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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裁判必读》

内容概要

《跆拳道裁判必读》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其中知识篇由跆拳道运动概述、特点和作用以及跆拳道的礼
节与段位等组成。裁判篇由裁判组的组成和职责、跆拳道竞赛种类和程序、跆拳道临场裁判员执裁方
法等组成。规则篇由跆拳道的比赛方法和规则、跆拳道竞赛规则释疑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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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德祥，哈尼族，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人，1960年12月29日出生。1982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
院，现任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警体部擒拿格斗教官，三级警监。1998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全国公安
高校警察技战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体育科技学会会员，全国高校运动医学研究会会员，
国家一级跆拳道、散手、武术套路裁判。20余年来，在从事武术教学训练的同时，积极从事跆拳道和
拳击运动的教学训练和学术研究。先后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发表50余篇武术、跆拳道和拳击方面的学
术论文，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承担国际、国家、跨省校以及云南省教育厅等基金课题多项。先
后出版了《武术学习指南》、《体育探索之路》、《哈尼族体育》、《跆拳道快速入门》、《跆拳道
实战技击》等专著。名字收入《中国武术名人辞典》、《中国当代武术家辞典》等多种辞库中，曾荣
获国家体委颁发的雄狮最高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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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知识篇 一、跆拳道运动概述 （一）跆拳道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二）现代跆拳道运动的发展 （三）我
国跆拳道运动的发展 二、跆拳道的特点和作用 （一）跆拳道的主要特点 （二）跆拳道的作用 三、跆
拳道的内容与分类 （一）品 势 （二）实战技术 （三）竞技跆拳道和普通跆拳道的区别与关系 （四）
竞技跆拳道运动的技术体系 四、跆拳道的礼节与段位 （一）跆拳道的礼节 （二）跆拳道运动的段位
标准及区别 裁判篇 一、对跆拳道裁判员的基本要求 二、裁判组的组成和职责 （一）裁判组的组成 （
二）裁判组主要职责及要求 三、跆拳道竞赛的准备工作 （一）制定竞赛规程 （二）竞赛规程主要内
容 （三）竞赛规程范例 （四）赛程安排原则 （五）制定竞赛日程 （六）编制秩序册（参赛队报到时
下发） （七）组织领队、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 （八）裁判员、教练员赛前培训 四、跆拳道竞赛种
类和程序 （一）竞赛种类 （二）竞赛程序 （三）记分与录取 （四）关于名次的判定原则 五、跆拳道
临场裁判员执裁方法 （一）裁判员工作步骤 （二）临场裁判员安排 （三）裁判员进场与退场 （四）
主裁判执裁原则与步骤 （五）一般执裁步骤 （六）主裁判对犯规判罚的指导原则 （七）击倒后的处
理 （八）获胜方式 （九）局间休息与退场 （十）副裁判执裁原则与步骤 （十一）裁判员的变更和处
罚 六、跆拳道竞赛表格及器材 （一）跆拳道竞赛报名表 （二）更换运动员申请表 （三）运动员抽签
登记表 （四）比赛记录表 （五）副裁判记录表 （六）申诉申请表 （七）竞赛所需器材和物品 规则篇 
一、跆拳道的比赛方法和规则 （一）跆拳道比赛的场地 （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三）跆拳道比赛
的体重级别与称量 （四）跆拳道比赛的种类、方法和时间 （五）跆拳道比赛的程序 （六）跆拳道比
赛中允许使用的技术和允许攻击的部位 （七）跆拳道比赛的有效得分 （八）跆拳道比赛中的犯规行
为 （九）跆拳道比赛结果的判定 （十）跆拳道比赛中击倒后的处理程序 （十一）跆拳道比赛中断的
处理程序 （十二）跆拳道比赛的裁判员及其组成 （十三）跆拳道比赛的仲裁委员会 二、跆拳道竞赛
规则释疑 （一）判定跆拳道比赛结果的基本原理 （二）裁判员在比赛中的作用 （三）裁判员正确判
分的标准 （四）裁判员正确判分的原则 （五）得分的记入（采分） 附录 附录Ⅰ 中国跆拳道竞赛规则 
附录Ⅱ 世界跆拳道竞赛规则 附录Ⅲ 跆拳道常用名词术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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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现代跆拳道运动的发展 1945年，朝鲜人民在长期不屈不挠的抗争后终于获得
了国家独立，跆拳道也得以健康的发展。由于当时的技击方法很多，名称也繁杂，如称唐手道、跆跟
等，为使这一朝鲜国技得以发扬光大，1961年9月，韩国成立了唐手道协会，后更名为跆拳道协会。现
代的跆拳道被韩国人视为国技。跆（TAE），意思是脚踢、脚踹，这与中国《辞海》中关于“跆”字
的解释非常吻合，跆即为踩踏、蹬踏之意；拳（KWON）意指用拳击打；道（DO）即为练习的方法
，也是一种精神。 1966年成立了国际跆拳道联盟（ITF），崔泓熙任首届联盟主席。1973年5月世界跆
拳道联盟在韩国汉城成立（WTF），金云龙当选为主席。截止到1998年，世界跆拳道联盟已有会员
国144个。1975年世界跆拳道联盟被正式接纳为国际体育联盟的会员。198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了世
界跆拳道联盟。在短短20多年里，跆拳道这项运动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世界上约有140多个国家3千
多万人在进行着跆拳道的训练活动。跆拳道的第一届世界锦标赛和第一届亚洲锦标赛分别于1973年
和1974年在韩国汉城举行。跆拳道在1986年被列为第10届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994年9月经国际奥
委会正式通过，被列为2000年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设男女各四个级别。 在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简称
世界跆联）被正式公认后的10多年中，跆拳道运动在全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现已风行全球150多个国
家和地区，参与练习者达7000万人，而且在洲际和世界各级各类大赛上都可看到跆拳道的影子。 现在
，在世界上基本形成了以世界跆联为主体倡导的竞技跆拳道，其鲜明特点是以竞技为主，品势练习为
辅。还有一种是国际跆联倡导的以品势修炼为主、竞技实战为辅的跆拳道运动。 （三）我国跆拳道运
动的发展 随着跆拳道运动在国际体育界的蓬勃开展和奥运会正式项目的确立，我国体育界意识到开展
跆拳道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92年10月7日，经前国家体委综合司、国际司会签及袁伟民副主任的
批准，中国跆拳道协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我国正式开展跆拳道运动。随即，前国家体委几次专门派
人去日本、朝鲜和韩国考察了跆拳道运动的开展和竞赛情况，并在国内组织全国范围的专门座谈会
。1994年5月，在河北正定举行了首届全国跆拳道教练员裁判员学习班；9月，首届全国跆拳道比赛在
昆明举行，15个单位约15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次比赛标志着跆拳道比赛在我国正式开始。1995
年5月，首届全国跆拳道锦标赛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22个单位约250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从此开始
了两年一届的全国跆拳道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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