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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球属于高度职业化的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目,其技术动作具有高压力、高球速和非固

定式击球方式等独特性。国内网球运动技能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战术录像分析、生物力学分析和教学研

究等方面,但分别存在缺乏实践化、精细化和程序化问题。结合网球运动项目的本质属性,认为网球

技术动作具有全面与特长、标准与特异、隐蔽与虚假、精细与经济、稳定与突变的特征。从感知、认

知、决策和再认知的信息处理过程构建网球技术动作训练的理念框架,提出在网球技术动作训练中,
应注重感知能力的主导作用,强调认知能力的核心地位,丰富决策能力的评价功能,提升再认知能力

的反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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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网球运动属于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目,
其技术动作类型既包括发球技术动作的闭锁式运

动技能,又包括正反手、截击、高压和切削球的

开放式运动技能,体现了技术动作的多样性和特

殊性。同时,网球运动场地与球员移动范围远大

于其他同项群项目,器械操控难度大,赛中无教

练指导,球员心理压力大,这些都需要高质量的

技术动作为支撑。鉴于此,根据网球技术动作的

本质属性和动作独特性,形成网球技术动作训练

的理念框架,能够为网球技术动作理论和实践研

究提供重要参考。
  

运动技术动作是体能训练结果的直接表现形

式,是执行战术目的的基础,在两者之间起着重

要的衔接作用。目前,虽然我国有学者指出了网

球训练中重技术轻体能的问题,但并未形成符合

网球技术动作特征的理念框架。本研究认为网球

技术动作训练应以体能训练理论为支撑点,结合

网球技术动作特征的特殊性,提炼出符合网球技

术动作训练的理论依据。

2 国内网球运动技能研究概况

2.1 网球技术动作的录像观察研究
  

以顶级职业网球运动员比赛视频为研究对

象,统计影响比赛胜负的技战术指标,为网球训

练和比赛提供数据参考。研究表明,发球成功率

和得分率是比赛获胜的关键因素,正反手击球是

相持阶段的重要武器,截击和高压技术多运用于

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下。
  

以肉眼观察录像并统计技战术指标的方法缺

点较多,无法精确选取多项指标,易出现统计失

误或遗漏指标,如发球落点和受迫性失误等。而

国外研究通过拍摄高清晰比赛视频,分析不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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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动作运用比例、间歇比、比赛时长和变向次数

