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会田径比赛裁判工作总结(通用5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
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运动会田径比赛裁判工作总结篇一

xx年xx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田径比赛于10月27日--11月1日在xx
举行，能够连续2届担任省运动会的裁判心里高兴、自豪，但
更多的是压力与责任。“不打无准备之战，方能立于不败之
地。”接到执裁全能项目的任务，很快定好工作思路：首先，
查找相关资料，了解全能项目比赛规则；其次，向有经验的
全能裁判请教；第三，与裁判组教师联系、沟通，确定工作
岗位；第四，制定工作细则。

运动会圆满结束，梳理运动会全能项目比赛过程：

、准备场地、器材，对裁判员志愿者进行分工。全能项目包
括男子大学生十项全能、男子甲组七项全能、女子大学生七
项全能和女子甲组五项全能，确定对应项目的管理裁判员和
志愿者，其余人员协助。

2、制定全能项目检录时间、入场时间和到达场地时间表格。
依据行走的路线，将所有全能项目和时间收集、汇总于专门
的表格中，便于裁判员工作，为运动员提供参考。同时，将
重要信息在表格中标注，如比赛开始需要了解“运动员是否
兼项”，最后单项之前要“依据成绩分组”等。

3、在执裁的过程中，及时了解运动员的相关信息，是否有兼



项、弃权等，将事件及时处理。

4、与各有关裁判组联系与协调，协助各单项检录、管理工作，
保证比赛有序衔接、顺利进行。

5、每一单项比赛结束后，及时收取成绩记录表，迅速准确地
统计每名运动员的单项成绩得分与累积分，然后将单项成绩
得分、累积分填写在张贴于休息室的全能成绩记录表上，告
知运动员。

尽管我是全能裁判中的新人，但在整个执裁过程中有学习的
快乐，有工作的顺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优秀的
团队。同组的陈xx、高xx、阮xx老师都曾执裁过全能项目，她
们经验丰富，工作细致、认真，团队间互相协作，默契无间，
能够做到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两名志愿者表现优秀，协助
裁判员做好运动员的管理和引导工作。为将来的工作做得更
好，裁判员在执裁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表格的备注栏，记
录下“运动员是否兼项”、“提醒裁判员在倒数第二项比赛
后进行成绩分组”以及运动员弃权情况等。

五天的比赛很快过去，精彩而有高水准的运动赛事无论是给
裁判员还是志愿者都留下难忘的印象，彼此间也结下了难忘
而深厚的友谊，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每一个赛事。

运动会田径比赛裁判工作总结篇二

深秋的xx不见一丝凉意，第一次踏上这片宁静优美的土地，
百感交集。因为在这里的体育中心接受了一场为期六天(xx
年10月27日—11月1日)xx省运动会径赛项目检查裁判的严峻
考证。在全体裁判员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比赛任务。检查
组裁判员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得到上级领导、xx老百姓、
新闻媒体的肯定。他们给出评论：步伐整齐、眼睛独辣、判
罚到位、帅哥靓女!在这肯定之下我们可以给予自己喜悦的心



情,但不能就此打住不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本人对本
次裁判工作进行反思，总结以下几点：

在赛事主管廖xx老师身上就能看到答案，他对待工作严谨认
真，容不下半点马虎。确实当你站在田径场上执裁的时候，
就不是你个的人事而是代表一个团队的形象。每个裁判员都
要对团队负责，态度除了认真、认真、再认真别无选择。

根据竞赛日程和主裁判的具体分工，本次参赛的24名裁判员
进行编号，分四组，每组6人，6人中设1小队长。

1、走姿：右手携椅子，左手携拎带袋，一路纵队沿跑道外侧
行进，步伐整齐，精神饱满，按号就做，仪表庄重，举止大
方。

2、座姿：座姿端正、上身笔直，不做与检查裁判无关的多余
动作直至退场。

3、犯规举旗姿势。直臂上举黄旗左右晃动一次然后再直臂下
举放回原处。动作要求干净利索。

1、明确径赛检查裁判的任务和目的。用两句话概括：你来田
径场上的目的是什么(做检查裁判);检查裁判的任务是什
么(检查参赛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是否犯规)。

