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 卷第 1 期

2) (X5 年 3 月

西 昌学陇 学报
·

有然科学版
Jo u ma lo f Xi e ha ng Co lleg e

·

Na tu ra lS ei e ne eE di ti o n

V
o

l
.

1 9
,

N o
.

1

M ar
. ,

2X() 5

试论拼发球的战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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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从 1 9 99年 国际排坛 实行每球得分制以来
,

排坛所有技战术中变革最 明显最突 出

的技术就是拼发球
。

虽然拼发球 的方式多种多样
,

但跳发球在拼发球中正在成为一种上流趋势
。

为

了应对这种趋势
,

提 出了拼发球战术的运用
。

【关键词】排球 ; 拼发球 ; 跳发球 ; 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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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从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 2年第 4期上拜

读了陈芳
、

刘建华老师的 《解析排球拼发球理念 》
,

获

益匪浅
。

把这些研究同当今世界排坛的实际现况结

合起来考虑
,

我觉得尚有一些东西可以总结利归纳
。

则达到 or
.

9% 和 7
.

1%
,

列失分原因第 2位
,

可谓得不

偿失
。

1 世界排球新理念一拼发球

拼发球在排球比赛中的作用

拼发球抑制对方接发球进攻系统
,

试图打破攻

防平衡

1999年实行每球得分制规则
,

排球专业人士普 .2 2 防反从发球开始
,

用拼发球改变防反系统被动

遍认为减少失误是取胜的必备条件之一
,

并预测接 局面

发球进攻系统将为获胜的基础
,

防守反击系统则是 .2 3 用接发球进攻系统成功率弥补拼发球造成的

获胜的关键
。

从前几年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
,

素以发 高失率

球强攻不怕失误的四川女排发球得分率利失误率都 .2 4 用拼发球降低对方接发球进攻系统成功率
,

提

明显下降
。

汀苏男排的发球得分率也降至 .3 6%
。 “

发 高获胜概率

球失误也要失分
,

对运动员心理造成很大压力
,

发球 .2 5 发球得失分率指数高于对方时仍可取得 比赛

稳者多
,

攻击性减弱
。 ”

几年过去厂
,

发球失误率
,

在 胜利

中国排坛及世界排坛不仅未降下来
,

反而 比赛水平

越高
,

发球失误率越高周内女排联赛 1 999 年发球失 3 拼发球的关键因素
误率 6

.

1%
,

200 2年发失率增 至 .6 9% ; 19 9 9年女排世
界杯比赛发球失率 .7 2%

,

200 1年国际女排大奖赛发 有的研究者认为
,

多样的跳发球方式是当今世

失率增至 10 %
。

在200 1年国际女排大奖赛哈尔滨站
,

界排球拼发球的主流
,

其实前述统计材料已经证明
,

美国女排同中国女排比赛时
,

美国队4局比赛发球73 跳发球中的大力
、

快速跳发球才是拼发球的主流
。

这

次
,

失误 14 次
,

发失率高达 19 2 %
。

国内男排联赛 个主流发球方式的构成要素有4个方面 : 1 ) 快速 ; 2)

1 9 9 9年发失率9
.

3%
,

200 1年发失率增至一2
.

1%
。

1 9 9 9 大力 ; 3 )落点好 ; 4 )稳定
。

年男 排世界 杯 比赛中俄之 战
,

俄罗 斯 队也 创下 只有上述相互关联的四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24 .7 %的高发失率
。

值得注意的是
,

国际比赛的发失 才会使拼发球有意义
。

而一味的跳发飘球
、

跳轻飘

率高于国内联赛
,

女排国际 比赛发失率.7 7%
,

国内 球
、

跳发各种形式的旋转球则不具有拼发球的意义
,

联赛发失率 10
.

1%
。

也不必要在起跳过程中来发这些缺少速度和力量的

目前 男
、

女 排 的发球 得分率分 别为 3 .4 % 和 球
。

如果要发类似的球
,

只需站立即可
,

这样
,

既增加

.3 9%
,

发球得分率并不高
,

列得分原因第 6位发失率 了发球的稳定性
,

同时又能在稳定的基础上增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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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攻击力
。

“

快速
” 、 “

大力
”

足拼发球 I L
,

的跳发球最具有威

慑力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

跳发球如果脱离了这

两个因素就失去了跳发的意义
。

而
“

落点
”

不好
,

正中

接发球方下怀
,

也难 以达到 目的
。

此外
,

需要指出的

是
,

跳发大力球应尽量在最高点击球
,

这个高点是发

球员起跳的最高点与伸臂后的最高点之和
, “

高点
”

和
“

稳定
”

又是两个们互关联的因素
,

击球点越高
,

发

球手越容易发出大力
、

快速的球
,

而且球击中防守方

的面积就越大
,

进攻 的稳定性也就越高
。

4 排球竞赛拼发球战术的运用

4
.

