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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广泛渗透

和应用，许多体育评价方法已被人们所接受，但在

运动技术的评价方面，要寻求一种最优化技评方法

并不容易。目前，许多体育工作者仍沿用传统的方

法进行运动技术评价。这种传统定性技评方法，采

用“优、良、中等、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对技术动

作不能准确地进行评判。而且，这种技评方法受评

定人主观因素影响，从而影响了评定结果的客观性

和准确性。运用数学模糊集合（Fuzzy Set）正好弥补

其不足。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江汉大学体育学院体教2003级男生50人。

2.2 研究方法

问卷法：对学院田径专业教师和外校同行专家

30人进行问卷调查，经过统计学处理，求得推铅球

各环节的权重分配，以及各环节技术细节权重分

配。

实验法：请10位专业老师对2003级男生的背

向滑步推铅球技术动作进行评判，在所获得的50组

数据中，取出其中一组作为本文举例所用数据。

模糊数学评分法：采用模糊数学理论及定量化

处理方法，对推铅球教学评分进行优化组合。

3 技评指标体系的确定
根据技术动作特征，可将背向滑步推铅球技术

分为握持球及预备姿势、滑步、最后用力、维持身体

平衡四个环节，并列出与四个环节相对应的十二个

技术细节，作为技术评定表（见表1）。表1数据用隶

属于五个等级的人数百分比来表示。

例如：对预备姿势、站位动作有40%评良，60%

评中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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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背向滑步推铅球技术评定表

技评因素

①握球

②持球

③预备姿势、站位

①蹬摆配合（移摆蹬）

②滑行收拉扣、脚形脚位

③滑步距离、速度、方向

①超越器械动作

②与滑步衔接

③用力顺序、右蹬左撑

④出手速度、角度

①左右换步动作

②维持平衡及有无犯规

部 分

1握持球预备姿势

2滑步

3最后用力

4维持身体平衡

优

0.3

0.8

0

0.1

0.2

0

0.1

0

0

0.3

0.8

0.5

良

0.7

0.2

0.4

0.3

0.6

0.4

0.4

0.3

0.2

0.7

0.2

0.5

中等

0

0

0.6

0.6

0.2

0.6

0.5

0.5

0.8

0

0

0

及格

0

0

0

0

0

0

0

0.2

0

0

0

0

不及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建立背向滑步推铅球的数学模型
本文用以下程序步骤逐级表示综合评定的数

学模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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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学模型程序示意图

表2 分类权重模型

评定因素

u1-u3

u4-u6

u7-u10

u11-u12

U1-U4

矩阵

A1

A2

A3

A4

B

权重分配模型

0.20

0.30

0.28

0.40

0.14

0.32

0.45

0.32

0.60

0.28

0.48

0.25

0.26 0.14

0.42 0.16

注：u1-u12为第一级评定因素

U1-U4为第二级评定因素

表3 背向滑步推铅球单因素评判矩阵

细节

u1

u2

u3

u4

u5

u6

u7

u8

u9

u10

u11

u12

优

0.3

0.8

0

0.1

0.2

0

0.1

0

0

0.3

0.8

0.5

环节

U1

U2

U3

U4

良

0.7

0.2

0.4

0.3

0.6

0.4

0.4

0.3

0.2

0.7

0.2

0.5

中等

0

0

0.6

0.6

0.2

0.6

0.5

0.5

0.8

0

0

0

及格

0

0

0

0

0

0

0

0.2

0

0

0

0

不及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 用表1所给的各指标和内容来确定评定因素模型

向武军：论模糊数学评分法在背向滑步推铅球技评中的应用 ·· 113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4.2 确立分类权重模型

将因素模型中的各层次（技术细节、技术环节

层次）因素在各环节及总成绩中的地位用百分比的

定量标准确立分类权重模型（见表2）。

4.3 建立与因素模型相对应的评语模型

所谓“评估模型”，是指“评语集合”，也就是根

据经验或测量的等级结果确定的V。

即：V=[V1，V2，V3，V4，V5]=[优、良、中等、及格、不

及格]。

4.4 进行单因素评判矩阵

根据等级评语，得出总人数的百分比，排出推铅球

技术单因素评定矩阵表（见表3）。现举一组实例说明。

从单因素评判矩阵表可查出相应于五级评语

人数的百分比，它是因素U1（i=1，2，3），属于某一评

语Vj=（j=1，2，3，4，5）的可能性程度rij，可用隶属度

向量rk1，rk2，rk3，rk4，rk5表示。例如从表3可查出握持

球及预备姿势U1。单因素评判矩阵R1。

同理可查出滑步U2，最后用力U3，维持身体平

衡U4等单因素评判矩阵R2，R3，R4。

4.5 进行分类决断集H

按文献定义的模糊算式

分别求出分类决断集H1，H2，H3，H4。

即H1=A1·R1=（h11，h12，h13，h14，h15）

H2=A2·R2=（h21，h22，h23，h24，h25）

H3=A3·R3=（h31，h32，h33，h34，h35）

H4=A4·R4=（h41，h42，h43，h44，h45）

4.6 用综合权重求综合决断集E

将以上分类决断集的矩阵乘以综合权重B，便

可求出推铅球的综合决断集E。

即：

若E不是归一化，则对E进行归一化处理。即

把（e1，e2，e3，e4，e5）分别除以（e1+e2+e3+e4+e5）。

4.7 最后得分M

为了突出优势等级作用，可利用各隶属度ej的

幂为权，取加权平方的方法求得最后成绩M，即

5 实例运算
按照运算的模糊算式，对某学生背向滑步推铅

球技评成绩进行综合评判，其结果如下：

5.1 求出各评判因素的分类决断集

同理求出：

H2=（0.12，0.46，0.42，0，0）；

H3=（0.07，0.358，0.508，0.064，0）；

H4=（0.62，0.38，0，0，0）。

5.2 求出综合决断集 E，并归一化处理，得：E=

（0.206，0.417，0.371，0.027，0）

5.3 最后评分

说明： 中的bj为五级评语作定量化的处

理，在实验前将评语模型定出相应的隶属度。例

如：优—90；良—80；中等—70；及格—60；不及格—

50。评分时，将其代入公式即得出最后得分。

6 对模糊数学评分法进行有效性检验
以模糊数学评分作为“效标”，根据等级差相关

法检验模糊数学评分的“有效性。”对实验对象技术

成绩作等级相关有效性检验，均达到非常显著性水

平（P＜0.01）。说明本研究所采用的模糊数学评分

（V=max…V=min）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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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bstructive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ocial Sports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ZHANG Hong-qing，XU Kuan-hua，HU Wen-long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Suzhou University，Suzhou，Jiangsu 215021）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ed questions of social sports 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social operation
theory，and explained the obstructive factors of the social sports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from the negative side，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eliminating these obstructive factors for providing some suggestions of
developing social sports，promoting social sports to eliminate the obstructive factors，realizing and maintaining the
benign operation of social sports.

Key words: Social sports；Social operation；Social sports operation；Obstructive factors；Countermeasures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Fuzzy Appreciation Method in
Back-glissade Push Shot Teaching of Track and Field

XIANG Wu-jun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Jiang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56）

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try to use fuzzy theory and the treating method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combine
optimally teaching scores of Back-glissade Push Shot skill and to give an objective technical appreciation method.
From the test of significanc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reaching standard scores and technical appreciation scores
of students in an experimental class,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uzzy appreciation method accords with the fundamental law of physical culture technical appreciation and ha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objectively appraising sport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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