2、明确各单元径赛项目、组数、人数及每个项目自己所在的
位置和换项路线。明确栏架、障碍栏架、接力区等的位置和
规格。比赛中按主裁判分配的任务准时到达明确集合时间地
点、明确进退场路线、明确工作位置、明确联络旗示、明确
裁判方法与尺度，熟悉径指定的位置。

(一)分道跑项目

重点：



1、在直道上运动员跑出自己的分道，在弯道上跑进左侧分道，
从而妨碍他人跑进并没有回到本道通过终点。

2、运动员是否跑过抢道标志线切入里道。

难点：

1、对运动员犯规一瞬间情况要看清抓准。

2、有直道进入弯道，有弯道进直道时有无串道或踩踏左侧分
道线。

3、弯道的检查、开始应正面观察运动员跑进、当运动员跑过
自己的位置后，则转身从背后观察。

(二)不分道跑项目

重点：

1、起跑出发时和小集团跑进中，是否有冲撞、推挤、踩踢、
拉扯等动作影响他人。

2、采用不合理的方法超越他人。

3、是否有提供帮助或接受帮助。

难点：起跑出发或形式集团时，犯规者和被影响者的详情难
以分清。

(三)跨栏、障碍跑项目

重点：

1、运动员在过栏瞬间，其脚或腿从栏侧绕栏并低于栏顶水平
面。



2、跨越他人栏架或未跨栏完全程栏架。

3、有意用手推倒或用脚踢倒栏架。

4、手臂的摆动影响和阻拦他人跑进。

5、过水池障碍时踏在水池边上越过水池。

6、跌入临道阻拦他人跑进。

难点：

1、运动员是否有意与无意踢倒栏架，想从中获利。

2、空间犯规多，判断困难。过栏时腿和脚是否低于栏顶水平
面，特别是过弯道栏。

(四)接力项目

重点：1.4x100米接力比赛中速度快,既要看交接棒,又要看接
力区。2.4x400米接力跑是否按规定跑过抢道标志线切入里道,
及第三、四棒在公共接力区内有无犯规行为。

难点：在接力赛跑中,如何辩别运动员在交接棒时犯规,通常
犯规的表现有：

1、未在接力区内完成交接棒(以接力棒为准，看准开始和完
成交接棒的瞬间)。

2、有抛接棒行为，接棒人通过推动跑出或采用其他方法受到
帮助。

3、掉棒后，不是由掉棒运动员拾起跑进，离开自己分道捡棒
时趁机缩短比赛距离，或侵犯其他运动员。



4、运动员在接棒之前或接棒之后跑出分道，故意阻碍其他队
员。

5、4x400米接力棒在接力区外起跑。

6、4x400米接力第三、四棒在接力区内阻碍其他接力队员和
其他犯规行为。

运动会田径比赛裁判工作总结篇三

隆重、热烈、简朴的20xx年xx第xx届运动会田径比赛于10
月26日―11月1日在美丽的水仙之乡xx体育中心举行，在廖总
的带领下，在全体裁判员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了省运会田
径比赛的执裁任务，受到了上级领导和参赛运动员的充分认
可。在本次比赛中，我们受大会的指派分别担任技术官员和
区域指挥员工作，这是提升自身执裁能力的极好机会，同时
能入选本届省运会执裁，我们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回顾裁
判历程，有如下几点体会：

