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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比较中国 3伊3 女子篮球队与国际强队在 2020 东京奥运会中的技术表

现袁寻找与世界强队在比赛技术方面的不足和差距袁以期为中国 3伊3 女子篮球新一轮

备战周期提供借鉴和参考遥 方法院以中国尧美国尧俄罗斯和法国 3伊3 女子篮球奥运会比

赛为研究对象遥 比较分析中国队与奥运会四强之间的技术表现数据遥 结果院与法国队

相比袁中国队罚球命中率更高袁但 1 分球命中率低于美国队袁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差

异渊P＜0.05冤遥 在总得分和 2 分球方面袁中国队与其他强队之间没有明显差异渊P＞0.05冤遥
在胜利场次中袁中国队在罚球命中个数上明显优于法国队渊P＜ 0.05冤袁但在失败场次

中两队之间的差异不明显渊P＞0.05冤遥 结论院中国 3伊3 女子篮球队内外线进攻较为均

衡袁3伊3 女子篮球队发展趋势是加强对抗袁提高内外线进攻成功率遥 为保持竞争力袁中
国 3伊3 女子篮球队需进一步提高内线进攻和失误控制能力遥
关键词院 东京奥运会曰3伊3 女子篮球曰技术表现

中图分类号院G808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6-1207渊2023冤03-0085-06
DOI院10.12064/ssr.2022062301

CAO Guohuan, WANG Zhe*

(Shanghai Research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 Shanghai Anti-Doping Agency, Shanghai 200030,

China)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technical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3伊3 women's basketball

team with international powerhouses at the Tokyo Olympics, and to identify the gaps and deficiencies in

technical aspects compared to the world's top team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new preparation

cycle of the Chinese 3伊3women's basketball team.Methods: This paper takes the Olympic Games of 3伊3
women's basketball team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Fra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technical performance data of the Chinese team and the other top

four of the Olympic Gam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French team, the Chinese team had a higher free

throw percentage, but a lower percentage of 1-point field goals than the American team,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und in statistic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otal scores and

2-point field goals between the Chinese team and other powerhouses. In winning games, the Chinese

team had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ver the French team in free throw hits (P<0.05),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P>0.05) in losing games. Conclusion: The Chinese 3伊3 women's basketball team has a

relatively balanced inside and outside attack.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men's 3伊3 basketball is to

strengthen confrontation and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inside and outside attacks. To maintain compet-

itiveness, the Chinese 3伊3 women's basketball team need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bility of inside attack

and error control.

Tokyo Olympic Games; Chinese 3伊3 women's basketball team; technic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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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渊3冤 美国渊1冤 俄罗斯渊2冤 法国渊4冤
总得分 / 分 17.6依4.1 19.1依1.9 18.3依2.3 16.4依3.8
1 分命中 / 次 9.8依2.6* 12.6依3.1 9.1依2.9 9.3依2.1
1 分投篮 / 次 17.5依4.0 20.2依4.7 16.9依3.5 18.6依2.8
1 分命中率 /% 56.6依13.8 62.7依11.7 54.3依13.1 49.8依7.6
2 分命中 / 次 2.5[1.0,4.3] 2.0[2.0,2.0] 4.0[3.0,5.0] 4.0[3.0,5.0]

2 分投篮 / 次 9.4依4.0 10.9依4.5 10.7依2.8 9.4依3.5
2 分命中率 /% 27.5[14.3,38.9] 22.2[0.0,39.7] 40.0[26.1,53.5] 28.6[19.6,37.3]

罚球命中 / 次 2.5[1.0,3.0]△ 2.0[1.5,4.5] 1.0[0.0,2.0] 1.0[0.0,1.3]

罚球次数 / 次 3.0[1.0,4.3] 3.0[2.0,6.5] 1.0[1.0,4.0] 1.0[0.8,2.3]

罚球命中率 /% 87.5[60.0,100.0] 72.7[58.6,100.0] 33.3[0.0,100.0] 58.3[0.0,100.0]

助攻 / 次 3.0[2.0,4.0] 4.0[1.0,5.5] 4.0[2.5,6.0] 2.0[0.8,4.3]

突破 / 次 2.5[2.0,3.0] 3.0[3.0,5.0] 1.0[0.5,2.5] 2.00[1.8,5.3]