等直观指标,从而得到更精确的参考指标[1-3]。
目前国外学者更加注重通过大数据样本揭示网球

比赛中的微观指标,如通过数据展示网球发球

ACE球的空间位置特征[4],运用计算机技术统

计出网球运动员的变向动作类型等[5]。今后,我

国也要多利用高科技手段,从比赛中挖掘可以用

于训练的关键指标。

2.2 网球技术动作的生物力学研究
  

运用运动生物力学研究方法分析网球技术动

作是国内研究的重点领域,常用于揭示技术动作

规律和肌肉激活顺序,对技术动作诊断、技术动

作模型构建和损伤致因分析起着重要作用。国内

外学者对不同网球技术动作都进行了运动学分析

研究[6-7]。陶志翔较早提出,落点、旋转、速度、
力量和弧线是制约隔网对抗 (持拍类)项目的重

要因素[8]。而现在的网球技术动作研究均以力量

为主,其他因素欠缺,造成实验设计的精确性不

足[9-10]。此外,未关注动态类技术动作,变向动

作和分腿并步等是比赛中最常见的技术动作,手

持球拍不断变换身体姿势击球,是动态类技术动

作的代表。今后,我国应重点关注不同技术动作

阶段肌肉与骨骼的运动状态,探索运动损伤原因,
并进一步拓展球拍器械研究领域,构建符合人体

差异的器械选择模型,丰富器械的科技功能,以

达到记录精准、反馈迅速和操作简易的要求。

2.3 网球技术动作的教学理念研究
  

概念知识传递只需要客体对信息的感知和认

知,而技术动作教学则是一个对技术动作的 “感
知—认知—决策—再认知”的复杂过程。技术动

作决策执行是教学的重点,通常以近距离抛球和

原地正反手击球为主要手段,其目的在于建立正

确的技术动作定型。网球技术动作教学往往缺乏

感知和认知这一重要环节,而这也是掌握技术动

作的始发环节,必然难以衔接技术动作决策执

行。因此,网球技术动作教学中应当建立符合

“感知—认知—决策—再认知”的过程性原则和

顺序原则,过程颠倒势必造成技术动作学习的视

动系统稳定性失衡,这也是本研究构建网球技术

动作训练体系的重要依据。

3 竞技网球技术动作特征

3.1 全面与特长
  

技术动作的全面性与特长技术的发展,是比

赛获胜和关键时刻得分的重要保障。网球技术动

作具有多样化特征,包括完全由自身控制并具有

致命威胁的闭锁式发球技术动作,也包括正反

手、接发、截击、高压、放短球、挑高球和胯下

击球的开放式技术动作。每一种技术动作再结合

力量、速度、旋转、落点和轨迹等物理学要素,
使网球技术动作的类别更具多样化和独特性。

  

研究发现,发球和正反手击球是运用最多的

2种技术动作,并随着战术打法的变化而变化,
发球上网型打法渐成趋势,截击技术动作的运用

日益普遍。当然并不存在绝对的某一专项特长技

术动作,只是从技术动作使用率和攻击性等指标

中获得的相对结果。网球比赛中发球成功率、得

分率、破发率是比赛获胜的制胜因素,可见发球

是必备的特长技术动作。网球发球的重要性直接

影响了接发球特长技术动作,尤其是二发接发球

是占据主动进攻优势的关键一拍。进入相持阶

段,通常切削用于过渡,反手用于相持,放小球

用于调动,而正手击球则对发动进攻起着始发

作用。

3.2 标准与特异
  

标准技术动作指动作连贯、正确、完整、流

畅与协调等,是网球技术动作训练中的重要内

容。特异性技术动作是由人体形态学差异、人格

特质和神经类型引发的非常规技术动作。从解剖

学和生物力学角度看,网球技术动作中并不存在

绝对的标准动作,标准的发力顺序是最适宜的评

价标准。网球发球技术动作由自身控制而不受对

方影响,标准的发力顺序和动作结构能够建立稳

定的动作定型,但也存在发球类型的差异,比如

缩简发球 (abbreviated
 

serve)和非完整技术动

作发球[11]。鉴于网球技术动作的特殊性,为建

立 “标准”的发球技术动作,应参照人体形态

学、人格特质及神经类型特征,构建个性化的标

准动作定型。
  

当球员在比赛中处于被动时,特异性动作往

往成为主要击球方式,其目的只为将球回到对方

场地,常采用切削和格挡动作,比如相持阶段防

守方的大角度回球。网球技术动作中,单反击球

方式一直饱受争议,进攻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形成

了一个矛盾体,我国职业球员较少采用这种特殊

击球动作,左利手球员也较少。然而,对 ATP
前500名球员的统计数 据 显 示,单 反 球 员 占

10.4%,左利手球员占13.2%;前100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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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反球员占14%,左利手球员占15%,且左手

正手单反球员2名;前500名球员中,35岁以

上球员达35人,单反球员占比高达37%;25岁

以下222名球员中,单反选手占比7%[12]。这表

明单反特异性技术动作的可使用性,其能够延长

网球运动员的职业年限,在年轻球员中形成了一

种发展趋势。可见,网球技术动作的特异性特征

突出,技术动作类型广泛,形态学参数和人格特

质种类多样化。

3.3 隐蔽与虚假
  

隐蔽性与虚假动作在竞技类项群中具有重要

作用,隐蔽性常指掩饰进攻意图和防止提前暴露

预判线索的技术动作特征;虚假动作则指主动提

供动作信息,引诱对方产生迷惑性信息预判。研

究表明,抛球信息和击球点空间位置是预判发球

类型的重要信息来源,肘关节的运动学参数决定

了发球的方向,相持阶段的预判信息来源于情境

信息和运动学信息的相互作用[13-15]。虚假动作

多发生在放短球和网前小球周旋阶段,常伴有身

体姿势变化,头部方向与击球方向相反。通常在

进攻状态下展现虚假动作,可以达到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的效果,而这需要具备充足的时间、空

