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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推出新的在线前瞻性效果图

FIFA launches new online Forward Impact Map

来源：国际足联官网

译者：彭晓杏 研究生院 2020 级

新交互式图全面充分概述了国际足联的发展战略，使成员协会和联合会容易

获得关键数据，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发展方案提供窗口的一个工具。

通过国际足联前瞻性足球发展方案和 2020-2023 年愿景，国际足联使足球能

够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并为世界的足球发展创造最佳条件。

到目前为止，该发展项目已经实施了 1,400 多个，聚焦于不同的项目类型（基

础设施、建设能力、竞争能力、国家工作队和其他项目），预计到 2022 年，该

方案将在全球投资 30 亿美元。

为了能够与世界分享这些巨大的成就，国际足联一直在开发新的国际足联前

瞻性效果图，现在可在国际足联网站上查阅。

国际足联的发展计划团队定期更新和监控，这将使全世界用户都能掌握前瞻

性项目在所有六大足球联合会中的进展。

新的国际足联远期效果图不仅是一个数字工具，它还把足球的真正的影响力

和宝贵遗产呈现给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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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职业化女子足球运动的新手册

New handbook to further professionalise women’s game

来源：

https://www.fifa.com/who-we-are/news/new-handbook-to-furthe

r-professionalise-women-s-game

译者：陶承玉 研究生院 2020 级

·国际足联（FIFA）发布了关于女子足球管理员手册。

·这本手册对全部协会成员提供了指导和实际上的帮助。

·此手册的目的是提高女子足球运动员的参与性和进一步的专业化。

国际足联（FIFA）最关键的部分在于发展女子足球运动，提高她们的专业性

并且开发她们巨大的潜力。国际足联（FIFA）与其他协会成员和参与方一起热情

地致力于授予女孩和女性所有足球运动工作权力，并且在足球运动中提倡反对性

别歧视。

这段过程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第一本女子足球管理员手册的发表。

这本手册是一个指导方针，对策略，实践和过程是如何加强增长女子足球训

练中的目标提供了更好的理解，并且可以促进性别平等。手册还提出了好的练习

方法，这个方法是从经验中得到的并且正确地引导读者以进一步取得具体的支

持。

这本手册是以国际足联（FIFA）成员协会和其他参与方的概述而设计的，具

体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1、让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重要性，包括发展和确立女性在各个方面参与

度的创新方式。

·2、女子足球战略的必要性和如何可以让这种战略在组织中实施。

·3、财务支持和计划有利于帮助女子足球职业化的成长。

·4、主办国际足联（FIFA）锦标赛的优势和如何接近投标的过程。

除了在组织结构和管理中涉及性别问题外，在国际足联（FIFA）监管框架中

这本手册包含了所有的性别领域，从国际足联（FIFA）法规和她们的女性指标到

球员的登记和女子国际比赛日程表的排列。

国际足联（FIFA）首席女子足球官、萨拉伊·巴雷曼（Sarai Bareman）曾

说道：“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足球为女性提供了独特的机会，让她们了

解自己的潜力，并在足球运动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本手册对提高女子足

球运动的支持提供了指导和启发，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都要进一步发展女子足

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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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人才鉴别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Soccer Talent Identifcation Research

作者：Tom L.G.Bergkamp，A.Susan M.Niessen Ruud.J.R.den

Hartigh，Wouter G.P.Frencken，Rob R.Meijer

译者：范宇翔 研究生院 2020 级

摘要：

足球人才鉴别研究包含了对足球精英表现的预测。虽然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

为了经验性地将表现特征和随后的成功联系在一起，但对这些研究方法的批判性

评价在文献里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当前足球人才鉴定研究的

设计，有效性和实用性的优势和局限。具体来说。我们利用选择心理学原则，这

些原则有助于在跨领域做出选择决定的背景下中采用最佳实践。以大量查阅足球

文献为基础，我们在这个框架中找出了四个与人才鉴别研究相关的方法论问题，

即（1）将标准变量（要预测的成绩）作为表现水准的可操作性；（2）关注孤立

的表现指标作为足球表现的预测因素；（3）范围限制对人才鉴别预测因子预测

的有效性的影响；（4）基准率对人才鉴定程序效用的影响。基于这四个问题，

我们强调未来足球人才鉴别研究的机遇和挑战，这些研究可能有助于发展循证筛

选程序。我们建议未来研究考虑使用个人足球标准测量，并采用具有代表性，高

保真的足球表现预测指标，并考虑到范围和基数的限制。

关键词：

考虑了广泛的足球人才鉴别研究选择，并评估了其设计，有效性和实用性方

面的方法。

本文确定并讨论了四个主要的方法局限性：以表现水准作为标准；把重点放

在足球成绩的预测因素上；范围限制对研究结果概括影响；以及基准率对人才鉴

定程序效用的影响。

为了提高其研究实践的稳健性。我们建议未来的足球人才鉴别研究应采用更

多的个人足球表现结果，高保真预测指标，在可能的情况下修正范围限制，并考

虑基数。

介绍：

体育组织投入大量资源寻找潜力

突出的运动员。这些鉴别项目的目的

是发现有天赋的运动员，他们在运动

专项能力表现出强大的表现，这些能

力预示着未来运动生涯的成功。通常，

这些运动员被挑选和招募到专门的发

展项目，提供适当的学习条件，设施，

设备和工作人员，以实现运动员的潜

力。

从历史上看，人才鉴别项目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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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与球探对运动员潜力的主观评价有

关，他们的标准主要基于个人的品味，

知识和经验。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人们越来越有兴趣用循证的人才

鉴别程序来补充这些主观评价，为了

提高选择成功运动员的可能性。因此。

人才研究已经看到了多维和全面的模

型的整合，这些模型并详细说明了成

功的成人表现的先决条件和预测因

素，以及大量旨在评估这些预测因素

与不同运动表现标准之间的经验关系

的研究。

预测未来运动成绩本身是多方面

和复杂的。运动员的发展轨迹很少是

线性的，因为认知和运动技能通过与

运动员个体表现环境的动态互动相互

交织和发展。最近发表的一些系统性

的评论旨在总结经验证据，大体上可

能确定精英运动员表现的因素，以及

在足球等特定领域。这些研究结果表

明，各种不同的身体，技术，战术和

心理因素有助于决定个人特定运动项

目的成功。然而，由于研究设计的巨

大差异，各个人才鉴别研究的结果不

一致并难以比较，因此没有一组明确

的变量来统一预测技能水平。

不过。体育科学领域的一个主要

目标是应用最佳实践人才鉴别方法，

也就是说，能够有效预测运动员未来

表现的方法。迄今为止，已经发表了

各种文章，讨论阻碍鉴别人才可能性

的科学或伦理挑战。例如人才概念的

定义，成熟过程对表现的影响，以及

根据（身体）表现特征如何发展的知

识对成熟表现的早期选择和早期预测

的困难。此外，几篇文章还讨论了人

才鉴别研究的方法和设计特点。然而，

我们注意到，在人才鉴别文献中，对

于专门用于方法论问题中相关的选择

目的的预测因素和标准研究进行思考

是稀缺的。对这些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对于深入了解如何解释研究成果以及

从方法学角度为研究人员采取最佳做

法提供指导方针十分重要。

本报告目的是概述人才鉴别文

献，并讨论一些我们认为在选拔方面

特别相关的一些方法论问题。更确切

地说，我们讨论在心理研究中关于选

择的方法论考虑因素（进一步称为选

择心理学），包括预测有效性，效用

以及评估和选择程序的可解释性。选

择心理学关注的是如何为不同的成就

领域选择最佳的候选人。它为测量人

类特征、技能、能力和表现提供了心

理测量和统计工具，并定义了影响（一

组）预测变量与标准之间的关系的理

论原则。虽然选择心理学的研究主要

集中为挑选求职者，但其心理测量和

统计考虑与涉及选择的广泛的表现和

专业知识背景有关，包括高等教育和

体育。

在选择心理学框架的基础上，我

们讨论了足球人才鉴别研究的四个方

法论课题。此外，我们根据这些主题

提出建议，以改善未来人才鉴别研究

的设计，并有助于循证人才鉴别实践

的发展。这些主题是（1）标准变量的

可操作化（要预测的性能）；（2）作

为预测指标的表现指标的准确性；（3）

范围限制对人才鉴别预测因子预测有

效性的影响；（4）基准率对人才鉴别

程序效用的影响。其中一些为标题以

前在体育人才鉴别中曾被简要地提及

过，但很少被彻底解决（在一些问题

上有例外，见 Ackerman）。此外，由

于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明确地和具体地

说明，我们认为深入评估对推进该领

域很有价值。

因为本文的目的是叙述一些与选

择研究相关的具体方法论原则，因此

对于足球人才的鉴别，我们不讨论之

前讨论过的分析和设计相关的问题。

例如，使用逐步模型选择方法，将探

索性结果作为确认性结果，缺乏交叉

验证，与多重测试相关的问题，以及

使用小样本量，这些问题涉及到各个

科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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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问题：

实施标准

足球中的人才鉴别涉及到与足球

成绩指标（标准）相关的技能和能力

的衡量。此标准在将来是理想的测量

标准（预测有效性），但有时同时测

量（同时有效性）。我们认为，人才

鉴别文献大多数忽视了标准变量的可

操作性，这些变量提供了球员在选拔

后足球表现差异的信息。更具体的说，

足球表现的明确衡量标准很少被用作

标准。相反，大多数研究中使用的标

准是选择决策本身，它通常是一个指

示表现或技能水平的分类变量。研究

中使用的表现水平指标示例为精英

级，次精英和非精英级；专业，半专

业或非专业水平；一线队或预备队；

精英，俱乐部级别或辍学者；国家或

区域级；入选或未入选球员；以及国

家选派或为选派球员（见表一）。

如果人才研究人员想要了解被认

为有天赋的球员与被认为“不太有天

赋”的球员区别为有才能的因素，那

么将足球表现作为表现水平是合适

的。此外，从实际角度考虑将表现水

平作为衡量标准是有意义的，因为客

观上衡量个人足球表现是困难的。与

田径和游泳等个人运动相比，在足球

等开放性技术运动中，个人的表现没

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因此，研究者可

以将表现水平作为一个实用工具，它

有望代表教练和球探评估的球员一般

足球表现的间接衡量标准，他们通常

会在较长的时间内对球员进行苹果，

并考虑到多学科的表现因素。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将表现水平

作为衡量标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首先，这种方法提供了

有限的信息，关于球员在实际感兴趣

的结果上的个体差异，即 11 人制足球

比赛的表现。我们认为，足球人才鉴

别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人才鉴别过程

中预测个人足球表现作为水平的函

数，而不是在人才鉴别过程中选择作

为水平的函数程序。因此，人才鉴别

程序应努力预测球员相对于其他球员

的表现，但采用表现水平标准的研究

设计隐含地假设，表现水平内的所有

球员表现同样出色。由于这种操作性，

人才预测变量的预测值通常采用基于

选定和未选定球员之间的平均差异的

统计分析进行调查（主要通过 t 检验

或{多变量}方差分析）。虽然这些统

计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发现人才

鉴别研究的相关预测因素，但这些设

计无法确定不同的表现因素组合在预

测个体足球能力结果变量中的价值。

第二，预测个人足球表现的决定

因素允许在这些变量的基础上成功地

选择球员。然而，使用选择决策作为

标准可能会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因

为对球员表现水平的判断可能不能准

确地反映个人足球表现。这种方法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教练或球探在区分成

功和不成功球员时判断的有效性。然

而，这些判断的有效性并没有得到很

好的证实，甚至常常带有偏见。例如，

裁判很容易受到与球员天赋或表现无

关的因素的影响，比如球员的肤色或

声誉。此外，在人才鉴别文献中，评

判者倾向于系统地选择更成熟的球员

或是早年出生的球员。因此，目前尚

不清楚感觉表现成功的预测因素是否

也是选择后个人比赛表现的有效预测

因素。

人才鉴别文献中只有少数研究使

用个人足球表现作为结果衡量标准。

例如包括游戏中性能的结构化评级，

以及基于游戏中成功和不成功的技能

衡量指标。正如我们在第 3.1 节所讨

论的，我们认为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更仔

细地审查。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目

前大多是人才鉴别研究中使用的标准

衡量方法是直接地和直接地，但也有

其不足，对于旨在确定和理解哪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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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以预测个人足球表现的研究来

