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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我国U 15男子篮球运动员的 “手感 ”与“步法 ”技术能力的发展现状，运用文献资料、数理统 

计 、测试和访谈等研究方法，对 2012〜2016年参加全国U 15男子篮球比赛运动员的专项技术成绩数据进行整理和 

解析，并依照时间顺序对各批次运动员完成各项技术的状况进行纵向动态比较，且对成因进行深人剖析 . 据此，对 

我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员在专项技术能力培养方面提出加强考核内容及标准的灵活性和注重训练内容的均衡性等 

建议，力求为我国男子篮球竞技后备人才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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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国民对于精神文化方面需求更加热切.美国篮球 

职业联赛(N BA)、中国职业篮球联赛（CBA)等篮球赛事在我国各媒体上不失时机地大幅推广，加之篮球运 

动自身所独具的观赏性、集体性和趣味性等特点[1]，使得在我国群众基础极其深厚的篮球运动更受瞩目.随 

之，我国男子篮球国家代表队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也颇受关注，男篮国家队也逐步渡过了由于姚明、王治郅 

等高水平核心队员的相继退役而带来的新老交替危机，并 在 2015年的长沙亚洲锦标赛中战胜韩国、伊朗等 

亚洲劲旅，以全胜的骄人战绩获得冠军，然而，纵观男篮近年来关键性国际赛事的表现，尤其是2016年 8 月 

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中的全败赛果，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我国男篮国家队已退出“世界劲旅”的行列[2]. 

在与诸多世界强队的比赛中，我国球员在高强度身体对抗状态下，除了在身体和心理素质方面显现出较大劣 

势之外，在专项技术方面的短板也显露无遗[3̂ 4].较高的传接球失误率、较低的投篮命中率，以及在攻防对抗 

中频繁的失位，映射出我国男子篮球竞技后备人才专项技术能力的欠缺.为了能从根本上使此问题有所改 

观，我国青少年球员进人专项技术训练初期时便应给予充分关注[5].根据我国现行训练体制，篮球运动员的 

多年训练周期划分为6 个阶段，分别为^隹备阶段（7〜8 岁）、初级基础阶段（9〜1 2岁）、全面基础阶段（13〜 

1 7岁）、早期高水平阶段（18〜1 9岁）、最高水平阶段（20〜2 5岁）和保持阶段（26〜3 0岁）[6]. “1 5岁”是我国 

篮球运动员全面基础阶段的中位年龄，也是其专项技术发展的敏感龄层[7]，因此，对该龄层运动员在专项技 

术方面予以着力培养是我国篮球竞技后备人才竞技能力得以提升的关键所在.

本研究中的相关成绩数据来自2012—2016年全国 U 1 5男子篮球比赛前的专门测试.根据各技术测试 

项目的考察目的和特性，以及在相关先行研究中反复验证得出的因子分析结果，将各专项技术归类为“手感” 

和“步法”项目[8].“手感”指“手对球体的感觉”，相关测试结果主要反映出运动员手部肌群对球体控制、支配 

的能力；“步法”则指“脚步移动的方法”，相关测试结果主要反映出运动员下肢肌肉的爆发能力及全身多个肌 

肉群的协调、灵活、柔韧及平衡能力.按照时间顺序对5 年的相关测试数据进行整理并进行纵向比较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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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该年龄段男子篮球运动员“手感”和“步法”技术的发展状况，并对其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进行探析，以期 

对我国男子篮球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发展有所裨益.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以 2012—2016年我国 U1 5男子篮球运动员的“手感”与“步法”技术为研究对象，以参加表1 中赛事的 

799名运动员为调查对象.上述各批次运动员作为我国重要的篮球竞技后备人才，其专项技术能力基本能够 

分别反映近年来我国该年龄段运动员的最高水平.

