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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国际排球规则的演变论述 �对排球技战术的影
’

响
，
进而探计 了国际排球

规则和技战术发展的趋势
。

规则
， 可以说是对运动项目的最准确的说明

，
它明确地叙述了各相应运动项目的性质特

点
，
比赛方法与合法的技战术及其应用

。

规则的演变自然与技战术的发展以及该项运动的开

展有着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作用
。

排球运动规则当然也是如此
。

排球运动规则是根据排球

运动本身内在的发展规律
，
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外在因素 �例如

�

社会因素
，
经济因 素 等 方

面�的影响和作用而形成和发展的
，
排球规则应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结论

，
并且按科学

、

的规律而发展的
。

因此
，
我们探讨排球规则的演变与技战术的发展

，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握

排球运动的发展规律
，
指导排球的教学和训练

，
提高排球运动的技战术水平

。

一
、

国际排球运动规则的演变

排球运动 自����年在美国产生开始
，
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作为一种体育游戏

，
用来休闲

娱乐
、

消遣等活动
，
自然规则也只是由双方当时商定一些要求进行玩玩而已

。

后来排球运动

逐渐随着基督教和战争两条途径
，
传播到亚

、

欧
、

美等各大洲
，
逐渐形成了各洲地的排球活

动特点
，
规则就随各洲地存在着差异

。

一直到����年国际排球联合会成立
，
宣布国际排球规

则采用美国六人制排球规则
。

从此
，
排球运动有了世界性的领导机构和国际统一性的排球规

则
，
推动世界排球运动向着正规化

、

科学化方向发展
。

这种美国六人制排球规则
，
也就是我

们 目前采用的排球规则的雏形
。

这种规则一直沿用到����年没有大的变动
。

到����年国际排

联修改规则允许手过网拦球
，
这一修改对排球运动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

到����年国际排联又

修改规则
，
拦网触手后仍可击球三次

，
标志杆内移��厘米等引起了许多技战术上的变化

。

到

����年国际排球规则又变动了
，
决定在接第一次来球时除用手指进行上手传球以外

，
允许在

同一击球动作过程中身体不同部位连续触球
，
拦发球时

，
不允许直接拦球过网等

，
也引起了

技战术上的较大变化
。

到����年��月国际排球规则又修改为
�

每局比分最高为��分� 第五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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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每球得分制
，
各局间的休息二律为 �分钟等这是目前执行的现行规则

。

从国际排球规则

的演变中
，
我们可以看到

，
排球规则的修改正是在由无意识或不完全意识走向有意识的科学

、

发展的轨道
，
按照科学的规律而发展的

。

从而推动排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
。

二
、

国际排球规则的变动对技战术发展的影响

排球运动从产生到����年国际排联成立以前
，
排球运动还只是一种地方性的活动

，
技战

术处在原始阶段
。

自从国际排联成立以后
，
特别是有了世界性的比赛

，
加强了各国排球运动

的交往
，
推动了排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

，
促使排球运动走上了发展阶段

。

虽然工���年以前
，

国际排球规则没有大的改变
，
但由于世界性比赛交流

，
促进了欧亚技战术结合的初步形式

，

把欧洲的力量型的高举高打和亚洲的近体快球结合起来了
，
走上了排球运动高快结合的发展

道路
。
这一结合使排球比赛的攻防主要矛盾处在相对不平衡状态

。

于是����年国际排球规则

修改为允许手过网拦网
。
使网上争夺加剧

，
拦网与破拦网这一主要矛盾的竞争

，
促使排球技

战术上出现了我国首创的
� “

平拉开快球
” ， “

盖帽
”
式拦网技术

，
日本首创的

� “
短 平

快
” “

时间差 ” “
位置差 ” 和垫球技术的普遍运用

。

当时苏联男排的力量派打法对破拦网不

利
， ����年失去了多年的冠军宝座

，
被有利于破拦网的技巧派打法的捷克斯洛伐克队夺去�

����年日本男排从集体战术配合和个人自我掩护打法上开创了一条有发展潜力的破 拦 网 新

路
，
也夺得了冠军

。

自此
，
各国都在高度

、

全面的基础上
，
走快速多变的战术发展道路

。

女

排也在进攻技战术上向男队方向发展
，
普遍采用快速多变的打法

，
技术水平也得到迅速的提

高
。

于是到����年国际排球规则又修改为拦网触手后仍可击球三次
，
标志杆内移��厘米

。

规

则的这一修改
、

为接扣球组织反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尤其女排攻防相对较男排平衡

，
防起

能攻率高
，
对发展快速反击极为有利

，
因而出现了发展 决速反击的趋势

。
同时又刺激了拦发

球技术的发展
，
男队中首先推广运用

，
女队也相继采用

。

由于拦发球队员的增加
，
又削弱了

对方发球的威力
，
接发球的队员也相对减少

，
男队甚至出现了两个人接发球的阵形

，
规则改

变有利于拦网
，
不仅提高了拦网的积极性

，
加强了拦网的作用

，
而且反过来又促进了各种破

拦网的进攻技战术上的打法
，
参加快攻的人数增多

，
快攻点增多

，
战术配合灵活多变

， “
位置

差 ” “
空间差

” “
时间差 ”

