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者 

任定猛博士 

北京體育大學中國足球運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個人簡介 

北京體育大學中國足球運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亞足聯職業級教練，中國足協 D 級教練講師，校園足球師資培

訓專家組成員；曾擔任中國國家女足 U16 國少隊教練，並獲得「2015 年亞洲女

足 U16 青少年足球錦標賽」季軍；曾擔任中國國家沙灘足球隊教練，獲得「第

一屆沙灘足球亞洲盃」冠軍；曾擔任北京體育大學足球隊主教練，帶領球隊連續

五次獲得全國沙灘足球錦標賽，中國大學生足球聯賽和五人制足球聯賽全國冠

軍；多次獲得校級優秀教師，市級及全國優秀教練榮譽稱號；曾在日本進修一年，

研究日本校園足球訓練與競賽組織。研究方向：足球訓練理論與實務。 

 

講座主題 

青少年女足運動員一對一進攻能力測試方法設計與實證研究 

 

摘要 

《中國足球協會青少年訓練大綱》中明確指出青少年足球員的一對一能力是球員

評估與訓練的重點內容，為了更好的服務精英青少年球員選材、能力評估和組織

訓練，本研究基於比賽中運動員一 對一攻守行為的 4 個場景，設計了 11 種測試

方法來評估。本演講的主題重點是從一對一攻守行為的表現特徵出發，聚焦方法

設計、實施測試、專家評估三個方面，探索球員一對一攻守技能表現特徵，比較

不同測試方法的優缺點。 

 

 

 

  



約翰‧巴雷羅斯博士 

里斯本大學人體動力學學院教授 

 

個人簡介 

里斯本大學的教授，其學術生涯始於 1980 

年，一直致力於研究運動學習和終身運動發

展的問題，尤其是研究運動模式的形成，以及面對多變刺激條件下的重組學習。

巴雷羅斯主張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待發展和學習，其中環境變數（包括可控和不

可控因素）對每個人建立自己運動路徑的方式起着決定性作用。巴雷羅斯出版了

多部相關著作，並就相關主題開展了長達四十年的研究，現任里斯本大學人體動

力學學院校委會主席兼孔子學院院長。 

 

講座主題 

比賽作為足球運動組織的基礎：發展視角 

 

摘要 

同一團隊不同隊員間的合作，以及不同隊伍間的對立，在這環境下形成複合集體

模式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是由一生中所經歷的各種條件所促成的。兒

時遊戲的性質和品質對能力的形成產生深遠的影響。事實上，對複合集體模式的

感知早在正式開始學習足球前就已經開始了。一些十分簡單的遊戲已是讓人學習

人際交往的初始平台，而這種學習發生在大腦具有極大可塑性且基本動作的運動

能力逐漸形成的發育階段。在隨意和吸引的環境中創造學習社會行為的條件，讓

即興和創造性得以發揮，這對足球員未來形成個人和集體的觀念和行動，從而在

正式比賽中發揮高水平表現至關重要。相關培養球員的做法所依循的指導原則可

能不同於過去應用在較成熟球員身上的正規技術戰術安排，然而，姑且讓我們假

設最高水平的表現是建基於童年通常被忽視或被形式化到極致的經歷，亦即兒時

遊戲可能對個人和集體在青少年和成年時期取得成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佩德羅‧帕索斯博士 

里斯本大學人體動力學學院副教授 

 

個人簡介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人體動力學學院具特許任

教資格的助理教授，教授運動控制與學習科目。

帕索斯於 1995 年畢業於人體動力學學院體育與運動專業，並於 1999 年及 2008 

年分別取得同一學院的運動心理學碩士學位以及運動科學博士學位。在研究生教

學方面，帕索斯曾指導人體動力學學院和其他國內外學院的多位碩士生和博士生。

帕索斯曾發表多篇經同行評審的國際文章，並出版了多本書籍和不少篇章內容，

研究興趣集中在運動協調領域的內部和人際分析，目前正在開發與足球傳球的可

能性以及運動過程中協同作用的形成有關的研究項目，同時亦在葡萄牙足協國家

女子五人足球隊負責監控訓練。 

 

講座主題 

在足球世界建立捕捉集體互動的方法 

 