我和xx老师都属于我们裁判团队中的老同志，我从省十届运
动会田径比赛开始执裁经历，刘老师更早，从省六届田径比
赛开始执裁经历，是我们这个裁判团队经历最早的一位老裁
判，可以说是见证了我省田径裁判团队的成长历程。早期的
田径裁判队伍是比较松散的，这一点，我们团队的老同志都
比较清楚。自从省十二届运动会田径比赛，廖总执掌田径裁
判印帅以来，面对当时裁判队伍存在的各种状况进行了大胆
改革，长远规划，对我省田径裁判这样一个项目最多、队伍
庞大、影响最大的队伍进行重新铸造，对省田径裁判团队的
队员进行考核、考察、培养、使用、选拔、管理等一系列手
段入手，使得我们省田径裁判团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
渐成长壮大，从第十二届省运会自十五届省运会，田径比赛
裁判水平一届比一届好，受到国家田管中心、省体育局、省
教育厅和各地市体育部门等上级部门的广泛好评。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彻底改革以往裁判队
伍松散现象，廖总要求全体裁判员外塑形象，内强素质。首
先从组织纪律性抓起，比如每次比赛的报到时间、学习时间、
联调实习时间、入场时间、比赛时间都有精确要求，比赛场
上执裁要求裁判员进出场的队形、队列做到站有“站姿”，
坐有“坐姿”，走有“走姿”，每个裁判员在场上的执裁姿
势及一举手、一投足都要求作到准确、规范、大方。其二，
加强裁判员的业务学习。每次大赛都要求主裁判及裁判员提
前写好岗位工作细则，对执裁的要求精通、熟练，烂熟于胸，
及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及预防措施。每次赛前培训廖总都亲自
讲课，我们从廖总博学、严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和精彩
的课例中汲取执裁的先进理念和丰富的执裁经验。记得我们
团队裁判员参加理论考试就考了3次。由于廖总把田径裁判工
作当做事业来做，在学习实践方面率先垂范，不断进取，还
由于他的好示范，带动了我们团队裁判形成了好习惯，老、
中、青裁判努力钻研，重视学习，以老带新，以新促老，形
成了浓厚的学习气氛，使得一批年富力强和年青有为的裁判
脱颖而出，成为团队的中坚力量。所以我们这支田径裁判团
队，在承担省级、国家级比赛中表现突出。

一个队伍是否有战斗力，很关键一点，就是这支队伍是否团
结协作。田径比赛堪称体育竞赛之最，包括跑、跳、投、竞
走等，项目多，场地器材设备齐全，现代化、自动化程度高，
所需裁判员多，且要求高，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总裁的统一
指挥下，各部门通力协作，上下一盘棋，才能完成一场大型
田径比赛的执裁任务。我们这支团队在廖总的带领下，创设
了团结协作、和谐上进的一个群体。廖总知人善任，任人为
贤。为准备一场省运会裁判人选，是从四年前就开始准备，
通过好中选优。所以我们团队的每一名裁判都为能入选省运
会执裁而感到光荣。为了提高执裁质量，廖总常说：细节决
定成败。这里我举一个前几天我们参加20xx年武夷山国际马
拉松比赛的例子：11月28日，大会要求我们担任各分段的主
裁判的一行人在外场裁判长和场地器材管理员的带领下，
约20多人到现场实地去踩点勘察，熟悉工作岗位，由于我们



工作粗糙，不够细致扎实，没有“脚踏实地”，带有“走马
观花”的味道，廖总知道后于当晚11点组织全体主裁判以上
裁判长开会，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强调“细节决定成败”，
要求保质保量作好比赛前各项准备工作。第二天，大家在联
调的实习中，进一步认真细致的做好赛前准备的各项工作，
在30日的武夷山国际马拉松比赛中，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协
作，认真执裁，使比赛获得圆满成功。虽然比赛成功，但这
次的赛前工作的插曲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应该说廖总在
关键时刻为我们上了一节难以忘怀的课。在思想与业务上是
有收获的。使我们深刻体会到“细节决定成败”的真谛。

