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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排球运动是一项在世界和我国开展得比较普遍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深受各阶层人们特别是青少
年的喜爱。
自排球运动传入我国以来，经过广大排球工作者的长期努力，特别是我国选手在世界排球比赛中的优
秀表现和取得的优秀成绩，更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各界人士对排球运动的兴趣和学习排球的热情。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阐述了排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章别开生面地介绍了排球技术的控制与学习原理，为《排球运动实用技战术训练方法》的特色内
容。
第三、四章对排球运动基本技战术的理论知识、训练方法和注意事项等作了翔实的介绍，突出了实用
性。
五、六、七章对排球运动员的体能训练、身体素质训练与技术的关系以及心理素质训练作了详尽的介
绍，对于排球运动的开展有一定的推广作用。
最后三章则分别介绍了排球运动中的损伤及预防、排球运动的科学研究及排球运动竞赛、裁判工作。
另外，《排球运动实用技战术训练方法》尽量做到准确、易懂，在丰富理论知识的同时，尽量做到图
文并茂，文字简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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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体控制相对较慢动作的过程，如受伤运动员在接受理疗时调整肢体
姿势，以及相对较快的动作过程。
在慢速动作中，动作执行者可以在动作执行中进行调整。
对于快速动作，动作执行者必须等到动作结束后再纠正错误动作。
　　如图2-2所示，当输入到达后就被处理，参照物的选定也取决于对执行中动作感觉的质量，如视觉
、听觉和本体感觉。
人做出正确动作，在成功达到动作目的过程中得到反馈。
参照物的“副本”被记录和储存在比较器中。
达到理想目标状态的指令从执行器送到受动器。
这些指令被送到位于脊髓的神经系统的低级中枢。
其结果是引起肌肉收缩和关节运动。
由这个动作产生的反馈通过比较器与希望的理想状态反馈相比较。
在这里，理想感觉反馈与实际感觉反馈之间的任何差异都被记录为动作错误。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比较器就向执行器发出关于错误的信息指令。
　　人在运动中，会产生各种形式的本体感受性和外源性反馈信息。
本体感觉信息反馈来自正在收缩产生力量的肌肉、与皮肤接触物体产生的压力和指示身体姿势变化的
关节。
外源信息来自环境，被视觉、听觉和嗅觉等感官接受，提供更多反馈。
　　信息处理阶段是闭环控制的重要环节，每次一个表示错误的信号到达执行器盾进行纠正，必须经
过这些阶段，这种“受控信息处理”是一种需要注意的参与和较长时间缓慢、成序列、随意的信息处
理类型，在学习的早期阶段比较普遍出现。
幸运的是，闭环控制并不是人利用反馈调节动作的唯一方式。
　　2.闭环控制与持续性长时间动作技能　　在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过程中起作用的一般性程序类似
于闭环控制。
对于运动技能而盲，闭环控制是一种使用反馈、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来保持理想目标状态的控制方式
，感觉信息或反馈由执行器到效应器，再回到执行器所形成的环路构成了一个完成特定动作的调控系
统。
例如，保持简单的站立姿势是一个自然行为，它需要一些不间断的闭环控制形式。
闭环控制还用于保持各种学会的姿势，如体操运动员用双手在吊环上倒立。
绝大多数动作技能需要准确、稳定的肢体姿势作为基础，失去这个基础，运动员就不能做出如射箭、
射击以及大量的稳定性动作。
在这些动作任务中，比较器不断地评估期望的正确动作或理想肢体姿势、身体定位反馈，与实际做出
的动作或理想肢体姿势、身体定位反馈之间的相似性和区别。
如果发现错误，就把信息传达到执行器进行适当的纠正。
　　闭环控制模式一般被用来控制慢速的随意动作（反应时在150～200毫秒之间），它不仅有助于理
解那些动作中需进行补偿性调节的相对慢的动作过程，而且也有助于理解那些在动作完成时才开始纠
正错误的相对快的动作过程。
动作执行者利用反馈控制行进间动作的另一个方式，它们的正确动作参照信息随时间或在动作过程中
发生变化，如慢速的投掷出手动作。
大量的这些快速动作任务，在日常的模仿练习中，也需要采用闭环控制。
　　毫无疑问，闭环控制模型是理解人体控制持续的长时间动作技能的最有效方式。
现代工业中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实际上也是采用闭环控制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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