说，还不够有效。相比之下，可靠和

客观的足球特定标准度量操作起来很

复杂，但允许测量个体水平差异，以

便有意义地确定不同度量值的预测

值。

足球表现的预测指标：

在足球人才鉴别研究中研究的预

测指标收到 Williams 和 Reilly 提出

的分类方案的影响很大，他们将个人

足球表现的预测指标分为四个体育科

学学科：身体，生理，心理和社会学。

预测变量的示例包括身高，体重和身

体组成（物理）；速度，力量和耐力

（生理）；自我调节，动机，任务和

自我取向和认知功能（心理）；以及

实践时间和感知社会支持（社会学）。

从这一分类方案派生的其他预测因素

是技术技能。如运球和传球技术，以

及自我评估的战术技能（见表 1）。

鉴于足球表现的多方面性，研究

这些变量组合在多大程度上预测成功

和个人表现是有意义的。不同的研究

表明，其中一些技能和能力能够区分

不同水平的球员。更重要的是，这种

方法在人才鉴别程序中的主要优势在

于，技能和能力，如间歇耐力能力，

运球技术和传球能力，都是比较直接

的，以一种标准化和可靠的方式来衡

量。

尽管许多研究已经检验了这些变

量在足球运动中的预测相关性，但报

道的效应大小通常是小到中等的。选

择心理学对足球人才鉴别研究中有限

预测的有效性的解释可能与预测变量

的“保真度”有关，即表现任务在内

容和语境中模仿标准行为的程度。保

真连续体的一侧是低保真预测变量，

在运动员应该表现的行为和玩家必须

表现的环境方面，他们与标准几乎没

有重叠。这些低保真预测变量测量被

认为与标准行为相关的不同一般性能

分量。这种低保真预测因素在选择心

理学文献中被称为“信号”。因此，

Williams和Reilly分类的大多数预测

因素，如身高，速度和动机，都可以

被描述为信号，因为它们在任务和评

估方面测量了不同的特征，对足球表

现的标准缺乏准确性。

选择心理学文献表明，评估程序

的预测有效性通常随着精确性的增加

而提高，也就是说，当预测者在行为，

任务等情况变得更接近标准。其基本

原理是行为一致性的概念：“未来行

为的最佳预测者是类似的过去或现在

的行为”。与身高，速度和动机等变

量相比，评估足球专项技术（如盘带

和传球技术）的测试对足球表现标准

的保真度更高。因此，有证据表明这

些预测变量具有更好的预测相关性，

并且在技能组之间的区别比后一组变

量更为一致。尽管如此，这些测试衡

量的是不同的技能，并没有包括许多

必要的背景约束，如进球的任务和移

动的对手的存在。换言之，这样的测

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仍然无法模仿兴

趣标准，即在比赛中的足球表现，例

如，拉夫堡足球传球测试，一个经常

来评估足球运动员传球能力的测试，

最近被发现在比赛中对传球表现的预

测能力很差。

从选择心理学文献中得出的一个

重要结论是，基于样本的评估可以很

好地预测未来的表现，尤其是在同质

样本和多维结果测量。由于足球人才

鉴别研究通常基于同质样本（例如，

已经在人才培养计划中的球员），而

且足球表现是多为的，因此样本预测

方法有望产生更大的预测价值。因此，

最近的一些研究将表现或技能水平与

我们将描述为基于样本的预测因素相

关，例如 SSG 或常规游戏中尝试和完

成的技能参与（即事件数据），这些

基于样本的预测因素在区分精英，亚

静英或非精英球员群体方面相对成

功，这些结果表明高保真度方法在预

测球员表现方面可以作为独立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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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然而，与个人足球表现标准

衡量方法类似，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

通过解决 SSG 评估的个人表现可靠性

问题（见第 3.2 节）。

最后，将样本作为表现预测因素

的建议也与运动学习和人才培养领域

的理论发展相一致，即使用具有代表

性的设计进行学习和评估。几位作者

已经建议，人才鉴别程序应包括更具

代表性的措施。在以样本作为足球表

现的预测因素时，不同表现成分之间

相互作用被嵌入到代表标准表现的行

为中，从而缩小了预测值与标准之间

的差距。

综上所述，足球人才鉴别研究通

常集中在低保真度或中等保真度的足

球表现预测因素上，这不仅导致了一

些有趣的发现，而且还产生了一些列

不一致的证据，无法在实践中为利益

相关者提供明确的指导。选择心理学

文献表明，高保真度可以提高人才鉴

别程序的预测价值，但这类方法在足

球人才鉴别文献中还不多见。

范围限制：

人才鉴别研究通常会比较那些在

天赋或技能方面已经高度受限的样

本，比如精英运动员和亚静英运动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预测因素的表现

指标与标准表现之间的经验关系往往

偏离总体的关系。当由于选择的原因，

使用一个相对同质的样本来建立预测

标准关系时，这是一个问题，该样本

不代表感兴趣的群体（包括所有候选

项，选定和未选定）。因此，由于“范

围限制”，通常低估了从此样本中获

得的预测值-标准关系。为了说明范围

限制的影响，我们考虑了 le Gall 等

人的研究。他们研究了一所国家学院

接受过高水平训练的 U14-U16 足球运

动员的人体测量和身体特征，这些球

员离开学院后，要么获得国际或职业

地位，要么保持业余水平。作者调查

了 17 个因变量的平均差异，从身高，

体重和成熟度测量到短跑和耐力表现

以及下半身爆发力。虽然一些变量在

统计学上存在显著的平均差异，但在

年龄组的大多数表现指标上，两组没

有太大差异。例如，在 U16 项目中，

最大无氧功率和身高在未来的国际选

手和业余选手是有区别的，但没有强

有力的证据表明垂直跳远。10 米，20

米，30 米和 40 米短跑以及下半身爆发

力有区别与国际，职业选手，还有业

余选手。

基于这些发现，结论可能是，这

些变量对于区分精英级 U16 球员未来

的职业成功并不是很有用。然而，如

果认为这些特征对于足球比赛的成功

并不重要，那就错了。很有可能的是，

学院球员的样本暴露在相同的训练程

序中，有相似的练习历史，并且（直

接或间接）在本文研究中至少对一些

变量进行了预选。在同一组运动员的

身体表现方面，这种预选会导致预测

变量和标准的方差减少。如果在更异

质的足球运动员群体中研究相同的预

测变量，那么至少其中一些预测变量

可能会发现更大的效应量（例如

Franks 等人）。

尽管上述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

在人才鉴别研究中，范围限制的影响

往往没有得到明确考虑，当一项研究

的目的是将一组特定的精英球员中获

得的结果推广到一个更普通的群体

时，范围限制通常是一个问题，当我

们研究表现标准变量和预测因素之间

的关系时，情况往往如此。除了权力

不足等一般性问题外，还需要仔细考

虑参与群体的同质性，以及研究所考

察的预测因素，以准确解释为什么会

发现或没有发现某些关系。这一点很

重要，因为预测变量区分球员的能力

也取决与样本中的限制程度。例如，

一些证据表明，短跑能力等生理指标

更 适 合 区 分 相 对 年 轻 的 （ 例 如

U14-U16）的表现水平，而不是年龄较

大的（例如 U17-U19）技术娴熟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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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前一组人身体更加多样

化，较少接受系统训练，在这个变量

上没有预先选择。一些人才鉴别研究

人员将他们的发现与样本的同质性联

系起来，并承认鉴别与预测价值可能

随着竞争水平而变化，然而，迄今为

止，各研究的结果一直不一致，无法

准确确定什么对任何特定年龄组或和

技能水平很重要。

因此，范围限制在人才鉴别研究

中很常见，但在讨论预测有效性的普

遍性时很少明确考虑(见表 1)。

人才鉴别计划的基本率和效用：

成功的人才鉴别程序会努力挑选

出表现优异的人才，而拒绝那些表现

不佳的人才。人才鉴别研究的重点时

不同表现指标的预测价值；然而，在

评估人才鉴别项目的有效性时，往往

没有考虑这些预测变量的实际效用或

效用。

选择程序的效用很大程度上受环

境因素的影响，特别时基准比率和选

择比率，基准比率是指在感兴趣的人

群中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表现的

个人比例，也就是说，在没有选择的

情况下，成功表现得个人比例。因此，

基准比率是任何给定候选人的优先成

功概率。当然，基准比率取决于兴趣

群体（即候选群体）和兴趣标准。例

如，几项前瞻性研究旨在根据从大量

人群中选出早期青少年球员的表现指

标来预测精英成年或晚期青少年足球

的成功率。这种情况的特点是基础率

很低，因为很少有年轻球员能有能力

达到成年精英水平。当我们考虑到，

例如，在一所精英青年学院中预选年

龄较大的球员时，以及当我们的标准

作为在青年学院升入下一个年龄层

时，基准比率会更高。

选择比率定义为所选兴趣群体中

的参与者比例。足球人才鉴别文献中，

由于选择决策是本研究领域的标准度

量，在足球人才鉴别文献中，选择率

和基准率容易混淆，如第 2.1 节所述。

然而，它们本质上是不同的，需要单

独定义，以便估计预测变量的效用。

在实用模型中，可以使用预测变

量和标准之间的基本速率，选择比率

和不受限制的关联系数来估计使用特

定预测变量时标准性能的增益。有几

个实用新型，大多是在人员选择的背

景下开发的。例如，我们提供了最简

单的模型，Taylor 和 Russell 模型的

描述。

在 Taylor 和 Russell 模型中，根

据用于定义成功表现的某个临界值，

将连续准则变量分为“成功”和“不

成功”两个组。随后，效用被定义为

在被选中的足球运动员中，与没有选

择程序（基准比率）相比，由于使用

特定的选择程序，成功足球运动员的

比例增加（成功率），或者与使用不

同的选择程序所产生的成功率进行比

较。因此，在选择决定中，可以区分

四类：被选中的运动员成功（真确定），

被选中的运动员不成功（假确定），

未被选中的本来会成功的运动员（假

否定），以及未被选中的不会成功的

运动员（真否定）。所以，在所有被

选中的候选者中，真确定的比例对应

于选择过程的敏感性，而在所有未被

选中的候选者中，真否定的比例对应

于特异性。这些术语在医学研究中经

常使用。图 1直观地表示了这些区域。

一般来说，具有高预测有效性地程序，

在低选择率和基准比率的情况下应

用，产生“合适”和“不合适”参与

者的平衡组（约 0.50），产生的效用

最高。此外，即使评估程序具有较高

的预测有效性，当选择比率较高时，

并且/或当基准比率非常高或非常低

时，效用也会相对较低。

想想下面的例子。假设每年从总

共 10 万名业余俱乐部球员（如 Höner

和 Votteler）中选出约 5000 名 U12 能

力中心球员，因此选择率为 5%。此外

他们是根据一个程序来选择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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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显示 r=0.4 与精英成人足球表现

之间无限制的相关性。请注意，r=0.4

表明预测有效性相对较高，特别是考

虑到从测试时间起预测未来几年年轻

球员表现结果的复杂性。此外，只有

1%的 U12 球员（即 1000 名球员）有能

力获得优秀的成年精英足球表现（基

本比率）。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计

算出人才鉴别程序产生的成功率（例

如，使用在线理论预期计算器）。

基于该实例的结果如图 1 所示。

我们获得了 5.3%的成功率，这意味着

只有 5.3%（265/5000）的入选球员能

够成功地获得优秀地成人足球表现。

这似乎是一个适度的结果；然而，与

1%的基准比率相比，这可能是一个大

幅度的增长。此外，在 U12 运动员群

体中，73.5%（735/1000）的运动员没

有入选。相反，在没有成功能力的

99000 名 球 员 中 ， 大 约 95%

（94265/99000）没有被选中。

这个例子说明了基本比率和选择

比率如何影响对表现预测的人才鉴别

程序效用的期望。到目前为止，人才

鉴别的文献一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能够在人才鉴别文献中确定一项

考虑效用的研究，而表 1 中的其他研

究没有讨论基准比率对被检查预测因

素有用性的影响。

对未来研究的讨论和建议:

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评估足球人才鉴别文献中的方法论，这些方法基于与人才

鉴别相关的选择心理学的一般研究原则。我们意识到对人才的识别，尤其是年轻

人，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们也认为，一般来说，选择可以为运动员提供成功

发展的现实机会，而且从实际角度来看，这往往是必要的。因此，一个重要的挑

战是开发具有明确预测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最佳实践选择方法。实现足球表现预测

的一致性知识体系，最终应为利益相关者和实践者提供人才鉴别的指南。鉴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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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讨论的四个主题，我们建议未来足球人才鉴别研究应考虑以下几点，以促进

研究实践，提高其实践性和科学性。

制定个人足球表现的标准化指标:

首先，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人才鉴别研究中使用的标准变量，

并制定个人足球表现指标。更具体地说，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开发出一些基本上不

是选择决定的标准方法，它可以描述选定的球员群体中的个体差异，以调查哪些

特征与哪些足球表现有关。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足球运动的动态性，开发这种方法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优秀的个人足球表现是通过人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一个单一的，客观的衡量足球表现的方法可以捕捉到这些复杂因素相

互作用。个人的表现取决于队友和对手的能力，这使得有效和可靠的测量非常具

有挑战性。当我们考虑到不同的位置需要不同的任务和技能时，对个人足球表现

的比较就更加复杂了。

尽管存在挑战，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制定有意义的衡量标准，以明确建立预

测-标准关系。文献局限于提供能够描述个人表现的差异，保持人-环任务境关系

完整性以及解释队友和对手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然而，有几种方法可以获得个人

足球表现的衡量标准，这可能会为正确的方向迈出有用的一步。例如，关于比赛

事件的频率和质量的符号数据（如 Waldron 和 Worsfold，van Maarseveen 等人）

可以加权并组合以评估每个位置的表现。与不同位置相关的事件权重可以由专家

（如教练或球探）确定，或者在有大量数据可用时通过机器学习方法确定。此外，

位置数据（如 Frencken 等人，Memmert 等人）可用于量化游戏的时空模式，这

可能与个人在游戏中的成功有关。这两种工具都可以用来构建“一般”足球变现

的综合衡量标准，或者重点在于评估特定球员位置的任务时，衡量表现的特定方

面，如传球。最后，结构化专家评级更简单的方法是定量评估个人表现的有效工

具，但应记住，这些方法还引入了更多的主观性，这可能导致偏差和低层间的可

靠性。最重要的是，在标准测量用于预测性人才鉴别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其有效

性和可靠性进行评估。

缩小预测变量和标准变量之间的差距:

其次，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探索使用更符合标准的预测因素。具体而言，人

才鉴别研究可能会夸大目前对低智商指标的关注，将高智商样本纳入表现预测。

关于行为一致的概念，最近几项研究表明，在不同运动项目上的先前竞争成功是

短期（即 1-2 年）成功的一个相对较好的预测因素。然而，对足球的研究通常是

基于达到的最高（国际）国家比赛水平的个人表现，这与足球人才鉴别程序的相

关性不大，而且在球员分类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因此，与信号相比，以往足球表

现作为预测因子的样本对未来个人足球表现的预测有效性是否更高，这将是一个

有趣的问题。

比赛事件数据，位置数据和结构化评分也可用通过量化基于样本的评估程序

（如 SSG 或 11 人游戏）中的表现来开发预测因素。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与使