表 1 2012—2016年我国 U1 5男子篮球比赛时间、地点及参赛球队详细信息一览表

比赛时间 比赛地点 比赛名称 参赛队数 参赛人数 参赛球队

20 1 2年 5 月 

13 — 21 日
山东省烟台市

全国髙水平后备人才 

基 地 U 1 5篮球比赛
13 144

保定、秦皇岛、青岛、新疆、阜新、烟台、 

淄博、鞍山、沈阳、长春、丹东、河北、天津

20 1 3年 6 月 

2 — 8 日
吉林省延吉市 全 国 U 1 5男子篮球比赛 15 178

广东、黑龙江、辽宁、烟台、浙江、福建、阜新、 

湖南、吉林、江苏、深圳、天津、河北、首体、太原

20 1 4年 1 0月 

12 — 20 日
四川省南充市 全 国 U 1 5篮球集训赛 13 156

辽宁、湖南、河北、福建、浙江、八一、四川、 

山东、北京、江苏、天津、广东、上海

20 1 5年 5 月 

6 — 12 日
四川省阆中市

全国髙水平后备人才 

基 地 U 1 5篮球比赛
9 108

广东、南京、东莞、徐州、武汉、 

上海、莆田、荆州、郑州

20 1 6年 3 月 

16 — 22 日
四川省资阳市 全 国 U 1 5男子篮球比赛 19 213

广东、江苏、东莞、浙江、青岛、焦作、新疆、 

山东、辽宁、海南、阜新、武体、山西、吉林

1 . 2 研究方法 

1.2. 1 文献资料法

基于本文研究目的，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优秀博、硕士论文索引， 

查阅 1988—2017年有关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专项技术方面的科研论文60余篇，并查阅大量有关书籍、文件和 

报道，以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1.2.2 测试法

按照我国青少年篮球比赛规程，在各赛事的首个比赛日均依照体育总局制定的《中国青少年篮球教学训 

练大纲（2012版）》（以下简称《大纲》）对全体参赛运动员进行专项能力相关测试.笔者作为裁判员参与了 

2012—2016年我国 U 1 5男子篮球部分赛事的专项技术成绩测评工作.经比对得知，5 年的测试项目均为“七 

步后退投篮”“全场综合传接球”“六边形移动”和“全场攻防模拟”4 项内容，且评分标准相同.

技术测试成绩（以下简称“技测成绩”）主要反映运动员完成所测技术动作的速率和效率，其由裁判员测 

得运动员完成测试技术动作的时长、次数等指标后，对应《大纲》中各年龄段评分标准获取.技术评定成绩（以 

下简称“技评成绩”)反映出其完成所测专项技术动作的规范程度，其由已参加最近全国青少年篮球技术评定 

裁判员培训的裁判员按照《大纲》中所要求的五级技术评分标准及扣分要求，根据运动员完成所测技术动作 

各环节的规格分别给予相应得分与扣分相加而获取.为加强比较的直观性，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所有测试项 

成绩均以按照《大纲》评分标准转换后的百分制分数呈现.

1. 2. 3 访谈法

通过访谈部分篮球运动管理中心青少部专员、资深青少年篮球队教练员及资深青少年篮球比赛体测裁 

判长，征询其对于我国青少年男子篮球运动员“手感”与“步法”技术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围绕研究目的和内 

容，获得定性资料.

1. 2. 4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PSS23. 0 统计软件对2012—2016年我国 U 1 5男子篮球运动员专项技术的技测成绩和技评成绩 

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并加以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 ;且使用 E xcel软件将各年度的相关成绩状况 

以线状图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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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2—2016年:我围U 5出了篮球运动M篮球 

“手感”项目技评成缋变化曲线图

2012—2016年我 [戴丨1.5.出丫篮球运动W篮球 

“手感”项目技测成绩变化曲线图

2 . 1. 2  “手感”技术能力发展状况动态比较分析

为探明我国近年来U 1 5 男子篮球运动员“手感”技术相关成绩的稳定性状况，对 2012—2016年专项技 

术测试成绩的平均分、标准差和全距值进行一般比较分析.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七步后退投篮”在技测成绩方面，各年度平均成绩最高为2014年 的 59. 180分，最 

低 为 2012年 的 52. 326分.5 年各批次运动员该项平均成绩均未达到及格标准，标准差最大值为2014年的 

16. 445,最小为2012年 的 14. 718,5年最大成绩波动范围是2012年 的 8 6分 .这说明5 年 中 2014年批次运 

动员完成此项技术动作的命中率较高，但水平参差不齐状况较为严重，2012年批次运动员命中率较低且水 

平优劣分化程度较大，但水平稳定性较高.在技评成绩方面，各年度平均成绩最高为2012年 的 70. 035分，最 

低为 2016年的 63. 423分，标准差最大值为2015年的 16. 358,最小为2012年的 5. 358,5年最大成绩波动范 

围是2015年 的 91分.这说明5 年中 2012此项技术动作规范程度的平均水平和稳定度较高，但水平优劣分 

化程度较大，2016年批次运动员完成此项技术动作规范程度的平均水平较低.

