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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羽毛球 
 
 

一、考核指标与所占分值 

类  别 专项素质 专项技术 实战能力 

考核指标 前后左右移动 前场技术 后场技术 比赛 

分  值 10 分 10 分 10 分 70 分 

二、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 

（一）专项素质 

前后左右移动 

1．考试方法：考生站在起点处（场地中线和底线交叉点后），听到“预备-跑”口令（计 时

开始），沿着中线采用直线上网步法，持拍手触网顶白线后，直线后退踩底线为完成 1次前后

移动，反复进行 5次。 

当第 5次回到底线，脚踩底线同时，从中线开始，采用向左右两侧移动的步法至场地右侧

单打边线处，用持拍手触拨单打边线上的羽毛球，然后用向左侧移动的步法至场地左侧单打边

线处，用持拍手触拨单打边线上的羽毛球，转身面向球网（左手持拍者在右侧触拨球时转身），

继续向反方向进行下一次移动，反复进行 5次。当完成最后一球触拨后回到中线踩线计时停止， 

记录完成的时间。如图 7-1所示（图中三角形为放置在单打边线上的羽毛球）。  

考生如前后移动未踩线和触网，视为违例，应重新踩线或触网才能继续完成后面的测试； 

左右移动时未触拨到球，或在左（右）侧场区边线触拨球后没有转体面向球网的，视为违

例，应重新触拨球或回到边线处转体面向球网才能继续完成后面的测试。 

 

图 7-1  前后左右移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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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分标准：见表 7-1。 

表 7-1  前后左右移动评分表 

分值 
成绩 

分值 
成绩 

男 女 男 女 

10 33"0 36"0 5 38"0 41"0 

9.5 33"5 36"5 4.5 38"5 41"5 

8 34"0 37"0 4 39"0 42"0 

8.5 34"5 37"5 3.5 39"5 42"5 

8 35"0 38"0 3 40"0 43"0 

7.5 35"5 38"5 2.5 40"5 43"5 

7 36"0 39"0 2 41"0 44"0 

6.5 36"5 39"5 1.5 41"5 44"5 

6 37"0 40"0 1 42"0 45"0 

5.5 37"5 40"5 0.5 42"5 45"5 

（二）专项技术 

1．前场技术（正反手放、勾、推） 

（1）考试方法： 

① 右侧场区击球（共 10个球）：由考评员向考生右侧网前抛球，考生站在前发球线后上

网，并按照固定的顺序，运用放、勾、推技术将球分别击到指定的区域内（A、B、C、D），并

轮转 2次（共击 8个球），最后两球应击到提前选择的 2个区域内（A、B区域任选其一，C、D

区域任选其一）。如图 7-2所示。 

② 左侧场区击球（共 10个球）：由考评员向考生左侧网前抛球，考生站在前发球线后上

网，并按照固定的顺序，运用勾、放、推技术将球分别击到指定的区域内（A、B、C、D），并

轮转 2次（共击 8个球），最后两球应击到提前选择的 2个区域内（A、B区域任选其一，C、D

区域任选其一）。如图 7-3所示。 

考生应站在前发球线后准备，落点必须严格按照 A、B、C、D的顺序进行（A、B、C、D的

面积都是 100cm×100cm，从场地线的外沿测量），并且最后两球必须在测试前提前选择落

点区域。 

  



 

运动训练专业 

39 

                   

图 7-2  前场技术右侧场区示意图   图 7-3  前场技术左侧场区示意图 

（2）评分标准：将前场两组测试中进入有效区域的球数累计相加为最终成绩，见表 7-2。 

表 7-2  前场技术评分表 

分值 成绩（个） 分值 成绩（个） 

10 16（含）以上 5.5 7 

9.5 15 5 6 

9 14 4.5 5 

8.5 13 4 4 

8 12 3.5 3 

7.5 11 3 2 

7 10 2.5 1 

6.5 9 0 0 

6 8 - - 

2. 后场技术（直线和斜线高远球、吊球） 

（1）考试方法： 

① 右侧场区击球（共 10个球）：由考评员发高远球，考生站在右场区双打后发球线前外，

分别运用高远球和吊球技术将球分别击到指定的区域内（E、F、G、H），并轮转 2次。最后两

球应击到提前选择的 2个区域内（E、F区域任选其一，G、H区域任选其一）。如图 7-4所示。 

② 左侧场区击球（共 10个球）：由考评员发高远球，考生站在左场区双打后发球线前外，

分别运用高远球和吊球技术将球分别击到指定的区域内（E、F、G、H），并轮转 2次。最后两

球应击到提前选择的 2个区域内（E、F区域任选其一，G、H区域任选其一）。如图 7-5所示。 

考生在双打后发球线前准备击球。要求快速吊球，进入吊球落点有效区域为成功。考评员



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体育专项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 

 

40 

发球后考生可以选择起跳或原地吊球。但在击球前双脚不能踩线或超越双打后发球线。落点必

须严格按照 E、F、G、H 的顺序走（E、F、G、H的面积都是 100cm×100cm，从场地线的外沿测

量），并且自由选择的两点要在测试前提前选择。考评员发球没有发到考生站位区域时，考生

可以不接，考评员重新发球。 

                  

图 7-4后场技术右侧场区示意图      图 7-5后场技术右侧场区示意图 

（2）评分标准：将后场两组测试中进入有效区域的球相加计算得分，见表 7-3。 

表 7-3  后场技术评分表 

分值 成绩（个） 分值 成绩（个） 

10 16（含）以上 5.5 7 

9.5 15 5 6 

9 14 4.5 5 

8.5 13 4 4 

8 12 3.5 3 

7.5 11 3 2 

7 10 2.5 1 

6.5 9 0 0 

6 8 - - 

（三）实战能力 

比赛 

1.考试方法：分别组织男女考生进行比赛。赛制一局，21分每球得分,11分交换场地，先

到 21分为获胜(20:20不加分)。 

（1）6人（含）以内进行单循环赛，决出全部名次。考生的上场顺序由抽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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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人以上采用阶段赛方法，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淘汰赛。第一阶段：7

至 12人分为两组，12人以上分为四组。 

分组方法，按运动技术等级高低排序，等级高者先抽签确定签位，下一级别考生的起始签

位根据上一级别签位确定。 

例，运动健将 2人，抽签先确定 1、2号签位；一级运动员 3人，起始签位从 3号开始，

抽签确定 3,4,5号签位；二级运动员起始签位从 6号开始。 

以此类推。签位确定后，按蛇形排列方法进行分组。 

第二阶段：7至 12人决出小组名次后，进行交叉淘汰决出全部名次。第一组第一对阵第

二组第二。第二组第一对阵第一组第二。以此类推。 

12人以上决出小组名次后，进行同名次淘汰决出全部名次。第一组第一对阵第三组第一。

第二组第一对阵第四组第一。以此类推。 

其他内容参照中国羽毛球协会审定的羽毛球竞赛规则执行。 

2. 评分标准： 

比赛成绩=
N−R+1

N
 ×40+30，其中 N 为该专项考试人数，R 为比赛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