第十五届省运会田径比赛已经结束，但明年的全国青运会及
全国性的田径比赛在等待着我们这支省田径裁判团队，是否
适应更高层次大赛的要求，这需要我们团队每一位裁判对省
运会要进行反思总结，查找不足，研究对策，改进提升，与
时俱进，不断提高裁判员的素质。在思想上、作风上、业务
上、效率上不断提升，只有这样才能胜任更高标准的比赛，
为福建省田径裁判团队增添光彩。

运动会田径比赛裁判工作总结篇四

xx年xx省第xx届运动会田径比赛于10月27日——11月1日在xx
举行，能够连续2届担任省运动会的裁判心里高兴、自豪，但
更多的是压力与责任。“不打无准备之战，方能立于不败之
地。”接到执裁全能项目的任务，很快定好工作思路：首先，
查找相关资料，了解全能项目比赛规则；其次，向有经验的
全能裁判请教；第三，与裁判组教师联系、沟通，确定工作
岗位；第四，制定工作细则。

运动会圆满结束，梳理运动会全能项目比赛过程：

1、准备场地、器材，对裁判员志愿者进行分工。全能项目包
括男子大学生十项全能、男子甲组七项全能、女子大学生七
项全能和女子甲组五项全能，确定对应项目的管理裁判员和



志愿者，其余人员协助。

2、制定全能项目检录时间、入场时间和到达场地时间表格。
依据行走的路线，将所有全能项目和时间收集、汇总于专门
的表格中，便于裁判员工作，为运动员提供参考。同时，将
重要信息在表格中标注，如比赛开始需要了解“运动员是否
兼项”，最后单项之前要“依据成绩分组”等。

3、在执裁的过程中，及时了解运动员的相关信息，是否有兼
项、弃权等，将事件及时处理。

4、与各有关裁判组联系与协调，协助各单项检录、管理工作，
保证比赛有序衔接、顺利进行。

5、每一单项比赛结束后，及时收取成绩记录表，迅速准确地
统计每名运动员的单项成绩得分与累积分，然后将单项成绩
得分、累积分填写在张贴于休息室的全能成绩记录表上，告
知运动员。

尽管我是全能裁判中的新人，但在整个执裁过程中有学习的
快乐，有工作的顺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优秀的
团队。同组的陈xx、高xx、阮xx老师都曾执裁过全能项目，她
们经验丰富，工作细致、认真，团队间互相协作，默契无间，
能够做到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两名志愿者表现优秀，协助
裁判员做好运动员的管理和引导工作。为将来的工作做得更
好，裁判员在执裁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表格的备注栏，记
录下“运动员是否兼项”、“提醒裁判员在倒数第二项比赛
后进行成绩分组”以及运动员弃权情况等。

五天的比赛很快过去，精彩而有高水准的运动赛事无论是给
裁判员还是志愿者都留下难忘的印象，彼此间也结下了难忘
而深厚的友谊，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每一个赛事。



运动会田径比赛裁判工作总结篇五

深秋的xx不见一丝凉意，第一次踏上这片宁静优美的土地，
百感交集。因为在这里的体育中心接受了一场为期六天（xx
年10月27日—11月1日）xx省运动会径赛项目检查裁判的严峻
考证。在全体裁判员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比赛任务。检查
组裁判员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得到上级领导、xx老百姓、
新闻媒体的肯定。他们给出评论：步伐整齐、眼睛独辣、判
罚到位、帅哥靓女！在这肯定之下我们可以给予自己喜悦的
心情,但不能就此打住不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本人对
本次裁判工作进行反思，总结以下几点：

一、工作态度：

在赛事主管廖xx老师身上就能看到答案，他对待工作严谨认
真，容不下半点马虎。确实当你站在田径场上执裁的时候，
就不是你个的人事而是代表一个团队的形象。每个裁判员都
要对团队负责，态度除了认真、认真、再认真别无选择。

