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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籃球，是一項技巧和速度與日俱進的競賽。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我們稱

之為演進。籃球比賽和執法技巧已經與 10 年前完全不同。現今頂尖的裁判員至少需

與比賽演進的相同速度不斷地進步，甚至被期待著有更高水準的表現。這種變化可

以用一句座右銘作解釋：「昨天被認為是非常好的，今天已被認為只是正常的發

揮，明天則將被認為是低於水準之下」。 

        這份《 FIBA 三人裁判手冊進階版》介紹了更多精深的技巧，可幫助您成功地

在精英水平中執法。為了在更高水準的籃球比賽中成功執法，裁判必須在比賽中訓

練和使用這些技巧。要使用進階內容，裁判必須首先掌握 FIBA 三人裁判的基本知

識，以建立精實而永久的基礎。 

        這份進階手冊補充了 FIBA 執法技巧，FIBA 基礎執法技巧手冊，提供 FIBA 在執

法上最低標準的入門訓練內容。這份 FIBA 進階手冊給予進階的執法人員更深入的視

野，這份進階手冊的內容，除了包含基礎手冊裡的內容外，也依各主題提供額外予深入

的指引。對於裁判來說，根據他們現有的技術水準，參考手冊中最合適的內容是非常重

要的。 

        此外，FIBA 裁判部還提供各種輔助教材，名為「改善您的……」系列（如「改善您 

的輪轉」)。這些扼要的指南提供了更多如何使用本手冊內容的詳細信息。 

        如果本手冊中的任何指導原則與正式籃球規則（OBR）和/或正式籃球規
則解釋（OBRI）之間存在差異，則以後者（OBR 和 OBRI）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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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引言與概論  

1.1  籃球執法 

一般而言，運動執法是具挑戰性的，尤其是在籃球比賽中，10 名運動員在特定

的區域內快速移動時更是如此。當然，比賽已經改變，且球場不僅在實際的尺寸，

且在比賽和裁判的感知上，也真實地變更大。比賽狀況發生在球場上的任何角落，

每個球員幾乎都能在每個位置上進行比賽，這很自然地對籃球裁判提出了新的要

求。最好記住，每天的進步不應被視為實際的進步，而只是為了跟上比賽的發展，

這就是所謂的進化，無論我們是否願意，這種發展都必然地發生了。 

有時，人們傾向於將籃球裁判定義為有著多種技能的複雜組合。確實，裁判需
要很多能力，但最重要的是，所有這些技能都旨在達成一件事—準備判斷動作或處
理比賽期間可能出現的情況。所有訓練應著重於比賽準備，以協助裁判處理各種比
賽中的狀況。

所謂執法： 

預測會發生什麼－積極的思維 

了解正在發生什麼－籃球知識 

對所發生的事情做出正確的反應－心智意象訓練 

1.2 優秀籃球裁判的形象  

在 FIBA 比賽中，針對裁判培訓的優先順序，有一項黃金準則-比賽控制(Game 

Control)。目的是確保賽事能夠流暢地進行，以便球員能夠展現球技。被任命的 2 或

3 名裁判就是負責掌握比賽的人員。請確認並牢記「比賽掌控」不同於「比賽管

理」。自始至終，負責控管比賽的是裁判，除了他們之外沒有人可以定義比賽中什麼

是被允許的，什麼是不被允許的。 

因此，裁判員的形象和舉止也同樣重要。裁判員應透過他的儀態及非言語的訊

息告訴大家，他已做好準備並且有能力作出判決。裁判的核心功能是作出判決。裁

判需要在判決過程中保持冷靜，不要猶豫。當然，這些判決的正確性與否可以在比

賽結束後進行分析，因此裁判必須表現出信心和信任，或者至少要表現出信心和信

任，才能使其他人也以這種觀點看待裁判。 

因此，FIBA 在其訓練計劃中增加了“場上儀態”的主題。它包括以“由我負 

責”概念所進行的心智訓練，並與體能訓練計劃相結合，以創建一個強壯、具運動力  
的專業形象，以促進比賽掌控。 

“掌控是一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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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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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 進階版三人裁判法(3PO)

