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裁判心得体会(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
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裁判心得体会篇一

一、热爱篮球事业，为提高我国篮球水平做出不断努力，精
通篮球规则和裁判方法，严格遵循竞赛规程、规则，坚
持“恪守职业道德、公正准确执法”的原则，保证竞赛公平、
公正、稳定、有序地进行。

二、裁判员必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
热爱体育事业、热爱裁判工作，接受所在单位、所在注册单
位和当地体育局（地方篮协）的领导，积极做好本职工作，
正确处理裁判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

三、积极进取，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不断提高
业务水平；有较强的组织观念，认真执行中国篮协所主办的
各类型的比赛及全国各省市、行业体协的各项比赛管理规定。
接受技术代表和裁判长的领导和管理，服从工作分配，禁止
相互攀比执裁场次等，对执裁任务不推卸、不索要，认真完
成每一场执裁任务。

四、维护团结，严禁搬弄是非，传播流言蜚语和不利于裁判
队伍团结及形象的言论。

五、秉公执裁，，确保公正、准确、统一、一致。对违犯体
育道德的坏动作、伤人动作等违规行为，严格按规则和规定
进行判罚，为运动队、运动员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六、如被选派执裁中国篮协主办的比赛，因故不能参加的裁



判员须在比赛一周前由所在裁判员管理单位向中国篮协书面
请假。未经请假、无故不参加比赛的裁判员，将不再安排本
年度的所有比赛的执裁任务。不请假，无故晚于规定时间到
达赛区的，不予安排工作，旅差费自理。同一裁判员一年内
两次在赛会制比赛中工作请假的，不再安排当年裁判工作，
并在主客场赛制的联赛中酌情使用。

七、坚持原则，廉洁自律，禁止裁判员在工作期间与运动队
相关人员有私下或者非正当的接触，谢绝运动队一切宴请、
馈赠物品及礼品，包括有价证券或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接
受超标准酬金；不得无故滞留赛区或进行公费旅游。

八、严禁在赛区饮酒、打牌等活动；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安排，
参加赛区集体活动不许迟到早退，不得无故外出，外出必须
向裁判长或技术代表请假，说明原因。

九、认真开好赛前联系会和赛后总结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提高对规则精神和正确执裁一致性的理解和运用。

十、处理好严格执行规则和保证比赛顺利流畅之间的关系，
鼓励球队和运动员打出水平、赛出风格。

十一、坚持身体锻炼，时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
注意个人的形象气质，在特定的场合穿着得体的服装；工作
时精神饱满、仪表端正、服装整洁。根据不同比赛的要求，
配戴相应等级裁判胸徽。

裁判心得体会篇二

第一条为建立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良好职业道德、精湛业
务水平、又红又专的篮球裁判员队伍，为提高我国篮球运动
技术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国家体育总局
和中国篮球协会(简称中国篮协，下同)的有关规定，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裁判员要严格执行竞赛规程、规则，坚持“恪守职业
道德、公正准确执行”的原则，为运动队提供公平竞赛环境，
保证竞赛公平、稳定、有序地进行。

第三条裁判员必须政治立场坚定、热爱体育事业、热爱裁判
工作、钻研裁判业务，接受中国篮协和地方体委(地方篮协)
的领导，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处理好裁判工作和本职工作的
关系。

第四条裁判员的技术等级称号为：荣誉裁判员、国际级裁判
员、国家a级裁判员、国家级裁判员、一级裁判员、二级裁判
员，三级裁判员。

第五条在中国篮协注册的国际级、国家a级、国家级裁判员和
技术代表均适用本办法。国际级、国家a级、国家级裁判员也
必须服从所在地方体委(篮协)的管理。

第二章管理

第六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地方篮协)、解放军、各
行业体协、各直属体院的竞赛部门及中国篮协的会员组织，
在与本办法不相冲突的条件下，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有关的规
定，负责对其所属裁判员(主要是一级及一级以下裁判员)的
培训、考核及管理。

第七条裁判员工作调动时，应出具现所在单位的证明并持裁
判证书向所到地区体委(篮协)裁委会登记，继续参加裁判工
作。

第八条裁判员执行临场裁判任务或参加中国篮协(地方篮协)
举办的裁判学习班、各类培训班等活动的表现，将作为其所
在体委系统(地方篮协)对裁判员工作评估的内容，此评估内
容也将成为中国篮协选派裁判任务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中国篮协裁判委员会是中国篮协下设的专门委员会，
负责全国篮球裁判员的管理工作，并对国家级以上裁判员进
行培训、考核、审批、管理和监督。