打法进一步发展
，
出现了

“
前飞 ” “

背飞 ” “
拉三

” “
拉四 ” 等

新的自我战术
，
后排进攻普遍采用

。

这又使攻防矛盾处在相当的不平衡中
，
促使����年国际

排球规则又修改为
，
决定在第一次击球时

，
除用手指进行上手传球以外

，
允许在同一击球动

作过程中身体不同部位连续触球， 不能直接拦发球过网等
。

这在当时扣球速度和强度上有所

增加的情况下
，
创造了更有利于防守的条件

，
提高了防守成功率

，
促进了后排立体进攻打法

的进一步发展
，
使后排进攻的线路多

、

点多
，
并与前排快速多变的进攻战术相配合

，
形成了

全方位
、

多路线
、

多变化的立体打法
。

同时也促进了发球技术的提高
，
使上手平冲飘球

。

跳

发球广泛运用
，
提高了发球的攻击性

。

由于当今社会更讲究时间
、

经济
、

效益等因素
，
而排

球比赛的时间又难以控制
，
一场比赛最短需��分钟

，
最长的需 �小时��分钟

，
对排球比赛的

电视转播计划
、

比赛场次等难以安排
，
因而

， ����年��月国际排球规则又修改为
，
每局最高

分为��分第五局每球得分制
，
每局间休息 �分钟等

。

这一规则修改
，
对排球技战术的全面性

，

熟练性
，
准确性

，
攻击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
打法上发展了快速多变的进攻形式

，
体现在排球

比赛的各个方面的快速多变多 如
，
发球的速度快

，
找人找点发球多变� 二传球的速度加快，



远近高低
，
快慢灵活多变， 拦网根据对方进攻路线灵活采用密集型

、

分散型
、、

重叠型
，
以强

拦对强攻或弱拦避强攻， 进攻采用集中和拉开相结合
，
集体战术和个人快变相结合

，
前排进

攻和后排进玫相结合
，
强攻和快攻相结合

，
定点进攻和跑动进攻相结合

，
主付攻互相掩护跑

动相结合
，
集体战术与个人突破相结合

，
扣球的力量与技巧相结合等

，
防守的边跟内撤与摆

动式防守相结合等等
。

使比赛更激烈
，
双方咬得紧

，
力争每球每分

，
抓紧时间制胜对方

，
提

高了比赛的精彩性
，
发展了排球运动

。

三
、

排球规则修改和技战术的发展趋势

排球运动是一项高度激烈对抗性的球类运动
，
都是在攻与防的转换对抗中进行的

，
攻防

伪对抗矛盾决定了排球运动由攻与防的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循环转化过程中发展的
。

排球规则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
推动排球运动向着科学化发展

。

因踢 预

恻排球规则和技战术的发展趋势
，
对掌握排球运动的发展方向

，
指导教学训练很有意义

�

国际排联对推动世界排球运动的发展所考虑的问题中就有
�
如何使攻防保持相 对 的 平

衡， 以提高比赛的精彩程度� 控制比赛时间， 减少裁判主观判断的因素等等
。

因此 可 以 预
一

侧
，
今后国际排球规则的发展趋向

，
仍将对防守一方有利

，
控制比赛时间

。

例如
，
放宽对防

一

扣球的犯规
，
限制进攻的条款增多

，
采用新的记胜分方法等等

。

排球运动的技战术发展趋势
。

可以说排球比赛技战术是在立体方面发展
，
在三维空间中组

成各种不同的战术变化
。

立体战术的变化无非是各不同空间和时间的组合
，
因此有效的组合的

基本因素可以说就是高度
、

速度和强度
。

高度越高在三维空间中其攻击点就越多， 具有越快

的速度能力则其可变的范围也就越大
。
当然在多点多变的条件下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强度才更

有效
。

当前世界强队的发展正是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
特别是一些新崛起的球队

，
表现在高与

强上更为突出
。

过去可以说排球技战术有强攻与快速多变的两种基本类型
，
而现在则发展为

在强攻与快速多变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以强攻为主辅以快速多变
，
和以快速多变为主辅以强

攻两种类型
。

不论是哪一种类型
，
在各自的重点上都有较大的发展

。

但当前较明显的变化是

在空间与强度上的发展
。

更突出的是可以看到后排进攻技术的提高以
�

及可预测到后排进攻战

术发展的趋势
。

在这个发展趋势下
，
必须相应地改变我们对基木技术的理论概念

，
发展新的

技术及训练方法
。

在排球运动发展的道路上要求
“
突破

” �创 出新概念
、

新技术和新方法�

这是摆在我们排球丁作兴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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