篮板球 / 次 17.1依4.3 17.1依3.5 16.8依3.1 16.1依3.0
失误 / 次 6.0[4.5,6.8] 4.0[2.0,7.0] 4.0[3.0,5.5] 4.0[2.5,6.0]

针对高水平 3伊3 篮球项目的研究显示袁相较于

五人篮球袁3伊3 篮球平均单次进攻时间只有 6.17 s袁
这提示 3伊3 篮球对运动员体能的要求更高 [1-2]遥 虽

然中国 3伊3 女子篮球队获得了中国篮球史上第一

个世界冠军袁 又在 2020 东京奥运会上再一次登上

领奖台袁但是当前研究发现袁中国与国际高水平运

动队在体能和对抗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3]遥 缩小中

国女子 3 伊3 篮球运动员与世界强国的差距 袁解

决在比赛中出现的体能不足问题袁 寻找更为行之

有效的科学方法与手段袁提高运动员训练水平袁提
升竞技能力袁是当前较为迫切的任务遥 就目前而

言袁2020 东京奥运会进入决赛阶段的球队袁其技术

统计数据能够反映当前 3伊3 篮球的最高水平和

特点遥
因此袁本研究以中国尧美国尧俄罗斯和法国 3伊3

女子篮球队在奥运会中的比赛为研究对象袁 通过对

比分析袁 探讨中国 3伊3 女子篮球队与国际优秀队伍

在最高水平大赛上的技术统计数据袁 寻找国际强队

的发展趋势袁 并加以研究袁 旨在为中国 3伊3 女子篮

球项目新一轮备战周期提供借鉴和参考遥

2020 东京奥运会 3伊3 女子篮球四强袁 即中国

队尧美国队尧俄罗斯队和法国队袁基本信息见表 1遥

表 1 2020东京奥运会 3伊3 女子篮球四强基本信息

渊X依SD冤

比赛数据根据胜负场次尧 内外线以及中国队与

其他四强交手情况进行分类汇总袁数据均来自 FIBA

官网渊https://www.fiba.basketball/冤遥

采用 SPSS26.0 进行统计学分析袁所有数据进行正

态分布检验袁满足正态性检验的数据采用平均值依标准

差表示袁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曰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

据采用中位数和上下四分位数间距进行统计描述袁并
进行 Mann-Whitney U 检验袁显著性水平为 0.05遥

将 2020 东京奥运会 3伊3 女子篮球中国队 渊季军冤
与美国队渊冠军冤尧俄罗斯队渊亚军冤和法国队渊第四名冤
的所有场次比赛的场均技术统计进行比较袁结果见表2遥

表 2 场均技术统计数据对比

注院* 表示和美国相比有显著性差异袁P＜ 0.05曰△表示和法国比有显著性差异袁P＜ 0.05遥

国家 年龄 / 岁 身高 /cm

中国渊n=4冤 23.0依4.9 185.8依7.8依
美国渊n=4冤 26.5依2.1 185.3依6.5依

俄罗斯渊n=4冤 25.8依3.5 183.3依6.6依
法国渊n=4冤 27.8依2.9 182.0依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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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队和其他 3 个队所有技术统计比较中袁中国队

的 1 分球投篮命中次数要显著低于美国队渊P＜0.05冤袁
罚球命中次数则要明显好于法国队渊P＜ 0.05冤袁其余

比较中国队与其他 3 个球队之间均无明显差异

渊P＜ 0.05冤袁说明四强在场均技术统计上差距不明显遥

将 2020 东京奥运会 3伊3 女子篮球中国队所有

胜场和负场比赛的技术统计分别与其他四强的胜尧

负场技术统计进行比较袁结果见表 3遥 在所有胜场技

术统计比较中袁 中国队在 1 分命中次数尧1 分命中

率尧 罚球次数尧 罚球命中次数上要明显差于美国队

渊P＜0.05冤袁而助攻和篮板球要好于美国队渊P＜0.05冤袁
罚球次数则要明显高于俄罗斯队和法国队渊P＜0.05冤遥
在负场技术统计比较中袁 中国队 1 分命中率和罚球