第十条中国篮协裁判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日常工作由中国篮
协裁判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第十一条中国篮协裁委会根据比赛计划分期向有关地方体
委(篮协)公布本年度赛区技术代表、裁判长、裁判员工作安
排计划。重要比赛的裁判员安排将采用临时通知的办法。

第十二条裁判员须按规定的时间到赛区报到。如本人因故不
能参加工作，须于报到前十五天通过所属地方体委(篮协)竞
赛部门向中国篮协裁判委员会请假。

第三章工作职责和要求

第十三条裁判员要坚决遵守和执行中国篮协发布的有关规定，
加强自身的修养，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坚持原
则、严于律已、服从大局、保持公正，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
风和腐败现象。

第十四条裁判员要努力学习和钻研业务，精通竞赛规程、篮
球规则、裁判法；裁判员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信任、相互
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提高业务水平。

第十五条裁判员须严格遵守《裁判员守则》，模范遵守赛区
或培训班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组织观念，接受技术代表和
裁判长的领导，服从分配，维护团结。不得搬弄是非、传播
流言蜚语或做不利于团结的事。

第十六条临场裁判员要排除干扰，不殉私情，秉公执法，做
到公正、准确、积极、稳定；要大胆管理，坚决制止违反体
育道德的行为和暴力行为。



第十七条裁判员(技术代表)要坚持原则，保持廉洁，严禁收
受贿赂、超标准酬金或变相索贿。在赛区期间谢绝一切宴请、
馈赠礼品或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在赛区饮酒和禁烟区吸烟，
不得无故延长在赛区的滞留时间和进行公费旅游。

第十八条认真开好赛前准备会；比赛中坚持“主裁副裁一致、
主队客队一致、整场尺度一致”的原则；赛后认真总结，找
出缺点、不足，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第十九条裁判员临场时要摆正自身位置，应对中国篮协、运
动队和观众负责，处理好严格执行规则和保证比赛顺利、流
畅之间的关系，鼓励运动队(员)发挥水平、赛出风格。

第二十条裁判员要加强体能锻炼，时刻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
工作中要仪表端庄、精神饱满。在全国正式篮球比赛中必须
穿着中国篮协指定(或认可)符合篮球规则规定的服装装备，
并佩戴由中国篮协颁发的各级胸徽。每年在赛区必须通过体
能测验(各类培训班还将进行体能及理论测试)方能担任本年
度裁判任务(具体测验标准附后)。

第四章注册登记

第二十一条国际级、国家a级、国家级裁判员实行年度注册制
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总政宣传部，行业体协，
直属体院须于每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五日之间，将所属的国家
级以上裁判员名单统一向中国篮协办理注册。注册费：国家
级100元人民币、国家a级150元人民币、国际级200元人民
币(费用由裁判员个人负担)。

第二十三条注册登记时须使用中国篮协统一编制的表格(附
后)。未在规定期限内注册的单位或个人，将不安排下一年度
的裁判工作。连续两年未在中国篮协注册，将自动取消其裁
判员等级称号。



第二十三条各地方体委(篮协)裁委会向中国篮协裁委会注册
时必须上交一份上年度裁判员工作总结和下年度裁判工作计
划，材料不全者不予办理注册。

第二十四条根据每年的竞赛计划和注册情况，中国篮协裁委
会安排技术代表、裁判长及主要裁判员(含个别一级裁判员)
参加赛区工作。

第二十五条中国篮协负责所属国际级裁判员向国际篮联的'年
度注册；凡国际级裁判员在国际篮联组织的复试中，体能、
理论有一项不及格者，一年内将不安排境外裁判任务，自负
国际篮联国际级裁判员注册费(120马克或等值人民币)；连续
两次复试不及格者，两年内不安排境外裁判任务，自负国际
篮联国际级裁判员注册费(120马克或等值人民币)；三次复试
不及格者，取消其国际级裁判员称号。

第二十六条在国家级裁判员中，根据裁判员的水平、体能、
年龄及日常表现等情况，每年由中国篮协公布25-35名国家a
级裁判员名单，他们将与国际级裁判员共同承担国内高水平
比赛任务。根据个人执裁表现及评估情况，每年对国家a级和
国家级裁判员人员进行升降，其调整人员比例每年为15-20%。

第二十七条在各篮球俱乐部和运动队任职的裁判员，中国篮
协将不安排其参加有该俱乐部(运动队)参加的赛事裁判工作。

第二十八条在中国篮协注册的裁判员，如应邀参加非中国篮
协主办的跨省市、跨行业比赛的裁判工作，国际级裁判员必
须向中国篮协裁委会申报批准；国家裁判员须经所在地体
委(篮协)提出申请，获批准后由体委报中国篮协备案。

