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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比赛技战术效能评估模型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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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录像观察法确立硬地网球男子单打比赛技战术效能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熵权灰色关

联度综合评价方法,构建技战术效能评估模型,以费德勒为例进行实证应用.结果表明,2012-2017年费德勒硬地赛

技战术效能呈3个阶段的特征:2012-2014年技战术效能呈缓慢下降趋势;2015-2016年技战术效能呈波浪式变化

态势;2017赛季技战术效能呈逐步回升趋势.2017赛季费德勒竞技状态的回升,反映该阶段其训练、参赛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所构建的网球技战术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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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比赛技战术诊断与分析研究多以通过对运动员比赛中的各种技术统计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以为训

练与制订比赛战略战术提供参考[1-5];另有学者提出了进攻成功率评价法[6],以对网球比赛质量高低进行评

价;还有学者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关联规则)对运动员某一战术环节的技战术运用进行综合对比分析[7-8].上
述文献对运动员技战术诊断与评估的研究方法较为丰富,但是笔者认为当前研究仍存在如下不足:1)网球技

战术统计指标分类不合理.如以主动得分和网前得分率作为两项不同指标进行诊断分析[9],存在指标不独立

的问题[10].2)目前的研究多以整个赛事或某个赛事前几名运动员的技战术特征进行数据分析[11],但运动竞

技的表现受制于运动员比赛期的竞技状态、比赛中的环境因素、比赛中的偶然因素(误判、争执、干扰等),且
竞技体育自身也具有比赛结果的不可预见性、偶然性等特点,研究所得网球技战术制胜规律难以对其他选手

进行参照评价.3)前人在对运动员的技战术进行比较分析时,各场比赛的技战术数据仅作为孤立的个体,没
有系统地比较和评估各场比赛之间的质量差异,缺少纵贯性分析,不能直观反映出运动员阶段性竞技状态的

起伏和各项技战术运用效果的波动性.
随着现代计算方法的快速发展,如人工神经网络、数据挖掘、遗传算法等,大量复杂非线性难题找到了较

好的解决方法[12].灰色系统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统计分析方法,即灰色关联分析(GRA),可实现对评价对象

的动态量化分析.基于上述优势,灰色系统理论已在效能评估、决策支持和知识发现等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13-15].鉴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2012-2017年硬地场3大赛(澳网、美网、年终总决赛)男子单打半决

赛、决赛共计92场比赛运动员(TOP20)技战术运用特征进行分析,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的效度,并
基于运动员技战术运用规律制定网球技战术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尝试引入熵权灰色关联度构建网球技战术

效能评估模型,对网球比赛技战术效能进行评估.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网球比赛技战术效能评估模型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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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有关持拍隔网对抗项目比赛技战术指标评估方法及运用熵权、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评价研究的相

关论文,为本研究技战术指标确定和方法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2.2 录像观察法

以一方运动员为观察对象,比赛中每一个基本单元竞技过程为观察单位,记录一方运动员每个基本单元

竞技过程拍数及其得分或失分方法见表1.
本研究数据观察记录均由本人独立完成,为确保录像观察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另由一名网球专项的

研究生随机选取10场比赛进行独立观察和记录,两组数据进行组内相关系数检验(ICC),ICC值为0.99,表
明数据的准确度高[16],可在研究中使用.

表1 网球比赛记分方法

拍序 得分 失分

第1拍(本方发球) 对方接发球失误或未触及球 本方发球双误

第2拍(对方发球) 对方第3拍击球失误或未触及球 本方接发球失误或未触及球

第3拍(本方发球) 对方第4拍击球失误或未触及球 本方第3拍击球失误或未触及球

第4拍(对方发球) 对方第5拍击球失误或未触及球 本方第4拍击球失误或未触及球

第5拍及以上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1.2.3 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统计指标为:得失分拍数和得失分;评价参数为指标的使用率、得分率和贡献率.运用EXCEL统

计软件,汇总每场比赛各拍技战术得分、失分,并计算使用率、得分率和贡献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得分率=
各拍得分/(各拍得分+各拍失分);使用率=(各拍得分+各拍失分)/(总得分+总失分);贡献率=[各拍得

分/(总得分+总失分)]×2.