间和多种技术动作选择能力。上述表明,网球技

术动作的隐蔽性是防止对方预判的关键所在,虚

假动作是变换进攻节奏的重要手段。
  

为防止对方预判进攻意图,应掌握虚假动作

的运用原理。在技术动作执行时,统一技术动作

结构,专注击球点参数决定落点和方向的关键原

理,比如相同的抛球方式和增加肘关节的径向移

动能够增加接发球预判难度,掩饰发球攻击意

图。实施虚假诱惑时,一方面要丰富攻击手段,
攻击手段多,攻击性强,对手出现决策失误和反

应延迟的概率就高;另一方面需要占据最佳身体

姿势,防止情境预判,采用姿势信息诱导或技术

动作二次发力达到诱导和迷惑作用。

3.4 精细与经济
  

相比其他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项目,网球-
球拍比和移动范围-场地比、分-局-盘特殊性、多

运动学指标 (速度、旋转、落点、力量、弧线)
等使网球的技术动作体现出更明显的精细化特

征。在网球发球技术动作的运动学分析中,就有

4种阶段划分方式、3种落点区域限定[10]。
  

技术动作的经济性特征常被用于研究中长跑

项目,以能量消耗来评定技术动作的经济性。心

理素质在网球比赛中占据重要位置,直接影响比

赛成败。因此,网球比赛不仅要重视生物能转化

为机械能的能量消耗经济性,还需要重视心理情

绪对技术动作经济性的影响[16-17]。为更好实现

生物能转化的经济性,可提高发球的威胁性,减

少多拍相持,相持阶段以控制落点为主,而非速

度和力量指标,采用组合技术动作,为进攻做铺

垫。此外,分配更多的资源给感知和认知阶段,
避免对反应速度的过度依赖,并在间歇期间寻找

迅速恢复能量的最佳方式。针对心理情绪对能量

消耗,应建立正确的心理定向,对信息刺激采取

接纳而非评价的方式,并将竞技认知哲学思想与

心理坚韧性融会贯通,从而在比赛中处变不惊。
网球技术动作的经济性特征对运动成绩和运动寿

命具有重要影响,技术动作的机械表现是生物能

消耗的直接形式,而内心情绪波动产生的能量消

耗贯穿整个过程。因此,只有分离2种因素的影

响,并综合两者的交互作用,才能较好探索网球

技术动作经济性特征的收益区间。

3.5 稳定与突变
  

稳定性是技能主导类项目竞技能力的基础,
也是网球运动技术动作的基本特征,对竞技表现

有着直接影响。技术动作稳定性与突变性是节奏

掌控和规律认知的结合体,包括技术动作稳定

性、心理因素稳定性和环境因素适应性。应主张

节奏掌控和规律认识优于自我控制,在网球比赛

极端压力情境下,球员以自我控制为主要手段保

持竞技能力的稳定性,势必会造成逆反心理和认

知资源损耗[18]。因此,稳定性是保持网球技术

动作超水平发挥的基础,但也应当适应比赛节

奏,尤其是时间节奏,认识竞赛过程中的规律特

征,以适应为主,而非自我控制。
  

然而,事物发展中并不存在绝对的稳定性,
网球比赛中球员会受到多种信息刺激,技术动作

失常是常有的现象,且对手也会逐渐适应球员技

术动作的节奏和规律,从中寻找解决方案。因

此,网球技术动作需具备突变性特征,改变落

点、旋转、力量、速度、轨迹要素,将对手带入

自己的比赛节奏中。同时,网球比赛计分短和速

度快,在关键比分、局数、盘数落后时,只有高

质量的技术动作才能反转比赛结果。综上,网球

技术动作的稳定性更专注于节奏感和规律认知,
突变性则是网球运动员必须具备的技术动作特

征,也是高水平竞技能力的必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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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竞技网球技术动作训练理念
  

