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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羽毛球、网球》是体育院校羽毛球、网球普修课学生专业用书，是西南区（云、贵、川、渝）体育
教材教法研究会（羽毛球、网球）材料小组根据西南地区体育院校教学计划培养目标和羽毛球、网球
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具体教学任务、教学时数、教学内容及考核要求撰写和串编完成。
本教材总结云、贵、川、渝体育院校羽毛球、网球教学实践，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外羽毛球、网球先进
理论和实践经验，并针对羽毛球、网球课时较少的特点，在教材编写中突出学生掌握基本技术知识，
适当掌握基本战术和裁判知识的原则。
本教材是由西南区（云、贵、川、渝）体育教材教法研究会组织专家、教授、专业人员经过多次认真
讨论、研究并最终编写完成的。
该书由邱勇、查明艺、王贵军、李涛、孟刚、任三三、程明霞、者胜祥、王亚琼、喻强、吴绍奎、张
晓峰、张松、裴岚、黎利、王巧玲等编写，统编由邱勇完成。
本教材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西南区（云、贵、川、渝）体育教材教法研究会策划出版的系列教
程之一。
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郭立亚教授、孟刚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
为此深表谢意！
对于在本教材中未标明的被引用者的姓名和著作的出处，我们表示歉意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紧迫，我们的水平、经验有限，书中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师生和
专家读者对本教材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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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羽毛球、网球》是体育院校羽毛球、网球普修课学生专业用书，是西南区（云、贵、川、渝）
体育教材教法研究会（羽毛球、网球）材料小组根据西南地区体育院校教学计划培养目标和羽毛球、
网球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具体教学任务、教学时数、教学内容及考核要求撰写和串编完成。
本教材总结云、贵、川、渝体育院校羽毛球、网球教学实践，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外羽毛球、网球先进
理论和实践经验，并针对羽毛球、网球课时较少的特点，在教材编写中突出学生掌握基本技术知识，
适当掌握基本战术和裁判知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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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世界网球运动的发展概况第三节　我国网球运动的发展概况第四节　现代网球运动的发展趋势第
七章　网球基本理论知识第一节　击球动作的结构第二节　拍面角度和击球部位第三节　击球点第四
节　网球比赛的三个基本要素第五节　网球的旋转第八章 网球的基本技术第一节　基本握拍法第二节
　基本步法第三节　正手抽击球第四节　反手抽击球第五节　截击球第六节　放小球第七节　挑高球
第八节　反弹球第九节　高压球第十节　发球第十一节　接发球第九章 网球运动的基本战术第一节　
现代网球战术的特征第二节　单打战术第三节　双打战术第十章　网球场地器材与装备第一节　网球
场地器材的规格第二节　网球的配套装备第十一章 网球比赛的主要规则及裁判法第一节　网球比赛的
基本规则第二节　网球比赛的主要裁判方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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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羽毛球运动概述第二节　世界羽毛球运动的发展概况一、世界羽毛球运动多元化格局的形
成1934年，由加拿大、丹麦、英国、法国、爱尔兰、荷兰、新西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国发起了国际
羽毛球联合会，总部设在伦敦。
从此，羽毛球国际比赛日渐增多。
技术与战术的发展也从简单到全面，从全面到快速灵活，从快速灵活到多变，其中产生了几次飞跃。
第一次飞跃是在开创时期，这一时期英国选手垄断整个世界羽坛，虽然他们的技术比较单一，打法陈
旧，几乎没有战术变化，但是他们的技术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为羽毛球运动传播到全世界立下了
头功。
直到1939年，丹麦、加拿大等国选手以良好的体力和进攻型战术向英国选手发起了挑战，这才打破了
英国选手称霸羽坛的局面，在第36届全英锦标赛上，英国选手仅获一枚混双金牌；第37、38届全英锦
标赛冠军全由丹麦选手囊括而去。
第二次飞跃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这是羽毛球的技术与战术全面发展的时期，男子技术优
势从欧洲全面转向亚洲，形成了亚洲人在世界羽坛上称雄的局面。
50年代，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为代表，他们主要以拉、吊来控制球的落点，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来
西亚的王炳顺、庄友明。
他们使马来西亚接连三次获得汤姆斯杯赛冠军，包揽1950～1957年八届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单打冠军
和1951～1954年四届双打冠军。
从1958年开始，羽毛球技术开始向快速、灵活的方向发展，以印尼的陈友福为代表，以较快的速度运
用下压抢网和加强扣杀上网的技术打败了以技术性为代表的打法，从此开创了印尼控制世界羽坛的局
面。
从1958～1979年，印度尼西亚共七次荣获汤姆斯杯。
在这一时期，中国虽然没有参加正式世界比赛，但技术与战术水平提高得很快，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以汤仙虎、侯加昌为代表的中国选手体现了快攻打法特点。
快攻打法除了脚步移动快，还表现在后场跳起扣杀后快速上网高点击球、两边起跳突击、发球抢攻等
方面，特别是他们“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印尼队和欧洲队，为推动世界
羽毛球运动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此，中国的快攻技术开始被国际羽坛所接受。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研究中国技术特点的基础上，世界羽坛注重了速度和进攻，发展了新技术，
出现了以印尼梁海量为代表的劈杀技术，以林水镜为代表的双脚起跳扣球技术，使世界羽毛球技术水
平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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