“准”“慢”击球，在上下挥杆的过
程中，路线主要是原路返回，挥杆结束时，躯体前倾角

度逐渐减小。 

4  结语 

综上所述，木球运动作为休闲体育项目，其中最重要
的技术就是挥杆击球动作，对比赛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分

析木球挥杆击球动作的运动学特点，对高校木球运动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在高校木球教学汇总中，要重视培养学生
的时间感知能力，掌握挥杆节奏，学生需要根据自身的习
惯，建立自己的挥杆节奏，而不是单纯地关注速度和距离，
同时在训练中要强化身体的稳定性，重视肩关节、肘关节
及膝关节的屈伸反应练习，强化身体核心力量，重视训练
下肢关节的控制能力，并注意球员发力顺序和挥杆节奏的
训练。同时，在学生木球运动训练的同时，重视引导学生
了解不同挥杆的动力学特征，加深学生对运动项目的深入
认识，提升训练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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