“全场综合传接球”在技测成绩方面，各年度乎均成绩最高为2014年 的 90. 8 4 0分，最 低 为 2012年的 

69. 431分，标准差最大为2012年 的 22. 667,最小为 2014年 的 7. 530,5年最大成绩波动范围是2012年的 

10Q分.这说明5 年中 2014年批次运动员完成此项技术动作的速率和稳定性较高，2012年批次运动员速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我国 U 1 5男子篮球运动员“手感”技术能力发展现状及成因

2 . 1.1  “手感”技术能力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篮球运动是一项围绕“得分”与“抑制对手得分”为目标的集体项目ra. “投篮”是得分的唯一手段，“传接 

球”则是通过队友间协同配合制造出适宜得分时机的最佳途径，所以上述技术在篮球进攻技术中占有至关重 

要的地位.在篮球竞技比赛中，进攻队员为了闪避防守队员的干扰，在完成各种投篮和传球接等技术时基本 

都处于动态情况之下.在此过程中，“投”“传”准确度主要受到身体各大肌群与指、腕部小肌群协调发力水平 

所影响M .根据前期相关研究并结合对相关专家的访谈结果得知：“七步后退投篮”和“全场综合传接球”主要 

反映了运动员在行进间通过手部的“感觉”即时调控手指的屈、伸和手腕的抖、屈、扣等动作而控制、支配球的 

能力，即：“手感”技术能力.以上测试项的成绩水平对于运动员的进攻能力具有直接影响[1° n].

图 1 中的“手感”技测成绩是指各批次运动员“七步后退投篮”和“全场综合传接球”各年度技测成绩的平 

均值之和;类似的，有图 2 中的“手感”技评成绩.趋势线是根据“趋势线原理”相关公式 Y =  m! + 6(其 中 m 

代表斜率，△代表截距)计算得出并代表求得最小方差的数据点的直线，也是本组成绩数据发展趋势的图形 

表示形式[1«.从 图 1 中可以看出，5 年我国各批次U 1 5男子篮球运动员“手感”相关项目的技测成绩呈现波 

浪形上升趋势，趋势线呈现上升趋势；从图 2 中可以看出，5 年我国各批次U1 5男子篮球运动员“手感”相关 

项目的技评成绩呈现波浪形下降趋势，趋势线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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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水平参差不齐状况较为严重且水平优劣分化程度较大.在技评成绩方面，各年度平均成绩最高为2015 

年的 72. 065分，最低为2014年 的 58. 923分 ，5 年中仅 2014年平均成绩均未达到及格标准，标准差最大值 

为 2015年的 15. 272,最小为2016年的 2. 958,5年最大成绩波动范围是2015年 的 8 5分.这说明2015年批 

次运动员完成此项技术动作规范程度的平均水平较高，但水平参差不齐状况较为严重，且水平优劣分化程度 

较大，2014年批次运动员完成此项技术动作规范程度的平均水平较低.

表2 2012—2016年我国U15男子篮球运动员篮球“手感”项目成绩对比一览表

项目 年份  人数
技术测试成绩 技术评定成绩

成绩全距值 平均分 标准差 成绩全距值 平均分 标准差

2012 144 86 52. 326 14. 718 39 7 0 .034 6. 449

2013 178 63 53. 797 15. 754 56 6 5 .236 11. 861
七步后退

2014 156 69 59. 179 16.444 82 6 3 .467 13. 963
投篮

2015 108 65 54. 453 16.440 91 6 5 .425 16. 357

2016 213 71 54. 267 16. 193 31 6 3 .422 5. 357

全场综合 

传接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44

178

156

108

213

100 69. 430 

87. 247 

90. 839 

81. 981 

83. 103

22. 666 

11. 968 

7. 529

9. 782

10. 656

69. 479

6 5 .427 

58. 923 

7 2 .064 

6 8 .225

6. 462

7. 786 

12. 746 

15. 271 

2. 958

2. 1. 3 “手感”技术能力发展状况综述及成因分析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各批次U 1 5男子篮球运动员完成“手感”技术动作的速度和效率呈上升趋势，但 