2.1 引言  

三人裁判法是精英等級比賽中最佳的執法系統，否則 NBA、WNBA、NCAA、

FIBA，及世界上各個高水準的聯盟就不會採用這個系統。在現代籃球比賽中，對抗遍

及場上每個角落，各種複雜的狀況可能同時發生。三人裁判法是實踐正確個人執法技

術原則非常棒的工具，並且在裁判員作出判決之前，可以為狀況分析提供更多的時間

（開始-過程-結束）。分析顯示，比起兩人裁判法，三人裁判法“No call”的正確率更

高，第一個非法動作會被立即宣判，而不是反應的動作被宣判，這不僅減少鳴哨的次

數，也使比賽更為流暢。  

成功的三人裁判法關鍵就是：信任。你必須信任你的搭檔，只有如此你才能專

注於你的首要責任區，無須擔心你搭檔負責的區域發生什麼，在理想狀況下，三個

裁判都有其首要區域，且應該沒必要去判罰任何次要區域。 

在頂尖的執法中，三人裁判法是一項緊密的團隊工作，三個裁判各自負責監控
場上一個其他裁判無法涵蓋的區域；又或者在高水準的賽事中，可以涵蓋同一個對
抗中的不同部分。然而，在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之前，紮實的知識和對三人裁判法基
本原理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2.2 基本籃球執法術語 

FIBA 手冊中所使用的基本術語可以參考「基本籃球執法術語」這份公開資料。它可
以在 FIBA iRef Academy Library App 中下載。在閱讀這份進階三人裁判法資料
前，建議應先行了解各個術語所代表的意義。 

2.3 符號的使用 

符號 說明 

追蹤裁判或＂T＂， 以綠色圖示表示 

前導裁判或“Ｌ＂， 以藍色圖示表示 

中間裁判或“Ｃ＂， 以紅色圖示表示  
三角型的底部代表裁判面對的方向 

追蹤裁判、前導裁判與中間裁判先前的位置 

同樣的原則（灰色＝先前的）適用於所有的符號（球、球員等） 

主裁判(CC), 第一檢查員 (U1), 第二檢查員 (U2) 

比賽進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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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說明 

追蹤裁判（綠）、前導裁判（藍）與中間裁判（紅）的行進方向 

裁判鳴笛 

動作點－宣判犯規 

涵蓋範圍 

以色框表示宣判的裁判 

（追蹤＝綠色，前導＝藍色，中間＝紅色） 

球員 A1（進攻球員），B1（防守球員） 

運球 

2.4 球場上的基本位置 

目標: 瞭解三人裁判法的追蹤裁判、前導裁判和中間裁判場上的基本位置、比賽前和暫

停期間的位置。 

讓我們以一些描述場上位置的關鍵術語開始

術語 

強邊 –執法(SSR) 
弱邊– 執法(WSR) 

球邊(BS) 

協助邊(HSB) 

記錄台邊 (TS) 

對邊 (OPS) 

說明 

前導裁判與追蹤裁判所在位置之球場一側 (3PO 中).  
中間裁判所在位置之球場一側 (3PO 中). 

這是指球所在的位置。當球場被兩個球籃之間的假想連線劃
分時，球所位於的半場一側便是“球邊” 

指球所在位置的另一側 

指球場上紀錄台的一側 

指球場上紀錄台的另一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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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 (T) 

前導 (L) 

中間(C) 

對邊

球邊

強邊

追蹤裁判的站位靠近球隊席區的邊緣、靠近中線，且與前導
裁判位於同一側（永遠是強邊），位於比賽狀況的後方 

前導裁判是位於端線的裁判，前導裁判要盡可能的在有
球的一側（強邊） 

中間裁判是位於前場、前導裁判另一邊的裁判（經常在球邊
的對側），站位於罰球線延伸線（初始位置）。根據球的位
置，中間裁判可能會在前場的任一側。標準的工作範圍通常
會在球場界線內 

記錄台邊

補位邊

弱邊

圖 1: 
追蹤裁判、前導裁判、中間裁判、強邊、
弱邊、有球邊、協助邊、紀錄台邊和對
邊。 

三人裁判的整體架構是基於這樣的概念，即兩個裁判（T ＆ L）盡可能地站在球邊。這給了

他們至少兩個不同的角度來分析狀況並提高判決的準確性。為此，裁判員需要通過輪轉來調

整其三角位置。（請參閱“ 2.8 輪轉”）  

圖 2: 圖 3: 
當前導裁判位在紀錄台邊時，追蹤裁判、前導裁 當前導裁判位在對邊時，追蹤裁判、前導裁判及 

判及中間裁判在前場的基本站位。 中間裁判在前場的基本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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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賽前 / 中場休息 

圖 4 描述了比賽前和中場比賽間隔時間的標準站位. 