2 网球技战术效能评估模型

2.1 构建网球技战术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基本单元竞技过程是指运动员在每一分的争夺中攻防对抗的过程,它是构成网球项目比赛过程最基本

的单元[17].每一基本单元竞技过程产生的“得失分拍数”,既是运动员技战术运用的表现形式(如得失分拍数

为第3拍是指第1、3拍组合的技战术运用),又能体现网球比赛基本单元竞技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得分率和

使用率是持拍隔网对抗项目技战术分析最基本的评价参数[18].因此,对世界优秀男子网球选手硬地比赛中

基本单元竞技过程各得失分拍数的平均使用率、平均得分率进行分析,可从整体上把握男子选手基本单元竞

技过程阶段性特征和技战术运用特征,进而有助于对网球项目技战术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图1是对92场世界优秀男子网球选手硬地比赛基本单元竞技过程各拍技战术运用的平均使用率和平

均得分率示意图,因第15拍之后各拍的平均使用率均低于1.00%,累积平均使用率仅占4.62%,样本量较

小,故本研究仅对前15拍技战术运用特征及运用效果进行研究,以为技战术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由图

1中平均使用率可知,世界优秀男子网球选手硬地比赛各拍技战术运用整体上呈现3个阶段的特征.第一阶

段包括第1拍和第2拍,使用率最高且呈急剧上升趋势,在第2拍达到峰值,使用率分别为14.47%和

19.53%;第2阶段为3~6拍,使用率呈急剧下降趋势,由使用率最高的12.01%降至7.15%;第3阶段为7
拍及其以后各拍(简称第7拍…),使用率呈缓慢下降趋势,由5.38%降至1.00%.由图1中平均得分率可知,
各拍得分率同样呈现3个阶段的特征:第1阶段为第1、2拍,得分率急剧下降,由第1拍的90.35%下降至第

2拍的33.06%;第2阶段为3~6拍,得分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波浪式变化特点,发球局得分率(3、5拍)明
显高于接发球局(4、6拍);第3阶段为第7拍后,得分率变化趋势平缓,在40.00%以上平稳波动,发球局各

拍(7、9…)与接发球局各拍(8、10…)得分率差异不大.
基本单元竞技过程各拍技战术运用平均使用率和平均得分率所表现出的差异,说明3个阶段技战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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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征及得分效果的不同,如表2所示.
1)第1阶段(第1、2拍)平均得分率为

57.44%,累计平均使用率为33.99%,贡
献率为36.05%.持拍隔网对抗项目比赛

技战术的得分率大于0.5的时,使用率

越大 对 比 赛 获 胜 产 生 的 积 极 影 响 越

大[19].因此,若要为比赛的获胜发挥积

极的影响,第1阶段技战术(发球战术和

接发球战术)的运用最为关键.2)第1阶

段和第2阶段(前6拍)贡献率合计为

74.95%,对比赛得失分贡献超过60%,
说明前6拍技战术的运用在决定男子网球硬地场比赛胜负中发挥着第一位的作用.3)发球局前三拍(第1、3、

5拍)得分率明显高于接发球局前三拍(第2、4、6拍),第7拍以后发球局各拍与接发球局各拍差异不大.
表2 3个阶段评价参数一览表 (%)

第1、2拍 第3~6拍 第7拍及以上

平均得分率 57.44 47.03 44.98

累计使用率 33.99 38.16 27.85

折合贡献率 39.05 35.90 25.05

  竞技网球运动制胜规律是:把握关键,努力保发与破发[20].通过对世界优秀男子网球硬地比赛基本单

元竞技过程阶段性特征和技战术运用特征分析可知,发球局保发的关键在于3个战术环节的比赛质量,分别

是发球战术环节(第1拍)、发抢衔接战术环节(第3、5拍)和相持Ⅰ战术环节(第7拍及以上);接发球局破发

的关键在于3个战术环节的比赛质量,分别是接发战术环节(第2拍)、接抢衔接战术环节(第4、6拍)和相持

Ⅱ战术环节(第8拍及以上).得分率体现网球比赛“质”的特征.本研究确立的竞技网球比赛质量评估指标体

系见表3.
表3 网球比赛技战术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指标 指标定义

发球战术得分率(I1) 发球得分/(发球得分+发球失分)