技术动作的规范程度呈下降趋势，且各批次运动员的“七步后退投篮”成绩均未达到合格标准.这是由于近年 

来我国大部分U1 5组别篮球教练员在“手感”技术的训练中过于注重运动员技术动作的效果，而疏于对其技 

术动作规范性进行督导.例如：在“单手肩上投篮”技术练习中，对于“投篮手同侧手臂肘关节过于外展”“出手 

点过于靠后”和“手部贴合球面过紧”等常见错误的纠正力度不够，且由于偏重投篮技术的练习而忽略了对 

传、接球技术方面的训练，还存有教练员根据运动员身体形态，过早将其司职的位置细分化，并刻意减少主观 

上认定的“内线”运动员进行中远距离投篮练习.以上情况均会导致运动员在“手感”技术方面出现短板.

2014年批次运动员的投篮命中率及传球速率较高，投篮及传球技术动作规范程度较低，且“全场综合传 

接球”技术规范程度未达到及格标准；2012年批次运动员完成“七步后退投篮”的规范程度较高，但命中率较 

低.这是由于大多省份相关决策者过于迎合全国性运动会周期，在相应批次选材过程中侧重于目前“手感”技 

术基础水平较高的运动员，且在训练过程中过于偏重于实战能力，致使近年来运动员此项技术总体水平呈现 

严重失衡状态；而且，我国 15岁以下男性心理及智力发育水平普遍未达到成熟标准，理解力相对较弱[13]，故 

此年龄段运动员易于因未能领悟篮球比赛中的核心内容而存有“重攻轻守”的思想，导致其更加偏重于投篮 

等进攻技术训练.

根据我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12—2013赛季有关“手感”技术的测试数据，我国男子职业运动员完成 

“2 m m强度投篮”的平均出手次数为22. 7 1次 ，平均命中率达到67. 5 % ，完成包含传球、运球、行进间投篮等 

技术的“8 字上篮”的平均时间为36. 20 s[14]，以上测试项的难度均远大于U 1 5运动员所测“手感”项目，但成 

绩的合格率大幅优于U1 5运动员.这说明我国U 1 5男子运动员目前在手感方面距高水平运动员的标准相差 

较远.这是由于此年龄段运动员的肌肉生长发育速度较慢，上肢及手指、手腕处肌群力量普遍不足，因而，此 

年龄段青少年运动员在进行一定远度的投篮时常需借助于其他部位肌群进行发力才得以完成[15]，易致使技 

术动作发生变形.

2. 2 我国 U 1 5男子篮球运动员“步法”技术能力发展现状及成因

2 . 2 . 1 “步法”技术能力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及时而凶悍的防守是现代篮球竞技比赛中的重要制胜因素之一.通过各种脚步动作而改变位置，力争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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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阁3 2012—2016年我闲U15男子篮球运动员篮球 阁4 2012—2016年我_U15男子篮球运动员篮球

“步法”项目技测成绩变化 “步法”技评成绩变化

2 . 2.2  “步法”技术能力发展状况动态比较分析

为探明我国近年来U 1 5男子篮球运动员“步法”技术相关成绩的稳定性状况，采用上文中方法，对 

2012一2016年专项技术测试成绩的相关指标进行一般比较分析.

从 表 3 中可以看出，“六边形移动”在技测成绩方面，各年度平均成绩最高为2014年 的 74, 3 78分，最低 

为 2012年的 31. 542分 ，5 年中仅2012年平均成绩未达到及格标准，标准差最大值为2012年 的 22. 378,最 

小为 2016年的 9. 822,5年最大成绩波动范围是2014年 的 9 2分 .这说明5 年 中 2014年批次运动员完成此 

项技术动作的速率较高，但水平优劣分化程度较大，2012年批次运动员速率较低且水平参差不齐状况较为 

严重.在技评成绩方面，各年度平均成绩最高为2012年 的 69, 4 4 4分 ，最低为2014年 的 52. 8 4 6分，5 年中仅 

2014年平均成绩均未达到及格标准，标准差最大值为2014年 的 18. 598,最小为 2013年 的 6. 086,5年最大 

成绩波动范围是2015年的 8 8分.这说明5 年中 2012年批次运动员完成此项技术动作规范程度的平均水平 

较高，2014年批次运动员完成此项技术动作规范程度的平均水平较低且水平参差不齐状况较为严重.