次数显著低于美国队渊P＜ 0.05冤遥 以上结果说明中国

队在胜尧负场的表现与美国队存在明显差距袁胜场尤

为明显袁与其他两队差距不大遥
表 3 胜场和负场数据对比渊X依SD冤

注院* 表示和美国相比有显著性差异袁P＜ 0.05曰# 表示与俄罗斯相比有显著性差异袁P＜ 0.05曰△表示和法国比有显著性差

异袁P＜ 0.05遥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法国

胜 负 胜 负 胜 负 胜 负

总得分 / 分 19.1依2.3 14.0依5.0 19.3依2.0 18.0依0.0 20.0依1.7 15.0依1.0 19.2依2.8 13.6依2.3
1 分命中 / 次 10.3依2.0* 8.7依4.0 12.0依2.8 17.0依0.0 9.7依3.1 8.0依2.7 9.8依2.5 8.8依1.8
1 分投篮 / 次 18.3依4.2 15.7依3.2 19.5依4.5 26.0依0.0 16.5依4.3 17.7依1.2 18.4依3.8 18.8依1.9
1 分命中率 /% 58.3依13.5* 53.0依17.4* 62.5依12.5 65.0依0.0 58.7依10.0 45.7依16.8 53.2依8.4 46.4依5.4
2 分命中 / 次 2.9依1.7 2.3依1.5 1.9依1.9 0.0依0.0 4.3依1.2 3.3依1.2 4.0依1.4 2.2依0.5
2 分投篮 / 次 8.9依4.6 10.7依2.3 7.1依3.1 5.0依0.0 12.5依2.9 7.7依6.1 10.8依0.8 10.6± 4.1

2 分命中率 /% 35.3依22.5 21.0依10.6 31.0依32.3 0.0依0.0 37.0依15.8 41.7依14.0 36.8依12.6 23.0依7.7
罚球命中 / 次 3.1依1.4*#△ 0.7依0.6 3.5依2.2 1.0依0.0 1.7依2.0 0.3依0.6 1.4依0.6 0.4依0.6
罚球次数 / 次 4.3依2.7* 1.0依0.0* 4.8依3.2 2.0依0.0 2.5依2.0 1.3依1.5 2.4依1.7 0.6依0.6
罚球命中率 /% 80.3依19.2 66.7依57.7 80.0依18.4 50.0依0.0 60.0依49.0 11.0依19.1 71.4依27.8 40.0依54.8

助攻 / 次 3.3依1.8* 3.3依0.6 3.1依2.4 6.0依0.0 4.8依2.3 3.0依2.0 2.0依1.6 6.4依3.1
突破 / 次 2.7依1.7 2.0依1.7 3.8依1.6 5.0依0.0 1.7依1.6 1.3依0.6 3.6依2.7 2.6依1.5

篮板球 / 次 19.4依2.2* 11.7依2.5 17.6依3.3 13.0依0.0 17.2依2.5 16.0依4.6 17.8依3.3 14.4依1.3
失误 / 次 5.9依1.8 6.0依4.6 4.5依2.7 4.0依0.0 4.0依1.3 6.0依3.5 3.6依3.1 4.6依1.3

四强队伍内线对比结果袁P值均大于 0.05袁证明

中国队内线与四强队伍内线在技术统计方面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渊表 4冤遥中国队外线 2 分命中尧2 分投篮尧

2 分命中率罚球命中显著高于美国队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遥 总得分和 2 分球等数据检验结果分析 P值

均大于 0.05袁 证明中国队与四强队伍在其他技术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表 4 内外线技术数据对比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法国

内线 外线 内线 外线 内线 外线 内线 外线

总得分 / 分 2.0[4.0,4.8] 2.3[5.0,7.0] 5.0[6.0,7.0] 2.0[4.0,6.0] 2.0[5.0,6.0] 3.0[4.0,7.0] 1.8[3.5,6.0] 3.0[3.5,5.0]

1 分命中 / 次 2.0[3.0,4.0] 0.3[2.0,3.0] 3.0[5.0,6.0] 2.0[2.0,4.0] 1.5[2.0,5.0] 1.0[2.0,3.0] 1.0[3.0,4.3] 1.0[2.0,3.0]

1 分投篮 / 次 4.0[5.5,7.0] 1.0[3.5,5.0] 5.0[6.0,8.5] 3.0[4.0,6.0] 3.0[4.0,8.5] 2.0[4.0,6.0] 4.0[5.0,6.5] 3.0[4.0,6.0]

1 分命中率 /% 0.4[0.6,0.7] 0.1[0.5,0.8] 0.6[0.6,0.8] 0.4[0.6,0.8] 0.4[0.5,0.7] 0.3[0.5,0.8] 0.3[0.5,0.8] 0.3[0.5,0.6]