  如果裁判正在熱身，則一名裁判員負責觀察場上，而另外兩名裁判則在邊線外側進

行熱身（圖 5）。裁判應輪換以進行適當的熱身並觀察球隊。在出版物 “改善您的…比賽

熱身和伸展運動”中有關於此主題的更多資訊。 

圖 4: 圖 5:  
賽前的標準站位。 選擇性的賽前站位可隨時讓兩名裁判進行熱身。 

2.6 跳球與每節的開始  

目標: 確認並瞭解跳球和每節開始的程序 

跳球時三個裁判的位置：

1. 主裁判(CC) 面向紀錄台，負責執行跳球的拋球

2. 兩名檢察員站在相對的兩條邊線。U1 在紀錄台邊靠近中線，U2 則位於對邊球隊席區邊
緣的相對位置。

3. U1 的責任：

a. 拋球失誤時宣判重新跳球或宣判跳球球員違例

b. 當球被合法拍撥時，做出開錶手號以啟動比賽計時鐘

4. U2 的責任：觀察其他 8位非跳球球員，是否有違例和犯規

圖 6: 
主裁判負責拋球，U1 位於靠近中線位置以
觀察可能存在的拋球失誤或跳球球員的違 

例，U2 位於球場對邊以觀察非跳球球員
可能存在的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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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球– 比賽狀況朝主裁判的左側進行 

圖 7: 
1) U1 成為前導裁判， 2) U2 成為中間裁判，

3) 主裁判移動至原 U1 的位置成為追蹤裁判。

跳球 – 比賽狀況朝主裁判的右側進行 

圖 8: 
1) U2 成為前導裁判， 2) U1 成為中間裁

判， 3)主裁判移動至原 U2 的位置成為追
蹤裁判。

第二、三、四節與延長賽的開始： 

裁判的站位分別是：1) 主裁判(CC) 在中場執行發界外球後成為追蹤裁判， 2) U1/U2 分別站
於對邊的前導裁判位置與記錄台邊的中間裁判位置 

圖 9: 
主裁判永遠是在對邊執行發球入界讓每一
節開始，U1 和 U2 則位於前導裁判與中間
裁判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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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球場的涵蓋 

目標: 確認並瞭解前場的基本涵蓋區域 

  當經驗豐富的專業裁判最理想地執行三人裁判法時，每個人只需在自己的首要

責任區執法即可。若三名裁判都能掌握好自己的首要責任區，理論上就不需要涵蓋

次要責任區了。基本原則是裁判在場上應對比賽狀況有開闊的視野，所在位置能對

搭檔無法觀察的狀況下進行監控。  

  下圖中，前導裁判涵蓋的區域面積最小，但分析結果清楚地顯示，前導裁判仍然
宣判了比賽中約 50%~60%的犯規。所謂的“動作區域(Action area)”（又被稱為“公車 

站”bus station)，是因為中鋒在球邊所致。換句話說，大多數的比賽狀況都是在這個

區域結束，若前導裁判在球邊（他應該如此），就能有最好的角度觀察這個動作區域

內的任何狀況，這就是為什麼盡可能要有兩位裁判 (追蹤裁判 & 前導裁判 = 強邊) 在

球邊的關鍵。 

  通常來說，比賽是動態的，但涵蓋區域理論上是固定的。這就是為什麼有兩種對

涵蓋區域的描述：原則上的（固定的，圖 10 & 圖 11）與功能上的（動態的，圖 12 & 

圖 13），因而在彼此的首要區域內會存在著重疊或共同的區域。 

圖 10: 圖 11: 
當前導裁判在記錄台邊時，追蹤裁判、前導裁 當前導裁判在對邊時，追蹤裁判、前導裁判和中 

判和中間裁判原則上的涵蓋區域。 間裁判原則上的涵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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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圖 13:  
當前導裁判在記錄台邊時，追蹤裁判、前導裁判 當前導裁判在對邊時，追蹤裁判、前導裁判和中 

和中間裁判功能上的涵蓋區域。 間裁判功能上的涵蓋區域。 

2.8 輪轉 

目標: 確認輪轉的必要性、時機和適當的技巧 

成功的三人裁判執法取決於有多少比賽狀況是被強邊裁判 (前導裁判 & 追蹤裁判) 
所涵蓋的，基於這個原因，三人裁判法中前導裁判必需作輪轉，即從端線上改變位置
（輪轉）到球場的另一側。

