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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basketball referee ability of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sketball referee work and the elements of the referee abi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training, and proposes to construct a training system covering the setting of training objectives, content 
design, mode selection,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Among them,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are clear knowledge, skill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The training covers many aspects, such as knowledge of rules and punishment skills. The training system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teachers’ basketball referee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middle school baske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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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升中学体育教师篮球裁判能力，中学体育教师篮球裁判能力为着眼点，通过介绍篮球裁判工作特点、体育教师裁判能
力构成要素，分析当前培训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构建一套涵盖培训目标设定、内容设计、方式选择、评估与反馈的培训体
系。其中培训目标明确知识、技能、实践要求；培训内容涵盖规则知识、判罚技巧等多方面。该培训体系有助于提高教师
篮球裁判能力，推动中学篮球运动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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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篮球运动在中学体育教育和校园文化中十分受欢迎，

很多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参与各类篮球活动、赛事等，而裁

判作为篮球比赛的关键角色，其能力水平直接影响比赛质

量，中学体育教师常兼任篮球裁判，但部分教师在裁判能

力上存在不足，如规则理解不透彻、判罚尺度把握不准等，

这不仅影响比赛公正性，还可能降低学生参与篮球运动的热

情。针对中学体育教师篮球裁判能力提升的研究和培训体系

尚不完善，因此本文结合实践经验，进一步深入研究并构建

科学有效的培训体系。

2 篮球裁判工作的特点与要求

篮球裁判工作特点具有鲜明的规则性、公正性与即时

性，不同的特点之下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尤其在规则性方

面，篮球规则较为复杂，涵盖得分、违例、犯规等诸多细致

条款，且国际篮联会基于赛事发展、球员技术演变，定期

更新规则，如 2024 年对进攻干扰球规则做出重大修改，这

一改变直接影响比赛得分与胜负走向，裁判教师若不及时学

习，极易做出错误判罚。公正性则是裁判工作中的核心，一

旦裁判受主场氛围、个人喜好等主观因素干扰，做出不公正

判罚，就会引发比赛争议，破坏比赛的公平竞技性，损害球

员、观众对篮球运动的热情 [1]。篮球比赛节奏快，攻防转换

瞬间完成，这也需要裁判在高速运动场景下，迅速做出准确

判罚，对其反应速度与判断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3 体育教师裁判能力的构成要素

3.1 规则知识
篮球裁判需掌握多层面规则知识。基本规则中，像走

步规定持球者在没有运球时，超出允许步数移动即为违例；

二次运球指运球结束后再次运球。特殊情况处理规则，像球

出界时不同情形的判定。裁判手势也至关重要，清晰准确的

手势能让场上人员迅速知晓判罚。这些规则知识构建起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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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基石，只有对规则烂熟于心，才能在复杂的比赛中，