发抢衔接战术得分率(I2) 发抢衔接得分/(发抢衔接得分+发抢衔接失分)

相持Ⅰ战术得分率(I3) 相持Ⅰ得分/(相持Ⅰ得分+相持Ⅰ失分)

接发战术得分率(I4) 接发得分/(接发得分+接发失分)

接抢衔接战术得分率(I5) 接抢衔接得分/(接抢衔接得分+接抢衔接失分)

相持Ⅱ战术得分率(I6) 相持Ⅱ得分/(相持Ⅱ得分+相持Ⅱ失分)

2.2 技战术效能评估模型构建

2.2.1 灰色关联度基本原理

灰色关联度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分析灰色系统中各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度量方法,
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灰色过程发展态势的关联程度.如果序列曲线的几

何形状越接近,则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21].关联度是事物之间、因素之间关联性的度量,是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础和工具.在运用灰色关联度进行评价时,是将参与评价的所有对象看作一个灰色系统,
每个对象看作系统的一个因素.
2.2.2 熵权法基本原理

熵值法是客观赋值法的一种,即利用指标本身数值的大小确定其权重.熵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热力学,后
来在信息论中加以利用,用熵来反映系统的无序程度:熵值越小,信息量就越大,确定性就越大,有序程度越

高;反之,熵值越大,信息量就越小,确定性越小,无序程度越高.作为权数的熵权,并不是在决策或评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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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某指标的实际意义上的重要性系数,而是在给定被评价对象集后,在各种评价指标值确定的情况下,各指

标在竞争意义上的相对激烈程度系数[22].
2.2.3 评估模型的设计

2.2.3.1 熵权确定技战术效能评估指标权重

2.2.3.1.1 建立原始数据矩阵

设有m 个评估对象,n个评估指标,建立原始数据矩阵Xij'.Xij'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个指标的数值.
其中,i=1,2,…,m;j=1,2,…,n.

Xij'=

x11' x12' … x1n'
x21' x22' … x2n'
︙ ︙ ︙

xm1' xm2' … xmn'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2.2.3.1.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由于指标所反映的内容各不相同,不具有可比性,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的影响,使
得指标之间能够进行数量运算.对于正向指标而言,数值越大越好.本研究指标均为正向指标,采用极差标准

化法,公式如下:

xij =
xij'-min(xij')

max(xij')-min(xij')
. (1)

2.2.3.1.3 计算指标占评价指标的权重

yij =
xij

∑
m

i=1
xij

,j=1,2,…,n. (2)

2.2.3.1.4 求出信息熵

根据信息论中有关信息熵的定义,一组数据的信息熵为

Ej =-ln(n)-1∑
m

i=1
yijlnyij. (3)

得到j个指标的信息熵E1,E2,…,En.
2.2.3.1.5 确定各指标权重

根据信息熵可计算出网球技战术评估指标体系中第i个指标所占的权重

ωi=
1-Ei

∑(1-Ei)
,i=1,2,...,n. (4)

2.2.3.2 网球技战术效能灰色关联度综合评估模型

灰色关联度评估模型:R=EW.其中,R=(r1,r2,…,rm)T,ri 为m 评价对象的评判结果向量;W=(ω1,

ω2,…,ωn)T 各指标的评判矩阵

E=

ξ1(1) ξ1(2) … ξ1(n)

ξ2(1) ξ2(2) … ξ2(n)
︙ ︙ ︙

ξm(1)ξm(2) … ξm(n)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ξi(k)即第i个评价对象第k个指标与第k个最优指标的关联系数.依据求得R 的数值,对评价对象技战术效

能进行排序,具体步骤如下.
2.2.3.2.1 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

X0=[x0(1),x0(2),…,x0(n)],

Xi=[xi(1),xi(2),…,xi(n)].
式中x0(k)表示第k个指标的最佳值,xi(k)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在第k个指标上的实际值.
2.2.3.2.2 对序列进行无量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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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包括效益型、成本型和适度型指标.效益型指标值越大越好,成本型指标值越小越好,适度型指

标需要取一个合适的值.由于3类指标的性质不同,需要对其进行无量纲化.效益型指标无量纲化:xi(k)=
νi(k)/maxνi(k);适度型指标无量纲化:xi(k)=νi(k)/optimum(νi(k));成本型指标无量纲化:xi(k)=
νi(K)/minνi(k).
2.2.3.2.3 计算关联系数