用个人足球标准测量方法类似，基于样本的预测因素的测量可能会带来与足球表

现复杂相关的挑战，包括个人表现对队友和对手依赖性，比较不同位置和比赛，

以及与判断有关的偏见。这些测量的可靠性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调查，以制

定最有效的测量方法。因此，最近已努力制定可靠的结构化评级表格，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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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G 中的表现。正如其他研究者所提到的，最好是对一系列比赛进行纵向评估，

以便根据这些样本获得个人足球表现的可靠评估。此外，当研究者试图调查一组

特定球员的比赛表现，并控制比赛的组织时，对手和队友表现水平可以通过每一

场（小规模的）比赛后重组成不同的队伍来控制，就像 Fenner 等人做的那样。

考虑范围限制:

第三，未来的研究应考虑到范围限制对结论的潜在影响，认真考虑其研究参

与者在身体，生理和其他足球相关特征方面的同质性。随后，研究人员应明确说

明可以将研究结果推广到哪些人群中。在严格限制的样本中，没有观察到的预测

-标准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预测因素与一般人群中获得精英表现或与选择决策前

的初始表现水平没有正相关。此外，哪种预测因素对区分不同参与者是有用的，

这可能取决于他们的专业水平，以及在感兴趣人群中的预选程度。未来的研究可

以密切关注哪些预测因素在哪些特定人群中起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修正范围限制的影响一直才是人才鉴别研究中的一个挑战。

范围限制是一个问题，发生在大多数选择环境，包括人员和教育的选择。在一个

典型选择研究中，整个候选人库将根据预测变量进行评估，但标准表现数据仅适

用于被选中的候选人。由此产生的被低估的预测-标准关系可以使用几种可用的

公式进行修正，这些公式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感兴趣人群中得出预测-标准关系的

估计值。这些修正常被应用在选择心理学文献中。然而，它们并未用于人才鉴别

方面，这很可能是由于大多数人才鉴别研究的设计；由于表现水平或选择决策作

为标准，在研究样本中不会发生范围限制。因此，当未来研究的设计包括足球表

现衡量标准时，可以区分运动员在选拔后的表现，那么范围限制应被考虑，并且

可以使用修正公式来修正，修正公式要考虑到候选人才库中的方差。

识别预测值的效用:

最后，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更多地讨论预测因素的潜在效用，并考虑对相关

因素的现实估计，如基准比率和选择比率。例如，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调查新的预

测因素与当前教练和球探做出的选拔决策相比，在增量有效性和效用方面。我们

承认，很难根据经验数据获得基准比率的估计值。然而，根据与专家的互动，可

以对基本比率的一系列合理值进行有根据的猜测，例如让几名教练或球探估计他

们认为有潜力获得卓越表现的球员的比例。这个范围的合理值可以用与实用新

型。由于这个基本比率在人才鉴别中通常很低，而且可以说经常低于选拔比率，

所以并不是所有被选中的球员都能成功，不管预测者的有效性如何。因此，我们

详细效用估计将有助于为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创造关于人才鉴别程序的现实

期望。

结论:

在当前的立场文件中，我们讨论了足球人才鉴别文献中常见的几个方法学问

题，并提出了未来人才鉴别中提高方法质量和研究实践稳健性的建议。我们希望

这里讨论的一般原则也能转移到实际的选拔环境中，我们相信研究人员有重要的

责任向体育界传达人才鉴别程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批判性地思考体育研究的方

法和设计，为推动这一令人兴奋的领域的创新研究打开了大门，并希望能够为人

才鉴别提供更为连贯的科学和实用框架。

(表一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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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一)

表 1 足球人才鉴别研究的设计与方法学特点

研究 预后期

（ 随

访）

评 估

年龄

N 标准 预测因素 考虑范围限制

Relly 等，2000
年

代表性

抽样

U17 16 精英 低保真度：身高，体重，

身体成分（身体 7 个变

量），速度，耐力，敏捷

性，力量（生理 10 个变

量），运球和射门（足球

专用 2 个变量），焦虑意

向和方向，预期，动机（心

理-逻辑-11 个变量）

部分作者简要

地考虑了这一

发现是否会在

经过更系统训

练的高水平球

员身上得到复

制。

15 亚 精

英

Vaeyens 等 ，

2006 年

代表性

抽样

U13-U
16

49
0n

精英 低保真度：身高，体重（身

体-3 个变量），速度，耐

力，敏捷性，力量（生理

10 个变量），运球，射

门，传球，颠球（足球专

用-4 个变量）

是的，作者认

为表现指标能

力的差异可能

取决于竞争的

年龄阶层，并

且结果与预选

样品的均匀性

有关。

亚 精

英

非 精

英

Toering 等 ，

2009 年

代表性

抽样

U12-U
18

15
9

精英 低保真度：自我调节（心

理-6 变量）

没有，但是作

者确实控制了

年龄因素。28
5

非 精

英

Coelho e Silva
等，2010 年

代表性

抽样

U14 69 精英 低保真度：成熟度（3 个

变量）身高，体重，身体

成分（身体-3 个变量）运

球，射门，传球（4 个变

量）任务和自我定向（心

理-逻辑 2 个变量）其他：

足球经验（1 个变量）

无

45 本地

Waldron 和

Worsfold 等 ，

2010 年

代表性

抽样

U14 69 精英 高保真度：在比赛中涉及

到的尝试，成功和失败的

技能，如传球，射门，铲

球（18 个变量）

无

32 亚 精

英

Kavussanu 等，

2011 年

代表性

抽样

U13-U
17

69 精英 低保真度：任务和自我取

向，感知的父母环境（心

理学-11 个变量）

无

49 非 精

英

Waldron 和

Murphy,2013
代表性

抽样

U15 15 精英 低保真度：速度、力量、

敏捷性（生理学-5 个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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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量）运球（足球专用-2 个

变量） 高保真度：比赛

中涉及的尝试，成功和失

败的技能，如传球，射门，

抢断（6 个变量）比赛中

的生理表现，例如运动强

度和覆盖距离（9个变量）

其他：心率和自感劳累（2
个变量）

16 亚 精

英

Hau ga asen
等，2014 年

代表性

抽样

U14-U
22

61
5

非 专

业

其他：参与足球专项活动

（社会学-4 个变量）

部分作者对不

同年龄的足球

专项活动的参

与情况进行了

详细说明，但

由于预选择，

他们的结果与

样本的同质性

无关。

81 专业

Verburgh 等 ，

2014 年

代表性

抽样

U9-U1
7

84 高 才

能

低保真度：执行能力（心

理学-8 个变量）

部分作者简要

地说，研究结

果只能在样本

的 背 景 下 考

虑，但作者没

有检查每个年

龄组预测因素

的区分能力，

也没有控制年

龄。

42 业余

Baláková 等 ，

2015 年

代表性

抽样

U14 91
a

有 才

能

低保真度：认知功能（心

理学-16 个变量）

无

无 才

能

Goto 等，2015
年

代表性

抽样

U9-U1
0

14 保留 低保真度：成熟度（1 个

变量） 高保真度：比赛

期间的生理表现，如运动

强度和距离（6 个变量）

无

20 释放

Huijgen 等 ，

2015 年

代表性

抽样

U4-U1
8

47 精英 低保真度：低认知功能和

高认知功能（心理-6 个变

量）

无

41 亚 精

英

Fenner 等 ，

2016 年

代表性

抽样

U10 16 SSGb

中 的

技 术

性 能

评级

低保真度：速度，力量（生

理学-3 个变量） 高保真

度：个人在 SSG 中的表

现，时间-运动特征（5 个

变量）

是的，作者将

研究结果与一

项针对老年球

员的类似研究

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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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出由于老

年球员技术技

能的同质性增

加，这些发现

没有重复。

Bennett 等 ，

2017 年

代表性

抽样

U12-U
16

36 高 水

平

高保真度：在比赛中尝

试，成功和失败的技巧，

如传球，射门，运球（13
个变量）

无

37 低 水

平

Den Hartigh
等，2017 年

代表性

抽样

U11 49 被 选

择

低保真度：基于视频图像

的游戏阅读（1 个变量）

无

39 未 选

择

Rowat 等，2017
年

代表性

抽样

U18 27 SSG 等

级 B的
技 术

性能

低保真度：成熟度（1 个

变量）速度，耐力（生理

学 2 个变量）运动，传球，

射门（足球专业-4 个变

量）

无

Wilson等，2017
年

代表性

抽样

不 适

用

32 1 对 1
和 11
人 制

个 人

表 现

为 b

低保真度：身高，体重，

身体成分（身体-7 个变

量，2 个潜在变量）速度，

力量，平衡（生理-7 个变

量，3 个潜在变量）运球，

颠球，射门，传球（足球

专用-5 个变量，2 个潜在

变量）

无

Gil 等，2007 年 小 于 1
年

U15-U
18

12
6

被 选

择

低保真度：身高，体重，

身体成分（身体-22 个变

量），速度，耐力，灵活

性，力量（生理学-10 个

变量）

部分作者简要

地认为，技术，

战术和心理技

能可能有更多

的甄别能力，

在 后 来 的 年

龄，成长差异

不太重要。

68 未 选

择

Gravina 等 ，

2008 年

小 于 1
年

U11-U
14

44 一队 低保真度：身高，体重，

身体成分（身体-13 个变

量），速度，力量（生理

-10 个变量）

部分作者非常

简短地将研究

结果和扩展的

人 群 联 系 起

来，但由于与

选择，并没有

讨论样本的同

质性。

22 预备

Huijgen 等 ，

2014 年

小 于 1
年

U17-U
19

76 被 选

择

低保真度：速度，耐力（生

理学-4 个变量）运球（足

没有，但是作

者控制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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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专用-4 个变量）战术特

征问卷（4 个变量）任务

和自我定向，焦虑，集中，

动机（心理-8 个变量）

的影响。47 取 消

选择

Lago-Penas 等，

2014 年

小 于 1
年

U15/U
17/U2
0

15
6a

被 选

择

低保真度：身高，体重，

身体成分（身体-6 个变

量），速度，耐力，力量

（生理学-3 个变量）

无

未 被

选择

Zuber and
Conzelmann ，

2014 年

小 于 1
年

U13 14
0

总 体

足 球

表 现

为 B

低保真度：成就动机（心

理-2 个潜在变量）速度，

耐力，力量，敏捷性（生

理-4 个变量，1 个潜在变

量）运球，颠球和控球（足

球专用-3 个变量，1 个潜

在变量）

是的，作者将

研究结果与由

于与选择而导

致的样本均一

性有关。

Aquino 等 ，

2017 年

小 于 1
年

U17 28 被 选

择

低保真度：成熟度（1 个

变量）身高，身体成分（身

体-3 个变量）速度，耐力，

力量（生理-7 个变量）射

门，控球，运球，战术技

能问卷（足球专用-4 个变

量）

无

38 未 被

选择

Gil 等，2014 年 1 年 U10-U
11

21 被 选

择

低保真度：成熟度（3 个

变量）身高，体重，身体

成分（身体-9 个变量）速

度，耐力，力量（生理-7
个变量）其他：足球经验

（1 个变量）

无

43 未 被

选择

Vestberg 等 ，

2012 年

小 于 2
年

成人 29 高 差

异

低保真度：执行能力（心

理学-3 个变量）

是的，作者也

有非足球运动

员的结果，因

此能够将结果

与普通人群进

行比较。

28 低 差

异

进 球

和 助

攻 b
Vestberg 等 ，

2017 年

小 于 2
年

U13-U
20

30 进 球

和 助

攻 b

低保真度：执行能力（心

理学-4 个变量）

是的，作者也

有非足球运动

员的结果，因

此能够将结果

与普通人群进

行比较。

Figueiredo 等，

2009 年

2 年 U12-U
15

36 辍学 低保真度：身高，体重，

身体成分（身体-6 个变

量），速度，耐力，敏捷

无

90 俱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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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力量（生理学-6 个变

量）运球，射门，传球（足

球特有-4 个变量）任务和

自我定位（心理-2 个变

量）其他：足球经验（1
个变量）球员潜力的评级

（1 个变量）

部

33 精英

Deprez 等 ，

2015 年

2 年 U10-U
17

63
3

俱 乐

部

低保真度：成熟度（2 个

变量）身高，体重，身体

组成（身体-3 个变量）速

度，力量，耐力，运动协

调（生理-8 个变量）运球

（足球专用-2 个变量）

是的，作者检

查了每个年龄

组变量的区分

能力，并讨论

了这些结果与

每个年龄组在

体能方面的同

质性有关。他

们还简要地将

他们的发现与

未选择的人口

扩 展 联 系 起

来。

23
1

辍学

29 合约

29 无 合

约

一 线

队 比

赛 的

总 分

钟 b

Zuber 等，2015
年

2 年 U13 10 国 家

队

低保真度：成就动机，成

就目标定向，自我决定

（心理-5 个变量）

是的，作者调

查了不同年龄

段的不同变量

形成的不同集

群。他们还简

要考虑了样本

在被测变量上

的同质性。

82 未 选

择 精

英

Zuber 等，2016
年

3 年 U12 12 国 家

的

低保真度：成熟度（1 个

变量）净希望（心理-2 个

变量）速度，耐力，力量

（生理-3 个变量）运球，

传球，颠球（足球特有-3
个变量）

是的，作者调

查了不同年龄

段的不同变量

形成的不同集

群。还指出，

只应在同质样

本的背景下考

虑结果，而不

能直接转化为

一般人群。

39 区 域

的

68 没 天

赋的

Zibung等，2016
年

3 年 U13 10 国 家

人才

低保真度：速度，耐力，

敏捷性（生理-3 个变量）

运球，传球，颠球（足球

特有-3 个变量）

是的，作者简

要地讨论了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由于预选

择增加了样本

的同质性，表

20 区 域

人才

64 没 天

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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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的 方 差 减