2 分命中 / 次 0.0[0.0,0.0] 1.0[1.0,2.0]* 0.0[0.0,0.0] 0.0[0.0,1.0] 0.0[0.0,1.0] 0.0[1.0,2.0] 0.0[0.0,1.0] 0.0[1.0,1.0]

2 分投篮 / 次 0.0[0.5,1.0] 2.0[3.0,6.0]* 0.0[0.0,0.0] 0.0[1.0,5.0] 0.5[1.0,2.0] 2.0[4.0,4.0] 1.0[1.0,2.0] 2.0[3.0,4.0]

2 分命中率 /% 0.0[0.0,0.0] 0.1[0.3,0.7]* 0.0[0.0,0.0] 0.0[0.0,0.2] 0.0[0.0,0.3] 0.0[0.3,0.5] 0.0[0.0,0.5] 0.0[0.2,0.4]

罚球命中 / 次 0.0[0.0,1.0] 0.0[0.0,1.0] 0.0[0.0,2.0] 0.0[0.0,1.0] 0.0[0.0,1.0] 0.0[0.0,0.0] 0.0[0.0,0.3]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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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 表示和美国相比有显著性差异遥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法国

内线 外线 内线 外线 内线 外线 内线 外线

罚球次数 / 次 0.0[1.0,1.0] 0.0[0.0,1.8] 0.0[1.0,2.0] 0.0[1.0,2.0] 0.0[1.0,2.5] 0.0[0.0,0.0] 0.0[0.0,0.3] 0.0[0.0,1.0]

罚球命中率 /% 0.0[0.0,1.0] 0.0[0.0,0.6] 0.0[0.0,0.8] 0.0[0.0,1.0] 0.0[0.0,0.3] 0.0[0.0,0.0] 0.0[0.0,0.1] 0.0[0.0,0.0]

助攻 / 次 0.0[0.0,1.0] 0.3[1.0,2.0] 0.0[0.0,2.0] 0.0[0.0,2.0] 0.0[1.0,1.0] 0.0[1.0,2.0] 0.0[0.0,0.0] 0.0[1.0,1.0]

突破 / 次 0.0[0.0,0.8] 0.0[1.0,1.8] 0.0[0.0,0.0] 0.0[1.0,2.0] 0.0[0.0,0.0] 0.0[0.0,1.0] 0.0[0.0,0.0] 0.0[1.0,1.3]

篮板球 / 次 4.0[4.0,5.8] 1.3[3.0,4.0] 2.5[6.0,7.5] 2.0[2.0,4.0] 4.0[5.0,6.5] 2.0[3.0,4.0] 3.0[4.5,7.5] 1.0[2.5,4.0]

失误 / 次 1.0[1.0,1.0] 0.0[1.0,1.8] 0.5[1.0,2.5] 0.0[1.0,1.0] 0.0[2.0,3.0] 0.0[1.0,1.0] 0.0[1.0,1.3] 0.0[1.0,1.0]

由表 5 可知袁 中国队与其他四强的比赛结果为

2 胜 3 负袁其中 2 次负于俄罗斯遥与其他四强比赛时袁

中国队 2 场胜利袁均没有达到 21 分立即结束比赛的

场次袁在与美国队尧俄罗斯队比赛时袁分别有 1 次未

打满 3伊3 篮球规则规定的比赛持续时间 10 min遥

续表 4

表 5 单场比赛数据结果

中国 vs 美国 中国 vs 法国渊1冤 中国 vs 法国渊2冤 中国 vs 俄罗斯渊1冤 中国 vs 俄罗斯渊2冤
中国渊负冤 美国 中国渊胜冤 法国 中国渊胜冤 法国 中国渊负冤 俄罗斯 中国渊负冤 俄罗斯