分别计算每个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对应元素的关联系数

ξi(k)=
min

i
min

k
|x0(k)-xi(k)|+σmax

i
max

k
|x0(k)-xi(k)|

|x0(k)-xi(k)|+σmax
i
max

k
|x0(k)-xi(k)|{ ,i≠0,k=1,2,…,n. (5)

σ 称为分辨系数,σ∈ {0,1},一般取σ=0.5较为合适.显然,0<r(x0,xi)⩽1,0<ξi(k)⩽1.得到评判矩

阵E.
2.2.3.2.4 计算加权灰色关联度

根据信息熵确定的权重,可得关联度ri=∑
n

k=1
Wkξi(k). (6)

关联度ri 越大,表明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越接近,即该评价对象技战术效能优于其他评价对象技战术

效能.

3 技战术效能评估模型的实证应用

对网球运动员单一技战术指标的分析,只能反映运动员比赛中某一局部的问题,若要整体反映比赛的质

量,则需要对各个技战术指标效能进行综合评价.费德勒2012-2017年硬地场比赛技战术运用效果数据结

果见表4.
表4 费德勒硬地比赛技战术运用效果一览表

赛事 I1 I2 I3 I4 I5 I6

2017年澳网决赛 0.9375 0.5424 0.4516 0.3333 0.3750 0.5000

2017年澳网半决赛 0.9375 0.5735 0.4074 0.3051 0.3214 0.5500

2016年澳网半决赛 0.9655 0.4524 0.3103 0.1860 0.2941 0.4000

2015年年终总决赛决赛 0.8889 0.6364 0.3158 0.1053 0.3478 0.5000

2015年年终总决赛半决赛 0.8333 0.6579 0.7500 0.3103 0.5000 0.5000

2015年美网决赛 0.8800 0.5254 0.3571 0.3404 0.4531 0.3333

2015年美网半决赛 0.9286 0.7027 0.4167 0.3333 0.6667 0.5833

2014年年终总决赛半决赛 0.9737 0.5682 0.3077 0.3333 0.3684 0.5484

2014年美网半决赛 0.9655 0.4651 0.3333 0.2391 0.3333 0.2857

2014年澳网半决赛 0.9600 0.4909 0.4800 0.2500 0.2727 0.2800

2013年年终总决赛半决赛 0.9500 0.5417 0.2000 0.2381 0.2500 0.3636

2013年澳网半决赛 0.9545 0.6250 0.2766 0.2090 0.3000 0.4250

2012年年终总决赛决赛 0.9167 0.5000 0.4138 0.2759 0.4444 0.5152

2012年年终总决赛半决赛 1.0000 0.6857 0.2000 0.3913 0.4583 0.3158

2012年澳网半决赛 0.8684 0.4754 0.6111 0.2292 0.3667 0.3939

3.1 确定指标的权重

根据(1)式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表5),根据(2)式求得比重,并根据(3)式求得信息熵Ei(见表

6);根据(4)式求得6个技战术指标的权重ωi,见表6.
3.2 确定加权灰色关联度

根据原始数据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1.0000,0.7027,0.7500,0.3913,0.6667,0.5833}.由于所选

用的指标量纲不统一,需要对评价指标的数值进行规范化处理.6项技战术指标均为效益型指标,故通过公

121第2期            郭文霞,等:网球比赛技战术效能评估模型构建与应用



式:进行无量纲化.并通过(5)式得出:min
i
min

k
|x0(k)-xi(k)|=0.0000;max

i
max

k
|x0(k)-xi(k)|=0.