第五章培训及考核

第二十九条国家级以上裁判员的培训及各类专项培训班的组
织管理机构为中国篮协裁委会下设的培训考核组。



第三十条培训考核组负责拟定裁判员培训在纲，编写培训教
材。根据各地方体委(篮协)的需要，派出裁判讲师赴各地主
持各类裁判员培训班。

一、高级班，参加人员：国际级、国家a级及重点培养的国家
级裁判中；

二、中级班，参加人员：国家级及重点培养的一级裁判员；

三、女子班，参加人员：女子国际级、国家级和重点培养的
一级裁判员；

四、晋升班，参加人员：推荐报考国际级的国家a级裁判员；
推荐报考国家级的一级裁判员。

五、技术代表班，参加人员：退休国际级、退休国家a级裁判
员。

第三十二条培训内容一、英语；

二、职业道德教育；

三、篮球规则、裁判法；

四、中国篮协最新发布的规定、条例；

五、国内对规则及裁判法的统一认识；

六、国际篮联最新规则及对部分条款的最新解释；

七、体能测验第三十三条考核及使用一、中国篮协裁委会每
年组织一至二次高级裁判员(国际级、国家a级)的英语及理论
测试。考试合格的国际级、国家a级裁判员，有资格参加由中
国篮协举办的国内高水平篮球比赛的裁判任务。理论考试(英



语、理论)名次及综合排名列前五位的国家a级裁判员，且符
合国际级裁判员报考条件的，有资格参加国际级裁判员候选
人资格考试；结合临场水平，经综合评定名次排列后5位的国
家a级裁判员降至国家级裁判员；国际级裁判员理论、英语、
体能其中一项考试不及格的，将取消年度国内高水平比赛及
境外国际篮联正式比赛执裁资格。

二、除各类培训班进行考核外，中国篮协裁委会将不定期进
行专项业务能力的抽查(英语、理论、体能)；对考核合格的
国家级裁判员将根据其考试成绩及赛区表现及业务能力，结
合技术代表或裁判长推荐，名次排列前5位的将自动晋升到国
家a级裁判员。

第三十四条中国篮协举办的全国正式比赛，裁判员要按规定
的时间到赛区向技术代表或裁判长报到。技术代表和裁判长
将对裁判员进行身体素质测验；不及格者安排一次补测，补
测不及格者不予安排临场裁判工作，差旅费自理。在赛区期
间，每天要集中进行业务学习，理论学习、临场准备会、小
结会、基本功训练、专题讨论等活动，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第三十五条中国篮协将有计划地邀请国际篮联技术委员会成
员来华讲课，举办高级班或晋升班。被派遣参加重大国际比
赛的裁判员回国后，须将总结以书面形式报中国篮协，并在
裁判培训班上安排作专题报告。

第三十六条各地方体委(篮协)应根据各自的裁判员发展规划
和具体情况，拟定对所属裁判员培训计划及考核办法。

第六章裁判员晋升

第三十七条国际级裁判员的晋升考核一、由中国篮协裁委会
推荐，并征得有关省区市体委(篮协)的同意，以中国篮协名
义向国际篮联推荐和申请，参加国际篮联组织的考试。经国
际篮联考核批准后，由国家体育总局审批公布，发给证书、



证章、胸徽。

二、报考条件(一)必须是模范遵守各项规定的优秀国家a级裁
判员，思想作风正派，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成熟、稳定的
裁判业务水平。

(二)年龄在三十八周岁以下(以临考时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
形体、仪表、气质较好。

(三)应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能运用英语独立
执行临场工作；在中国篮协组织的英语考试中成绩合格。

(四)有较好的篮球技能和一写的技战术理论。

第三十八条国家级裁判员的晋升考核一、由本人填写申请
表(附后)，经所在工作单位和当地体委(篮协)签署意见，送
省区市体委(篮协)，总政宣传部，行业体协，直属体院竞赛
部门审核并报中国篮协。