  前導裁判是發起和主導輪轉的人，很重要的是前導裁判應尋找輪轉的理由（而

非不輪轉的理由）。這種積極的思維使得三人執法區域變得靈活，以確保盡可能有

兩名裁判位於前場球邊。對於無三人執法經驗的人來說，裁判只是在輪轉中移動，

而無法理解如何執行輪轉的重要。應理解在輪轉過程中每一個位置都有其特殊的技

巧，前導裁判、追蹤裁判、中間裁判必須持續地察覺應在何時又如何進行輪轉，並

何時轉換彼此的涵蓋區域。

適當輪轉的成功技巧關鍵在於發動輪轉的前導裁判，(1) 適當的輪轉距離（輪

轉起始位置 close down）、(2) 適當的輪轉時機（當球轉移到弱邊時）、以及 (3) 適
當的技巧（評估、迅速地移動、毫不猶豫）。

  當分析比賽時，發現有許多的比賽狀況是在弱邊而非強邊的切入或投籃結束的，這就

意味著只有一位裁判（中間裁判）涵蓋有球區域，這與三人裁判法的哲學和旨意相反。

  在進一步分析輪轉時，我們應該隨時考慮到，這些弱邊投籃或切入的狀況，是否

有輪轉的可能性，如果答案是有，就表示仍有改善的空間。但首先要學習和理解的是

輪轉的概念與基本技巧，以求能有效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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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轉概述：

1. 球移動到球場的中間（第二區）→前導裁判移動到輪轉起始位置（close down）

2. 球移動到弱邊（第二區外）時→ A) 前導裁判輪轉到弱邊且 B) 追蹤裁判輪轉到
新的中間裁判位置

3. 前導裁判已完成輪轉且準備好監控比賽狀況→中間裁判輪轉到新的追蹤裁判
位置，輪轉完成。

4. 當球在弱邊就快速地投籃或切入時，前導裁判不應引導輪轉（參考第二階段 a-暫緩）

5. 輪轉時，前導果斷地快走（不必奔跑），一旦出現球在弱邊就快速地投籃或切
入，或改變進攻方向的狀況時，能讓前導裁判得以中止輪轉。

輪轉有四個不同的階段 

1. 第一階段: 移動到輪轉起始位置（close down） 當球在球場中間（第二區）時前導
裁判應移動到輪轉起始位置，以準備好當球移動到弱邊（第二區外）時做輪轉。

若球回到強邊，前導裁判要移動回到正常的初始（set-up）位置。

註：輪轉起始位置（close down）不是監控比賽狀況的位置，若有往籃下切入或

投籃，在輪轉起始位置（close down）的前導裁判應往外移動，以與比賽狀況保

持適當的距離、角度。

圖 14: 圖 15: 
球移動且維持在第二區時-前導裁判應移動到輪轉 若球回到強邊-前導裁判要回到初始位置 

起始位置。 

2. 第二階段：前導裁判 ＆追蹤裁判輪轉 當球移動到弱邊，前導裁判盡快開始輪
轉。在此同時，追蹤裁判移動到新的中間裁判位置。

a. 第二階段 a: 前導裁判輪轉-暫緩 當球進入弱邊時，前導裁判分析球在弱邊是
否有快速投籃或切入的可能，這個一秒（一瞬間）的延遲稱為停頓。若持球球
員投籃或朝籃切入則不做輪轉，且中間裁判必須涵蓋這個弱邊的狀況。原因在
於監控一個狀況時，仍須符合距離與站定之首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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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階段 b: 前導裁判輪轉－掃描禁區 輪轉時，前導裁判應迅速地直走並隨時
保持積極的監控。若禁區內有球員，他們是前導裁判的主要責任；若沒有球員，
前導裁判應尋找接下來將進入新的強邊動作區域（bus station）的另一組對抗組合
或球員。

圖 16: 圖 17: 
球移動到球場中間，前導裁判移動到輪轉起始位 球移動到弱邊，前導裁判輪轉並掃描禁區或附 
置，中間準備涵蓋有球區。 近的對抗組合。 

c. 第二階段 c: 追蹤裁判輪轉至中間裁判位置 一旦追蹤裁判確定中間裁判已經接
管在弱邊的球，追蹤裁判應在開始輪轉前即重新聚焦於新弱邊的中鋒對抗動作。
研究指出，這是輪轉過程中的其中一個弱點，因為在輪轉時追蹤裁判往往會持續
地鎖定在球上，而非重新聚焦在新弱邊的狀況上。

圖 18: 
當中間裁判已經接管球，追蹤裁判應盡快找到新的弱
邊的中鋒狀況。

d. 第二階段 d: 前導裁判”未完成”輪轉 當前導裁判運用適當的技巧執行輪轉時（盡
早開始、迅速地移動），前導裁判將能夠隨時停止輪轉並回到初始位置。最常見的
狀況是輪轉中發生從弱邊切入／投籃，或長傳球到球場另一側，發生這樣的狀況時，
中間裁判還未移動且持續維持在中間裁判的位置，追蹤裁判將回到追蹤裁判的初始位
置。原則上，前導裁判若已越過籃板或禁區的中心點，此時應完成輪轉而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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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圖 20: 
從弱邊切入/投籃，前導裁判能夠中止輪轉並退回 長傳球至另一邊，前導裁判能夠停止並回到球邊。
原位作監控。 