二、人员分配：

根据竞赛日程和主裁判的具体分工，本次参赛的24名裁判员
进行编号，分四组，每组6人，6人中设1小队长。三、三个基
本姿势：

.走姿：右手携椅子，左手携拎带袋，一路纵队沿跑道外侧行
进，步伐整齐，精神饱满，按号就做，仪表庄重，举止大方。

2.座姿：座姿端正、上身笔直，不做与检查裁判无关的多余
动作直至退场。

3.犯规举旗姿势。直臂上举黄旗左右晃动一次然后再直臂下
举放回原处。动作要求干净利索。



四、两大明确：

.明确径赛检查裁判的任务和目的。用两句话概括：你来田径
场上的目的是什么（做检查裁判）；检查裁判的任务是什么
（检查参赛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是否犯规）

2.明确各单元径赛项目、组数、人数及每个项目自己所在的
位置和换项路线。.明确栏架、障碍栏架、接力区等的位置和
规格。

比赛中按主裁判分配的任务准时到达明确集合时间地点、明
确进退场路线、明确工作位置、明确联络旗示、明确裁判方
法与尺度，熟悉径指定的位置。

五、发现运动员犯规时，检查裁判员的8字真言：‘看号标道、
举旗报告’。

六、检查裁判工作四重、四难：

（一）分道跑项目

重点：1.在直道上运动员跑出自己的分道，在弯道上跑进左
侧分道，从而妨碍他人跑进并没有回到本道通过终点。

2.运动员是否跑过抢道标志线切入里道。

难点：

1、对运动员犯规一瞬间情况要看清抓准。

2、有直道进入弯道，有弯道进直道时有无串道或踩踏左侧分
道线。

3、弯道的检查、开始应正面观察运动员跑进、当运动员跑过
自己的位置后，则转身从背后观察。



（二）不分道跑项目

重点：、起跑出发时和小集团跑进中，是否有冲撞、推挤、
踩踢、拉扯等动作影响他人。

2、采用不合理的方法超越他人。

3、是否有提供帮助或接受帮助。

难点：

起跑出发或形式集团时，犯规者和被影响者的详情难以分清。

（三）跨栏、障碍跑项目

重点：

1、运动员在过栏瞬间，其脚或腿从栏侧绕栏并低于栏顶水平
面。

2、跨越他人栏架或未跨栏完全程栏架。

3、有意用手推倒或用脚踢倒栏架。

4、手臂的摆动影响和阻拦他人跑进。

5、过水池障碍时踏在水池边上越过水池。

6、跌入临道阻拦他人跑进。

难点：

1、运动员是否有意与无意踢倒栏架，想从中获利。

2、空间犯规多，判断困难。过栏时腿和脚是否低于栏顶水平



面，特别是过弯道栏。

（四）接力项目

重点:1.4*100米接力比赛中速度快,既要看交接棒,又要看接
力区.2.4*400米接力跑是否按规定跑过抢道标志线切入里道,
及第三.四棒在公共接力区内有无犯规行为.难点:在接力赛跑
中,如何辩别运动员在交接棒时犯规,通常犯规的表现有、未
在接力区内完成交接棒（以接力棒为准，看准开始和完成交
接棒的瞬间）。

2、有抛接棒行为，接棒人通过推动跑出或采用其他方法受到
帮助。

3、掉棒后，不是由掉棒运动员拾起跑进，离开自己分道捡棒
时趁机缩短比赛距离，或侵犯其他运动员。

4、运动员在接棒之前或接棒之后跑出分道，故意阻碍其他队
员。5、4*400米接力棒在接力区外起跑。6、4*400米接力第
三、四棒在接力区内阻碍其他接力队员和其他犯规行为.以上
是本人对这次省运会的几点总结，有不足之处希望看到的老
师们多多指点。也感谢这次省运会田径比赛给予我指导的资
深裁判们，我将汇集你们的金玉良言不断完善自我。时刻为
田径裁判工作做好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