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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运动是一种比赛双方相互对抗.争取优势. 夺取胜利的竞技运动. 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必须掌握

全面的现代足球 技术， 并具有 相极的 战术意识. 然而，其 首要 前提和基础就 是运动员的视觉观察能力.视觉
观察能力的高低，对运动员技术. 战术和临场水平的友挥起着重要的作用. 比费过程中运动员要全面观察费
场的情况和变化，就要依靠运动员的视野. 因此，视野范围的大小对足球运动员在球场上的活动范围、活动能

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所谓视野就是眼球在 完全不动时所能暑到的全部空间. 视野的范国随眼眶的解剖学构造.圆柱体和阻锥

体在网膜上的分布状况以及视觉感受榻的兴奋状态而不同. 检牵视野的目的在于了解视网膜的普遍感光机

能. 因为视野的范圃可直接反映周围视觉机能完善的程度. 视野越大，周围视觉也就越加广泛和完善. 周围
视觉能使运动员认识周围环境中的一切变化，判断和掌握球场上的变化情况， 从而保证运动员协调和正确地
完成动作. 因此，视野在足球运动中显得极其重要，但目前在足球运动的训籍中，视野的专门性训练并挺有得
到充分的重视.因此，笔者通过本文对足球运动员与非运动员.田径运动员. 不同训锦年限的足球运动员. 不
同位置的足球运动员的视野进行测试比较， 从而造-步明确视野市围在足球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并引起各级
教练员的重视 ， 加强这一问题的朋究和应用，这将 有助于我国足球运动 水平的不断提高.

1 研究对象和测试方法

1.1 研究对氯

实验组s运动年限在2-12年的足球运动员{男)30人.对照组，田径运动员 〈男)30人，非运动员〈男)30
人. 所有被测试者均无色盲.

1.2 测试方法

果用苏州医厅器械广YZ8型视野计，在自然先初40W目光盯共照下，让被测者背向先酶，取坐位.要求被

测者用黑硬纸板遮住一只眼，另一只眼贴于眼托灶，使眼托正好助于眼眶下部，目光垃视小镜不可移动，然盾

主试者采用红、绿、自3种颜色视标，分别将视括沿弧架慢慢地从外向内移动，在每-刻度上约停留2-38，
待被测者报告吾到视标颜色为止，记下这时毒到的踊鱼.视野的度敷.各种颜色重复测定3次.

2 研究结果

1.1 远动员与非追捕民视野鸪.比较

运动员双眼对红色的均值X为39.90， S为9，09，对绿色均值X为29.20， S为8.96，对自鱼均值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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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4.45， S为8.35， 非运动员双眼 对红色均值X为29.31， S为5.99，对绿色均值X为18.80， 8为4.47;

对白色均值X 为 44.旬，8为 8.35， P<O. 01， 从这些均数比较可以雷出 ， 60 名运动员的红色、绿色、 白色视野
均大于 30 名非运动员 ， 进行 T 检验，P 值均小于 0 .01， 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2.2 足球运动员与E径运动员视'掏踉比较

足球运动员双眼对红色的均值X为46.50， 8为5.40， 对绿色均值X为 35.80， 8为7.10，对自鱼均值
X为40.75， 8为4.80， 田径运动员双眼对红色的均值X为32.80. S为6.05， 对绿色均值X为22.70， 8 

为4.70，对白色均值X为40.屿， 8为4.90. P<O. 01. 从这些均数 比较可以寄出 g 足球运动员的红绿自 3 种

颜鱼的视野均数都大于 田径 运动员. 进行 T 检验，P 值均小子 0.01，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2.8 不同位罩的足球运动员棍'掏融比鞍
前锋、中锋足球运动员双眼 对红色的均值X为46.57，8为5.25， 对绿色均值X为35.28， 8为6.06，对

自包均值X为49.40， 8为4.83. 前后卫足球运动员双眼对红色的均值为X为.47.邸.8为4.83. 对绿色均

值X为36.邸， 8为8.42;对白色均值X为50.24，8为4. 91.P>0. 05. 从这些均数比较可以吾出g前锋、中

锋足球运动只lJ))íJ日卫运动员的红绿白3种颜色的视野均数无明显差异， P>0.05. 且然运动员的位置不

同，但视野跑国基本相同.

2.4 不同训鲸年限的足球运动员视野均融比较
6 年球龄以上的足球运动员双眼对红色均值X为50.03.8为2.37; M�也均值X为30.87.8为5.87;

对白色均值X为 52.61，8为2 .74. 6年球龄以下足球运动员双眼对红色均值X为44.00，8为4.80，对绿鱼
均值X为32.21.8为6.39;对白色均值X /947.52，8为4.82. 从 2组均数比较可以吾出z 不同训练年限的

足球运动员视野均数有差异，其中绿色视野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0.01. 

