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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本研究拟从羽毛球运动员 X 的角度出发袁 通过建立关联规则模型对收集

的数据进行分析袁尝试在众多数据中寻找 X 的提升空间遥 通过文献资料的方法尧访

谈法制作羽毛球比赛技战术多维度信息记录表袁利用编码规则采集整理数据袁并用

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遥 使用 SPSS 21.0 对数据进行初步统计及一致性检验袁后

通过使用 SPSS Modeler 18.0 对各项统计指标进行关联规则分析遥 通过分析可以发

现运动员 X 的优势技战术有发网前短球尧起跳腾空点杀尧后退高远球尧上步挑球

等袁且最后一拍直接得分的情况下相对稳定的落点位置是 9寅7寅4曰X 相对较薄弱

并有待提高的技战术有发后场球以及网前球的处理等遥 另外袁 通过比分形势与连

续得失分尧局分与得失分的关联规则袁反映了 X 在处理困难局面上的心理坚韧性

品质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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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dminton player X, this study intends to analyze the collect-

ed data by establishing association rules, and to seek improvement for X from the numerous data.

This study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view to make a multi-dimensional table

recording the information of badminton competition techniques and tactics, uses the coding rules to

collect and systematize the data, and uses the method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analyze the data.

SPSS 21.0 is used for preliminary statistics and consistency test, and then SPSS modeler 18.0 is used

to analyse association rules of various statistical indicator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badminton

player X has advantageous techniques and tactics such as net shot service, takeoff kill, long high

shot, and lifting. The landing position 9→7→4 is relatively stable when the player scored in the last

stroke. Relatively X has weakness in techniques and tactics yet to improve including the handling of

backcourt shots and net shot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ion rules of score situation, con-

secutive scores and losses, and game scores and losses, X still has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nacity when facing orde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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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数据中寻找提升空间：数据挖掘在羽毛球比

赛技战术分析应用中的个案研究
何 施袁赵文作袁刘 博袁黄志剑 *

收稿日期院 2020-09-09
第一作者简介院 何施袁女袁在读硕士研究生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运动人体科学遥 E-mail院2318460231@qq.com遥
*通信作者简介院 黄志剑袁男袁博士袁教授袁硕士生导师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运动心理遥 E-mail院psychlab@qq.com遥
作者单位院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袁湖北 武汉 430062遥

羽毛球是我国竞技体育传统优势项目之一袁在国

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遥 但在近年来相关的重大赛事

中袁我国选手的成绩显得不如人意袁足以说明现阶段

中国羽毛球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遥面对严峻挑战要想取

得好成绩袁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思路遥 羽毛

球比赛的技战术具有不确定性尧多变性尧复杂性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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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1]袁而传统羽毛球技战术分析主要是描述性的统计

分析[2-3]袁各因素之间是相对独立的袁无法还原运动员

在某一时段的连续动作状态遥教练员往往凭借经验及

描述统计数据来安排日常训练尧指挥临场决策遥
数据挖掘兴起于 20 世纪末袁 一般是指利用计

算机等工具从大量尧零散尧不完全并且随机的数据

中通过特殊算法提取或野挖掘冶出隐藏在其中的信

息和知识的过程 [4]遥 数据之间的关联是数据挖掘中

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可被发现的知识袁如果给定

两个或多个数据集并从中发现存在某种频繁出现

的项集模式就称为关联规则 [5]遥目前袁关联规则广泛

应用于超市尧银行尧网购等领域袁在体育领域主要应

用在网球[6]以及其他隔网类项目中 [7]袁在羽毛球项目

中的应用尚属少见遥 羽毛球的竞赛规则和技战术与

网球有相似之处袁 所以网球技战术的关联规则研究

对羽毛球有参考性遥 本研究尝试使用关联规则中的

Apriori 算法在众多数据中寻找羽毛球运动员 X 的

提升空间 [8]遥

某省运动健将级羽毛球单打女性运动员 1 名袁
年龄为 20 岁袁球龄 10 年渊以下简称为野X冶冤遥 通过教

练员收集 X 在 2017要2018 年国家羽毛球队集训期

间参加的 6 次国际赛事袁 共 21 场比赛的视频资料袁
围绕这些比赛进行技战术多维度信息采集袁 通过建

立关联规则模型对 X 在比赛中的技战术以及决策

问题进行挖掘分析遥

研究通过检索多个数据库袁查阅了解相关文献袁
为研究的分析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和技术借鉴遥

