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在篮球比赛中，场上队员持球的时间是有限的，

大部分时间是处于无球的状态中。因而，无球队员

的跑位和站位是影响比赛质量及结果的关键。在业

余代表队的训练比赛中，无球队员移动的问题暴露

的更加明显。由于无球队员的盲目移动和无效移

动，以至于无法创造出好的进攻机会，影响整体的发

挥。但是这些问题往往由于基层教练水平及代表队

特点的制约，得不到较好的解决。本文试图从篮球

进攻中无球队员移动的有关规律和业余代表队的特

点中来寻求良好的解决办法，以期为业余篮球的训

练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 现状及分析

业余球队是指边工作、边学习和边训练的球

队。一般分为：教练、队员及训练时间相对稳定的球

队，保持活动型的球队和临时组建的球队等三类

型。相对稳定型的球队由于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领

导也比较重视，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还可以参加

高层次的比赛活动，运动水平相对较高；保持活动

型的球队由于工作、学习及环境的限制，训练次数

较少，甚至还不稳定，全队的竞技水平与前者有较

大的差距；临时组建的球队由于平时无队，一旦有

比赛任务球队才临时组建来，人员的素质参差不

齐，竞技水平较低。而无论在何级别的球队中，随着

比赛激烈程度的加强，进攻中队员的主动配合意识

必须加强以适应比赛的要求。因为合理的跑位才是

获得进攻机会的有效保证，同有球技术一样它的作

用越来越大。然而，在基层的代表队中，比赛场上因

无球队员移动目的不明确，造成战术配合不协调，

甚至常常出现失误的现象，不断错失进攻机会，直

接影响比赛质量。影响进攻队员跑位实效性的原因

通常有以下几点：

!" ! 队员的能力参差不齐，对技战术的理解水平差

异较大，缺少充足的训练时间

!" # 固定套路缺变化，训练实效性差

基层代表队在训练时，往往喜欢使用一些固定

配合。虽然练习中也规定了无球队员的移动路线，但

其固定的模式又使无球队员的移动缺乏主观能动

性，因而在实战中受阻就很难适应具体的情况。在比

赛中我们常听到：“为什么我们打不出平时的配合

呢？”的哀叹，就体现了队员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

!" $ 队员的意识未真正领会到进攻队员无球跑位的

重要性

在比赛中常出现站着等球多、盲目移动多、缺少

配合造成的失误多的怪现象。

!" % 教练缺少钻研业务的精神

基层教练吃老本的多，往往就运用老三样训

练。原来的教练教什么就照班，缺乏变化，无针对性，

从而不能适应比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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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练、队员在思想上要对进攻中无球队员

移动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要有根据场上的局

势来主动观察、主动思考和迅速决策的能力，只有这

样才能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另外，在具体的工

作中，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训

练。提高基层队伍进攻中无球队员的跑位能力应坚

持以下原则：

$% ! 明确职责和要求

进攻中的无球队员既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及要求，

又不能僵化职责。应主动担负战术配合所分配的任

务，这样才能够主动的根据战术的需要采取行动，从

而就避免因分工不清导致的无效移动。例如：在比赛

中，应根据局势的变化明确自己是拉开防守让同伴进

攻，还是适时切入接应传球进攻；应根据同伴的能力

明确自己是否去掩护配合，还是拉开让其单打；应根

据同伴的跑位来决定自己是接应传球，还是穿插跑位

等等。只有根据具体的情况随时调整自己的具体职

责，才能将无球的移动创造出的潜在进攻机会有效的

利用起来，从而才有将集体力量发挥到最大的可能。

否则就会造成诸多无效的跑动，以至进攻失败。

$% $ 良好的位置感

阵地进攻中应随时占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即三分线外的弧顶、两个 &’ 度角，它们是组织

进攻的重要位置和攻防转换的重要枢纽。在比赛中

无论如何跑位，队员均应占领它，这样就能很好的转

移球，随时根据场上的形势来决定进攻的方向，以及

在攻防转换时调整防守层次。在与防守方抢占位置

时应随时调整自己与同伴、球篮及对手的关系，为自

己或同伴创造一个有利的进攻机会。在各种基础的

进攻配合技术中掩护配合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动作

要领为一“挡”、二“转身背人”、三“看”、四“切入”。

在基层的训练中应强调 “看”的重要性，在那一瞬间

需要对切入的时机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决策出自

己的位置，完成一次进攻配合。

$% ( 正确的观察与判断

观察与判断是无球队员移动的依据，只有通过

正确的观察才能判断出场上的情况，分析出他人的

行动意图，从而才能决策出自己的移动。例如：当发

现进攻需要掩护和策应才能创造出机会时就应正确

移动去配合，从而产生进攻机会。

$% & 明确的目的性

避免移动的盲目性的关键就是决策人的有目的

性。因而，进攻中无球队员的每一次移动都根据战术的

需要来选择，进而获得进攻主动权。一般进攻中的无球

队员的目的有这几种：调整自己与同伴、防守队员及球

篮的关系，寻求一个适宜的进攻位置；通过个人行动或

与同伴配合来创造进攻机会；牵制对手，破坏对方的防

守配合；主动争抢篮板球，创造二次进攻机会；掌握进

攻结束时机，随时做好攻转守的准备，使攻守保持平

衡。而要做到这些，关键要让队员清楚本队的战术结构

和每个队员在配合中的任务及要求，这样行动起来才

有目的，从而避免盲目移动干扰全队的行动。

$% ’ 鲜明的针对性和持续性

篮球比赛中攻守双方实际上就是在进行着限制

与反限制的争夺。因此进攻中的无球队员只有突破

防守的限制才能获得有力的进攻。因而需随时针对

防守变化来决策自己的移动，提高防守的攻击性，不

断地向对方施压，这样才会获得更多更有力的进

攻。另外，持续的进攻才是打破防守的有效手段。要

做到这点，就需要我们打破各种进攻基础的战术配

合的界限，连续不断地组织和进行战术配合，保持进

攻的连续性。如：传切配合不成，紧接策应配合，策应

队员未能接到球，立即上步为同伴作后掩护，把各种

配合有机的结合起来，做到“人动、球动、人球皆动”、

“传切、策应、掩护综合运用”，迫使对手无喘息的机

会，穷于应付，产生漏洞。

$% # 准确的时间性

进攻中无球队员的移动作为全队战术配合的一

个组成部分，要求其在时间上能同全队的战术配合

紧密协调，从而达到配合默契的目的。这就要求进攻

中无球队员要注意同时间的几个关系：节奏要富有

变化，即观察、寻找机会、迷惑对手时慢，发现机会摆

脱对手时快。只要领先半拍，效果就会有质的变化；

时间要精确，谁先动、谁后动，应根据同伴、对手以及

球的位置来判断，要做到“球到人到”恰到好处，这些

移动时间不允许一点误差，否则就会丧失机会。

( 结束语

在业余代表队的比赛训练中，我们只有善于发现

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才能提高运动队的水

平。特别是在保持活动型和临时组队型的球队中，由于

在短时间内要提高队员的技术几乎不太现实，而它们

的整体配合和个人意识的提高才是工作的重点。因此

我们挖掘进攻中无球队员的潜能，提高其移动的实效

性，对于提高整体的进攻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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