“全场攻防模拟”在技测成绩方面，各年度平均成绩最高为2014年 的 77. 5 9 6分，最 低 为 2012年的 

29. 757分，5 年中仅2012年平均成绩未达到及格标准，标准差最大值为2012年的 21. 126,最小为2015年的 

12. 056,5年最大成绩波动范围是2014年 的 100分，说明 5 年中 2014年批次运动员完成此项技术动作的速 

率较高，但水平优劣分化程度较大，2012年批次运动员速率较低且水平参差不齐状况较为严重；在技评成绩 

方面，各年度平均成绩最高为2015年 的 68. 778分，最低为2014年 的 56. 500分，5 年中仅2014年平均成绩 

均未达到及格标准，标准差最大值为2015年 的 16. 189,最小为 2016年 的 3. 294,5年最大成绩波动范围是 

2014年的 9 3分，说 明 5 年 中 2015年批次运动员完成此项技术动作规范程度的平均水平较高，但水平参差 

不齐状况较为严重，2014年批次运动员完成此项技术动作的规范程度较低且水平优劣分化程度较大.

2.2.3 “步法”技术能力发展状况综述及成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各批次U 1 5男子篮球运动员完成篮球“步法”技术测试项目的总体状况与“手感”技术相同:

先建立合法的防守空间是达到防守目的的最有效路径，因此，移动技术是篮球防守技术中的核心内容，而且， 

其在进攻技术中也是不可获取的关键环节[1].熟练地掌握快速、合理的脚步动作在篮球竞技比赛中对于双方 

队员在攻防及争夺篮板球过程中能否占据主动起到主导作用脚步的灵活性和快速性主要受小腿部、踝 

部肌群的爆发力及其与身体其他肌群协调发力能力影响[17].根据前期相关研究并结合对相关专家的访谈结 

果得知：“六边形移动”和“全场攻防模拟”主要反映了运动员控制重心并组合运用变向跑、后退跑、滑步和交 

叉步等各种脚步方法的能力，即 步 法 ”技术能力.以上测试项的成绩水平对于运动员的攻防能力都具有直 

接影响[1化

图 3 中的“步法”技测成绩指“六边形移动”和“全场攻防模拟”在技测成绩与技评成绩的平均值之和；类 

似的，有图4 中的“步法”技评成绩.从图3 中可以看出，5 年我国各批次U 1 5男子篮球运动员“步法”技测成 

绩呈现波浪形上升趋势，趋势线呈现上升趋势；从图 4 中可以看出，5 年我国各批次U 1 5男子篮球运动员“步 

法”技评成绩呈现波浪形下降趋势，趋势线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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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技术动作的速率方面呈上升态势，但规范程度方面呈下降态势.原因是近年来我国多数U 1 5组别篮 

球教练员在“步法”技术训练中过于注重运动员技术动作的效果，忽略对该技术动作规范性进行督导.例如： 

在“侧滑步”技术练习中，对于“重心起伏大”“并步”和“双脚的蹬、跨动作脱节”等常见错误的纠正力度不够. 

表3 2012—2016年我国U15男子篮球运动员篮球“步法”项目成绩对比一览表

项目 年份 人数
技术测试成绩 技术评定成绩

成绩全距值 平均分 标准差 成绩全距值 平均分 标准差

2012 144 82 31. 541 22. 377 44 6 9 .444 7. 795

2013 178 91 71. 236 12. 255 68 6 7 .848 6. 085
六边形

2014 156 92 74. 378 17. 311 85 5 2 .846 18. 598
移动

2015 108 52 61. 324 9. 853 88 66. 564 16. 951

2016 213 90 72. 028 9. 821 75 6 2 .187 6. 617

2012 144 69 29. 756 21. 125 34 6 8 .097 6. 695

2013 178 92 67. 977 17. 916 86 63. 977 10. 942
全场

2014 156 100 77. 596 18. 087 93 56. 500 14. 522
攻防模拟

2015 108 63 70. 546 12. 056 87 6 8 .777 16. 188

2016 213 97 69. 643 15. 270 26 67. 699 3. 294

2014年批次运动员完成脚步相关技术动作的速率较高，但规范程度较低；2012年批次运动员技术动作 

速率较低且未达到及格标准，完成“六边形移动”的规范程度较高.原因：1)与手感项目情况相似，由于相关决 

策者过于迎合全国性运动会周期，在选材和训练中发生偏差，导致近年来运动员此项技术总体水平呈现严重 

失衡状态；2)由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青少年梯队教练员更便于了解到国际上较为先进的篮球专项技术训练 

理念，使得训练更加科学化[18]，加之各种对于青少年运动员步法更具针对性且更切合我国青少年实际情况 

的训练方法的普及，致使我国各批次U1 5运动员总体在“步法”相关项目技术动作效果方面呈现上升态势.