研究前期与羽毛球国家队尧 省队等多名教练员

及科研人员进行现场访谈尧电话邮件沟通遥根据教练

员及专业科研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制作出羽毛球比赛

技战术多维度信息记录表 渊以下简称 野信息记录

表冶冤袁反复修改后的信息记录表得到一致认可遥

利用编码规则采集尧整理数据袁并用数理统计法

进行分析遥 使用 SPSS 21.0 处理数据及一致性检验袁
后通过使用 SPSS Modeler 18.0 对各项统计指标进

行关联规则分析遥

在制作信息记录表时袁 考虑到影响羽毛球比赛

成绩的因素有很多袁将这些因素视为自变量袁比赛的

得失分视为因变量袁 将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每一个得

失分定义为一个单元并以此为单位进行多维度关联

规则分析遥同时袁将影响羽毛球比赛成绩的因素分为

比分因素尧时间因素尧空间因素尧技战术因素四大类袁
每一个因素由多项内容组成袁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

后形成运动员的得分或失分结果遥

羽毛球运动属于隔网类运动项目袁 整个场地被

高 1.524 m 的球网均分为 2 个半场遥 将本研究的研

究对象 X 称为本方运动员袁与 X 同场竞技的运动员

称为对方运动员遥 本方运动员所在半场定义为 A

区袁对方运动员所在半场定义为 B 区遥
羽毛球场地较大袁 羽毛球及运动员的运动轨迹

较复杂袁 与教练员沟通后将羽毛球的每一个半场分

为 9 个位置袁如图 1 所示遥球网到前发球线的前场区

域从左至右渊面向球网冤分别编码为 1尧2尧3袁前发球

线到单打底线均分为中场和后场 2 个部分袁 中场从

左至右依次编码为 4尧5尧6袁 后场从左至右分别编码

为 7尧8尧9袁其中左路尧中路和右路的分界线与单打左

右边线的三等均分线重合遥

图 1 场地位置编码图

羽毛球的发球规则要求发球运动员和接发球运

动员都必须站在斜对角发球区内发球和接发球遥 根

据接发球运动员的站位推测发球运动员发球的落

点袁 图 2 表示从另外半场的右区发到该半场斜对角

左发球区的落点图遥 其中袁网前内角短球编码为 1袁
网前外角短球编码为 2袁 后场内角高远球编码为 3袁
后场外角高远球编码为 4袁 网前中路短球编码为 5袁
后场中路高远球编码为 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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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发球区域落点编码图

视频材料共记录 X 在 6 次国际赛事中与来自

不同国家的 21 名对手之间的 21 场袁 共 48 局比赛袁
共 1 644 个球袁视频时长 16 时 33 分 25 秒遥 其中袁X
胜 18 场袁负 3 场袁胜率为 85.7%袁2颐0 胜 14 场袁2颐1 胜