运动技术动作需要经过 “感知—认知—决策

—再认知”的信息提取、产出过程。网球技能训

练亦是如此,面对多变化和高速度的网球运动特

征,球员需要具备精准预判信息、快速加工和提

取记忆信息、合理执行决策和决策信息反馈与更

新的能力,信息过程训练是提升网球运动技能的

核心。

4.1 注重感知先行
  

感知是网球运动技能执行的先决条件并贯穿

整个运动过程,包括以感觉系统为主的视、听、
触压和平衡觉,以知觉为主的空间、时间、节奏

等。感知能力以运动预判能力为主,通过情境信

息和运动学信息预判对方的运动趋势,达到事先

占据主动的目的。
  

感知技能训练应以情境信息分析和运动学信

息提取为主要目标。情境信息预判先于运动学信

息提取,并为运动学信息提取建立基础。训练时

通过展示对方球员的基本信息,如动作偏好、行

为习惯等,观察并思考对方球员的优缺点,锻炼

球员对情境信息的预判能力[14,19-20]。运动学信息

是最直观的预判信息来源,通过不同视觉注视方

式观看对方身体或器械的运动状态,预测对方意

图,识别对方技术动作的欺骗性和隐蔽性。提问

法和时空遮蔽法是运动学信息预判训练的主要方

法,可在不同时间点暂停动作展示,询问球员的

预测结果[14,21-22]。动作展示时遮蔽不同身体环

节,找出某环节部位对预判准确性的影响,并在

此过程中提示注视方式和兴趣区域来训练球员的

视觉搜索能力。
  

网球竞赛的本质是双方球员以网球为中介物

体,通过不同身体姿势控制能力,变换网球的速

度、旋转、方向、落点和力量等运动学特征,实

现比对方多一次击球的目的。球员通过情境信息

和运动学信息预判来球的运动状态,进而决定攻

防选择和空间位置选择等。常规运动技能训练均

是以不断重复运动技术动作执行为主,加深大脑

运动技能痕迹积累。这种由下至上的运动技能训

练模式并不适合网球技能训练,忽略了感知技能

的主导和先行作用,网球运动技能的决策执行均

需要综合判断来球的运动特征 (方向、高度、速

度、轨迹、力量、旋转),以此选择最适宜的击

球技术动作 (正反手、移动方向、引拍轨迹等)。
  

因此,应加深来球信息的记忆痕迹,提高大

脑对来球信息的直觉性思维,形成迅速感知的能

力,并结合动作执行保证训练过程的完整性。网

球运动轨迹是最直观的信息,也是人类对客观事

物记忆最易储存的信息[23]。准确感知运动轨迹,
能够快速帮助球员确定跑动方向,进而采取适宜

的击球方式进行回球。此外,速度、力量和旋转

也均是在运动轨迹上的不同体现形式。在网球运

动技能感知训练中,情境信息分析能力和运动学

信息视觉搜索能力是预判的先行条件,通过网球

运动轨迹展示能够加深球员大脑的痕迹积累效

应,便于在高速运动的情境下,快速感知来球信

息并提取与大脑记忆资源相对应的信息,进行准

确判断。

4.2 强调认知整合
  

认知是感知和决策的枢纽,也是再认知后的

评价中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世界顶尖球员

的技术动作特征集进攻性和稳定性于一体,既保

证了技术动作的攻击性特征,又需要维持技术动

作和心理的稳定性。前职业网球运动员吉米·康

纳斯曾说过: “网球比赛的95%取决于心理。”
技术动作的外在攻击性与内在稳定性特征,无不

与球员的内在人格特质和认知特征密切相关,其

形成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西方崇尚的

个性自由、欧洲的斗牛士精神和骑士精神使球员

的技术动作表现出勇猛和坚韧的风格,同时保持

着谦虚和尊重对手的态度。我国体育文化长期受

到中庸仁爱、天人合一等儒家思想影响,主动进

攻意识相对不足。因为文化基础不同,直接照搬

定不可取,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塑造具备高度

竞争意识的网球竞技文化,以形成符合网球运动

高度职业化的认知。
  

网球比赛是众多运动项目中出现平分次数最

多的比赛,给球员带来高度紧张和焦虑的心理压

力,这对球员技术动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
务必强调训练球员对技术动作的心理认知能力,
包括心理坚韧性、自我控制和自我谈话等。通

常,心理调节以控制为主要导向,加强情绪控

制、时间管理和精力分配,提高对外界信息的抗

干扰能力。而此类自我控制势必会产生自身能量

消耗,即自我认知资源损耗,甚至导致心理逆

反,降低技术动作的稳定性。相比于自我行为意

识控制,训练中更应塑造球员的人格特质,将自

我控制转变为一种具有规律性的行为习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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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界刺激进行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技术否

