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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体育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
作为学生用书，是由西南（云、贵、川、渝）高校体育教材教法研究会《跆拳道》教材编写组根据西
南地区体育院校教学计划、培养目标和跆拳道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具体教学任务、教学时数、教学内
容及考核要求分工负责撰写和串编完成的。
本教材在根据云、贵、川、渝四省市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基础上，总结了四省市学生生
源情况，以及各体育院校该门课程教学实践经验，继承了前人不同时期出版的教材的优点，重点吸收
了国内外跆拳道运动发展中的先进理论与实践内容。

本教材着眼于新世纪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实际需要，坚持继承与创新、改革与发展；坚持实事求是，
从本科教学实际出发；突出教学性、针对性、实用性、实践性、科学性、先进性、时代性，力求从教
材体系和专业发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方法掌握上进行改进、提炼、拓展，以使教学对象能适应
未来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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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针对这些具体优势和缺点，采用相应的技战术，一方面克制其优势，另一方面针对其
技术薄弱环节进行反攻，达到避其长，击其短的战术目的。
3.对手攻防类型跆拳道运动员的攻防类型有三种：一种是主动进攻型，另一种是以防守反击为主的防
守型，第三种是攻守持平的综合型。
在比赛前要了解对手属于哪一种攻防类型的运动员，然后制定相应的技战术与之相对应，在控制其优
势的基础上战胜他。
4.比赛动态类型跆拳道比赛中运动员表现出不同的动态类型，有的属于力量型，有的属于技术型，有
的属于技巧型，有的属于战术型等。
针对不同类型的运动员，就要采用相应的战术。
对付力量型选手，需要运用以快制力，以巧制力的战术扼制住其力量的发挥。
对付技术型选手，则利用假动作改变距离和位置角度，封堵其进攻路线，进行连续进攻的战术。
5.临场心理素质运动员比赛的临场心理素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制胜因素。
平时有所谓训练型和比赛型运动员的说法，这里主要指运动员的心理素质。
训练型的运动员因其比赛时心理紧张和不稳定，常常造成失败；比赛型的运动员就靠其临场稳定的心
理和争先向上的心理素质，发挥自己的各种优势，而取得比赛的胜利。
跆拳道比赛是智慧加技巧的比赛，比赛中的斗智斗勇以及两强相遇能者胜等，都属于心理素质的范畴
。
二、跆拳道比赛的战术能力跆拳道比赛的战术能力，是指跆拳道运动员，参加训练和比赛应该具备和
运用战术意识、战术理论、战术数量和战术质量的综合能力。
（一）战术能力的内容1.个人战术意识是指运动员在临场复杂多变的比赛中，根据比赛的规律和各方
面的情况，随机应变，有判断、有目的、有预见性地决定自己对付对手的策略思维活动。
个人战术意识体现在对各方面情况判断的准确程度和及时性，即预先考虑到采取各种行动的可能性，
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多种效果和对策，并能有针对性地灵活运用对付对手的最佳行动方案，为完成战术
行动，有目的地采取隐蔽和欺骗手段；创造性地采用别人想不到或未曾采用过的新措施等。
战术意识支配着行动，行动的效果又反过来对战术意识的强弱进行评价。
运动员就在这种反复的支配和评价中提高着战术意识和行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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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跆拳道》是教育部推荐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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