二、经中国篮协裁委会审查合格后，下发参加考试人员名单。
考试合格者发给证书、胸徽。

三、中国篮协裁委会根据情况，每两年安排一至二次考试。

四、报考条件(一)思想作风正派，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一定
的业务水平；

(二)晋升已达二年的优秀一级裁判员；

(四)参加全国正式比赛的临场裁判工作达二次以上。

(五)形体、仪表、气质良好。

(六)年龄在二十五周岁以下有培养前途者，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考虑。

五、考试科目(一)临场执裁；

(二)篮球竞赛的有关法规、规则、裁判法、篮球技战术理论；

(三)篮球技术、战术实践；

(四)英语；

(五)体能测验；

1.国际篮联20米渐进折返跑2.男子3000米，女子1500米。标
准附后。

六、国家级裁判员晋升考核的审批原则是各项考试均需达到
规定的及格标准，以临场考试为主，结合其它报考条件及平
时表现综合评定。

第七章退休及荣誉裁判员的审批

第三十九条国际级和国家级裁判员执裁的退体年龄为五十周
岁，在该年度注册期内到龄的裁判员即宣布退休，原则上不
再安排执裁工作。

第四十条中国篮协裁委会根据退休裁判员的思想素质、业务
水平、组织能力、平时表现，向中国篮协推荐可担任技术代
表的人员名单，经中国篮协核准后，安排担任赛区技术代表
工作。

(二)年龄在五十岁以上，获得篮球等级称号时间在十五年以
上；

(三)一贯积极努力从事篮球裁判工作，在裁判工作中未受过
任何处分，并为篮球事业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二、申报程序(一)具备申报条件的裁判员，由本人提出申请，
填写申请表(附后)，经所在单位和当地体委(篮协)签署意见，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总政宣传部和具备一级篮球裁
判员审批权的行业体协和各直属体院审核后报中国篮协。

(二)经中国篮协审核同意后，由国家体育总局或国际篮联批
准公布，授予荣誉裁判员称号并颁发证书。

(三)在每年裁判员注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总
政宣传部申报2名符合条件的荣誉裁判员。有一级篮球裁判员
审批权的行业体协和各直属体院，限申报1名符合条件的荣誉
裁判员。

第八章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二条国际级、国家级(国家a级)裁判员应积极参加各级
比赛裁判工作。各省区市体委(篮协)裁委会应对其所管理的
裁判员的政治表现和业务能力定期进行考核、评定。对表现
优秀、工作成绩显著者，应给予表扬、奖励，或向中国篮协
裁委会推荐参加高级别的晋升考试或重点使用。

第四十三条对无故不参加基层裁判工作或表现不好的国际级、
国家级(a级)裁判员，所属地方体委(篮协)可给予批评、警告
或呈报中国篮协裁委会给予进一步处罚。

第四十四条各赛区根据《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开展“体育道德
风尚奖”评选活动办法和要求》的精神，严格按照有关的评
选条件和要求，评选出1-2名体育道德风尚奖裁判员。

第四十五条每年底，中国篮协裁委会公布荣誉篮球裁判员名
单、获赛区体育道德风尚奖裁判员名单、国家a级裁判员名单。

第四十六条中国篮协裁委会对违反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篮协
有关规定的技术代表、裁判员的行为核实后，视情节轻重，



报中国篮协纪律委员会予以处罚。处罚按《全国篮球竞赛处
罚规定》中有关条款执行。

第九章附则

第四十七条本办法由中国篮球协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裁判心得体会篇三

裁判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承担着公正裁判比赛的责任。
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还需要具备公正正直
的品质和耐心细致的态度。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裁判工作的人
士，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总结教训，通过反思
和学习，逐渐提高了自己的裁判水平。在下面的文章中，我
将分享我作为一名裁判所得到的心得体会，以及对自己未来
发展的展望。

一、尽职尽责是裁判的责任

作为一名裁判，最重要的是具备公正和正确判断的能力。比
赛中的每一个决定都会直接影响到参赛选手和整个比赛的结
果。因此，我们不能受到外界的干扰，要时刻保持冷静和客
观。同时，还要具备全面的知识和经验，做到严谨细致、综
合分析和公平公正。在我从事裁判工作的过程中，我时刻铭
记着自己的责任，尽最大的努力，为比赛的公正进行提供力
所能及的支持。

二、准备充分是裁判成功的基础

作为一名裁判，准备充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对比赛的
规则和裁判标准有充分的了解，并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和学习。



只有在比赛前掌握好相关知识，才能够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
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会积
极参加各种培训和交流活动，与其他裁判进行经验交流和讨
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三、坚守原则是裁判的底线

在比赛中，裁判需要明确并坚守自己的原则。我们不能因为
某一方面无意识地去偏袒或偏向某个队伍或选手，而应以公
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参赛者。同时，我们也要明确自己的话
语权，在比赛现场保持权威性和威严。作为一名裁判，只有
坚守原则，才能赢得选手和观众的尊重，也才能更好地完成
自己的工作。