定。同时,结合网球技术动作的直觉性思维模

式,将技术动作输出形成一种自动程序。在顶级

赛事中,球员的击球技术动作、分与分之间的间

歇行为,乃至不同外界刺激下产生的心理反应都

达到高度规律性,形成了习惯性和程序化的思维

模式。一方面,可以避免球员产生额外的思维负

担,影响技术动作的发挥,破坏技术动作输出的

系统稳定性;另一方面,球员在比赛中的高度规

律性认知会占据进攻的主导节奏,迫使对方以等

待和评判思维产生决策,从而打乱对方的比赛

节奏。
  

鉴于此,网球技术动作训练理论应强调认知

技能的核心地位。明确网球技术动作的本质特

征,提高球员对技术动作的认知层次,在借鉴国

外网球竞技文化的同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并

结合我国文化传统,探寻符合我国特点的网球攻

击意识培养路径。加强从高控制性思维向习惯性

和程序化思维转变,建立极具自我风格的网球技

术动作认知。

4.3 丰富决策效能
  

决策在心理学中的定义为,对行动目标与手

段的探索、判断、评价,直至最后选择的全过

程[24]。运动决策是在正确感知当前信息的前提

下,将信息存入短时记忆中,然后与存储在长时

记忆中的知识经验进行比较,并根据比较结果做

出运动行为决策的过程。可见,决策是通过对外

界信息的感知结果与大脑认知记忆储存经验对比

获得的,受到2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提高

球员的感知能力和认知记忆储存量是提升运动决

策的关键。由于躯体运动神经决定了最终的动作

执行,从理论上讲,躯体运动神经能力应当不低

于感知觉神经能力,才能做出有效的动作决策。
躯体运动神经能力是指人体对姿势控制的能力,
因此通过提高球员对各种姿势的控制能力可以提

高球员的决策能力。大脑认知记忆储备量来自球

员大量的实践击球记忆。实践训练中面对不同来

球状态时的击球决策感,以及击球记忆中的成就

体验感也决定了大脑认知记忆的储备量,进而影

响到网球运动员的决策能力。网球技术动作多属

于开放式技能,网球比赛胜负受球体速度、力

度、旋转、落点和方向等综合影响。这与闭锁式

运动技能存在很大的差异,而纵观我国优势运动

项目发现,单一运动技能、闭锁式运动技能和少

数开放式运动技能 (乒、羽)为主的运动项目占

优势,对于高度职业化、高心理素质需求和极度

开放式运动技能为主的网球项目而言,应当采取

以控制性为主的决策技能,避免采取极端的决策

模式,如以力量或速度获取进攻的主动权。
  

基于网球技术动作的特殊性,技术动作决策

训练应采取不同的技术动作模式,既要包括进攻、
防守或相持的技术动作特征,又要包括不同情境

下的技术动作类型,比如通过不同挥拍轨迹或不

同击球方式来训练网球技术动作,使球员能够在

特殊情境下选择最适宜和最经济的决策方式。这

种特异性技术动作训练看似不符合技术动作运用

规律,但却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比常规击球动

作更大的效益,其本质同样是遵循网球比赛的制

胜规律,即比对手多一次击球的关键点。顶级网

球运动员可以在回球难度极高的情境下,运用特

殊技术动作 (推、挡、削等)做出质量极高的决

策思维。因此,要训练球员的决策思维,使球员

面对不同情境时能够做出最高效的击球决策,这

种击球决策并不一定要达到直接得分的效果,而

是将球回到目标区域,并预判到对方在这一区域

的回球方式,为再次进攻做好铺垫。国内网球运

动员技术动作训练中,过多强调球员技术动作的

标准程度,力求始终保持技术动作输出的固定模

式,这间接导致球员决策固化,即球员面对所有

情境时都采取常规或标准击球方式,进而导致球

员在特殊情境下因决策定势失败而产生挫败感。
  

因此,网球技术动作决策思维训练应着力提

升球员的感知能力和认知记忆储备量,感知能力

主要提升对来球运动特征的感知预判,为感知信

息和记忆信息匹配预留更多的时间。为丰富认知

记忆储备量,训练时要尽可能增加不同情境模

式,结合不同技术动作执行模式,使球员产生最

佳的决策模式,其目的在于使球员对情境的感知

与认知记忆中的不同击球决策方式相匹配,以此

做出高效精准的技术动作决策。

4.4 提升反馈认知
  

再认知反馈功能是指技术动作执行 (击球)
后,人体对击球感觉的返回传递过程,这也是储

备认知记忆资源的关键环节。训练中通常更关注

击球后的运行轨迹和落点,忽略了击球感觉的返

回传递过程,导致再认知记忆资源缺乏反馈储

备。除球拍感知传递至手臂再到大脑的肌肉感知

觉外,听觉和视觉信息也能够丰富记忆储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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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3种感知信息可以刺激记忆储备的深度,因