3. 第三階段: 前導裁判抵達球邊且中間裁判輪轉至新的追蹤裁判位置

前導裁判完成輪轉之後，中間裁判是最後一位輪轉到新的追蹤裁判位置的人。

a. 第三階段 a: 中間裁判與前導裁判的涵蓋範圍 中間裁判將留在中間裁判的位置監
控球與任何球附近的狀況，直到前導裁判完成輪轉並準備好監控比賽狀況，且中間
裁判原本監控的狀況解除為止。若在前導裁判輪轉的過程中比賽狀況持續進行，在
輪轉成追蹤裁判之前，中間裁判要停留在此狀況中，直到狀況解除或結束為止。我
們的主要目的是持續地監控所有的比賽狀況，然後才移動到新的位置（輪轉），因
此將會短暫地有兩位中間裁判的情形。

b. 第三階段 b: 中間裁判輪轉至追蹤裁判位置 當中間裁判向上移動至追蹤裁判位置
時，他的動作要持續面向球籃(45°)退後。

圖 21: 圖 22: 
中間裁判將停留在狀況中，直到前導裁判完成輪 原來的中間裁判始終是最後一個移動到新的追蹤
轉並準備監控為止。 裁判位置的人（向後退），此時輪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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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失衡 – “夥伴未察覺” 輪轉 雖然這是應該避免的狀況，但仍有裁判未察覺到輪
轉正在進行，接著發生攻守轉換的狀況。當這樣的狀況發生時，裁判不應慌張，
在攻守轉換的過程中有兩個選擇可適當地調整錯誤。一般來說至少有一位（但通
常有兩位）裁判應能察覺這個狀況。

a. 選項 1: 新的前導裁判 & 中間裁判應一直看到彼此的位置，並在攻守轉換的過

程中保持場上位置平衡，判斷新的追蹤裁判在後場的哪一側，並且根據抵達前

場後正確的場上位置平衡來調整。你可以利用聲音或賽前約定的方式，引起未

察覺輪轉裁判的注意。

b. 選項 2: 新的追蹤裁判是在攻守轉換過程中錯失輪轉時，做為平衡球場涵蓋範

圍的最後一個機會點。正常狀況下，新的追蹤裁判有較多的時間與較佳的視

野來觀察整個攻守轉換的過程，若有必要新的追蹤裁判可以在攻守轉換的過

程中移動到球場的另一側，讓追蹤裁判與前導裁判在同一側的位置。然而這

應該要在後場進行。

圖 23: 
新的中間裁判 & 前導裁判在抵達前場罰球
線延伸線之前，應在攻守轉換中掌控球場
的平衡。

圖 24: 
第二個選項是由新的追蹤裁判在後場對角
穿過球場，來平衡球場的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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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前導裁判的位置與攻守轉換 

目標：確認在前導裁判位置上適當的工作區域與範圍 

在攻守轉換中，新的前導裁判應保持在狀況前面並在 4 秒內到達端線準備好監控狀況

的位置，新的前導裁判在整個攻守轉換的過程中，始終保持在良好的位置以監控狀

況，要達到此目的惟有採行以下正確的技巧：

a. 在新的攻守轉換前留在先前的狀況中，等待成功投籃球進入球籃，或防守球員
取得籃板球的控球；

b. 以強而有力的步伐轉身，確保隨時面向球場（當執行正確，裁判應能看到比賽
計時鐘）；

c. 全速開始攻守轉換，直到抵達端線；

d. 在整個攻守轉換的過程中面向球場（積極地觀察緊接而來的狀況並且監控防守動作）；

e. 直線跑到端線的起始位置（全程與狀況保持相同的距離）－＂外側/由外向內＂
的角度；

f. 以”兩步立定” 停止於端線，並準備對比賽狀況進行監控。

圖 25: 
前導裁判正確地跑直線到端線位置，始終
與狀況保持相同的距離－與球員的速度與
空間體形大小從頭到尾都保持一致。

圖 26: 
前導裁判不正確地靠近球籃，且狀況朝著
前導裁判發展。因為球員看起來變得更
大、更快，角度完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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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裁判在端線以 45°角面向球籃，其位置不應距離端線超過 1 公尺，且通常在
禁區之外。前導裁判的工作區域從三分線到籃板的邊緣。