少。

Huijgen 等 ，

2013 年

1-3 年 U12-U
19

26
9

被 选

择

低保真度：传球：拉夫堡

足球传球测试（足球专用

-2 个变量）

部分作者将技

能的发展考虑

在内，并将结

果与不同年龄

组联系起来，

但 由 于 预 选

择，仅简单地

考虑了样本的

同质性。

50 取 消

选择

Höner 和

Feichtinger ，

2016 年

4 年 U12 30
8

青 年

学院

低保真度：成熟动机，自

我取向，运动取向，意志，

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感，

焦虑（心理-17 个变量）

是的，作者将

他们的发现与

由于预选择而

导致的样本均

一性有关。

23
69

未 在

青 年

学院

Kannekens 等，

2011 年

3-5 年 U17-U
19

52 专 业

的

低保真度：战术技能问卷

（足球专用-4 个变量）其

他：足球经验，每周练习，

非特定体育练习

无

53 业 余

的

Gonaus 和

Müller ， 2012
年

1-6 年 U14-U
17

82
1

被 选

派

低保真度：速度，耐力，

力量，敏捷性（生理-12
个变量）

是的，作者考

虑了样本的同

质性，并将变

量的鉴别力与

特定年龄组联

系起来。

39
12

未 被

选派

le Gall 等，2010
年

4-6 年 U14-U
16

48 国 际

的

低保真度：成熟度（3 个

变量）身高，体重，身体

组成（身体-3 个变量）速

度，耐力，敏捷性和力量

（生理-14 个变量）

部分作者考察

了每个年龄段

的表现特征的

辨别力，但只

简单地考虑了

由于预选择而

导致的样本同

质性对结果的

影响。

16
7

专 业

的

23
5

业 余

的

Höner 和

Votteler，2016
年

4-7 年 U12 19
5

国家 低保真度：短跑，敏捷性

（生理-2 个变量）运球，

控球，射门（足球专用-3
个变量）

是的，作者提

到了范围的限

制，将研究结

果与预选而导

致的样本同质

性联系起来，

并认为鉴别性

可能因年龄组

和样本的同质

73
1

区域

10
25

学院

20
89
2

未 被

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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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异。

Höner 等，2017
年

8-10 年 U12 89 专业 低保真度：相对年龄（1
个变量）身高，体重（身

体-2 个变量）速度，灵活

性（生理-2 个变量）运球，

射门，控球（足球专用-3
个变量）

部分作者简要

地考虑了不同

年龄组的预测

值如何不同，

但没有讨论由

于预选择而导

致的样本的同

质性。

91
3

半 专

业

13
17
6

非 专

业

Van Yperen ，

2009 年

15 年 U15-U
18

18 成功 低保真度：目标承诺。应

对，社会支持（心理-3 个

变量）其他：教练对初始

表现的评估（1 个变量）

没有，但作者

确实控制了最

初 的 表 现 水

平。

47 不 成

功

Martinez-Santo
s 等，2016 年

2-18 年 成人 74 一 级 /
二级

低保真度：速度，力量（生

理-3 个变量）

无

16
1

半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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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技能表现的测量：综述

Measuring soccer skill performance: A review

原作者：A. Ali

译者：雷旭 2020 级研究生

有效能地执行运动模型的能力是足球表现的最重要方面，并且球员必须将认

知，感知和运动技能应用于快速变化的情况。已经有人尝试测量这些参数以用于

人才识别（或发展）目的以及技能获取和干预研究。这次综述的目的是检查这些

测试的优点和局限性。高水平的感知和认知能力是那些能够在正确的位置寻找信

息并在决定合适的行动方案之前对其进行有效处理的运动员的特征。

运动技能要求成功控球，传球，运球和射门，所需的运动技能是足球运动员

的基本技能，并且已使用多种方法来测量这些方面。这篇综述中提到的测试在复

杂性和所要衡量的技能类型上有所不同。对选择的评估必须归结为许多因素，包

括成本，可用的时间和空间，该队列中的运动员数量以及研究人员的经验。此外，

必须考虑研究评估的目的以及与有效性和可靠性有关的问题。

足球（AssociationFootball）是

世界上最具参与性和观赏性运动。国

际足联（FIFA）估计，全球有 2.65 亿

活跃球员（FIFA，2006a），与此同时，

累计有 320亿电视观众观看了 2006 年

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杯决赛（FIFA，

2006b）。因此，由于足球的日益普及

以及对比赛的经济兴趣，足球是研究

最广泛的间歇性团队运动之一。确实，

有很多学科领域受益于足球科学知

识，包括自然科学，物理科学，医学

和社会科学（Reilly，1996a）。

在运动科学领域，许多足球研究

都基于收集比赛分析数据（Reilly＆

Thomas，1976）或评估训练和比赛中

运动员的生理需求（Bangsbo，1994）。

足球是一项复杂的运动，需要重复许

多不同的动作，并且目前正在使用一

些 测 试 来 评 估 运 动 员 的 体 能

（Rampinini 等，2007）。例如，可

以使用溜溜球测试（Krustrupetal。，

2003）评估有氧运动能力，可以使用

简单的跑步测试来监测速度，敏捷性

和反复的短跑成绩，而可以通过反运

动跳跃来评估腿部力量。由于对这些

“适应性”测试的完整讨论超出了本

文的范围，因此请读者参考 Reilly

和 Doran 的综合评论，（2003 年）；

Chamari 等人（2004），Sto¨len 等

人（2005），SvenssonandDrust（2005）

和 Bangsbo 等人（2008）。当监测球

员的身体状况时，很少包括对技能的

评估。在研究文献中缺乏对技能表现

的研究，当人们容易认识到技能的成

功执行是足球比赛中最重要的方面

时，这似乎是非凡的。

技能的定义：

贝特（Bate，1996）提出，所有

运动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认知，感知

或运动技能的应用。由于它是在瞬息

万变的环境中进行的，Bate（1996）

声称足球涉及所有三种类型的技能。

技能的经典定义是“所学的能力，能

够以用最少的时间或精力，或两者兼

而有之来准确实现预定结果”（Knapp，

1977 年）。足球被归类为自由流动的

比赛，需要在动态环境中执行多种技

能。因此，尽管存在一些“封闭技能”

（例如任意球），但足球主要是“开

放技能”比赛（Knapp，1977 年）。换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49733210_Measuring_soccer_skill_performance_A_review?enrichId=rgreq-2437e8f9433964d14741ac98fc2bdeb1-XXX&enrichSource=Y292ZXJQYWdlOzQ5NzMzMjEwO0FTOjU1NzQ0MDc5ODU0Mzg3MkAxNTA5OTE1NjUxNDMx&el=1_x_3&_esc=publicationCov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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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运动员可能具有良好的动作

模型（技巧），但是如果他没有在正

确的时间（技能）执行正确的动作，

他几乎成了“无用运动员”（Knapp，

1977 年）。此外，对技能的另一个影

响是运动员在比赛的不同阶段疲劳时

保持技术的能力（Mohr 等，2003）。

因此，将比赛的一个方面（例如从静

态情况下传球或射门）（通常以闲置

状态进行说明）隔离开来，可能会使

比赛本身执行“技术”而不是“技能”。

技能方面是运动员具有根据情况需求

选择和执行正确技术的学习能力。这

种观点的本质在于，决策形式的认知

成分是技能的基本要素。另外，让运

动员执行一系列动作更类似于比赛情

况，从而提高了测试的生态有效性。

此外，重要的是技能测试应使研究人

员从测试中获得一致或可靠的测量结

果。

有效性，可靠性和敏感性：

为了确定测试的有效性，研究人

员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测试是否能

说出真相，并且可以衡量所要测量的

内容？”实际上，鲍姆加特和杰克逊

（1987）提出，除非测试是有效，否

则它不起作用。在此综述中，具有经

过检验有效性的研究通常报告为“结

构”有效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测

验分数具有真正的意义，那么被认为

具有很多被调查特征的人应该在逻辑

上接受较高的分数。因此，具有良好

结构效度的技能测试将能够轻松地区

分不同级别的运动员。另一方面，“生

态”（或“外部”）的有效性与测试

的复杂性是否反映了“现实世界”情

况下发生的情况。因此，具有高生态

有效性的技能测试将尝试测量足球比

赛中通常在实际比赛中发现的方面。

可靠性或重测重复性是测量仪器始终

测量其测量值的程度（Barrow 等，

1989）。因此，可靠的技能测试可以

在重复测试（同一天）或多次测试（不

同天）中为运动员提供可比的结果，

当然要满足相同的身体和环境条件。

最后，一种敏感的测试可以检测出性

能中的微小但重要的变化（Currell＆

Jeukendrup，2008）。因此，因此，

低变异系数的技能测试能够检测出小

组之间或随时间推移足球技能的较小

变化。对于更详细的讨论有效性，可

靠性和敏感性时，衡量体育表现，感

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Currell 和

Jeukendrup（2008）的综合评论。

足球技能的测量：

那么，为什么要首先衡量足球技

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多个领

域：人才识别，技能获取策略以及在

比赛进行中或之后维持技能表现的干

预措施。但是，由于难以以可以在实

验室范围内控制的方式复制足球技能

的复杂性，因此在该领域进行的实验

研究有限。最近有一些研究足球表现

的具体方面的尝试，包括与认知，感

知和运动表现有关的技能。因此，本

次综述的目的是提供概述并更详细地

讨论这些测试的优点和局限性。首先，

将测试主要用于技能习得或运动科学

领域的认知和知觉测试。第二，运动

技能任务用于人才识别（或辨别）以

及干预研究，例如培训或饮食对技能

表现的影响。最后，将讨论这些测试

在各种情况下的适用性，以及足球技

能研究的未来方向。

认知测验：

在足球比赛中，由于球员面临着

复杂而迅速变化的环境，因此认知和

感知技能是决定比赛能力的重要因素

（Williams，2000）。例如，球员必

须迅速评估球的相关信息，包括队友

和对手以及场上的位置，然后根据他

们的能力、教练的指示和当前的比赛

情 况 来 考 虑 采 取 适 当 的 行 动

（Williams，2000）。因此，必须让

运动员具有适当水平的认知技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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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阅读比赛”。有很多方法，从简单到非常复杂的测试，认知心理学家和运动

生理学家都试图监测足球技能的这一方面（有关详细方法，请参见表 1）。

精神集中测试：

注意力集中测试是典型简单的笔试评估，由心理学家设计用来检查认知功能

的某些方面，其他研究人员也用它来研究足球运动员的认知能力。

表 1.应用于足球的各种精神集中度，知觉，预期和心理运动测验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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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例如，由 Hardy 和 Fazey（1990）开发的“心理集中度测试”用于研究脱水

足球运动员的认知技能（McGregor 等，1999b；Edwards 等，2007）。测试本身

要求受试者在随机网格中识别从 1升至 100 的数字。参与者必须在 1分钟内识别

尽可能多的数字，以衡量认知功能。在两项研究中，运动前至运动后或有体液和

无体液条件下的表现均无差异。但是，该测试缺乏生态有效性，可能不够敏感，

无法涉及足球特有的认知方面。Stroop 颜色和文字测试（Golden，1978 年）也

已被用作衡量比赛运动员认知功能的指标（Winnick 等，2005 年）。该测试要求

参与者尽可能快地阅读表示颜色（例如红色，蓝色或绿色）的随机排列的单词，

尽可能快地命名随机颜色（红色，蓝色或绿色）的名称，并识别和命名与打印的

相同的三种颜色颜色词冲突。此外，经常引用的一项研究脱水对心理表现的作用

的研究还使用了许多测试（单词识别，连续加法和追踪）来检验认知功能

（Gopinathan 等，1988）。然而，由于这些测试在不同水平的足球运动员身上

还没有得到验证，因此它们在检验足球运动员认知技能方面的作用有限。

虽然这些测试相对简单、便宜且易于管理，但在足球上的应用可能会受到质

疑。它们可能具有很高的内在效度，但生态效度较差，在量化足球运动中复杂的

认知过程时，它们的作用有限。随着科技的进步，研究人员也许能够设计出更多

的足球专项认知测试，但它们是否能够量化真正天才球员所需的认知技能，还有

待观察。

感知和预期测试:

感知技巧是足球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并且已经证明可以区分精英运

动员和次精英运动员（Williams2000）。这些类型的测试的基本前提是让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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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其显示屏内的某些动作或运动，然后使用记忆或预先确定的动作对刺激做出

反应。

Chmura 和 Jusiak（1994）调查了优秀足球运动员的代谢性酸中毒和“精神

运动”表现（PMP）。参与者必须对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不同颜色做出反应或不作