1 大力跳发球攻击区域的选择

大力
、

高速跳发球
,

杀伤力极大
,

但因为发球手

滞空击球
,

影响稳定性的因素很多
,

造成发球稳定性

较差
。

因此
,

一般在战术运用时
,

首先用于大区域的

定位进攻上
。

l) 对方采用W形接发球站位时
,

发球攻击的

目标区有 3个三角地带
。

这种站位队员之间的界点相

应增多
。

在队员配合不够默契时
,

在 3个三角地带相

互间会互相干扰
、

互抢或互让
,

是发球的攻击 目标
。

在对方W形接发球站位时
,

前 区和后区两角的

空隙面积较大
,

是发球的攻击 目标
。

另外
,

在对方采取 w形接站位时
,

发球攻击插上

队员所站位置和背后 的区域
,

也是攻击容易成功的

区域
。

2 ) 对方采取 M形站位时
,

由于 M形站位分散
,

相对造成场地 中
、

后 区的接球力量薄弱
,

选择对方

中
、

后场区队员之间的结合地带发球
,

是发球攻击的

较好区域
。

3 ) 对方采用
“

一
”

字形站位时
, “

一
”

字形站位

是对付勾手大力发球和平冲飘球的有效阵形
:
对方

站位
“

一
”

字形排开
,

中后 区域防守严密
。

发球攻击 目

标只能选择快速下沉的
、

过网点低
、

短线的发球
。

攻

击中前场区
。

4 ) 对方采用 4人接发球站位时
,

对方一般用插

上进攻战术
。

为缩短插上时间
,

插上队员与同列前排

队员不按发球而站在网前
,

余下4人站在半弧形接发

球
。

对于这样的站位阵形
,

发球可选择攻击场区 中部

或以攻击 5号位区死角或 以大斜线球攻击一号位死

角
。

.4 2 瞄准对方弱点的发球攻击

变换发球方式和性能
,

对对方造成一定威胁
,

但

发球本身的威力是有限的
,

要达到直接得分的目的
,

应研究如何抓住对方的弱点去进行发球攻击
,

这就

是尽量瞄准发球
。

瞄准发球攻击通常有
:

l) 发接球差的对方
,

这类对象是当然的靶子 ; 2)

以二传插上跑动的路线和位置
,

使其不能起二传手

的作用 ; 3) 发后排进攻手
,

以分散进攻手 的精力 ; 4)

发快攻手
,

使其破坏战术的配合时间 ; 5) 发刚换上场

的对手
,

刚上场的队员往往精神十分紧张
,

容易失

误 ; 6) 发二传手别扭的地方
。

看清对方站位和主攻手

位置后
,

对准二传手最难传球 的方向发球
。

这样
,

就

很可能传球失误
。

.4 3 变换发球方式和性能的发球攻击

l) 长短结合
:
采用长线球和短线球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发球攻击
,

根据对方场上具体情况变化
,

时

而发长线球落在对方后场区
,

时而发短线球攻击对

方前场区
。

使对方接发球站位布置无所适从
,

打乱对

方战术布胃和战术节奏
。

2) 轻重结合
:

在 比赛中根据对方情况时而跳

发重球
,

时而跳发飘球
,

时而发大力球或跳发球
,

扰

乱对方的判断和站位布置
,

以及垫击时的动作节奏
。

3) 旋转和飘晃结合
:

在发球 时
,

一般说来
,

在

发球前是无法 了解对方是发大力旋转球或侧旋球
,

还是发飘球的
,

这就对接发球时的判断造成困难
。

4) 远距离与近距离结合
: 远距离发飘球和近

距离发球如能在 比赛中适时地加以选择利用
,

将会

对对方造成极大的威胁
,

以此动摇对方的接发球信

心和破坏一攻战术 的组成
。

.4 4 大力跳发球进攻个人

l) 把对方接发球技术差的队员作为发球 的攻

击的目标
。

使其连连失误
,

造成场上队员的情绪波

动
,

使其被迫换人
。

2) 把对方换上场的队员作 为发球攻击的 目

标
。

刚上场的队员
,

无论从生理上
、

心理上都还未完

全进人 比赛状态
,

容易造成失误
,

加以刚换上场的队

员一般都怕上场就失误
,

因此心理压力很大
。

选择发

球攻击是较合适的
。

3) 发到插上 队员站位地方
,

造成对方二传手

插上困难及传球困难
,

达到破坏对方战术组成
。

4 ) 球发到对方接发球队员站位密集的位置
,

使接球站位站位密集处的队员抢接球或让球而造成

失误
。

5) 把球发到因技术发挥不好而情绪明显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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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队员
,

这样的队员往往思想和注意力不集中
,

随时

准备着被教练换下场
,

因而失误也比较多
。

.4 5 根据战局 比赛 的变化和场上实际情况选

择恰当的发球战术

场上战局千变万化
,

例如
,

两强相遇
。

比分相持
;

比分交替上升 ; 比分落后
: 比赛的最后关键时刻等

,

这就需要根据场上战局比分的变化 和实际情况
,

开

动脑筋
,

恰 当地选择发球方式
,

发有特点的球
,

找准

机会适时地发出攻击性球
,

达到扭转战局
,

突破对方

防线
,

破坏其进攻
,

打乱其战术布置和节奏
,

为胜利

创造条件
,

直至获胜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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