  前導裁判正常的初始位置是在禁區邊線到三分線之間，前導裁判應根據球的動向
在端線移動，保持其位置在狀況的最外側邊上，前導裁判應在球場界線外執法。

  前導裁判通常負責宣判位於球場強邊罰球線以下的違例／犯規，研究顯示當前導

裁判對弱邊鳴笛（球場的另一側），特別是切入（上半身的接觸），該判決多是不正

確的，且往往會因猜測而發生幻想哨(Fantasy Calls)（對合法的接觸或甚至沒有接觸的

狀況宣判犯規），這一類型的判決稱為“前導越區哨”，是不應發生的。若發生非法接

觸時，前導裁判必須相信中間裁判會宣判（信任的前導裁判及積極的中間裁判）。在

弱邊切入時，前導裁判應負責宣判中間裁判無法看到位於身體下半身與前側的揮擊動

作、面向他的手部非法接觸。前導裁判必須擁有寬廣的視角做宣判。 

圖 27: 圖 28:  
前導裁判的工作區域從三分線到籃板的邊緣，要 前導裁判必須要信任中間裁判是積極且準備好涵
瞭解你的位置是否正確，就檢視你能否看到籃圈 蓋他的首要責任區。此圖表示出前導的＂越區哨＂
前緣。 這是不正確的。

當球在強邊的中鋒區域時（前導一側），前導裁判應向外走幾步取得廣角以準備可能

的切入，這稱為＂前導反向步＂，這讓前導裁判得以看到朝球籃的切入，並能確認從

弱邊而來的協防，並落實在攻守轉換中相同的“距離與站定＂原則。 

圖 29: 圖 30:  
當球在強邊低位中鋒區域時，前導裁判應以反向 前導裁判踩反向步且些微轉向球籃，這個新的角度
步以保持寬廣的角度涵蓋接下來可能發生的狀況。 提供前導裁判在切入時得以監控防守，且為協防做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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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追蹤裁判的位置與攻守轉換  

目標：確認在追蹤裁判位置適當的工作區域與範圍 

  在攻守轉換中，新的追蹤裁判應隨時在狀況的後面（在狀況的後面－非一直線或

在前）藉此追蹤裁判就能夠輕易地掌控計時鐘並分析接下來可能發生的狀況。這些只

有在應用以下正確的技巧時才能做到：

a. 在球中籃後的發界外球，球未傳給在場上的隊友、及發球員進入球場之前，應留
在端線後等待（新的追蹤裁判在踏進球場之前應等待，與球保持最少 3 公尺的距
離）。

b. 隨時在狀況之後保持適當的距離－1~2 步（並非像溜溜球一樣地來回移動）

c. 他應最後到達前場，並且以 45°角面向球籃（所有球員應在其伸出雙臂的延伸線
之間＝ 右／左側邊線＆左／右側中線）。

圖 31: 
新的追蹤裁判應用正確的技巧，在球中籃
後球傳給隊友且發界外球球員進入球場
前，停留在端線之後。

圖 32: 
追蹤裁判始終在狀況之後保持適當的距離
（並非像溜溜球一樣地來回移動），以利
保持穩定寬廣的角度，且追蹤裁判得以掌
控計時鐘與觀察在前場的攻守狀況。

  追蹤裁判的工作區域是在球隊席區線與中線間，若追蹤裁判能與球員保持適當的距離，

他應能有寬廣的視野、積極的思維分析球員接下來的動態。追蹤裁判通常是在球場界線內執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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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球移動到靠近追蹤裁判一側時，追蹤裁判應移動進入球場以保持開放的視

角。每當一位運球的球員位於追蹤裁判面前時，追蹤裁判要評估運球員接下來將往

哪一個方向移動，當球員朝某一方向移動時，他應朝另一個方向移動，這稱做＂追

蹤反向步＂。當狀況結束，追蹤裁判要回到靠近邊線的標準工作位置。 

圖 33: 

追蹤裁判的工作區域是在球隊席區線與中線之

間，若球移動到靠近強邊的邊線，追蹤裁判應

在球場上移動 1~2 步以維持寬廣的視角。 

圖 34: 

每當追蹤裁判與球員成一直線時，要評估球員接

下來的動作。當球員移動，追蹤需有所反應並做

反向步到球員的另一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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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中間裁判的位置與攻守轉換 