摘要 

在觀看足球比賽時，我們都會驚歎於最優秀的球員運用時間和空間的方式，他們

往往能給人一種搶得先機的感覺！這一特點使他們能夠預測可能作出的決定和

採取的行動，給人一種他們比其他球員更準確、更迅速的印象，而事實上，他們

的確比其他球員更準確、更迅速！本文主要介紹三種在足球比賽中捕捉集體互動

的方法。首先，瞭解球員如何與隊友建立人際聯繫或協同作用，這涉及哪些因素

會引發協同效應，以及我們如何識別這些因素；其次，球員在比賽中如何獲取他

人的行動資訊，以及這些資訊能促使他們作出甚麼行動，例如球員的位置和相對



速度如何帶出前瞻性資訊，促使他們就比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行動而作出決定，

瞭解這一點非常重要；最後，將從應用的角度提出足球訓練的方法論建議，強調

任務代表的概念，提高足球比賽中的決策和行動力。  



白宇飛博士  

北京體育大學體育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個人簡介 

北京體育大學體育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京冬奧遺產報告總協調人及主執筆人，中國管理科學學會常務理事及體育管理

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體育經濟 50 人論壇及香樟體育經濟學論壇發起人。

主要從事運動產業、冰雪經濟、運動策略規劃研究。 主持各類橫縱向科研計畫

30 餘項，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社科文獻出版社、

中國經濟出版社、經濟科學出版社等出版學術專著 10 部，在人民日報 、光明日

報、經濟日報發表評論文章 10 餘篇，在中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逾 50 篇，多次接

受中央電視台、新華社、北京電視台等重要媒體採訪，多份研究成果獲中共中央

辦公廳、 由民眾日報內參部等機構採納。 

 

講座主題 

大國足球的反思與探索：來自場外的證據 

 

摘要 

中國足球的問題歸根究底是一個社會問題，即除了足球本身的因素，許多場外證

據不能忽略。 包括生育政策、高考政策、城市房價、任期評估等因素，都或多

或少對過去三十餘年中國足球發展產生了影響。 所以，振興中國足球，不能只

靠足協或運動系統，也需要通盤考慮，統籌協調。  



佩德羅‧法特拉博士 

里斯本大學人體動力學學院助理教授 

 

個人簡介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人體動力學學院體育科學系的博士，也是該

校的客座助理教授，同時是該校足球碩士課程的現任協調員。

近年來，法特拉負責多個課程單元，尤其是足球訓練方法和訓

練實習協調。法特拉曾在國際科學雜誌上發表多篇文章和通訊，科學地深化了足

球隊的週期化進程和組織動態，集中關注足球訓練、力量訓練和運動表現。法特

拉擁有職業足球執照，曾在全國錦標賽中工作，也曾是學院的技術協調員，目前

亦是葡國電視頻道的體育評論員。 

 

講座主題 

建立及發展精英足球的比賽模式 

 

摘要 

足球運動的複雜本質使我們意識到急需構建一個能提高訓練和比賽效率的競賽

模式，該模式旨在提升成績，因此必須包括：一、結構部分（比賽系統）；二、 

關係部分（原則）和三、功能部分（戰術或戰略的功能或任務），這些都將作為

賽事規劃的參考依據。賽事規劃將影響比賽表現，正是理論表述（模型）與現實

（競賽）間的持續對比促使球隊不斷進步，其目的是：一、促使球隊越發適應競

爭難題，及二、加深隊員間的默契，同時使對手更難預測自己球隊。 

對體育項目的詳細瞭解（比賽規則、技術戰術的決定性因素、體能或生理要求等）

是建立競賽模式的關鍵，也是一直限制訓練過程的先決條件。競賽模式從根本上

取決於：一、教練的想法或理念；二、球隊的特點；三、體育會或國家的文化和

歷史；以及四、資源。這些因素的權重均是可變及不可忽視的。在精英足球的世



界裡，有能力確保所有資源，可選擇具“合適”想法或理念的教練，亦可挑選最

好的球員，那麼，還欠缺了甚麼？ 

  



崔一雄博士 

北京體育大學工程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個人簡介 

北京體育大學工程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畢業

於西班牙馬德里理工大學體育運動科學學院，現於北京體育大學體育工程學院進

行教學研究工作。 承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計畫、科技部 2030 新一代人工智