四、善于沟通是裁判的必备技能

作为一名裁判，良好的沟通是不可或缺的技能。我们需要与
参赛选手和其他裁判进行有效的沟通，以确保比赛的顺利进
行。在比赛中，我会积极与选手交流，帮助他们理解裁判的
判决，并提供建议和指导。同样，我也会与其他裁判保持紧
密的合作和沟通，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以提供更好的比赛体
验。通过良好的沟通，我能更好地理解选手的需求，及时解
决问题，提高裁判的工作效果。

五、立足实践是裁判的发展方向

在裁判这个岗位上，只有不断实践和经历才能够取得更大的
突破和进步。我们需要参加更多的比赛，尝试不同的比赛类
型和场合，担任各种不同岗位的裁判，以积累更多的实践和
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敢于面对挑战和困难，不断学
习和改进自己的技能和能力。同时，也要保持谦逊的心态，
虚心听取他人的建议和意见，不断提高自身的裁判水平。

总而言之，作为一名裁判，我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尽



力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通过不断地学习、实践和总结，
我相信我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不断进步，为比赛的公正进行做
出更多的贡献。同时，我也希望将我的经验和心得分享给其
他人，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发展在这个领域。裁判这个
职业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需要良好的素质和态度
来做到公正裁判。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打造
一支优秀的裁判队伍，为比赛提供更好的服务。

裁判心得体会篇四

裁判是一项需要高度责任感和公正判断力的职业，我作为一
名裁判员，深感荣幸和重任。在多年的执法经历中，我积累
了许多宝贵的心得和体会。以下是我对裁判工作的总结和感
悟。

第一段：职责与使命

裁判员的首要职责是确保比赛公平公正进行。裁判员不仅需
要熟悉并运用相关规则和法律文书进行裁决，还要全程保持
冷静、客观的态度。作为比赛仲裁者，裁判员的使命在于维
护比赛秩序，保护选手的权益，同时确保比赛的公平性。这
一点极其重要，任何主观因素和个人情绪都不能影响裁判员
的判断。因此，我始终谨记职责和使命，全力以赴完成好每
一场比赛的执法工作。

第二段：规则意识与专业素养

裁判员的规则意识和专业素养是执法能否得当和有效的根本
保证。熟练掌握比赛规则，了解各类判罚标准，能够准确地
将规则运用到实际比赛中，是裁判员必备的能力。此外，处
理紧急情况、迅速决策的能力也是裁判员的重要素养。只有
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才能适应不同的比赛环境
和局势，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和结果。



第三段：良好的沟通能力

良好的沟通能力是裁判员必须具备的一项技能。裁判员需要
在比赛中和参赛选手、教练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沟
通和协调关系。只有通过有效的沟通，裁判员才能传达比赛
规则和判罚标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此外，裁判员
还需要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和冲突，准确传达自己的判罚决定，
维护比赛秩序和公平性。因此，我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
沟通能力，确保自己能与各方顺畅地进行交流和合作。

第四段：保持公平公正

裁判员作为公正的代表，要时刻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比
赛中，一定要公平对待所有参赛选手，不偏袒任何一方。决
策时要以事实为依据，不受干扰和压力干扰。同时，裁判员
还要坚决杜绝腐败现象和利益纠葛，确保比赛结果的公正和
真实性。只有做到真正公正，才能赢得选手和观众的尊重和
认可。

第五段：持续学习和提升

裁判员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的职业。法律法规的不断
更新和比赛规则的变化，都要求裁判员不断跟进和学习。在
实际工作中，裁判员也会遭遇各种复杂的情况和问题，需要
灵活应对和解决。因此，裁判员应当积极参加培训和交流活
动，与同行们共同研讨和学习。只有持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
能力，才能在执法过程中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总结：

作为裁判员，我深感裁判工作的重要性和挑战性。只有在每
一场比赛中，始终保持公平公正的原则，锻炼自己的专业素
养和沟通能力，才能为比赛的顺利进行和选手的公平竞争提
供保障。我将一直保持学习和提升的态度，为裁判事业做出



更大的贡献。

裁判心得体会篇五

本办法所称库区的范围包括：

(二)库区水域内的洲岛、洲滩及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

(三)库区水域两岸堤防及堤防背水坡脚向外延伸30至50米(经
过城镇的堤段不得少于10米)的地带，无堤防的，历史最高洪
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线向外延伸20米的地带。

前款所称湘江支流回水水域具体范围如下：浏阳河从湘江河
口至磨盘洲;捞刀河从湘江河口至水渡河坝;靳江河从湘江河
口至九江闸坝;龙王港从湘江河口至西二环桥;沙河从湘江河
口至谭家巷水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