4 场袁0颐2 负 1 场袁1颐2 负 2 场遥
根据编码规则对 X 的比赛视频进行数据编码[9]遥

所有编码由 3 名研究生独立完成袁 正式编码前随机

选取一场比赛录像袁3 人分别对该段录像独立观察

并进行编码袁然后对 3 人的编码进行两两比较袁使用

SPSS 21.0 计算出 Cohen爷s kappa 系数值对 3 人的编

码结果进行评分者一致性信度检验 [10]遥结果显示袁评
分者一致性强度在一般至强的范围内袁3 人可以独

立对其他的视频资料进行编码遥

关联规则是形如 A→B 的蕴涵式袁A 被称为关

联规则的前项袁它可以是一个或多个项集曰B 被称为

关联规则的后项袁它一般是一个单独的项集 [11-12]遥 对

于事务集 D袁A∈D袁B∈D袁A∩ B=椎袁 即满足每次商

品交易都与唯一一个标识符 TID渊Transaction ID冤对
应 [13-14]遥 在已有研究中袁常用支持度尧置信度渊Confi-

dence冤来描述关联规则的属性 [15]袁本研究新增提升

度渊Lift冤和部署能力渊Deployment冤2 个指标 [14-16]袁目的

是为了更进一步验证规则的有效性并尝试挖掘更多

的隐藏信息遥
支持度渊Support冤描述了 A 和 B 这 2 个项集在

所有事务中出现的概率曰 置信度是指在给定项集 A

的前提下袁项集 B 也同时出现的概率曰提升度反映

了相比于所有事物袁 项集 B 受到项集 A 的影响程

度曰部署能力是已经满足项集 A袁但是还没满足项集

B 的事务比例遥
支持度渊S冤尧置信度渊C冤尧提升度渊L冤以及部署能

力渊D冤的公式如下院

SA→B=
N渊A疑B冤

N CA→B=
N渊A疑B冤
N渊A冤 = SA→B

SA

LA→B=
CA→B

SB
= N渊A疑B冤

N渊A冤
N渊B冤
N DA→B=SA-SA→B

其中袁N渊A疑B冤表示同时包含前项 A 和后项 B

的事务数量袁N 表示总的事务数量袁N渊A冤表示包含前

项 A 的事务数量袁N 渊B冤 表示包含前项 B 的事务数

量袁条件支持度 SA=N渊A冤/N袁结果支持度 SB=N渊B冤/N遥
当关联规则满足最低条件支持度阈值和最小规

则置信度阈值时则认为该规则是有趣的袁 这些阈值

是根据挖掘需要人为设定 [17]遥 为了挖掘尽可能多的

关联规则袁本研究默认最低条件支持度为 0%尧最小

规则置信度为 0.01%遥

研究从 X 的角度出发袁通过建立关联规则模型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袁主要分析 X 在比赛中的比

分形势与连续得失分尧局段与得失分尧多种技战术的

使用与直接或间接得失分以及最后 2 拍与最终落点

之间的关联规则遥

将比赛中连续得 3 分及 3 分以上的情况定义为

连续得分袁 连续失 3 分及 3 分以上的情况定义为连

续失分遥将比分形势看作关联规则的前项袁连续得失

分则是关联规则的后项袁 对比分形势与连续得失分

进行关联规则建模分析得出表 1 数据遥
表 1 比分形势与连续得失分之间的关联规则

分析发现在比分领先的形势下袁 比分与连续得

分成正向影响且此情况下支持度和置信度相对较

高曰当比分落后时袁连续失分的支持度和置信度也相

对偏高袁前项对后项的影响程度也为正向遥部署能力

栏的数据表明袁在比分形势领先或落后的情况下袁如
果降低 X 的失误可以有更多的连续得分或更少的

连续失分发生遥 这些分析说明比分形势对 X 的技战

关联规则渊形如院A→B冤
渊比分形势→连续得失分冤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部署

能力

比分领先→连续得分 14.11 22.10 1.43 49.76

比分平分→连续得分 0.55 4.59 0.30 11.37

比分落后→连续得分 0.79 3.27 0.21 23.42

比分领先→连续失分 2.49 3.90 0.62 61.37

比分平分→连续失分 0.43 3.57 0.56 11.50

比分落后→连续失分 3.41 14.07 2.22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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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合理表现有较强的影响袁 同时为后期的运动心理