出反应；在每次试验中，从正确决定的次数、决定的速度和反应时间的维持来衡

量 PMP。他们报告说，最好的 PMP 是在运动前获得的，最差的表现发生在无氧穿

梭跑锻炼后的 1-2 分钟。虽然这项研究使用了大量的受试者（n5125）和高水平

的球员（波兰甲级联赛）作为研究对象，但他们的感知测试并不是针对足球的，

使用简单的反应测试可能也不太相关。

在一系列的实验中，麦克莫里斯和他的同事们利用足球模型（6.4 厘米高）

来创造典型的足球进攻战术，让受试者根据情况做出适当的决定（McMorris &

Graydon，1996，1997a；McMorris & Beazeley，1997；McMorris 等人，1999）。

足球模拟是在回顾了教练文献并咨询了有经验的足球协会教练之后进行的（参见

McMorris & Graydon，1997b，关于团队游戏中类似决策技能测试的综述）。然

而，这些都是静态显示，是基于什么是最“合适”的决定的主观意见。

一个不同的实验要求参与者从控球球员的角度查看屏幕，并确定最佳的进攻

选择（例如，传球，射门，跑动还是运球；McMorris＆Graydon，1996，1997a；

B）。McMorris 等，1999）。McMorris 和 Graydon（1996）通过类内可靠性分析

测试了三个版本测试的可靠性，报告的准确度相关系数为 r50.94，速度相关系

数为 r50.79；但是，这种方法评估可靠性并不显示系统性和可靠性随机误差，

并 可 能 受 到 样 本 异 质 性 的 影 响 （ Atkinson 和 Nevill,1989 ） 。

McMorrisandBeazeley（1997）还研究了参与者在结构化（典型的足球）和非结

构化（非典型的足球）情况下回忆球员在网格上的位置的能力。研究人员报告说，

在结构化模拟中，有经验的运动员要比新手好，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容易记住“真

实”的比赛情况。但是，使用模型的生态有效性会受到质疑，即如果球员在实际

比赛中处于相似的位置，他们会给出相似的反应吗？

威廉姆斯（Williams）和戴维斯（Davids）（1998）要求参与者在观看逼真

的“3vs3”视频模拟进攻比赛时，将自己想象成掩护防守队员或清道夫。视频序

列在指定的时间停止，参与者必须对最适当的防御动作做出决定。然而，McMorris

和 Graydon（1996，1997a）和 McMorris et alal.（1999）考虑了击败防守方的

进攻选择，这项研究的重点是防守者“阅读比赛”的能力。他们得出结论，有经

验的足球运动员能够更好地预测防守方向。通过这些模拟并具有更快的响应时

间；缺乏经验的运动员仍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速度较慢（即参与者以速

度换取准确性 ;Fitts ＆ Posner ， 1967 ）。此外，威廉姆斯和戴维斯

（WilliamsandDavids，1998）利用遮挡技术掩盖了屏幕的各个区域，以查看参

与者用来获取信息的部分，从而从中做出决策。他们表明，有经验的运动员在被

遮挡和全视野条件下都能够更好地提取信息，并且他们专注于除球上运动员以外

的其他区域来做出决定。Williams 和 Davids（1998）以及 Helsen 和 Starkes

（1999）进一步检查了视觉搜索数据监视对象在显示器上的视线（注视），他们

有多少注视以及中央凹（中央）vs 周边（球外）视力。但是，对这些研究的完

整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感知测试使研究人员可以检查进攻和防守比赛的各种决策过程。某些测试可

能因“静态”太高，从实际足球比赛中太过或仅隔离一项技能而受到批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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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动态显示（视频）可以缓解许多这些问题。此外，测试越复杂，该方法

就越昂贵，并且设置测试所花费的时间就越长（例如，拍摄拍摄场景，确定正确

的决策和评估可靠性）。由于时间和财政的限制，通常只组装有限数量的方案。

对于重复测试，运动员可能会习惯于这些测试。但是，这可以通过产生不同版本

的测试来克服（McMorris＆Graydon，1997b）。测试还依赖于教练意见的主观性，

即，尽管共识意见被用作“正确”的决定，但精英运动员实际上可能选择执行独

特的（并且根据测试为“不正确”）动作代替。尽管如此，使用这样的测试可以

使科学家仔细检查足球运动员感知技能表现的核心方面。例如，帮助守门员通过

观察最合适的位置（在受罚者身体上）并保持足够长的时间来提高保存罚球的能

力。

精神运动测验:

如前所述，技能表现需要感知、认知和适当的运动反应。心理运动测试，顾

名思义，包括感知和认知的各个方面，然后是足球专项运动反应。因此，这些测

试本质上是整体的，并且比单纯的感知或认知评估更具生态有效性。而且，它们

都倾向于结合动态（视频）而非静态显示。

Helsen 和 Pauwels（1992，1993）要求参与者观看与攻击性比赛场面相同大

小的视频剪辑，并且当参与者似乎看到球时，他必须执行以下三种动作之一（射

门，传球或运球）。与其他测试一样，“正确”的决定是基于教练的意见，因此

可能不适用于独特的动作。然而，使用眼动方法，还可以检查精英与非精英球员

的眼球注视，中央凹和周围视野（Helsen＆Starkes，1999）。继从静态显示的

使用之后，McMorris 等人。（2000）设计了一种方法，将“percep”测试与动

态显示相结合，并与“motor”控制测试进行了合并。参与者被认为是控球者，

向他们展示了各种逼真的攻击者模拟，攻击者摆脱了他们的标记（或“使其失

去”）。在测试的心理方面，参与者必须说明哪个球员脱离了防守者，而测试的

“运动”阶段则要求他们将球传到合适的目标。与前述的认知测试一样，心理运

动测试的组装成本也很高，需要大量的设备和大量的时间来进行足球模拟，并依

赖主观意见来决定“正确”的决定。但是，它们为科学家提供了检查中枢神经系

统与运动技能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能力，这是足球等开放技能比赛中熟练运动的

非常重要的方面。

运动技能测试:

传球，控制，运球和射门的实际运动任务是足球比赛的基本方面。研究人员

和从业人员尝试了多种不同的方法来测量足球中的这种运动技能（详细方法请参

见表 2）。

Zeederberg 等。（1996 年）研究了在实际比赛中对付对手，控制，传球，

运球，射门和射门的技巧水平。比赛是通过两个录像机记录下来的，调查人员回

顾性地观看了比赛，并为球员的表现打分了成功与否。由于现场比赛的情况以及

决定成败的主观判断，这种方法不评估技术本身，缺乏实验控制。因此，已经设

计出不同的运动技能任务作为评估技能表现的方式。这些测试中的一些是为人才

识别而设计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Reilly＆Holmes，1983；Hoare＆Warr，2000；

Reilly 等，2000；Rosch 等，2000；Haaland＆Hoff，2003）。但出于审查目的，

将根据所检查的特定技能将它们分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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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测量足球技能的各种运动技能测试的详细信息

花式测试:

尽管在实际比赛中很少出现花式足球的踢法，但花式测试已被用作足球协调

性的测试（Hoare＆Warr，2000；Rosch 等，2000；Vanderford 等，2004）。测

试通常包括在设定的时限内用不同

的身体部位颠球，同时将球保持在空中（有关详细方法，请参见表 2）。无论采

用哪种评估成绩的方法，此类测试都缺乏生态有效性，因为此类运动很少在比赛

中进行，并且由于精英选手不一定具有良好的杂耍能力，因此他们的结构有效性

也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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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球测试:

在足球运动中，头球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无论是防守解围还是直接得分。迄

今为止，只有一项研究试图量化头球能力（Rosch 等，2000；表 2）。这项考试

的一个难点是考官给考生的传球是否连贯；不良或不连贯的投掷肯定会在测试中

增加随机错误。此外，这些测试是相对静态的，因此可能更代表技术而不是技能

本身。

表 2（续）

（壁球）碰墙凌空传球测试:

这些测试要求球员将球凌空踢向墙壁，利用反弹并进一步对墙壁进行凌空传

球，通常在设定的时间限制内，朝向墙壁上的特定目标区域进行（Reilly＆

Holmes，1983；W。McMorris 等，1994；Vanderford 等，2004；表 2）。尽管正

在评估许多属性（包括传球准确性和控制性），但这种重复的壁上凌空传球缺乏

生态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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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球测试:

运球突破对方球员的能力是天才球员的一个特征，因此也是足球技能的一个

重要因素（Reilly&Holmes，1983；McGregor 等人，1999a；Rosch 等人，2000；

Hoare&Warr，2000；Haaland&Hoff，2003；表 2）

表 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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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大多数测试都采用了传统的教练技术，即以 8 字形的方式，绕着彼此相距

2-4 米的标志桶运球（Reilly&Holmes， 1983； McGregor 等人，1999a；

Haaland&Hoff，2003）。使用不同能力的大学球员，McGregor 等人。（1999a）

报告的效度系数分别为 r50.78（Po0.01）和 95％置信区间为 0.086.43s（平均

得分 148.26s）；因此表明这种测试是足球技能的有效和可靠指标。不过，由于

此类测试的性质，可以批评他们评估运球的“技术”本身而不是“技能”表现。

此外，对冲刺能力的依赖性更大，而不是构成足球技能的感知，认知和运动技能

方面（Bate，1996）。

射门测试：

足球比赛的明确目标是比对方球队进球更多。因此，比赛中最有价值和最重

要的技能要素之一就是得分能力（Jinshen 等，1991）。射门测试通常是一系列

技能测试的一部分，旨在评估整体足球比赛表现（Reilly&Holmes，1983；Rosch

等人，2000；Haaland&Hoff，2003；Table 2）。所有这些测试都需要多次尝试

（用双脚），总分决定了整体表现。此外，击中不同的目标区域也会得到分数，

更多的是打到角球，而不是在球门中间（守门员更难防守）。然而，由于射门是

从静态位置拍摄的，可以说他们是在评估技术而不是技能。此外，没有关于射门

速度的信息，因此球员可能会以比比赛中一贯的速度慢的速度击球。此外，有些

测试要求参与者在距离球门较近的距离（10 米）射门，因此他们可能更像是传

球而不是射门。

传球测试：

准确地将球传给队友是足球运动员必备的基本能力，许多研究人员已经设计

出测试方法来检验这一方面（Ro¨sch 等，2000；Haaland＆Hoff，2003；Rostgaard

等，2008；Rochegaard 等，2008；Rochegaard 等，2008）。表 2）。Hoare 和 Warr

（2000）指示球员在 5m 的距离传球 15 分钟；然后由经验丰富的教练决定表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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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种类型的方法存在许多固有的错误，包括教练的主观意见以及同一位教练

在重复测试期间的可用性；franks 等。（1986）甚至说专家的这种评估方法是

完全不可靠的。此外，应注意的是，无论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传球，这类测试可

能过于简单，无法评估足球“技能”，即他们更可能评估传球技术，而不是技能

的动态方面。技能要素要求运动员在时间和对方防守队员的限制下展示传球能

力，并知道该传给谁，并且不仅要赞赏传球的准确性而且要赞赏传球的“力度”。

此外，许多测试是在体育馆内的平坦表面上进行的。但是，比赛分析数据表明，

与在草地上比赛相比，球员在人造场地上进行的短传次数更多（Andersson 等，

2008）。球员的传球技术是否因地面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无疑值得进一步研究。

多方面的测试：

在足球比赛中，通常要求球员以顺序的方式执行许多技术性的动作。例如，

他们可能会接到一个球，用身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球，并在射门得分之前运球突破

对手。认识到这一事实，一些研究人员将足球的各种要素纳入了他们的技能测试。

Zelenka 等人（1967）使用了 12 名 17-18 岁的球员来验证这种“整体”测试，

此测试后来被其他人使用（Abt 等，1998；Vanderford 等，2004）。测试包括短

跑，方向变化，在 90 厘米的运动障碍下跳跃和爬行，障碍运球并传球（使用指

定的左脚或右脚）到目标区域。但是，研究人员没有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说明

这是否是有效且可靠的测试，并且由于球员必须在网下爬行，因此对足球的适用

性可能会提出质疑。

最近，已经开发了两个新的足球技能测试，即拉夫堡足球传球测试（LSPT）

和拉夫堡足球射门测试（LSST）（Ali 等，2007a）。两项测试均使用半专业和

精英大学足球运动员进行了验证（Ali 等人，2007a），并已用于各种干预研究

（Lyons 等人，2006；Ali 等人，2007b；Foskett 等人，2009）；Stone＆Oliver，

2009；Gant 等，2010）。此外，LSPT 是第一个被验证可用于女性球员的足球技

能测试（Ali 等，2008），并且还针对青少年球员开发了修改版本（O’Regan

等，2006）。

对于 LSPT 球员，必须尽快对有色目标区域进行 16 次传球，并且由于传球不

正确和对球的控制不佳而加罚时间。传球的命令由一名考官发出，而另一名调查

员则记录所花的时间和累计的处罚时间，两者之和构成总的表现时间。参加 LSPT

比赛时，参与者需要表现出很高的足球能力，包括传球，盘带和控球，以达到良

好的表演时间。由于 LSPT 可以相对快速地执行，因此它已被用来定期检查运动

过程中的技能表现（Ali＆Williams，2009；Foskett 等，2009；Gant 等，2010）。

这可以评估疲劳对技能表现的影响。此外，还对认知和感知方面进行了检查，因

为运动员必须决定未来的动作并使用周围的视觉。然而，通过的顺序是先验确定

的，因此参与者没有决定通过的位置，并且每次通过的长度和权重保持相对恒定。

尽管有严格的指导原则，但研究人员仍需负责确定通行证的准确性以及性能。因

此，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向同一参与者授予稍有不同的分数。 LSST 要求参

与者在全尺寸目标内向目标区 域射击。为了测试技能而不是技巧，要求球员利

用足球比赛的其他方面（例如传球，控制，决策），在射门区域内以“逼真的”

球速射门得分，并避免固定的，真人大小的守门员。为了进一步提高测试的生态

有效性，对运动员强加了时间限制，以执行每次射击，以模拟比赛环境中的加压

防守者。与 LSPT 一样，研究者可以准确地确定球在球门中的位置。如果球落在

得分区之间的交界处，则不同-初级调查员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奖励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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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测试的动态性质，在完成 LSPT 和 LSST 时，运动员必须不断地决定如何

