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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球类运动对反应时的改善
`

缪国富
(盐城工学院 体育部

,

江苏 盐城 2么耗幻3

摘 要
:
通过某校体育系球类专业学生和非球类专业学生

,

以及某工学院普通系科学生的 中

枢神经系统机能进行的测试和分析
,

认为球类运动有利于神经 系统反应 时的缩短
、

中枢智力

水平的提高及速辫能力的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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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是机体主要的机能调节系统
,

它全

面地调节着四肢行动及体内各器宫系统的生理活

动
,

因此
,

神经系统的机能状态与身体素质的发展

有着密切的关系
。

那么究竟何类体育运动最行之

有效地改善中枢神经系统机能 ? 本人采用对不同

运动者进行简单条件反射的测定
,

对这方面的问

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

1 研究对象测试仪器及方法

1
.

1 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为某师院体育系 97 级球类专业学

生
,

其中男生 19 名
,

女生 5 名
,

对照组一为该师院

体育系 97 级非球类专业学生
,

其中男生 19 名
,

女

生 5 名
,

对照组二为某工学院 97 级普通系科学生

(体育成绩较好 )
,

其中男生 19 名
,

女生 5 名
,

年龄

在 19 一
23 岁之间

,

且身体健康
,

视觉
、

听觉和体育

活动能力都较强
。

1
.

2 测试仪器

测试仪器为成都体育学院与四川省 7 01 厂联

合制造的 C 3
一

T 型神经机能测定仪
,

误差为 1%
。 s 。

1
.

3 实验方法

运动条件反射的反应时测定
。

所谓反应时是

指人从开始接受刺激到开始发生反应所需要的时

间
。

具体方法
: ①采用有色光源传输 ;②采用声音

传导
,

指定的反应为手指按动仪器开关
,

每种刺激

连续测定 3 次
,

取其平均值
。

运动条件反射的速辨能力测定
。

通过对仪器

的改进
,

对不同的有 色光源和不同的声音传导作

出不 同 的反 应
。

具体方法
: ①指定

“

红光
” 、 “

绿

光
” 、 “

黄光
” 、 “

蓝光
”
4 种有 色光

,

当不 同的光亮

时
,

分别按压 固定于上下左右 4 个位置的
: “

l
” 、

“
2

, , 、 “
3
” 、 “

4
”

钮 ; ②指定声源
“
1
” 、 “

2
, , 、 “

3
” 、 “

4
, ,

发

出后
,

分别按压
“

蓝光
” 、 “

黄光
” 、 “

绿光
” 、 “

红光
”

钮

以示回应
,

每种刺激连续 5 一 6 次
,

取最快 3 次的

平均数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对有色光源和声音传导刺激的反应 z[]

结果见表 l
。

实验组球类专业学生二种测验平均值分别为

190 snI
、

巧 S lsn
,

与对照组 一
、

对照组二的学 生相

比
,

其 反 应 时 分 别 缩 短 了 0
.

17 %
、

0
.

14 %

( P 值 < 0
.

0 5 )和 0
.

15%
、

0
.

14% ( P 值 < 0
.

0 5 )
,

具

有统计学显著性
。

2
.

2 对速辨能力刺激的反应时川

结果见表 2
。

实验组球类专业学生 的 4 种有色光和 4 种数

字声音刺 激 的 反 应 时平均 值 分别 为 3 19ms
、

3 17 snI
,

与对照组一
、

对照组二的学生相 比
,

其反应

时分 别 缩 短 了 0
.

13 %
、

0
.

12 % ( 尸 < 0
.

0 5 ) 和

0
.

13 %
、

0
.

12 % ( 尸 < 0
.

05 )
,

具有 统计学显 著性
。

以上两组实验的误差和错误百分比均无统计学显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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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2 例对某种色光
、

声源刺激反应时的平均值 士标准差

T曲】e 1 72 e ” 皿咖e 11℃a n 明目 e u士 s加.记a 川 ds
, i a d皿

实验对象 例数 (人 ) 有色光刺激反应时 ( sDI ) 声源刺激反应时 (、 )

实验组

对照组一

对照组二

统计学显著性

球类专业 24

非球类专业 24

普通系科 解

l卯 士 16

23() 士 28

22 1士 50

P < 0
.

05

155 士 26

184
士 26

17 9 士 26

P < 0
.

05

表 2 72 例对四种色光
、

声音刺激反应时的平均值 土 标准差

T曲 le 2 72 e粗口甲】e . 挂旧。 v al u e 土 动犯 d旧月 d e诚拓阅

实验对象 例数 (人 ) 四种有色光刺激反应时 ( snI ) 四种声音刺激反应时 ( n8I )

实验组

对照组一

对照组二

统计学显著性

球类专业 对

非球类专业 24

普通系科 24

319 士 56

370 士 58

363 土 58

P < 0
.

0 5

317 土 50

36 5 士 55

3 6 1 士 55

P < 0
.