干预提供了明确的数据支持遥

羽毛球比赛多为 21 分制袁根据教练员的建议将

每局的 21 分分为 4 个局段院0~6 分为开局袁7~11 分

为中局前段袁12~16 分为中局后段袁17~21 分为局末遥
规定在领先一方达 11 分时会中场休息袁所以在 11 分

处将中局分为前后两段遥
表 2 局段与得失分之间的关联规则

由表 2 可知袁X 在开局和中局得分的频率相对

较高袁在局末得分频率较低袁得分情况下局段的置信

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开局尧 中局后段尧 末局和中局前

段遥 除中局前段以外袁其他局段均与得分成正相关袁
部署能力相对较高的是开局和中局前段遥 由此可见

X 在开局状态较好且有很大潜在得分能力曰 相较而

言在局末有较多失分袁 在日常训练中应该多加注意

该段的心理变化及技战术使用遥

发球技术的使用在羽毛球比赛中是极其重要的

技术之一遥高质量的发球会给对手增加难度袁迫使对

手只能被动地做防守性的回击袁 甚至会直接致使对

手接发球失误曰 质量差的发球会使对手获得进攻机

会袁而自己处于被动遥因此发球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

比赛的主被动 [18]遥 如图 2 所示将接发球区分为 6 个

落点并进行编码袁 同时将发球 4 拍之内发球方得分

的情况称为发球直接得分渊表 3冤遥
表 3 反映了发球落点与发球直接得失分之间的

关联规则袁表中各项支持度普遍较小袁说明在高水平

的羽毛球比赛中发球直接得分的情况较少发生遥 但

是袁比较表中数据可以发现袁相对而言袁X 在发网前

中路短球直接得分的置信度最高且提升度为正向影

响袁 所以在平时的训练中应该多加练习并在比赛中

大胆尝试使用遥

表 3 发球落点与发球是否直接得分之间的关联规则

根据羽毛球相关教材和教练员的建议将手法

分为高远球尧吊球尧杀球尧抢搓尧推球尧勾球尧扑球尧抽
球尧挑球尧挡球等 [18]遥 同时袁教练员根据以往经验认

为 X 的杀球技术和其他运动员的区别主要是擅长

使用点杀袁 于是又将杀球分为点杀和长杀 2 种手法

渊表 4冤遥
表 4 手法与得失分之间的关联规则

对每回合最后一拍手法与得失分进行数据挖掘

建模分析得出表 4 规则遥根据表 4 指标分析发现袁在
比赛中挑球的使用频率和赢球率都较高袁点杀尧高远

球等手法赢球率也相对较高遥 因此在平时的训练中

应该对挑球尧点杀尧高远球等优势手法多加巩固袁对
其他得分率较低的手法多加练习遥

在教练员的建议下袁将羽毛球步法大致分为院上
网步法尧后退步法尧两侧移动步法尧起跳腾空步法及

其他步法五大类渊表 5冤遥

关联规则

渊局段→得失分冤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部署

能力

开局→得分 17.94 59.00 1.03 12.47

中局前段→得分 14.48 53.85 0.94 12.41

中局后段→得分 14.72 58.31 1.02 10.52

局末→得分 9.98 57.14 1.00 7.48

关联规则 渊发球落点区域

→发球是否直接得失分冤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部署

能力

落点 1→发球直接得分 3.09 16.47 0.97 15.66

落点 2→发球直接得分 1.76 18.60 1.10 7.72

落点 3→发球直接得分 2.32 18.58 1.09 10.14

落点 4→发球直接得分 1.65 17.44 1.03 7.83

落点 5→发球直接得分 2.98 21.43 1.26 10.92

落点 6→发球直接得分 5.18 14.42 0.85 30.76

关联规则

渊手法→得失分冤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部署

能力

高远球→得分 6.75 63.07 1.10 3.95

吊球→得分 7.97 61.21 1.07 5.05

抢搓→得分 3.28 51.43 0.90 3.10

推球→得分 0.79 27.08 0.47 2.13

勾球→得分 2.49 49.40 0.86 2.55

扑球→得分 1.34 44.00 0.77 1.70

抽球→得分 3.41 60.22 1.05 2.25

挑球→得分 10.71 60.90 1.07 6.87

点杀→得分 5.72 64.38 1.13 3.16

长杀→得分 2.25 55.22 0.97 1.82

挡球→得分 1.95 62.75 1.1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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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步法与得失分之间的关联规则