最好地控制球，如何为接下来的传球或投篮定位自己，下一个目标的位置等等。

纳普（Knapp，1977）提出技能是时间和精力最少的代名词。因此，运动员越熟

练，他们就能越快地进行技能测试。从执行 LSPT 测试的精英选手收集的数据显

示，运动时间缩短了，罚球时间减少了，整体表现也更好（Ali 等人，2007a，

2008）。因此，LSPT 能够在足球类活动中区分运动的总体（即运动时间）和精

细（即惩罚时间）运动表现。此外，尽管投篮表现没有差异，但精英球员能够更

快地执行每个投篮顺序并更快地击球（Ali 等，2007a）。但是，这些测试需要

漫长的熟悉期，运动员才能习惯它们。此外，在将这些测试用于干预研究时，建

议研究人员使用高技能的参与者（Ali 等，2007a）。

实际应用：

足球是一项复杂的运动，因此很难全面评估各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仍有

一些测试可以用来测试玩家的感知、认知和/或运动技能表现。对选择的评估必

须归结为许多因素，包括成本，可用的时间和空间，该队列中的运动员数量以及

研究人员的经验。此外，必须考虑研究评估的目的以及与有效性和可靠性有关的

问题。

人才识别：

大多数使用技能评估的研究都是一系列测试的一部分，这些测试检查了对足

球表现很重要的健身因素的其他参数（Reilly 等，2000；Rosch 等，2000）。这

些是相对简单的测试，旨在单独检查特定的技能部分。但是，由于主要目标是区

分能力较弱的人和能力较强的人，因此有必要考虑测试的有效性，可靠性和敏感

性。Reilly 等人（2000 年）报告说，运球测试是他们所使用的一系列测试中唯

一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足球技能鉴别测试。运动员还需要非常快速地熟悉测试，以

便在需要重复测试的情况下避免试验顺序或习惯性影响。通过经验丰富的教练通

过主观评价，允许球员表现基本技能和量化表现的方法可能会缓解其中的一些问

题（Hoare＆Warr，2000）。但是，这种方法有其固有的问题。例如，这很耗时，

并且需要经验丰富的教练，而这些教练可能不在场以进行重复测试。威廉姆斯和

戴维（WilliamsandDavid，1998）指出，相对于非精英球员，精英球员拥有更高

的感知能力。尽管这对于教练来说是重要的发现和有用的信息，但是当许多球员

必须立即接受测试时，程序的成本（金钱和时间）可能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国

际足联医学评估与研究中心（F-MARC）的测试电池是为通用（和国际）用途而开

发的（Rosch 等人，2000 年）。由于 LSPT 和 LSST 在动态的环境中融合了足球技

能的许多方面，并且相对容易组装，因此它们对于人才识别目的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从业者必须意识到，球员需要多次尝试以熟悉习惯，然后才能习惯化（Ali

等，2007a）。此外，在将这些测试用于人才识别之前，需要进行验证研究。

干预研究：

在足球比赛中，大多数进球都是在比赛即将结束时得分的（Jinshen 等，

1991）。这可能是由于疲劳导致比赛失误的增加，以及“心理疲劳”的衰弱

效应导致注意力下降进而作出糟糕的决定（Reilly，1996b）。而且，“阅读

比赛”的能力已被证明可以区分精英和非精英足球运动员（Williams＆

Davids，1998；Williams，2000）。为评估感知和认知能力而开发的测试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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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检查足球表现这些方面的最合适的方法（Williams＆Davids，1998；

Helsen＆Starkes，1999；McMorris 等，1999）。此外，在测试中添加运动成

分似乎使其可以应用所有三种技能类型（Bate，1996 年），因此更类似于比

赛活动（Helsen＆Pauwels，1992 年，1993 年；McMorris 等，2000 年）。但

是，应该意识到，这些测试需要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来进行开发。随着技术的

进步和设备制造成本的降低，将来这种方法可能会为更广泛的用户群所采用。

评估足球技能表现的更简单的方法，例如营养，药理学或其他强力手段或训

练对足球技能表现的影响。但是，这些评估被批评为过于一维，并且监测技术本

身而不是技能本身（Ali 等人，2007a）。在动态的背景下结合了足球多个方面

的测试在确定足球技能方面似乎是优越的。因此，对于需要对足球技能进行“整

体”评估的干预研究而言，针对多个方面的测试可能是最适合使用的测试。如果

没有合适的测试，那么研究人员为了提高生态有效性，在设计技能之前，需要检

查足球比赛的模式，与球员和教练保持联系，并考虑实际问题（包括财务成本，

时间和设施的可用性）。）。另外，考官将需要反复接触具有不同能力的球员，

以便能够分别评估结构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没有足够的效度和可靠性信息，应谨

慎对待技能表现的干预结果。

观点：

足球需要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运用认知，感知和运动技能（贝特，1996 年）。

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评估足球技术表现的各个方面，有些方法是针对特定技术

的，而另一些则是更全面的。在决定使用哪种测试时，无论是用于人才识别还是

基于实验室的干预研究，从业者都需要了解与使用成本，时效性和实用性以及可

靠性，有效性和敏感性相关的问题。测试。此外，在使用此类测试时，从业人员

应意识到“技术”和“技能”之间的区别，并适当地报告其结果。最后一点，可

能只是因为“技能”的概念在此时此刻难以衡量，而且作为能力的整体预测指标，

我们可能没有比专家意见更好的东西，即使这种方法遭受本身存在可靠性问题。

关键字：技能测试，才能识别，认知，感知，运动，技术，有效性，可靠性



西安体育学院足球学院 国际足球理论与实践

32

足球赛事时空特征参数公共数据集

A public data set of spatio temporal match events in soccer competitions

原作者:

Luca Pappalardo, Paolo Cintia, Alessio Rossi, Emanuele

Massucco, Paolo Ferragina, Dino Pedreschi & Fosca Giannotti

译者:张小清 研究生院 19 级

足球分析吸引了越来越多学术界和工业界人的兴趣，这要归功于为每场比赛

提供高精确数据流的传感技术。不幸的是，这些数据由专业公司拥有，因此，很

少公开用于科学研究。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描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公开收集

的足球观察记录本，其中包含了在整个赛季的七场足球比赛中，每场比赛发生的

所有时空动作（传球、投篮、犯规等）。每场比赛都包含比赛时间、特点和比赛

结果。像足球这种集体运动的性质，介于比赛的抽象和复杂社会系统的现实之间，

再加上这个数据集的独特规模和组成，为解决广泛的数据科学问题提供了一个理

想化的基础，包括个人和个人绩效的测量和评估集体层面，以及成败的决定因素。

背景和摘要:

足球分析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兴趣。20 世纪 50 年代初，查尔斯·里

普通过手工收集统计数据，提出“进球的关键是要尽快将球从后传到前”，从而

间接开始了英国足球的长传。

除了一些断断续续的尝试，直到最近几年，由于传感技术提供了从每场比赛

中提取的高精确数据流，足球统计数据分析才得以发展。有三种主要的数据来源：

（i）足球观察记录描述比赛中发生的动作，并通过专有的标签软件收集；（ii）

视频跟踪数据描述了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轨迹，并通过录像收集；（iii）GPS 数

据描述了运动员在训练期间的轨迹，并通过运动员佩戴的 GPS 设备进行采集。尽

管有如此丰富的数据，我们必须注意到足球数据集很少用于科学研究。这就限制

了足球分析科学方法的发展。

在本文中，我们描述了一个公开收集的足球观察记录，其中涵盖了 7个重要

的男子足球比赛。最近，在足球数据挑战计划中使用了该集合，而且，据我们所

知，这是有史以来公开发行的最大的足球观察记录集。足球观察记录描述了比赛

动作，每一个动作都包含有关其类型（传球、射门、犯规、铲球等）、时间戳、

球员、场上位置和其他（传球准确性）信息。我们相信这些数据对科学界是非常

有益的，因为它们可以对多个方向的研究做出贡献，比如我们下面概述的那些方

面。

性能分析:

如足球战术的探索和性能评估等问题可以用于足球战术的设计。性能评估的

问题对体育行业的许多参与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希望在球迷中征求批评分

析的广播公司，到希望监督其球员和球探质量的经理，他们旨在提高人才的回收

率。战术的自动发现也正在成为一项关键任务：虽然目前大多数战术分析都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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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亲自查看视频和比赛来进行，但足球观察记录可用于自动发现战术，从而简化

了复杂的比赛分析过程。虽然在文献中，有提到建议使用不同数据集的方法来解

决这些问题，但我们的数据集更大，可以作为比较和验证不同解决方案的共同点。

复杂系统分析:

一场比赛中的两支足球队代表着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全局行为在微妙的程度

上取决于球员之间的互动动态。足球观察记录可以将一个团队表示为一个网络，

其中节点代表球员，通常节点之间的线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虽然传球网络结构被

证明与球队实力有关，但在足球运动中网络多样性和动态表现的潜力还没有得到

太多研究。足球观察记录允许在队友和对手之间进行不同类型互动的定义，这取

决于他们所编码的几种动作类型。如此丰富的信息，再加上足球比赛的二分法性

质（合作和竞争并存），为研究复杂网络动态的新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成功科学:

大量体育表现数据集的提供也为探索性能与成功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机会，在

那里，一个团队的成功可以作为其在竞争中的结果，正如球员的受欢迎程度或市

场价值。虽然这一关系已经针对个别运动员进行了调查，但除了一些尝试以外，

对足球的研究并不多，部分原因是缺乏公开的表现数据集。我们数据集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机会来回答令人困惑的问题，诸如此类：“成功团队的战术模式是什么？

球员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受什么因素影响？以及从可观察到的表现中，成功在多

大程度上是可预测的？”

措施:

本文所描述的数据是由 Wyscout 收集和提供的，Wyscout 是一家在足球行业

公司中占主导地位的公司，连接全球足球专业人士，支持全球 50 多个足球协会

和 1000 多家职业俱乐部。数据收集过程由专家视频分析员（操作员）执行，他

们经过培训并专注于足球数据采集，通过专有软件（tagger）进行。Tagger 经

过几年的发展和改进，并不断更新，以确保在最高标准下其性能越来越好。根据

足球比赛的 tagger 软件和视频，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性，比赛中的动作标

记由三名操作员执行，每队一名操作员，并由一名操作员负责整个比赛的输出。

对于近实时数据交付，可选择使用由四名操作员组成的团队，其中一名操作员负

责加快复杂动作的收集，这些动作需要附加的特定属性或快速查看。

匹配项的标记包括三个主要步骤。

第一步：设置队形:在比赛开始时，操作员会设定球队的起始队形、球员在

球场上的位置以及他们的球衣号码。球队的组成包括首发阵容的球员名单和替补

球员名单。

第二步：动作标记:对于比赛中的每一次触球，操作员选择一名球员并在时

间轴上创建一个新动作。然后，操作员使用一个特殊的自定义键盘添加动作的类

型（例如，传球、争顶、射门等）和子类型（例如，争顶可以是空中或地面的），

这种操作员能够以流线型的方式插入动作和数据（图 1a）。操作员最终添加了

足球场上的坐标和动作的所有附加属性。根据项目类型的不同，这些可能会有所

不同：比如传球高/低、脚侧向或向前带球等等（图 1b）。当球员射门时，如图

1b 种球员 n.6（Koke）的例子，系统要求操作员填充一个特定于射门的模块，该

模块收集射门结束的位置（球门上、球门外、门柱上和准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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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质量控制:在标记之后，对每个匹配项执行一个质量控制程序，主

要由两个不同的步骤组成。第一步是自动的：使用一种算法来避免操作员的大多

数错误，从而大大减少了误差范围。例如，该算法将两个操作员标记的动作进行

匹配，以交叉检查他们是否都收集了涉及两个团队的动作，如争顶，具有相同的

定位和解释。与此类似，该算法建议操作员遗漏的动作或搜索不可能的动作序列

组合。质量控制的第二步是人工操作，由质量控制人员监督。它主要包括在比赛

结束后进行的深入检查。通过一些样本匹配的每个动作，控制器可以看到最终更

正任何输入的参数。质量控制的样本匹配由另一个算法选择，以保证对分析匹配

的种类和数量具有良好的分布和统计意义。

数据记录:这些数据集在 CCBY4.0 许可下发布，并在 figshare 上公开。数据

包含 2017/2018 赛季欧洲五大国家足球比赛：西班牙甲级联赛、意大利甲级联赛、

英国甲级联赛、德国甲级联赛、法国甲级联赛。根据欧足联国家系数，这些比赛

是欧洲最重要的，它用于对欧洲足球协会进行排名，从而确定参加欧洲冠军联赛

和欧洲联盟赛的俱乐部数量。此外，我们还提供了 2018 年世界杯和 2016 年欧洲

杯的数据，这是国家队的比赛。我们总共提供七个数据集，分别对应所有竞赛、

比赛、团队、球员、赛事、裁判和教练的信息，每个数据集都以 JSON 格式

（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提供，一种开放的标准文件格式，使用人类可读和

机器处理传输由属性值对和数组数据类型（或任何其他可序列化值）组成的数据

对象的文本。表 1显示了我们提供的比赛列表，包括比赛、赛事和球员总数。数

据涵盖了大约 1941 场比赛，3251294 场比赛和 4299 名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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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从比赛视频中标记足球动作的过程。（a）标签软件截图。操作人员通过一个特殊的自定义键盘标记一个动作，从

而在匹配时间轴上创建一个新动作。（b）当设置了足球场上的动作位置时，特定的射门输入模块出现（顶部）。动作

相关的输入模块也会出现，用于设置发生动作的附加属性（底部）。

竞赛:比赛数据集描述了七项比赛。每场比赛都是一份由以下字段组成的文

件：

·区域：表示与联盟相关的地理区域，作为子文档，使用 ISO 3166-1 规范；

·形式：比赛的形式。所有的俱乐部的比赛（西班牙甲级、意大利甲级、英

国甲级、德国甲级、法国甲级）都有“国内联赛”的价值。国家队比赛（2018

年世界杯、2016 年欧洲杯）价值“国际杯”；

表 1. 比赛名单及其比赛、赛事和球员总数。我们提供七场比赛，总共 1941 场比赛，3251294 场动作和 4299 名选手。

·名称：比赛正式名称（如西班牙甲级、意大利甲级、2018 年世界杯等）；

·类型：比赛的类型。俱乐部比赛（西班牙甲级、意大利甲级、英国甲级、

德国甲级、法国甲级）为“俱乐部”，国家队比赛（2018 年世界杯、2016 年欧

洲杯）为“国际级”；

·wyId：比赛的唯一标识，由 Wyscout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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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1显示了比赛数据集中的一份文件，涉及意大利甲级联赛（“名称”：“意大利甲级联赛”），在意大利举行的俱