根据我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12—2013赛季有关“步法”技术的测试数据，我国男子职业运动员完成体 

现脚步移动灵活性的“三角全场移动”平均时间为28. 52 s，完成体现攻守转换及移动能力的“全场攻防”平均 

时间为44. 94 s[14]，以上测试项的难度均远大于U1 5运动员所测“步法”相关项目，但成绩的优秀率远高于 

U 1 5运动员.这说明我国U1 5男子运动员目前在“步法”方面距高水平运动员的标准尚有一定差距.原因：1) 

青少年仍处于青春期这一特殊的成长时期，普遍具有耐性低、意志力薄弱、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特点[19];2)“步 

法”相关项目训练内容枯燥，过程艰辛，会被青少年排斥[2°].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我国 U1 5男子篮球运动员的“手感”与“步法”技术能力总体发展态势不均衡，技术效果均呈现上升趋 

势，技术动作规范度呈下降趋势.

“手感”技术方面，投篮技术整体水平较低；2012年批次运动员的传接球速率和投篮规范度较高，但投篮 

命中率较低；2014年批次运动员的技术效果较优，但规范度较低；2015年批次运动员的传接球技术规范度较 

高，但稳定度较低；2016年批次运动员的投篮规范度较低.

“步法”技术方面，2012年批次运动员的技术规范度较高，但技术效果较差且稳定度较低；2014年批次运 

动员的技术效果较优，但技术规范度和稳定度较低;2016年批次运动员的技术规范度较高，但稳定度较低.

2012年批次运动员完成“七步后退投篮”和“六边形移动”规范度较高，但技术效果较差；2014年批次运 

动员的技术效果较优，但完成“全场综合传球”和“六边形移动”的规范度较低；2015年批次运动员完成“全场 

综合传球”的规范度较高；2016年批次运动员完成“全场攻防模拟”的规范度较高.

3.2 建议

有关部门应加强专项技术考核内容及标准的灵活性.应根据我国青少年男子篮球运动员专项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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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状况，及时修订或増设之前训练周期中较为薄弱且与实战结合更为紧密的测试内容，并及时调整评价 

标准，以提高各运动队在训练中对短板技术环节的重视程度，并且，可适当増大低龄层运动员技评成绩的分 

值比例.

青少年梯队教练员注重专项技术训练内容的均衡性.有关教练员在训练内容设置方面应重视“手感”与 

“步法”相关内容的平衡，且在训练方法组合方面注重“技术效果”与“技术动作规范度”的平衡.根据 2012— 

2016年我国各批次U 1 5运动员的专项技术的具体状况，应广泛重视各批次运动员投篮技术训练，2012年批 

次运动员需注重技术效果方面的练习，2014年批次运动员应加强动作规范性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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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ituations and Reasons of the Specific Technique Capabilities 

Related to“Handling” and “Steps” of Chinese U15 M e n’s Basketball Players

Su Peng1，2， Fu Jinmei3， Chen Bo2， Li Liudong4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 niversity, X inxiang453007,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 Kinesiology» 

Yeungnam U niversity, Gyeongsan 712749» K orea；3. Institute for Sports Science, Nanchang 330006, China；

4. facul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ith such approaches including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interview, test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
tics , we analyzed the specific technique ability testing results of all players who attended the National U15 Men?s Basketball 
Match during last 5 years. 丁he developing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handling” and “steps” specific technique ability 

were investigated, and all specific technique perspective. Moreover, an intensive study was also conducted on its current situa
tion and contributor factors. As a result, som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uch as flexible assessment and balanced training were 

proposed for developing the specific technique training of Chinese adolescent men? s basketball players? in order to improve 
training and reserve of the reserve talents in men?s basketball athletics.

Keywords ： U15 ； adolescent； men； basketball player； handling ；step； specific technique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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