通过对步法与得失分进行数据挖掘建模分析得

出数据袁如表 5 所示遥 结果显示袁上网步法和后退步

法的支持度最高袁置信度相对偏低曰两侧移动步法和

起跳腾空步法的置信度相对较大并且对得分成正向

影响遥

羽毛球运动中有野七分步法袁三分手法冶的说法袁
两者相辅相成袁缺一不可遥 对手法尧步法和得失分进

行数据挖掘建模分析袁设定最低条件支持度为 10%尧
最小规则置信度为 50%袁通过筛选满足条件的有 4 种

关联渊表 6冤遥
表 6 手法尧步法和得失分之间的关联规则

表 6 中上网挑球得分的支持度和置信度都较

高袁后退高远球得分的置信度高达 86.49%袁在接下

来的比赛和训练中应该多加练习并使用遥 后退杀球

和起跳腾空点杀得分的部署能力相对较高袁 所以应

该加强练习遥

在 X 最后一拍直接得分且球的最终落点在对

方有效区的范围内袁 对最后 2 拍与最终落点进行数

据挖掘建模分析遥 设定最低条件支持度为 5%尧最小

规则置信度为 40%袁 通过筛选满足条件的有 3 种关

联规则渊表 7冤遥 其中袁最终落点为球最后落在对方有

效区触地的位置袁最后一拍位置为 X 最后击球时的

站位袁 倒数第 2 拍位置是对方运动员最后击球时的

站位遥

表 7 最后 2 拍与最终落点之间的关联规则

由于羽毛球线路具有复杂性尧多变性尧不确定性

等特点袁 所以最后 2 拍与最终落点关联规则的支持

度普遍偏小袁从置信度的角度来看袁筛选出来的 3 个

关联规则的置信度都高于 50%袁 前项对后项都是正

相关影响袁部署能力值都偏低遥
在羽毛球场地中还原最后 2 拍的路线如图 3 所

示遥其中袁虚线表示与对方运动员最后一拍击球的路

线图袁实线表示 X 最后一拍击球的路线图遥 图 3 中

的线从粗到细分别表示关联规则由强到弱遥

图 3 最后 2 拍路线图

灵活多变是羽毛球项目的主要特征之一袁 这也

使得对比赛发展规律尧 运动员技战术特点的描述与

把握变得愈发复杂和困难遥 与传统的描述性统计相

比袁 本研究尝试使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对优秀羽毛球

运动员比赛视频进行编码并用关联规则中的 Apriori

算法挖掘分析影响羽毛球比赛的多维度因素并寻找

这些因素之间潜在的关系和相互作用遥
在实际比赛过程中袁影响比分尧局分和场分的因

素非常复杂遥本研究在与专业教练员尧运动员及科研

人员深入研讨基础上设计编制信息记录表共包含时

间尧空间尧技术和比分等 4 个方面袁二十多项因素遥这
些因素在比赛中往往是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和显著程

度共同影响 X 的运动表现遥

关联规则

渊步法→得失分冤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部署

能力

上网步法→得分 18.61 52.13 0.91 17.09

后退步法→得分 19.34 56.08 0.98 15.15

两侧移动步法→得分 6.63 62.64 1.10 3.95

起跳腾空步法→得分 6.87 64.57 1.13 3.77

其他步法→得分 5.66 65.96 1.15 2.92

关联规则

渊步法→手法→得失分冤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部署

能力

后退步法→高远球→得分 10.22 86.49 2.55 1.60

后退步法→杀球→得分 5.43 51.52 1.52 5.11

上网步法→挑球→得分 14.16 75.57 2.32 4.58

起跳腾空步法→点杀→得分 5.01 50.00 4.15 5.01

关联规则渊倒数第两拍位置

→最后一拍位置→最终落点冤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部署

能力

位置 9→位置 7→位置 4 3.68 71.43 5.40 1.47

位置 7→位置 9→位置 6 3.68 66.67 4.90 1.84

位置 3→位置 7→位置 9 2.57 50.00 2.83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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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X 的运动表现有利的情况主要有院渊1冤 比分