目標：確認在中間裁判位置適當的工作區域與範圍 

攻守轉換過程從中間裁判到中間裁判的位置，裁判必須遵循以下的技巧： 

a. 在新的攻守轉換前停留在原先的狀況中，要暫留在原來的狀況中直到球中籃
或防守球員掌控籃板球為止；

b. 在整個攻守轉換的過程中面向球場（積極地找尋接下來的狀況並監控防守動作）；

c. 直線跑至前場罰球線延伸線（初始位置）；

d. 當攻守轉換發展到弱邊時，中間裁判暫留原位並監控比賽狀況（與狀況保持
距離－預測）。

  中間裁判的工作區域是介於罰球圈的頂端與假想的＂罰球圈底部＂。實際上，這

指的就是罰球線的延伸附近，向上幾步或向下幾步，而中間裁判的工作區域通常都在

球場界線內。

  任何在弱邊朝球籃的狀況都是中間裁判的首要責任，中間裁判應牢記必須隨時準

備好對其中所發生的非法接觸或動作做出宣判。若中間裁判因較為被動而漏掉這些非

法接觸，將要迫使前導裁判於不佳的情況下發生＂前導裁判的越區哨＂（信任的前導

裁判及積極的中間裁判）。

圖 35: 圖 36: 
當攻守轉換，中間裁判在正常狀況中是由後場移 中間裁判的＂初始位置＂在罰球線延伸線，工作動
到前場的罰球線延伸線，面向球場並涵蓋所有 區域從罰球圈的頂端到假想的罰球圈底部。
在弱邊攻守轉換時可能發生的狀況。

  當有一個在弱邊向球籃切入的狀況時，中間裁判應向對角的中線斜向邁出一或

數步；或與追蹤裁判的原則相同：當球員往一方向移動，中間裁判應向另一個方向

移動，這稱為＂中間的反向步＂。在切入開始時，總會有一瞬間中間與狀況呈短暫

的一直線，但藉由反向步可使這時間縮少至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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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圖 38:  
球在弱邊且中間裁判準備好要監控朝球籃的切 運球者往左邊移動，中間裁判正確地往右邊做反
入狀況（有意識地準備好做反向步）。 向步，並保持開放的視角。

  在前場弱邊靠近中線的包夾狀況中，中間裁判往中線移動並監控此狀況（＂到

任何需要監控比賽狀況的位置＂）。在這個包夾的狀況結束後，中間裁判將回到罰

球線延伸正常的位置，除非前導裁判在這個包夾狀況中已完成輪轉（雖然應該在包

夾防守前做輪轉）。 

圖 39: 
當前場弱邊靠近中線發生包夾狀況時，中間裁
判必須往中線移動，以適當地涵蓋此狀況，但
這並非輪轉（除非前導裁判做輪轉）。

圖 40:  
在這個包夾狀況結束後，中間裁判應回到原先在
罰球線延伸線的位置與工作區域（除非前導裁判
已在這個包夾狀況中完成輪轉－首要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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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快攻  

目標：確認在快攻中適當的分工以及前導裁判與中間裁判的合作 

必須明白在快攻中，中間裁判必須很積極且他負責涵蓋 50%的範圍（弱邊）。 
  任何在弱邊的動作或接觸都應由中間裁判負責，所有強邊的動作則由前導裁判
負責，如此正確執行正是三人裁判法的精髓。

  當攻守轉換由追蹤裁判轉為前導裁判時，練習確認中間裁判在前場另一側的位
置，當這能成為一個標準化的程序時，即使在時間更緊迫的快攻中仍能自動地進
行。

  前導裁判及中間裁判必須全速衝刺，分析比賽狀況何時開始、結束，並監控狀

況時將注意力放在防守一方（監控防守動作）。快攻時涵蓋上的弱點在於前導裁判

跑曲線到籃下，試圖監控在弱邊的動作，這將摧毀三人裁判法的概念：每一位裁判

負責本身首要責任區，若能如此即可不需要負責次要責任區。

  中間裁判快速的到達前場罰球線延伸線的位置，並對可能發生的干擾球或妨礙
中籃有最好的涵蓋（參考”2.20 干擾球與妨礙中籃”一節以了解更多細節)。  

圖 41: 
中間裁判在每一個快攻狀況中，必須快速
跑。前導裁判與中間裁判必須取得穩定的
位置監控狀況的開始是很重要的。這是一
個常見的共同涵蓋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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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壓迫防守 

目標：確認在壓迫防守中適當的分工以及追蹤裁判與中間裁判的合作 

  當後場有超過兩組以上的球員時，中間裁判必須積極地協助追蹤裁判涵蓋狀

況。若所有的球員都在後場，同樣的前導裁判必須調整他的位置靠近狀況，並準備

好涵蓋任何可能的長傳。

所有的球員都在後場  

圖 42: 
追蹤裁判和中間裁判在後場監控比賽狀況。

多於４組球員在後場 

圖 43: 
追蹤裁判在狀況的後面，中間裁判在靠近
中線的位置監控在前場或後場的球員，前
導位於端線監控在前場的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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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球出界與發界外球 