慧重大計畫「對抗推演關鍵技術及系統研發」計畫子課題、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

特別資助計畫；參與「科技冬奧」等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 課題。 入選全國博

士後管理委員會 「博士後國際交流計畫」引進計畫。 全國網球隊比賽數據分析

負責人。 國家體育總局第三批「優秀中青年百人計畫專業技術人才」。 公開發

表學術研究 40 餘篇(SCI/SSCI/CSSCI 索引論文 30 餘篇)，擔任《Journal of Sport 

Sciences》、《Scientific Reports》、《European Journal of Sport Science》等多個國

際期刊審稿人。 

 

講座主題 

數據驅動的運動表現分析研究與應用 

 

摘要 

足球比賽是所有球員個人技術和球隊戰術表現的集中，以及這些表現約束在動態

比賽環境下的互動。 研究者達成以上共識後，便不再透過靜態的比賽統計數據

來尋找致勝關鍵因素，而是嘗試以複雜的方式分析比賽表現。 因此，近年來越

來越多的研究從數據分析角度來研究足球的比賽表現。 本演講的主題重點在於

北京體育大學研究團隊在足球比賽分析的研究嘗試進行介紹。 團隊將表現分析

和數據科學技術融入足球比賽事件與追蹤數據的分析中，試圖解決比賽表現評分、

球員比賽風格和球隊戰術模式識別、無球跑動表現評估、傳球網路建模等研究 問

題。  



董午志博士 

北京體育大學足球運動學院講師 

 

個人簡介 

現任北京體育大學中國足球運動學院教師；在讀博士；

原北京青年隊隊員；亞足聯/中國足協 A 級教練；中國足

協 C 級教練培訓講師；教育部校園足球訓練專家小組成

員；技戰術分析師；國家級裁判；中央電視台足球賽事評論嘉賓；國家體育總局

體適能 L1 級教練。研究方向：足球比賽表現分析與應用、足球戰術意識、足球

文化、足球教育功能研究。 

 

講座主題 

頂級球員與球隊構建模型 

 

摘要 

從頂尖足球員的天賦、技術特徵、戰術素養、體能、心智意識、領導能力與品格

等方面，對頂尖球員的特質進行剖析，從而延展到對球員培養方面的討論。 

對球隊建立的分享主要從目標設定與更新、人員聘用（組成團隊）、球員選擇、

訓練管理、生活管理、球員提升、比賽品質、合作宣傳、價值貢獻展開。 

  



安娜‧沃洛索維奇博士 

里斯本大學人體動力學學院副教授 

 

個人簡介 

里斯本大學人體動力學學院的副教授，自 1998 年

起一直在該學院任教，主要教授體育活動教學法、

青少年足球員發展和青少年運動員訓練等科目。沃

洛索維奇曾是蘇聯國家級手球運動員，以優異的成績取得烏克蘭國立體育運動大

學的學位，並於 1995 年取得同校的體育訓練碩士學位。1992 年至 1995 年，

沃洛索維奇在母校的奧林匹克職業體育系擔任助理；隨後，在 1995 年至 1997 年

期間於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體育運動青年與旅遊大學擔任研究員。2008 年，沃

洛索維奇取得了里斯本技術大學的體育科學專業的人體動力博士學位。沃洛索維

奇的研究着重於體育比賽的表現分析和專業知識的發展，曾與他人合著三本書、

多個章節和三十多篇文章，作品主題與體育比賽的訓練和表現分析領域相關。沃

洛索維奇曾擔任葡萄牙手球聯合會教練課程的講師，以及多個體育訓練課程和研

討會的主講嘉賓。 

 

講座主題 

從長遠角度辨識、選拔及培育足球人才 

 

摘要 

人才識別模式的基礎是“招募”看起來最符合相關體育項目要求的年輕運

動員，而兒童及青少年體育領域的最新研究已將關注重點從識別體育人才轉移到

對體育人才的適當指導和培養，並將之理解為一個動態過程。從這一觀點來看，

保持對青少年足球員不同階段的成長評估是必不可少的，其亦為長期備戰的一個

組成部分。換言之，僅比較在特定年齡段取得成功的球員與競技成績較差的同齡

球員是不足夠的；從開始體育鍛煉到體育備戰的最後階段，瞭解最佳球員與最差



球員之間的差異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形成這點十分重要。在足球運動中，這

種縱向評估不僅應包括人體測量、成熟度、身體、生理和心理變數，還應包括技

術戰術等表現指標。是次演講主張在早期階段難以（甚至不可能）發現人才，以

及必須將體育選材視為一個複雜的縱向過程，以持續連貫地預測球員達到一定競

技水平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