或局段领先尧发网前中路短球尧最后一拍中使用上网

步法与挑球手法相结合或后退步法与高远手法相结

合尧 最后 2 拍路线为 9→7→4 时的得分效率较高曰
渊2冤连续得分或是在开局和中局得分频率较高袁此时

X 的状态较好且存在潜在得分能力袁 这便是所谓的

顺风局曰渊3冤网前中路短球虽发得少袁但却是 X 发球

直接得分率最高的发球技术曰渊4冤最后一拍中使用上

网挑球或后退高远对 X 来说袁使用后的得分率也相

对较高遥 此外袁分析最后 2 拍得分率最高的路线 9→

7→4袁可根据 X 的技战术还原为对方的一个高远球

从区域 B 的位置 9 打到区域 A 的位置 7袁X 接过对

手的高远球使用起跳点杀技术将球击落在区域 B

的位置 4遥 X 有待提升的方面有院面对比分或者局势

的落后袁应加强心理建设曰对得分率较高的技战术要

加强巩固并大胆使用遥
运用大数据的思路袁 使用数据挖掘的方法通过

积累大量比赛数据并发现这些复杂现象中存在的内

在关系与规律袁 是从更科学客观的角度认识优秀运

动员比赛技战术特点和致胜规律的一条可行途径袁
同时也应注意以下几点遥

渊1冤明确研究对象袁长期系统收集有针对性的数

据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遥 本研究的初衷是使用大数

据的研究思路为教练员与运动员提供切实可行的比

赛技战术运用与得失分规律分析袁 属于问题导向的

应用性研究遥 随着今后 X 的比赛场次不断增加袁将
积累更多比赛视频资料和数据资料袁 这对于扩大数

据分析的方法与内容袁 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是相当有利的遥同样在不断的数据积累过程中袁
教练员和运动员可以在实际比赛中检验本研究提供

的规律与建议袁 双方相互促进袁 形成长期有效的合

作遥对于向顶尖水平冲击的少数优秀运动员而言袁个
人长期数据的意义可能优于横向的众人数据遥

渊2冤合理运用新技术尧新指标袁提升数据的利用

率和解释度遥 在已有研究中袁常用支持度尧置信度来

描述关联规则的属性袁本研究新增提升度尧部署能力

2 个指标来尝试挖掘运动员在比赛中更多的隐含信

息遥 如果说支持度和置信度指标反映了某一规则在

已有数据中的发生情况袁 是运动员已完成的过往表

现袁 那么提升度和部署力指标则更倾向于反映该运

动员在某一规则上的改进空间遥 这对于处于技战术

上升期的运动员而言袁无疑具有更明确的指导意义遥
渊3冤加入比赛维度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运动员

比赛技战术规律遥 已有的比赛技战术分析研究大多

局限于以单个比分为单位袁 对运动员的技战术和得

失分效率进行分析遥 本研究在数据编码过程中增加

了比赛维度袁从局分尧比分尧局段等具体因素描述袁反
映运动员每一个得失分发生时的比赛背景遥 这些背

景条件对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的心理具有显著影

响袁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运动员在不同比赛

局面下的心理特点遥 以 X 为例袁从结果分析可知袁该
运动员在比分领先情况下的连续得分袁 比赛落后下

的连续失分情况较多发生袁 反映了运动员处理困难

局面上的心理坚韧性品质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遥
总的来说袁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和思路袁简单尧方

便尧 快捷地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优势和不足用可视

化的数据呈出来袁 一方面为提高羽毛球比赛中的技

战术运用提供解决思路袁另一方面为运动员尧教练员

提供科学的技战术改进建议遥

从数据挖掘的角度来看袁 本研究获取的数据仍

相对较少袁得出的结论具有局限性遥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袁可以做优秀运动员的纵向跟踪分析袁累积数据

并分析袁争取在更深层次上揭示运动员与不同对手袁
尤其是某几位实力较强的主要对手比赛时的技战术

特征袁以便得到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比赛技战术建议遥

通过数据分析袁 可以总结运动员 X 的优势技战

术有院发网前短球尧起跳腾空点杀尧后退高远球尧上步

挑球等袁最后一拍直接得分的情况下相对稳定的落点

位置是 9→7→4遥 X 相对较薄弱并有待提高的技战术

有院发后场球以及网前球的处理等遥另外袁通过比分与

连续得失分尧局分与得失分的关联规则可以发现运动

员 X 的临场表现很容易受比分和局面因素的干扰遥
以关联规则为主的数据挖掘方法在运动员比赛

技战术大数据分析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遥 提升度

和部署力指标对于认识发现运动员的潜在提升空间

有一定指导意义遥

在技术方面袁X应该加强网前球的处理练习曰在
战术方面袁X 应该重视发球技术袁掌握主动权曰在临

场决策方面袁应该适当对 X 进行心理干预遥
在数据挖掘方法的应用方面袁 对庞大复杂的比

赛技战术数据的合理编码与分析需要从实际问题和

需求出发袁注意分析思路和视角的选择与设定袁以更

好地服务运动训练尧竞赛实践遥 渊下转第 25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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