总得分 / 分 19 21 20 13 16 14 9 19 14 21

1 分命中 / 次 11 14 11 9 7 9 4 8 11 10

1 分投篮 / 次 17 26 22 20 18 19 12 17 18 16

1 分命中率 /% 65 54 50 45 39 47 33 47 61 62

2 分命中 / 次 4 2 3 2 3 2 2 5 1 4

2 分投篮 / 次 12 2 4 11 11 7 12 13 8 10

2 分命中率 /% 33 100 75 18 27 29 17 38 12 40

罚球命中 / 次 0 3 3 0 3 1 1 1 1 3

罚球次数 / 次 1 3 4 1 3 1 1 1 1 5

罚球命中率 /% 0 100 75 0 100 100 100 100 100 60

助攻 / 次 3 4 2 2 2 0 3 3 4 4

突破 / 次 3 3 5 3 2 5 0 2 3 3

篮板球 / 次 9 18 17 16 17 13 14 18 12 14

失误 / 次 2 7 5 4 6 6 11 4 5 5

研究指出袁与 3伊3 篮球比赛相关的技战术数据是

区分高水平比赛输赢球队的表现指标 [4-6]袁统计数据

的高阶分析也可以更好地了解 3伊3 篮球的表现 [7]遥
与美国队相比袁中国队场均 1 分球命中显著较少袁场
均得分尧突破尧助攻数更少袁失误次数更多袁说明与美

国队相比袁中国队整体配合和个人能力均有待加强遥
中国队外线在进攻命中率方面具有优势袁 而美国队

内线进攻更高效遥中国队和美国队场均篮板均较多袁
但中国队对内线机会的把握要低于美国队袁 可能的

原因是中国队平均年龄较低袁比赛经验欠缺袁需要提

高保护球的意识和配合的熟练程度遥在胜场比赛中袁
美国队对俄罗斯尧 法国队在罚球命中数上存在显著

优势袁但 2 分球命中次数显著少于其他四强袁可以发

现袁 中国队与美国队较为一致的成功因素在于罚球

命中数遥

中国队与美国队仅在小组赛交手一场袁中国 19颐21
负袁最大劣势为篮板球袁中国队少了 9 个篮板球遥 造

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袁面对美国队袁中国队在身

高上的优势较弱袁 没能得到更多进攻篮板和二次进

攻机会袁而整体对抗尧拼抢篮板球能力又有所不足遥
虽然 2 分球命中次数和命中率低于美国队袁 但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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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队多数主要技术指标显著高于其他四强袁 并不能

动摇美国队在全方面的优势遥

无论是场均数据尧 胜负场次数据还是内外线数

据袁中国队与俄罗斯队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袁但是中国

队场均尧2 分球得分方面袁以及助攻尧失误均处于下

风袁而 1 分球和罚球得分方面袁以及突破次数和篮板

球较俄罗斯队多遥 说明中国和俄罗斯队各有进攻侧

重和优势袁 而俄罗斯队在负场比赛中 2 分球投篮命

中率比胜场更高袁说明无论胜负袁2 分投篮效率高是

俄罗斯队的明显优势和获胜之处遥

中国队与俄罗斯队交手 2 场袁且 2 场皆负遥第一

场为小组赛袁中国队仅得 9 分袁1 分球命中率尧2 分球

命中率尧1 分球命中个数尧2 分球命中个数均远不如

对手袁并且在对手的紧逼防守下袁出现 11 次失误袁同
时篮板球也少 4 个曰 第二场是半决赛袁 中国队得到

14 分袁在 1 分球上袁两队命中率相当袁中国队命中个

数多 1 个袁 在 2 分球方面袁 中国队命中率远低于对

手袁命中个数少 3 次袁篮板球输 2 个遥两场皆负袁一方

面可能是俄罗斯队在年龄方面较中国队具有一定优

势袁比赛经验比中国队丰富曰另一方面袁俄罗斯队失

误数少于对手袁队伍配合默契程度高袁传球流畅袁时
机把握较好遥 虽然在平均身高方面较中国队略有不

足袁但内线和外线均投篮较准袁移动速度较快袁能够

冲抢篮板和发动二次进攻袁 并且 2 场比赛中的篮板

球中国队均负于对手袁 说明中国队在对抗上不具备

优势袁移动和卡位无法完全限制对手袁提示在今后训

练中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对抗袁加强力量和拼抢意识袁
在运球和传球时注意保护球袁 减少失误袁 保护篮板

球遥 研究显示袁身高在 3伊3 篮球比赛中可能不是什么

优势袁在有限的比赛空间中袁速度和灵活性可能比有

氧能力更重要袁 因此合适身高的球员才可能在 3伊3
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1]遥 这也提示当面对速度和灵活