此,网球技术动作训练应强调球员的主动感知能

力,避免仅以击球后的外在信息进行反馈。单一

的外在信息反馈,一方面会使球员产生负面情

绪,影响技术动作训练的效果;另一方面,使球

员忽略了错误击球技术动作的反馈储备,如当击

球出界或下网后,球员会主动屏蔽这种再认知反

馈记忆储备。
  

击球后是否符合空间限制是评价网球运动项

目得失分的重要标准,击球下网或出界是失分的

主要原因,因此训练不但要关注球员正确的击

球,更需要球员掌握对空间界限的再认知反馈记

忆,通过对比击球下网/过网、出界/界内、落点

深度的再认知反馈记忆,加深球员对网球场地的

空间感知觉能力[25]。倘若在网球技术动作训练

中,均将球打到场地内,不但会弱化球员对场地

空间范围的感知能力,还会降低球员技术动作训

练的成就感,使球员在比赛关键时刻丧失技术动

作发挥的信心。因此,应安排专门的训练内容,
要求球员将球击打出界或下网,感知此情景下的

技术动作反馈,加深球员对击球成功与失误的感

知记忆区别,提升球员的技术动作再认知反馈

能力。
  

除空间知觉再认知反馈记忆外,网球技术动

作训练中还需要加强肌肉本体感觉或关节觉的反

馈记忆。人体的肌肉本体感觉或关节觉又可分为

力量觉、关节角度觉等指标,因此训练中应不断

划分再认知反馈方式,并通过不同训练手段加强

反馈记忆储备的深度[26]。其中,人体关节角度

的知觉反馈至关重要,能够直接改变肌肉的用力

觉和运动幅度等,这也表明不同击球方式训练、
不同挥拍轨迹击球训练的重要性,使网球技术动

作训练理念与网球运动项目的制胜规律相匹配。
  

总体来看,为提升网球技术动作训练的再认

知反馈能力,应强调球员的主动感知意识,让击

球后感知觉再次返回到认知系统。通过对比成功

与失误击球后的感知觉反馈,加深球员对成功击

球技术动作的记忆储备,提升对网球场地空间限

制的感知能力。此外,还需要注重击球后人体感

知觉能力,通过不同技术动作方式和挥拍击球轨

迹训练,提升网球技术动作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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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Tennis
 

is
 

a
 

highly
 

professional
 

skill-oriented
 

net-separating
 

antagonism
 

event,
 

and
 

its
 

tech-
nical

 

movements
 

are
 

unique
 

in
 

high
 

pressure,
 

high
 

ball
 

speed
 

and
 

non-fixed
 

hitting
 

methods.
 

The
 

re-
search

 

of
 

tennis
 

skills
 

in
 

China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video
 

analysis
 

of
 

technique
 

and
 

tactics,
 

biome-
chanical

 

analysis
 

and
 

teaching
 

research,
 

but
 

there
 

are
 

problems
 

of
 

lack
 

of
 

practice,
 

refinement
 

and
 

program
 

respectively.
 

Combined
 

with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ennis,
 

it
 

is
 

believed
 

that
 

tennis
 

tech-
nical

 

movemen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hensiveness
 

and
 

specialty,
 

standard
 

and
 

specificity,
 

concealment
 

and
 

falseness,
 

fineness
 

and
 

economy,
 

stability
 

and
 

mutatio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ennis
 

technical
 

movement
 

training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rocess
 

of
 

per-
ception,

 

cognition,
 

decision-making
 

and
 

re-cogni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in
 

tennis
 

technical
 

movement
 

training,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leading
 

role
 

of
 

perception
 

ability,
 

emphasize
 

the
 

core
 

position
 

of
 

cognitive
 

ability,
 

enrich
 

the
 

evaluation
 

function
 

of
 

decision-making
 

ability,
 

and
 

enhance
 

the
 

feed-
back

 

function
 

of
 

re-cognition
 

ability.
Key

 

words:technical
 

movement;
 

training
 

theory;
 

tennis;
 

perceptu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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