依据规则做出准确判罚，引导比赛顺利进行。

3.2 判罚技巧
掌握实用判罚技巧能大幅提升裁判工作质量。在观察

比赛时，裁判需全面且有重点，关注持球球员同时留意无球

区域。判罚尺度上，要依据比赛激烈程度合理把控。处理投

篮犯规，需观察球员投篮动作全过程，判断是否存在侵犯圆

柱体等行为 [2]。面对球员申诉，保持冷静，耐心解释判罚依据，

既能化解矛盾，又能维护裁判权威，确保比赛秩序不受干扰。

3.3 体能与心理素质
篮球比赛时间长、节奏快，裁判需具备良好体能，才

能跟紧比赛节奏，保证判罚公正性与准确性。比赛中，观众

呐喊、舆论压力，以及比赛本身的重要性，都会给裁判带来

心理负担。若心理素质欠佳，压力可能干扰判罚，导致误判。

而强大的心理素质，能帮助裁判排除干扰，在高压下始终保

持专注，做出正确判罚决定。

4 体育教师篮球裁判能力培训体系构建

4.1 培训目标设定

4.1.1 知识目标
本次培训的知识目标，旨在助力教师全方位、深层次

地掌握篮球比赛规则和裁判法，并敏锐洞悉规则的最新动

态。教师需熟知诸如带球走、非法掩护、回场违例等基础规

则，以及特殊场景下的处理方法，像决胜期比赛的规则运用，

不同节次间的时间规定等。同时，深入学习裁判法，包括裁

判分工与配合、比赛流程的把控。尤其要对国际篮联定期更

新的规则变化保持关注，比如新的犯规判罚尺度、对干扰球

规则的调整等，确保在裁判工作中判罚依据准确无误。

4.1.2 技能目标
培训的技能目标应聚焦于全面提升教师判罚的专业性

与精准度。在判罚各种犯规和违例时，教师需要能识别常规

的打手、阻挡、走步等情况，面对复杂场景，如多人争抢

中的隐蔽犯规，也要能做出准确判断，达成 80% 以上的犯

规动作判准率。培训要求教师规范且清晰地运用裁判手势，

让球员、教练和观众都能第一时间理解判罚内容 [3]。此外，

还需培养教师与各方的有效沟通能力，面对球员和教练的疑

问，能够条理清晰、态度平和地解释判罚依据，确保比赛的

顺畅进行。 

4.1.3 实践目标
培训实践目标应旨在借助大量实践教学，帮助教师将

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经验，全面提升在真实比赛场景中的应

对能力。培训过程中，安排教师参与各类中学篮球赛事的裁

判工作，设定具体实践目标，让每位教师能够独立完成至少

5 场正规篮球比赛的裁判任务。在实践中，教师会遭遇球员

冲突、突发伤病、设备故障等各种突发状况，通过对这些状

况的妥善处理，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理能力，真正成长为能够

把控比赛节奏、维持赛场秩序的专业篮球裁判。

4.2 培训内容设计

4.2.1 规则知识培训
在规则知识培训板块，应按照篮球比赛规则体系，从

基础到复杂，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同时深入剖析新旧规

则间的差异，如近年来对防守三秒、进攻干扰球规则的修订，

让教师们精准把握规则的演变。培训过程中，引入大量真实

的规则争议案例，例如 NBA、CBA 某些重要比赛中，球员

在三分线外投篮时身体接触的判罚、阻挡进攻等情况引发争

议。针对这类案例，详细讲解规则的适用范围、判定标准，

以及不同情形下应采取的判罚方法，助力教师加深对规则的

理解，提升规则运用能力。

4.2.2 判罚技巧培训
在判罚技巧培训中，为帮助教师提升实际裁判能力，

应从多维度展开教学。通过讲解站位与视线移动，让教师掌

握观察比赛的有效方法，无死角捕捉场上动作。借助大量比

赛视频，分析不同强度赛事，帮助教师精准把握判罚尺度。

同时以标准示范视频为参照，规范教师裁判手势，确保传递

信息准确无误。此外，设置模拟沟通场景，训练教师与球员、

教练的沟通技巧。并组织模拟比赛，让教师在实战中综合运

用所学，反复练习判罚技巧，加深对各项技能的理解与运用。

4.2.3 体能与心理素质培训
在体能与心理素质培训中，针对篮球裁判工作特点，

为教师详细介绍实用的体能训练方法。跑步项目里，通过设

定不同距离、速度的慢跑与间歇跑，锻炼耐力与爆发力；跳

绳以单摇、双摇等多种方式，提升手脚协调性与节奏感；折

返跑模拟比赛中频繁的快速移动场景，增强敏捷性 [4]。与此

同时，借助心理讲座，剖析裁判在比赛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心

理压力来源，如观众的高期待、比赛的紧张氛围等，并运用

案例分析法，复盘因心理波动导致判罚失误的典型赛事，为

教师提供应对心理压力的策略，帮助教师学会自我调节，在

复杂比赛环境下维持良好心态，公正且专注地执裁。

4.2.4 实践教学
培训工作中还要重点关注实践教学环节，应致力于为

教师打造丰富多元的实践平台，助力他们将理论知识转化为

实战裁判能力。一方面，要积极与各类学校、体育赛事组织

方建立合作，组织教师参与不同级别和类型的篮球比赛裁判

工作。从校内班级友谊赛开始，让教师熟悉裁判工作流程，

适应比赛氛围，接着参与校际联赛，提升应对复杂比赛局面

的能力，随后再安排教师执裁地区性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

高水平赛事中锻炼业务能力。

4.3 培训方式选择

4.3.1 理论教学
在理论教学板块，可以借助课堂讲授与专题讲座这两

种方式，搭建系统且全面的篮球裁判知识学习体系。课堂讲

授时，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直观清晰的演示，让教师对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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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裁判知识形成初步认知。与此同时，积极邀请在篮球裁判