乐部比赛（“类型”：“俱乐部”和“形式”：“国内联赛”）（见字段“区域”。）

比赛:比赛数据集描述了我们提供的所有匹配项。每个匹配都是由下字段组

成的文档：

·竞赛 ID：比赛所属竞赛的标识。整数，表示竞赛文件的 wyId 字段；

·日期和日期标识：前者指定比赛以显示格式开始的日期和时间（例如，2018

年 5 月 20 日 8:45:00 PM GMT+2），后者包含相同的信息，但采用紧凑格式

YYYYMM-DD hh:mm:ss；

·持续时间：匹配的持续时间。它可以是“常规赛”（常规赛时长为 90 分

钟+补时赛）、“加时赛”（补时赛，可能发生在大陆或国际比赛中），也可以

是“罚点球”（在大陆或国际比赛中可能发生的比赛，以点球结束）；

·比赛周：联盟的一周，从联盟开始；

·标签：包含两家俱乐部的名称和比赛结果（例如，“拉齐奥-国际米兰，

2-3”）；

·循环 ID：表示所属比赛的比赛日。在足球俱乐部的比赛中，每一个参加

比赛的俱乐部与其他俱乐部比赛两次，一次主场，一次客场。比赛按比赛日组织：

比赛第一天的所有比赛都在比赛日 i+1 的比赛之前进行，甚至有些比赛可能会推

迟，以方便球员和俱乐部参加大陆或洲际比赛。在国家队的比赛中，“循环”表

示比赛的阶段（淘汰赛、16 轮、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决赛）；

·赛季标识；表示比赛的季节；

·状态：可以是“比赛已正式开始和结束”、“取消”（比赛在开始前已取

消）、“暂停”（比赛已被裁判员暂停，原因是无法进行比赛，如恶劣天气或停

电，还没有新的日期和时间）；

·地点：举办比赛的体育场（如“奥林匹克体育场”；）

表 2. 动作类型及其可能的子类型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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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动作数据集的统计。（a）每种类型的动作频率（b）足球比赛中项目数的分布（c）两支球队在拉齐奥（青色积分）

对国际米兰（黑色方块）的比赛中产生的动作。动作被标绘在它们发生的地方。

·赢家：获胜球队的标识，如果比赛以平局结束，则为 0；

·wyId：匹配的标识，由 Wscout 分配；

·团队数据：它包含几个子字段，描述了每支正在比赛的球队信息，例如阵

容、替补阵容、替补名单、教练和得分；

·hasFormation：如果没有队形（阵容和替补席），它的值为 0，否则为 1；

·比分：按进球数计算（不按比赛进球数计算）；

·比分 ET：球队在比赛中的进球数，包括加时赛（不包括点球数）；

·比分（HT）：球队在上半场的进球数；

·得分率：点球后球队进球总数；

·比赛地点：比赛中球队的一方（可以是“主场”或“客场”）；

·团队 ID:团队的标识；

·教练 ID：团队教练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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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补席：球队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的队员名单，以及他们在比赛中表现的

一些基本统计数据（总进球数、个人进球数、卡片）；

·阵容：球队在首发阵容中的队员名单以及他们在比赛中表现的一些基本统

计数据（总进球数、个人进球数、卡片）；

·替补名单：在比赛中球队的替补名单，描述了参赛队员和换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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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2显示了一份文件，该文件描述了 2018 年 5 月 20日举行的意大利甲级联赛（“竞赛 ID”：524）的拉齐奥和国际

米兰的比赛（“标签”：“拉齐奥-国际米兰，2-3”）（见“日期”和“日期 UTC”）.方框 3 显示了其中一支球队的

队形子文档结构，其中包括替补队员名单、首发阵容队员名单和球队替补名单

团队:球队数据集描述了参加七项比赛的俱乐部和国家队。此数据集中的每

个文档包含以下字段:

·城市：球队所在的城市。对于国家队来说，这里是国家的首都；

·名称：球队的通用名称；

·区域：与球队相关的地理区域信息；

·wyID:球队的标识，由 Wyscout 分配；

·官方名称：球队的正式名称（如尤文图斯俱乐部）

·类型：球队类型。俱乐部（西班牙甲级联赛、意大利甲级联赛、英国甲级

联赛、德国甲级联赛、法国甲级联赛）球队为“俱乐部”，国际比赛（2018 年

世界杯、2016 年欧洲杯）球队为“国家队”；

方框 4显示了一份描述尤文图斯队（“名称”：“尤文图斯”）的文件，该队位于意大利都灵（“城市”：“都灵”）

内（见“区域”栏）

队员:队员数据集描述了七场比赛中的所有选手。此数据集中的每个文档由

以下字段组成：

·出生地：队员出生地的地理信息；

·出生日期：队员的出生日期，格式为 YYY-MM-DD；

·当前国家队 ID：队员当前所在国家队标识；

·当前球队 ID：队员所属球队的标识。标识是指团队文档中的 wyID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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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队员的名字；

·姓氏：队员的姓氏；

·脚：队员的惯用脚；

·身高：队员的身高（厘米）；

·中间名：队员的中间名（如果有的话）；

·护照所属区域：与队员当前护照相关的地理区域；

·角色：队员的角色。它是包含角色名称和两个缩写的子文档；

·简称 2：队员的简称；

·体重：队员的体重（公斤）；

·wyId:队员的标识，由 Wyscout 分配。

方框 5显示了一份描述球员莱昂内尔·安德烈斯梅西·库西蒂尼（“简称 2”：“L﹒Messi”）的文件，他出生在阿根

廷（见“出生地”字段），拥有西班牙护照（见“护照区”）。从文件中我们观察到，梅西的惯用脚是左脚（“脚”：

“左”），他的身高和体重分别是 170 厘米（“身高”：170）和 72 公斤（“体重”：72），他的最佳角色是前锋（见

字段“role”）,他出生于 1987 年（“出生年月”：“1987-6-24”）。

动作:动作数据集描述了在在每场比赛期间所发生的动作。每个动作文档包

含以下信息：

·动作 Id：动作类型的标识。每个动作 Id 都与一个动作名相关联（见下一

点）；

·动作名称：动作类型的名称。比赛动作有七种类型（见表 2）:传球、犯

规、射门、争顶、任意球、越位和触球；

·子动作 Id：子动作类型的标识。每个子动作 ID 都与一个子动作名称相关

联（见下一点）；

·子动作名称：子动作类型的名称。每个动作类型都与一组不同的子动作类

型相关联（见表 2）；

·标记：动作标记的列表，每个标记描述有关动作的附加信息（例如，准确）。

每个动作类型都与一组不同的标记相关联（见表 2）。Wyscout 文档提供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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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到相对应的名称和说明（https://apidocs.wyscout.com/）。

·动作 Sec：动作发生的时间（从比赛的下半场开始）

·Id：动作的唯一标识；

·动作 Id：动作引用的时间项标识。在一个比赛文件中，标识引用时间文

档中的字段“wyId”；比赛期间

·比赛时间：比赛的时间段。可以是“1H”（上半场）、“2H”（下半场）、

“E1”（第一次加时）、“E2”（第二次加时）或“P”（罚球时间）；

·队员 Id：生成动作的队员标识。标识是指队员文档中的“wyId”字段；

·位置：与动作关联的原点和终点位置。每个位置是一对坐标（x,y）。x

和 y坐标总是在【0,100】范围内，从进攻方的角度表示场上的百分比。特别是

x坐标的值表示动作的距离对方球门的距离（以百分比表示），而 y坐标的值表

示该动作与场地右侧的距离（以百分比表示）；

·球队 Id：队员所在球队的标识。标识引用团队文档中的字段“wyId”。

图 3 每个动作类型的位置分布。（a-f）核密度图，显示比赛中动作位置的分布。绿色越深，特定字段区域中的动作数

就越高。（g-i）在比赛中每个队员的传球位置分布。颜色越深，特定区域中的传递次数越高。

方框 6显示了由 3161 队（“3161Id”：3161）的 3344 个队员在比赛的上半场的第 2.41 场比赛（“比赛 Id”:2576335）

（“动作 Sec”：2.4175，“赛间”：“1 小时”）的对源 3344（“队员 Id”：3344）生成传球动作（“动作 Id”:8,

“动作名称”：“传球”）。传球从场地的位置（49,50）开始，结束于场地的位置（38,58）（见场地“位置”）。此

外，如标签 1801（字段“标签”）的存在所指示的那样，传球是准确的。

https://apidocs.wyscou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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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动作次数的比赛进程。在数据集中所有比赛发生的动作次数（即，顶部图中的目标，中间图中的黄牌和底部图中的

红牌），时间为 5分钟。

图 5 比赛数据集中的运动入侵指数和加速指数。粗体线分别代表入侵指数（a）和加速指数（b）的滚动平均值，而细线

则代表每支球队每个控球阶段计算出的个别数值。紫色竖线是指佛罗伦萨在比赛中攻入的两个球，红色竖线表示比赛的

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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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那不勒斯-尤文图斯比赛中球员传球网络示意图。节点代表球员，边线代表球员之间的传球。节点的大小反映了进

出球的次数（即节点的度数），而边的大小与队员之间的传球次数成正比。

教练:教练数据集描述了我们提供的 7项比赛中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所有教

练。它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由 Wyscout 分配的教练标识。

·简称：教练的简称；

·名字：教练的名字；

·中间名：教练的中间名（如果有）；

·姓氏：教练的姓氏；

·出生日期：教练的出生日期，格式为 YYYY-MM-DD；

·出生地：教练出生地的地理信息；

·护照区：与教练当前护照相关的地理区域；

·当前球队 Id:教练团队的标识。标识引用团队文档中的“wyId”字段。

方框 7显示了一份文件，描述了 Maurizio Sarri 教练（“简称”：“M. Sarri”），他出生于意大利（见字段“出生

地”），拥有意大利护照（见“护照区域”），出生于 1959 年（“出生日期”：“1959-01-10”）。

裁判:裁判数据集描述了我们所提供的国内和国外比赛中的所有裁判员。它

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wyId:裁判标识，由 Wyscout 指定。

·简称：裁判员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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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裁判的名字；

·中间名：裁判员的中间名（如果有）；

·姓：裁判员的姓；

·出生日期：裁判员的出生日期，格式为“YYYY-MM-DD”；

·出生地：裁判出生地的地理信息；

·护照区：与裁判员当前护照相关的地理区域；

方框 8显示了一份文件，描述了裁判威廉·科伦（“简称”:”W·科伦），出生于苏格兰（见字段“出生地”），拥有

苏格兰护照（见“护照区”），出生于 1979 年（“出生日期”：“1979-01-18”。）

技术检验:

一般来说，根据动作数据集，足球比赛平均包含 1682±101 个动作（图 2b），

两个连续动作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3.59±7.42 秒。在一场比赛中，观察到一名队

员平均 59±29 个动作，每 78.78±105.64 秒就有一个动作，证实了足球运动员

控球时间通常少于两分钟。传球是最常见的动作，约占总动作的 50%（图 2a）。

争顶（如铲球和运球）是第二常见的动作（≈28%），而射门约占总动作的 1.5%。

进球是足球运动中决定比赛结果最重要的动作，极罕见的进球只占总进球数的

1%以下。我们提供了意大利甲级联赛“拉齐奥-国际米兰”比赛（2018 年 5 月 20

日）所观察到的所有动作的例子（1620 年），并将它们绘制在发生事件的场地

位置上（图 2c）。

空间维度:

通过观察发生动作的场地位置，我们可以研究足球比赛中有趣的方面，例如

球员和动作的空间分布。例如，图 3a 中的核密度显示，传球主要分布在场地中

心位置，实际上大部分比赛都发生在这个位置。正如人们所料，当我们根据球员

的角色来选择球员时，我们观察到动作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前锋的动作主要发

生在对方半场（图 3h），而防守队员的动作主要发生在本方半场和场地两侧（图

3g）。同样，正如预期的那样，动作的空间分布也会随着其类型的变化而产生变

化：进攻性动作（如射门）大多是在对方球门附近观察到的（图 3b），而防守

动作（例如，解围）则大多数是在本方球门附近观察到的（图 3f）。比赛动作

的空间维度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队员在比赛中的行为信息，例如，可以从一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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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中的平均位置来确定队员的个人资料。

时间维度:

通过观察比赛中动作发生的时间，我们可以研究球队和队员的有趣动态。例

如，图 4显示在比赛的下半场进球更频繁，这反映了一些可能影响得分的因素，

例如在比赛结束时由于耐力丧失而导致防守队员注意力下降，或者试图赢得比赛

或扳平比分的对手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态度。同样，我们观察到黄牌和红牌等类似

情况发生在恢复期的频率最高。这一方面可以突出裁判的偏向，他们不太在比赛

开始时判罚一张牌（如 25 所示），在比赛结束时球员的耐力下降或进攻欲望增

强。

图 7 三位顶级球员的流程中心度和得分分布。（a）2017/2018 赛季梅西（红线）、C·罗纳尔多（蓝线）e·M·萨拉赫

（黑线）的流量中心度分布。（b）表现质量以梅西（梅西）、C·罗纳尔多（蓝线）和萨拉赫（黑线）的球员得分计算。

另一个可以通过结合足球观察记录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来研究的方面是所谓

的进攻指数，这是一个衡量一支球队在比赛中与对方球门距离远近的指标（即其

危险性）和加速度指数，一个衡量球队到达最接近对方目标位置的速度。利用足

球观察记录的时空维度，可以计算出每一个控球阶段的进攻指数，该指标定义为

一个球队在对方获得控球权之前对球所做的一系列动作。为了计算一个控球阶段

的进攻指数，我们计算：（i）对于控球阶段的每一个动作，从动作发生的位置

得分概率（定义为从该位置进球的分数）；（ii）我们取最大的概率。一支球队

在一场比赛中的进攻指数就是在整个控球阶段的平均进攻指数。图 5显示了在

2018 年 4 月 7 日罗马对佛罗伦萨（0-2）的比赛中，各队的进攻和加速指数。我

们观察到佛罗伦萨的进攻指数平均高于罗马（分别为 0.27±0.33 和 0.23±

0.31）。一支球队在比赛中的平均加速效率是另一个指标。一个队伍的控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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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指数是由其进攻指数与控球阶段第一个动作与最危险动作之间的时间平方