05

著性
。

3 分析与结论

体育系非球类专业学生 比普通系科学生的神

经系统的反应时 的速辨能力稍差一点
,

这是 由于

所选对照组 2 学生均为体育爱好者
,

因此他们的

神经系统的灵活性
,

中枢神经 系统机能状态都是

很不错的
。

但对照组 2 的学生与球类专业组学生

相比较
,

就存在显著性差异
,

这就说明了球类运动

对神经反应时和迅速辨别能力的影响较大
,

测试

中尤其是从事球类运动的学生
,

特别是乒乓球专

业
、

篮球专业的学生其反应时更快
,

最快的达到有

色光刺激 17 4 snI
,

声音刺激 129 snI
,

其反应的速度

是相当快的
。

眼睛接受有色光源反应 时
,

要慢于近距离声

音刺激的反应时
,

球类项 目大多数是集体性项 目
,

是以球的移动速度
、

转移位置
、

时间差概念的竞赛

项 目
,

需要长时间的用眼
、

用耳和用脑
,

所 以极易

对提高中枢神经系统 的反应时
,

从而使中枢神经

系统功能得到有效的提高
。

经常性的体育锻炼对中枢神经系统机能影响

的程度
,

与从事 的运动项 目特点和运动训练的程

度有关
,

以反应时为例
,

球类专项运动员较其它项

目的运动员短
,

同一运动项 目的运动员训练程度

高的较训练程度低的短
,

体育系学生 因不进行某

一专门运动项 目的训练
,

且训练程度低
,

因此反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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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普通系科学生差不多
,

但较球类专项运动员

要长
。

根据研究结果
,

欲提高人体的反应能力
,

发

展中枢神经 的速度素质
,

可多进行乒乓球
、

羽毛

球
、

篮球和足球等球类项 目的锻炼
,

还应多进行一

些运动技术复杂的对抗性较强的球类运动项 目练

习
,

而且要注意运动练习的长期性
、

系统性和科学

性
,

这对人们进行体育锻炼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研究结果证明
,

球类运动有利于神经系统反

应时的缩短
,

速辨能力的增强
,

有利于 中枢智力水

平的提高
,

延缓脑智水平的衰退
,

改善中青年人大

脑的灵活性
、

兴奋性
,

有利于丰富其创造力和想象

力
,

而对老年人来讲
,

经常地保持大脑皮质的活跃

度
,

使其反应始终处于 良好的机能状态
,

对促进大

脑的血液循环
,

降低脑血管的病变
,

延缓身体机能

的衰老大有益处
。

根据生理学原理
,

本文所采用的实验反应时
,

应包括兴奋冲动在感受器发生
,

沿传人纤维传导
,

在中枢内传播
,

沿传出纤维传导到效应器
,

开始产

生反应的全部时间
。

为探讨反应时缩短的生理机

制
,

我们对所有试验学生的运动神经 的传导速度

进行了测试
,

结果表明全体学生无明显差异
,

说明

他们在该反射中兴奋沿传出神经传导所占用 的时

间基本相同
,

至于反射的其它环节占用多少时间

未能进行研究
,

从理论上分析
,

球类运动极易改善

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
,

影响缩短人体的反应时
,

增

强迅速辨别的能力
。

(下转第 7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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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性造成影响
。

特定的文化 内的价值观和审

美观孕育各文化的语言体系
。

这些语言传达了不

同民族的思想风格和思维习惯以及审美情趣
,

它

们承载了 自己文化的绝大部分内容
。

翻译正是两

种文化体系的互相沟通
。

中国传统哲学追求
“

天人合一
” ,

强调整体
,

对

事物不甚讲究分析
,

多直接描述
。

而西方追求 自

然的认知
,

把自然置于人的对立面
,

讲究哲学的二

元论
,

形成分析型 的思维习惯
。

中国的整体性哲

学观必然映现在语言观上
,

汉语的句法具有极强

的涵盖力
,

但用词
、

时态
、

语态都相当模糊
,

语言呈

以句子组织的流块结构
。

而西方语言的形态 比汉

语更为丰满和更易分析
,

语言表现为以动词为中

心的空间结构
。

西方语言 (以英语为主 )的语法具

有规范性
,

表现 出一定的机械系统性
。

当然 随着

文化交际的深人
,

两种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互相

融合
,

这也体现在翻译的发展历史中
。

英汉翻译是一种语言的应用能力
,

它建立在

大量的语言知识输人
,

尤其是大量的阅读和练习

的基础之上
。

而 以往课堂教学 多单单强 调
“

精

读
” ,

忽视了在此基础上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

其

实外语思维和外语语感是外语言语能力的最高表

现
。

有意识的英汉翻译练习正弥补了教学中实际

运用较弱的缺陷
,

也能更好地帮助学生通过四
、

六

级考试
,

同时为他们在未来工作生活中更有效地

使用英语打好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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