领域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资深裁判进行专题讲座。这些专家

和裁判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与独到的行业见解，不仅能详细

解读篮球规则、裁判法的要点和难点，分享裁判工作中应对

复杂场景的经验，还会引入前沿的裁判理念和方法，多维度

助力教师深化对篮球裁判知识的理解，能帮助提升教学质

量，为后续的实践工作筑牢理论根基。

4.3.2 视频教学
教学中可以多引入视频案例，精心筛选大量经典比赛

录像与专业裁判教学视频，为教师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学

习素材。教师通过观看这些视频，能清晰、直观地了解裁判

工作从开场准备、比赛执裁到终场结束的完整流程，掌握各

类判罚的规范动作与方法。同时，针对视频中呈现的裁判判

罚案例，组织教师深入分析，从常规判罚到极具争议的判罚，

引导教师思考判罚依据与合理性。

4.3.3 模拟比赛
在学校的一些对抗比赛过程中，可以利用真实比赛的

流程与规则，为教师搭建高度还原的比赛场景，让教师担任

裁判，沉浸式实践裁判工作，在高强度模拟对抗中锻炼判罚

反应速度，提升判罚的准确性与合理性。模拟比赛期间，可

以同时安排专业裁判全程跟进，观察教师的判罚动作、沟通

方式，利用他们的专业经验和技巧分析教师的判罚行为和动

作。比赛结束后，专业裁判从规则运用、判罚尺度、裁判手势、

与球员和教练的沟通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且深入的点评，

帮助教师精准发现问题，并给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助力教

师持续提升裁判水平。

4.3.4 现场实习
为切实提升教师裁判能力，学校可以开展现场实习环

节，主动与当地篮球赛事组织部门达成深度合作，拓宽实习

渠道，为教师争取丰富的实习机会。实习过程中，安排教师

担任裁判助理或副裁判，让他们身处真实比赛环境，在协助

主裁判完成计时、计分、记录犯规等工作中，熟悉裁判工作

的每一个环节，学习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5]。借助现场的实战

经历，教师不仅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还能从资深

裁判的工作方法中汲取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持续提高

自身的裁判素养。

4.4 培训评估与反馈

4.4.1 评估指标体系建立
为精准衡量培训效果，学校方面可以构建一套全面且

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从理论、技能、实践三个方面来着手

搭建。理论知识考核通过笔试，考查教师对篮球规则、裁

判法的掌握程度，占总评估的 30%，依据题目难易程度和

知识点覆盖情况制定评分标准。技能操作考核设置模拟比

赛场景，考察判罚动作、手势规范，占总评估的 30%，对

各动作环节细化评分。实践表现评估则依托教师在真实比赛

执裁中的表现，包括判罚准确性、沟通能力等，占总评估的

40%，按赛事级别、执裁质量进行评分。借助这一体系，有

助于实现对教师培训成果的量化、客观评价。

4.4.2 具体评估方式设置
为全方位、多维度评估教师培训效果，可以采用考试、

模拟比赛考核、实际比赛评估三种方式。考试环节，通过线

上或线下的理论试卷，考查教师对篮球规则、裁判法等知识

的掌握情况。出题时需涵盖各类知识点，保证试卷的全面性，

同时严格考场纪律，确保成绩真实反映教师水平。模拟比赛

考核，组织教师参与模拟赛事，从判罚准确性、手势规范、

沟通能力等多方面进行观察评分。安排专业裁判团队负责评

判，营造真实比赛氛围，让考核更具实战性。

4.4.3 确立反馈机制
为打造持续优化的培训体系，建立全面、高效的反馈

机制。在培训过程中和结束后，可以借助问卷调查、座谈会

和一对一访谈，收集教师对培训内容、方式、师资等方面的

意见与建议。问卷设计围绕培训体验和收获，设置封闭式与

开放式问题，全面了解教师想法。座谈会鼓励教师分享培训

中的感受与改进建议。一对一访谈则针对特殊问题和需求深

入交流。同时结合理论知识考核、模拟比赛考核和实际比赛

评估的结果，分析教师在知识、技能和实践环节的薄弱点。

5 结语

本文聚焦中学体育教师篮球裁判能力提升，构建了一

套较为系统的培训体系。通过明确知识、技能和实践目标，

涵盖规则知识、判罚技巧等丰富的培训内容，结合理论教学、

视频教学等多样化培训方式，以及科学的评估与反馈机制，

为教师裁判能力提升提供了全面路径。当然，在实际推行过

程中，需持续关注篮球规则的更新、教学方法的优化以及教

师个体差异，加强与各方合作，不断丰富实践资源，强化培

训师资力量，确保培训体系紧跟篮球运动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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