性具有优势的对手时袁不能过分看重身高袁更应注重

场上空间袁灵活制定战术策略遥

与法国队相比袁 中国队在场均罚球命中个数上

存在显著优势遥在胜场比赛中袁中国队的罚球命中个

数优势也较为明显遥研究显示袁罚球得分被认为是比

分接近的比赛最后一节的主要指标袁 一节的持续时

间相当于一场 3伊3 篮球比赛整场袁 处于中锋位置的

球员袁往往在最后一分钟的罚球命中率下降袁且显著

低于生涯场均命中率[8]遥 在五人篮球比赛中袁篮球教

练经常将球队的成功或失败归因于球员在罚球线上

的表现袁通常罚球的贡献度每场比赛在 20%~30%左

右[9]袁3伊3 篮球比赛中袁罚球贡献度基本一致遥该结果

说明袁 中国队能够两胜法国的优势可能在于球员对

罚球机会的把握较为稳定遥从助攻和失误情况来看袁
由于中国队内线身高具有优势袁 存在明显的牵制作

用袁且中国队内外线较为均衡袁也是获胜的主要原因

之一遥

中国队与法国队总共交手 2 场袁2 场全胜遥 铜牌

赛中中国队 16颐14 胜袁 法国队不停通过突破进入内

线制造机会袁在 1 分球得分和命中率方面袁中国队不

如法国队遥中国队多命中一次 2 分球和 2 次罚球袁篮
板球方面多 4 个袁失误次数 2 队均为 6 次遥法国队平

均年龄在四强中最高袁比赛经验也最丰富袁平均身高

为四强中最低遥与中国队相比袁法国队内外线的移动

速度快袁突破次数多袁但对抗方面不如中国队袁中国

队能够合理利用身高优势袁控制比赛篮板球袁获取更

多出手次数袁内外线防守较为均衡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针对 2020 东京奥运会 3伊3 女

子篮球项目四强队伍进行了数据层面的回顾分析遥
结果表明袁中国队与其他四强相比袁在 1 分球命中上

显著逊于美国队遥这提示今后比赛中袁需要重点加强

对内线进攻机会的把握遥 然而袁研究指出袁投篮的成

功是球队成功的重要因素袁但不是唯一因素[10]袁此外袁
加强内线对抗能力尧提高球队保护防守篮板球尧争夺

进攻篮板球和二次进攻机会的能力也是必要的袁同
时需要注意尽可能减少失误遥在技术方面袁本研究发

现中国队的传球质量较低尧失误次数较多遥当防守压

力增加时袁 球员会倾向于传球而不是其他动作 [5,11]遥
因此袁需要加强相关训练袁同时增加对技术资源的使

用袁如基于位置的定位系统尧加速度计和视频跟踪系

统等袁模拟实际比赛中可能遇到的真实环境和问题袁
帮助教练与运动员更好地解决训练问题遥 前人研究

表明袁 技术统计指标对胜负的影响程度依次为总命

中率尧2 分球命中数尧防守篮板尧罚中次数尧抢断尧失
误尧进攻篮板和助攻[3]遥 然而袁本研究发现袁尽管美国

队的各项数据均表现出优势袁 但仅仅依靠当前的技

术统计结果袁 无法完全准确地反映美国队目前的实

力遥因此袁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来分析球队的实力

和比赛结果遥总之袁未来需要加强三人篮球训练过程

中的技战术方法尧体能训练和心理稳定性袁提高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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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和内线进攻机会的把握遥
未来的研究需要纳入更多类似高水平比赛和高

水平运动员袁 进一步寻找更加敏感的高阶数据或测

试指标进行运动表现分析袁 确定 3伊3 篮球项目未来

运动表现的发展趋势袁 填补对高水平 3伊3 篮球项目

运动员研究的空白遥此外袁影响运动员竞技表现的因

素袁是由体能尧智能尧战能尧心理和技能组成袁需要全

方位考虑袁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挖掘袁同时全盘考虑

分析袁以此更好为国家队备战服务遥

中国 3伊3 女子篮球队在与奥运四强对手的比赛

中表现出内外线进攻较为均衡的能力袁 而与美国队

相比袁中国队在内线进攻方面存在明显劣势袁在失误

控制能力方面也不如俄罗斯队遥与法国队相比袁中国

队具有罚球优势遥 中国 3伊3 女子篮球队需要进一步

提高内线进攻和失误控制方面的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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