之比来计算的。一支球队在比赛中的平均加速指数是指其控球阶段的平均加速度

指数。与进攻指数类似，佛罗伦萨的平均加速度高于罗马（罗马：0.06±0.16，

佛罗伦萨：0.07±0.15）。

进攻指数和加速指数都显示，佛罗伦萨（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在比赛中更具

威胁，更靠近对方球门，比罗马更快到达危险区域。

队员分析:

足球观察记录可以用来比较队员的表现，并及时跟踪他们的进展。例如，我

们比较了三个不同特点的前锋——梅西（巴塞罗那）、C·罗纳尔多（尤文图斯）

和萨拉赫（利物浦）。我们观察到梅西的传球率最高：当他平均每场比赛传球

49±19 次时，C·罗纳尔多和 M·萨拉赫每场比赛的传球次数分别为 26±6 次和

25±9 次。另外，我们观察到梅西在每场比赛中的争顶次数（25±8）比 C·罗纳

尔多和萨拉赫（每场比赛 15±5 和 21±7 场争顶）更多。我们向公众发布的数据

还可以计算几个性能指标，例如 Flow Centrality14 and PlayeRank1。一个运

动员在比赛中的流动中心性被定义为他在传球网络中的中间中心性。图 7a 显示

了 L.梅西、C.罗纳尔多和 M.萨拉赫在 2017/2018 赛季比赛中的流量中心度分布。

梅西的流量中心度（0.10±0.01）高于 C.罗纳尔多和 M.萨拉赫（分别为 0.09±

0.01 和 0.09±0.01）。

队员在赛季中的表现状态可以用 PlayeRank 进行评估，PlayeRank 是一个数

据驱动的框架，它为足球运动员在一场比赛或一系列比赛中的表现状态提供了一

个有原则的多维和角色意识的评估。图 7b 显示了上述三名球员在本赛季有着不

同的表现趋势。M.萨拉赫在赛季前半段取得了最佳表现，然后在赛季中逐渐下降。

相比之下，梅西在整个赛季都显著提高了自己的表现能力，而 C·罗纳尔多，由

于伤病没有在本赛季的第一部分上场，他的平均表现质量略高于萨拉赫，但却低

于梅西。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根据足球观察记录计算的两个指标，梅西在传

球中心度和表现质量方面表现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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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足球课程（六）

U.S. Soccer Curriculum

原作者：Claudio Reyna ，Dr. Javier Perez

译者：段林涛 研究生院 19 级

四.规划和训练

简介:(教练的工作在到达球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对于一周或一个赛季来说，正确合理的课程计划将帮助教练确定球队的需要

以及提供一个高效的训练课程。准备好合理恰当的训练课程给教练面对球员时的

自信和在球场上如何让球员和球队整体对训练的练习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一个好

的教练员就是一个好的计划者。

利用与年龄相匹配的赛季训练计划可以提供一些执教指引，教练将会有一些

关键的训练器材为球队去组织或安排训练课程。一般要设计 1-5 个等级的关于不

同的技术，战术，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方面的训练游戏。 例如，一个标记数字

5的传接球路线对于 U14 这个年龄组别就意味着极其重要。

年龄相近的两队也会不同的能力等级和对训练游戏的理解也不同。 换句话

说，即使是桶一只队伍的相同年龄也有不同的需求。就这一原因，训练应该根据

特定的年龄段去制定。

这一文件包含了根据你的球队制定的一些的你自己的计划中包含的必要信

息：

这一部分将帮助教练员很快的组织竞赛期，休赛期（就指两个赛季间的

时期）以及停训期为下一个年龄组的训练。对于年轻的组别，在课程里对于

训练目标，内容，布置以及使用方式有更广阔的视野将是更为至关重要的。

教练员可以使用文件中所示的这一计划。这一 12 周的内容分配就可以确保

所有的关键要素都被包含在训练课程内，对每一个阶段和年龄组的都适用。这样

的组织方式给予球员足够时间在特定的方面有很明显的提升。 请注意，这内容

分配为提升方式和比赛原则遵循着恰当的顺序。

这一部分帮助教练组织周训练课程。每周的主要的技术，战术以及身体练习

的目标都准确的安排在每一个周期里。然而，每个队伍都不同，且有他们自己的

学习动机。因此，周计划是很灵活的。将涉及到这周以及下周的安排，教练需要

持续的确定球队的需要。

课程是计划过程中的最后一步。在这部分教练员可以看到不同阶段的课程

的不同之处。每个课程的框架结构是相似的，包含以下部分：热身，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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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比赛.这主要部分包括及时，战术和身体练习。教练可以为球队在练习内

容库里选择恰当的手段和方法或者创造她/他自己的训练课程。

一些专业的组织只是将课程应用在中级和高级组的阶段。整个赛季高级组和中

级组也会改变训练组织形式是为了在比赛中更高效。入门组和初级组强调开发

连续的课程结构，为了建立稳固的足球基础。

赛季计划原则的发展：

这是一个机构以 12 周为一个周期的三期的课程。每一个 12 周的周期被

称作一个大循环。这一 12 周周期的课程将与三阶段的课程框架是相似的。作

为教练，你可以根据你的球队和课程的需要去适当调整周期长度。

示例课程的结构是对于中级组和高级组有三个不同的周期训练安排。

竞赛期：这一期间球队是有规律的安排训练和比赛。

休赛期：这一期间球队是有训练但是没有比赛。

停训期：这一期间球队没有训练和比赛。

·球员们跟着这个重复的 12 周周期的训练安排。这 12 周的体系在整个

课程中重复三次，有一共同的目标但是根据课程的变化略有不同。

·课程以 12 周为周期的安排使得球员在这段时间里建立了他的比赛理

解以及在比赛中所必须的足球方面的必须身体素质。

·不同周期的特点（例如竞赛期 I,休赛期和竞赛期 II）将在随后的文件中

解释。

·这一安排将内容合理安排在其框架之上，确保教练不但覆盖了比赛的关

键要素，而且是根据球员的年龄所定的。我们知道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一个 6

岁的球员不会像 12 岁或 17 岁的球员那样理解比赛。

·战术，技术和身体素质的目标将教练和球员的注意力放在两周时间的

特定目标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特定目标将覆盖所有的训练课。相反，一

个准确的目标将至少存在于一节训练课上在两周的时间里。这明确对于特定

的年龄组需要有的必须训练内容。

·教练员也会根据球队的需要在安排一些其他与比赛相关的训练内容。

·两周时间内.箭头所指的就是主要目标。

·请检查箭头所指的年龄相关的内容列表是为了覆盖其他的特定的适合

年龄的训练内容。

对于不同阶段的主要目标在下表。箭头所指的就是那个阶段的

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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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计划:(以下只适用于中级组和高级组阶段)

比赛大多是有每周需要的路线所决定。在最开始一周强度降低，比赛强度将

慢慢的增加在中间的几周，然后又在最后几周把强度降下来给球员足够的时间来

恢复准备比赛。这些原则应用于中级组和高级组阶段的球员。

周计划的安排如图所示：

在起始的一周，教练将使用一些简单的练习逐渐灵活增加在这一整

周里。

在一周的起始，教练将使用更多非对抗性的练习注重于完成的质量

上。而在一周的末尾，教练将会使用一些有对抗的练习去提升速度，对抗性

以及意识。

在一周的起始，身体技能训练将注重于力量提升和以防受伤。

在一周的中间，练习强度将增加使用耐力训练方法。在一周的末尾，训练注

重于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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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阶段设计的周计划示例:

训练课程的框架:

所有年龄阶段的训练课程都包含了战术，技术，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目标。

除了这些课程对入门的球员仅包含技术，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目标，因为在这

一年龄段还处于发育成长的阶段。

课程的安排包括三个板块：热身，主要部分（技术，身体素质和战术练习）

和训练比赛/自由活动。训练课程遵循以下所示框架。然而，课程中的三部分的

持续时间可长可短并且主要部分的内容是可以根据练习的类型进行调整。请注意

下面的任何解释是建议而不是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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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灵活的方面和帮助组织开展训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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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足联英足总 B 级技术指导

THE FA UEFA B Technical Guidelines

译者:陈超凡 研究生院 19 级

进攻原则:

实践组织:
·8v 8 不同或相似的球队，包括守门员。

·面积 65 x 45(可根据需要调整)。
·指导一个球队，一个打法。

·球场周围和球门边的足球。

·比赛适用的正常规则。

·越位规则——根据教练的意愿。

关键的指导因素

团队在球场

·“分散”(向外扩散——创造空间)。
·“利用比赛和跑动”来创造传球选项。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渗透”作为原则和优先考虑，但要精准。

·宽度-对手和自己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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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团队创造力(即兴发挥)。

传球和控球 1 -高级技术练习

实践组织:
·相邻区域的最大值为 10x12。
·每个区域 4人，每个角落 1 人。

·仅从后到前的角度向前传球。

·接到斜线回传后，将练习改到其他区域。

·球员可以根据球的移动，从左到右或从前到后进行交换。

关键的指导因素:
·对角线和垂直传球的质量-速度，准度，路线。

·接收的质量。

·鼓励各种各样的传球和接球区域。

·识别何时改变触球角度和传球方向。

·由最后球员接收球的移动时间。

传球和控制 2

实践组织:
·全宽，1/2长+ 15 到线。

·一名守门员，后卫 4人，中场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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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球到中线，回传发球。

·逐渐进入并收到来自守门员的球。

·重复。

·人体模型可用于挑战技术能力和决策能力。

关键的指导因素

·球员控球时的接应距离和角度。

·了解持球手前方和周围其他球员的位置。

·传递的质量:不同的距离，不同的技能。

·精度，速度，轨迹。

·传球后接应队友。

·提高准确性、速度和传球空间。

挥手:移动中的传球和控制：

实践组织

1队在 MF 区域开始。

·1名球员跌落到 A 区接受守门员的发球。

·所有球员射门前必须触球。

·练习各种传球/移动模式。

·与团队 2等从相反的方向重复。

·（此时）即使在没有对方队员时，（划定）的越位线也有效。（进攻一方）球·员

不可以在底线区域处在球的前方位置和接向前的传球。

·攻击交替的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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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加条件增加传球和接收的复杂性。例如：

1. 时间来完成。

2. 触球次数。

3. 人体模型作为静态干扰。

4. 进展到一些后卫，如 2,3,4
关键的指导因素

·观察自己接球周围位置和接应其他队友位置

·第一次接触的质量:控制，释放传递。

·速度-传球的准确性:1 次触球，2次触球等，哪个球员？哪里:脚和空间？

·松开传球后的支撑和移动。

·大步传球。

控球(小组讨论)传球，支援，移动：

实践组织：

·面积 70 x 50。
·球场周围和球门旁边的足球。

·从守门员 1开始传球。

所有球员在半场 8红 6 蓝。

·通过控球进入球场的另一半。

·通过球队的进攻 向前传递 所有球员进入另一个半场。

·传给守门员 2完成攻击。

·从另一个方向重复守门员 1。
关键的指导因素：

·跑位:支持，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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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在接球时做出决策。

·接到指示:决策，方向，距离，伪装。

·传递——决策，传递:谁，何地，何时，如何，为什么。

·对接球的队员的支持。

·以移动，互换，创造出更多的空位。

传递和接球的首选(S.S.G 8 v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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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组织

·面积 70 x 50。
·两支 8v8 球队包括守门员在内的

·起始位置:自由发挥，从防守方头顶传球，拦截。

·两支人数相等的队伍-不同的阵型？

·足球分布在球场周围和球门旁边。

·越位是根据教练的指示来决定的。

关键的指导因素

·良好的第一触球 - 怎么做，在哪，为什么?
·观察-传球选项-向前，横向，向后?
·传球质量-重量，准确性，脚/空位?
·接收球的动作——何时何地?
·触摸球-采取移动，站立不动，向前移动?支持球员接球-何时何地?
·球员可以选择带球-转身，运球，射门?
·紧凑性——球员保持联系，守门员位置?
·支持和移动位置。

·意识和行动选择——如何接收指示-决策，伪装，方向，距离。

·通过选择——谁，在哪里，何时，如何，为什么?

接球和护球技术：

实践组织

·6v6/7v7 队伍和 2名自由人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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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50 x 40。

·球场周围供应足球。

·每回合 2名自由人球员，每次回合最多 3次触球。

·控球队包括 2名试图将球传给终点线后的目标球员的自由人队员。

·如果成功，自由人球员将球传回同一队，从另一个方向进攻。

·在从对手手中获得控球权后，球队可以在向其他方向进攻之前将球传给任何位置的队友，

进攻其他方向。

·掷界外球被视为球离开球场。

关键的指导因素：

·接收传球的位置。

·对空位到达前和到达时的情况有所了解。

·易于控制的身体和脚的位置-早或晚!

·决定如何顺利通过。

·第一次触控的质量和要求。

·在触控后进行操作。

接球和护球技术：

关键的指导因素：

·人员标记距离和职责。

·拖后中后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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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技能：

a.接球的位置。

b.标识位置的意识。

c.传球的评估。

d.触球控制的决定:进入空位，触球远离对手，通过“屏蔽”球来确保控球-插入-身体在对

手和球之间，旋转球等。

·保护球。

a.了解对手的立场。

b.平衡和身体力量。

c.避开严格标记。

实践组织：

·场地为 50 x 40 。

·7v7 的对抗练习。每队安排一名守门员和一名类似拖后中后卫参加。

·中后卫得球后最多可三次触球。

·球队在自由比赛中盯人。

每个队都为得分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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