3 分析与讨论

8.1 运动员与非运动员的视野跑.比黯

运动员的视野范围显著高于非运动员. 这说明经过体育运动训练，视野范围是可以扩大的. 因为训练是

在不同场地、不同空间和不同环境中进行的，它提高了视觉中枢的兴奋性和灵活佳.再则，由于专业的训练，回

锥细胞和圆柱细胞敏感性及其中枢分析机能日趋完善，视觉机能也就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而非运动员就没有

这样的外界环挠， 得不到这样的视刺激. 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也在扩大，但那是缓慢的、 有限度的.
8.2 足球运动员视野的特点

(1) 通过对不同训练年限的足球运动员 与田径运动员的视野 均数 比较暑出， 他们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这主要是不同专项的特点造成的. 从专项技术特征来苔， 首先足球运动是集体性项目， 某争夺的范围是在固

定的场地和空间展开的，场上每个队员争夺的目标是运动中的球，而且要人球兼顾， 这样就形成一个较大的视

觉范围. 其次，现代的足球运动， 在防以及在防的转换速度都是很快的. 无论是进攻配合还是防守配合，其机

会出现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这就要求运动员具有敏捷快速的观察能力. 如果运动员不具备这种观察能力， 良

机再多均会丧失. 再次，在足球比赛中， 攻守双方各种技术、 战术的运用都是在行进间进行的， 这就要求运

动员在高速跑动中，在完成各种复杂技术的同时进行观察. 由于快速的奔跑，使情况出现的频率真快， 这就要

求运动员不仅具有敏捷快速的观察能力，而且要具备动中观察的灵活性，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运动员在各种复

杂多变的环境中具有良好的应变能力. 最后，由于双方队员一直都是在近距离的对抗中注行比赛，造攻时，需
要不断地观察对方的薄弱环节，伺机与同伴配合或个人进攻，寻找良好的战机1防守时， 不仅要注意有球一侧
造攻队员 的行动，而且要防止另 一侧无球队员的进攻意图初行动. 因此， 足球 运动的观察过程具有明显的对

抗监. 田径运动是单项的 个人比赛. 其跑.跳、技、走的 项目，活动的范围是在直线或曲线的小面现场地上边行

的，其注视的目 标是一点或 一线. 从以上分析来看， 足球运动中视野的作用 要比田径运动中 视野的作用大得

多. 从测试结果表明足球运动员的视野大于田径运动员的 视野. 由于 视野在足球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使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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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差、反应慢、应变能力不强的运动员自然被淘汰， 所保留的是较为优秀的运动员，他们的视野相对来讲是
较大的. 这说明视野大小变化的性质，直接决定于视觉分析器在该项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运动活动的特征影
响视野的大小.

(2)通过对不同位置的足球运动员视野的测试发现，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 他们的视野范围基本上

是相同的. 这是由于足球运动员全面身体素质的提高和快速攻防战术所造成的. 足球运动是集体性项目，运
动员分工不分家. 任何位置上的队员在比赛中，不是固定『个位置上， 而是根据赛场上的千变万化和战术需

要进行跑动的. 因此，不同位置上的足球运动员 其视野范围基本上是相同的.

(3)对不同训练年限的足球运动员测试结果发现，随着运动年限的不断延长， 足球运动员的视野也在相
应地增大. 将30�足球运动员分为6 年球龄以上一姐，6 年球龄以下一组，分别为15 人. 从测得数据膏I 2 

组视野均数有差异， 其中绿色视野有明显的差异. 随着运动年限的延长， 视野有一个相应的扩大过程. 视野
的大小，主要是圆锥细胞和圆柱细胞反映在视网膜上的数景、 分布部位平Il;;j光剌激敏感程度等. 运动员最时

间训练要比短时间训练对光剌激的敏感程度要高得多，因此I C(f外界剌激的分辨能力提高 得也就多. 由此可

见，经过民时间的训练， 运动员的视觉分析器的整个机能将日趋元善， 训练时间的钱短可以造成视野上的差

异. 一般来讲，运动员白色视视野最大，红色次之，绿色最小. 从测试数据还可以否出， 结色视野经过长时间

的训练提高得较多. 这是由于长时间的训练，使视觉分析器对各种颜色的辨别能力提高所致.

4 结论与建议

运动员的视野明显大于非运动员， 这是运动员长期参加训练的结果. 因此， 通过体育训练可以扩大视

野. 视野的大小受到 专项特点的影响，足球运动员的视野大于田径运动员的视野. 不同训练年限的运动员对
视野的大小有-寇的影响. 训练年限越候，视野市围越大. 建议在今后的足球训练中， 加强对视野的专门性

练习，这对于培养足球运动员具有临场快速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具有较大的意义. 同时要求运动员运用小

球.参加游戏等孚段，有意识对自己进行增加视野的练习和训练，如迫自己的成长，早日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