7310.关联系数ξi(k)=
0.7310σ

|x0(k)-xi(k)|+0.7310σ
,取分辨率系数σ=0.5.利用(6)式求得各指标加权灰

色关联度见表7.
表5 标准化数据一览表

赛事 I1 I2 I3 I4 I5 I6

2017澳网决赛 0.6250 0.3595 0.4575 0.7973 0.3000 0.7253

2017澳网半决赛 0.6250 0.4840 0.3771 0.6986 0.1714 0.8901

2016澳网半决赛 0.7931 0.0000 0.2006 0.2824 0.1059 0.3956

2015ATP决赛 0.3333 0.7350 0.2105 0.0000 0.2348 0.7253

2015ATP半决赛 0.0000 0.8210 1.0000 0.7170 0.6000 0.7253

2015美网决赛 0.2800 0.2918 0.2857 0.8221 0.4875 0.1758

2015美网半决赛 0.5714 1.0000 0.3939 0.7973 1.0000 1.0000

2014ATP半决赛 0.8421 0.4626 0.1958 0.7973 0.2842 0.8848

2014美网半决赛 0.7931 0.0509 0.2424 0.4680 0.2000 0.0188

2014澳网半决赛 0.7600 0.1539 0.5091 0.5060 0.0545 0.0000

2013ATP半决赛 0.7000 0.3567 0.0000 0.4644 0.0000 0.2757

2013澳网半决赛 0.7273 0.6896 0.1393 0.3625 0.1200 0.4780

2012ATP决赛 0.5000 0.1902 0.3887 0.5964 0.4667 0.7752

2012ATP半决赛 1.0000 0.9321 0.0000 1.0000 0.5000 0.1180

2012澳网半决赛 0.2105 0.0920 0.7475 0.4332 0.2800 0.3756

表6 各评价指标权重

变量 i=1 i=2 i=3 i=4 i=5 i=6

Ei 0.9496 0.8928 0.8903 0.9549 0.8912 0.9029

ωi 0.0973 0.2068 0.2116 0.0870 0.2100 0.1873

表7 费德勒技战术效能评估一览表

年份 比赛 对手 胜负 比分 加权灰色关联度值 排序

2017 澳网决赛 纳达尔 胜 3∶2 0.6039 6

2017 澳网半决赛 瓦林卡 胜 3∶2 0.6179 5

2016 澳网半决赛 德约 负 1∶3 0.4944 14

2015 年终决赛 德约 负 0∶2 0.5755 8

2015 年终半决赛 瓦林卡 胜 2∶0 0.7694 2

2015 美网决赛 德约 负 1∶3 0.5449 11

2015 美网半决赛 瓦林卡 胜 3∶0 0.8429 1

2014 年终半决赛 瓦林卡 胜 2∶1 0.6247 4

2014 美网半决赛 西里奇 负 0∶3 0.4893 15

2014 澳网半决赛 纳达尔 负 0∶3 0.5090 12

2013 年终半决赛 纳达尔 负 0∶2 0.4948 13

2013 澳网半决赛 穆雷 负 2∶3 0.5525 10

2012 年终决赛 德约 负 0∶2 0.5897 7

2012 年终半决赛 穆雷 胜 2∶0 0.6449 3

2012 澳网半决赛 纳达尔 负 1∶3 0.555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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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费德勒比赛技战术效能综合评估

费德勒2012-2017年3个大赛对阵世界优秀选手15场比赛的技战术效能评估结果见表7.费德勒

2015年美网半决赛对阵瓦林卡比赛质量最高,技战术效能评估最佳,为0.8429.2014年美网半决赛对阵西

里奇比赛质量最低,技战术效能仅为0.4893.6年间,费德勒硬地大赛技战术效能在0.6000上下波动,均值

为0.5940.进一步观察图2可知,2012-2017年费德勒3个硬地大赛15场比赛,负9胜6,技战术效能呈现3
个阶段的特征.

第1阶段:2012年澳网半决赛至2014年美网

半决赛,费德勒1胜6负,比赛质量呈缓慢下降趋

势,2014年美网半决赛降至最低谷,此阶段技战术

效能发挥不佳.就费德勒自身而言,随着年龄的增

长,体能下降以及伤病的困扰是这一时期费德勒技

战术效能不佳的主要原因;对阵对手而言,3次对

阵纳达尔(负);2次对阵穆雷(1胜1负),1次对阵

德约科维奇(简称“德约”,负),1次对阵西里奇

(负).该阶段对阵同一时代的纳达尔,费德勒相对

较弱的单反技术受到纳达尔上旋的制约,仍未能实

现突破,3战3败;而对阵新时代选手德约、穆雷以

及西里奇,费德勒的技战术优势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4战1胜.
第2阶段:自2014年年终总决赛半决赛至2016年澳网半决赛,费德勒比赛质量呈现先升后降的波浪式

动态变化状态,这一阶段对手为德约(3负)和瓦林卡(3胜).就费德勒自身条件而,这一时期,费德勒改用大

拍面球拍(90~97),发球速度提升,单反技术也有所改善,防守与控球的稳定性提高(精准度下降),对阵瓦林

卡作用明显,3战3胜,基本把握瓦林卡的弱势;而面对处于巅峰状态的德约,费德勒技战术的改善仍不能对

其造成任何威胁,3战3负.
第3阶段:进入2017赛季,费德勒技战术效能呈逐步提升的趋势.除了17年澳网决赛战胜纳达尔获得

澳网冠军,费德勒在随后的两站硬地ATP1000(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和迈阿密大师赛)赛事以及温布尔登网

球公开赛均获得冠军,成就大满贯19冠.这一阶段技战术效能的提升,有3个方面的原因:1)自身技术的不

断完善.近两年来,费德勒进一步完善自身技战术能力,打法变得更为节省与高效,成功率与攻击性更强,尤
其是增强了反手的进攻能力与自信心,完胜对手.2)心态更为平和,接连4年的“冠军荒”练就费德勒更为从

容、平和的心理状态.心态的变化必将带给费德勒更高的成就.3)科学参赛.2016赛季以来,费德勒有选择性

的参赛战略,有效地保证了体能的恢复,提高了比赛的效率.
综上所述:费德勒2012年以来参加的硬地3个大赛,技战术效能呈现3个阶段的特征.但总体来看,以

2014年美网半决赛为“界点”,技战术效能总体上呈逐步回升之势头.费德勒对自身技术的不断丰富完善、心
态的调整以及科学、合理的参赛选择是其至今仍驰骋网坛并一次次实现突破的关键.

4 结 论

本文根据世界优秀男子选手硬地比赛技战术运用的阶段性特征,构建硬地网球男子单打比赛技战术效

能评估指标体系,分别为体现发球局保发能力的发球战术环节、发抢衔接战术环节、相持Ⅰ战术环节;体现接

发球局破发能力的接发战术环节、接抢衔接战术环节、相持Ⅱ战术环节.
本文应用熵权灰色关联度模型,基于制定的评估指标体系,以费德勒2012-2017年15场硬地大赛为

例,按照时序对费德勒技战术效能进行评估,得出:2012-2017年费德勒对阵世界优秀选手技战术效能呈现

3个阶段的特征:2012-2014年技战术效能呈缓慢下降趋势;2015-2016年技战术效能呈波浪式变化态势;

2017年技战术效能呈逐步回升趋势.费德勒2017年竞技状态的回升,反映该阶段其训练、参赛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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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项目比赛质量评价指标较多,因此,应选用代表性强、能够客观反映实际情况的指标,才能比较全面

地反映比赛质量的高低.熵权灰色关联度模型能够定量反映不同时期运动员技战术效能的优劣程度,在网球

比赛技战术评估中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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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onstructionandapplicationoftennistechnicalandtactical
effectivenessevaluationmodel

GuoWenxia1,ZhaoGuangtao2

(1.CollegeofEducation,BeijingSport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2.PhysicalEducationDepartment,HenanFinanceUniversity,Zhengzhou450046,China)

  Abstract:Basedontheresearchmethodsofliteraturereviewandvideoobservation,thispaperestablishedanevaluation
indexsystemoftennistechnicalandtacticaleffectiveness.Atthesametime,byusingtheentropy-weightedgrayrelationala-
nalysis,thispaperconstructedanevaluationmodelandmadeanempiricalapplicationwithspecificexamples.Theresults
showedthatthetechnicalandtacticalperformanceofFederermanifeststhreeobviousstages2012-2017:aslowlydownward
trendin2012-2014,wavechangingsituationin2015-2016andagradualupwardtrendin2017matchseasons.Federer's
comebackinthe2017seasonreflectedthescientificandrationalityofhistrainingandcompetition.Theevaluationindexsystem
andevaluationmodelwe'veestablishedshowedacertainpracticality.

Keywords:tennis;weightedentropy;greyrelationalanalysis;matchquality;technicalandtacticaleffectiveness;evalua-
t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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