目標：瞭解球出界狀況的分工，並確保只有一位裁判鳴哨宣判＂出界＂。 

三人裁判法涵蓋了在前場的所有界線，只有追蹤裁判要涵蓋 2 條線。基本的規則

是，前導裁判涵蓋端線、中間裁判涵蓋弱邊的邊線、追蹤裁判涵蓋強邊的邊線與中

線。

當比賽以發界外球的方式恢復時，應始終有 2 位裁判（前導裁判&追蹤裁判）
在發界外球的同一側。 

圖 44: 
前導裁判&追蹤裁判要涵蓋１條界線，追蹤 2
條界線（邊線與中線）。

圖 45: 當發球點位於前場端線三分線與籃板邊緣之 圖 46: 當發球點位於前場端線三分線與邊線之 
間時，前導裁判應位於發球點之外側（中間裁判要 
準備好涵蓋弱邊），追蹤裁判對記錄台做鏡像”開 
錶” 手號。 

間時，前導裁判應位於球籃與發球點之間，追
蹤裁判對記錄台做鏡像”開錶”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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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投籃的涵蓋（一般投籃＆與 3 分試投） 

目標：辨別並瞭解投籃時每一位裁判的涵蓋 

基本原則是由前導裁判涵蓋他首要責任區內強邊所有的 2 分投籃（如下圖所示，
藍色區域），追蹤裁判首要涵蓋在強邊所有的 3 分與 2 分投籃。 

中間裁判首要涵蓋所有在弱邊的投籃（如圖 47）。 
共同責任區（禁區及第二區）基本原則是每一位裁判各自負責面向他的狀況（圖

48）。

請同時參考 FIBA 裁判手冊－個人執法技巧（IOT）中＂2.11 投籃的涵蓋（保護投

籃者）＂、＂2.3 執法防守＂及＂2.4 停留在狀況中＂等各節。 

圖 47: 圖 48:  
一般來說前導裁判首要涵蓋藍色區域，追蹤裁判 共同責任區中，很重要的是 2 位裁判在整個比賽過程 
在綠色區域，中間裁判在紅色區域。 中，遵守只專注於面向本身這一側防守球員的原則。

2.16 暫停  

  在記錄台人員已通知裁判暫停的請求後，一般由靠近記錄台的追蹤裁判或中間
裁判做出暫停手號。

  裁判在暫停期間有三個標準位置（始終在對邊），他們可以選擇任一個最適當
的位置（註：將球放在即將恢復比賽的球場位置）。

當暫停時間剩下 20 秒時，兩位裁判移動至靠近球隊席區的位置，準備好當 50 秒
訊號響起時，要求球隊盡速回到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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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暫停期間三位裁判在對邊的標準位置。 

圖 50: 

當暫停時間剩下 20秒時，兩位裁判移動至
靠近球隊席區的位置。 

最後 2 分鐘（L2M）暫停的程序 
 

（球隊有機會將球推進到前場時） 

  當第四節與延長賽比賽計時鐘顯示 2分鐘或更少時，被賦予在後場發界外球的球
隊請求暫停。 

• 裁判在暫停期間有三個標準位置（始終在對邊），他們可以選擇任一個最適當
的位置。

• 暫停期間球留在主裁判的手上（這表示發界外球位置的尚未被確定）。

• 當暫停時間剩下 20秒時，主裁判與一位裁判移動至靠近球隊席區位置，主裁
判至被賦予球權的球隊席區。

• 當 50秒的警示聲響起時，裁判要求球隊盡速回到球場。

• 主裁判將詢問主教練要留在後場或是移到前場發界外球，主裁判將以口語向主

教練確定這個決定（如：在後／前場執行發界外球）。主裁判將以口語伴隨手

勢指出發界外球的位置，並且移動到該位置執行發界外球。

• 一般由主裁判執行發界外球，而另兩位裁判依此調整位置。

• 裁判應於發界外球前確認投籃計時鐘正確設定（重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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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替補 

  由靠近記錄台的追蹤裁判或中間裁判執行替補，所有替補程序應盡速完成。一旦替補程

序完成 ，執行應確認場上球員人數正確，接著與執行發界外球的裁判以眼神確認。

宣判犯規後的替補 

  裁判宣判犯規並完成向記錄台的報告後，由新的記錄台邊的裁判（追蹤或中
間）負責執行替補。 

圖 51: 

追蹤裁判完成報告後移動到執行罰球的新
位置， 新的中間裁判接著執行替補。

2.18 8 秒與球回後場違例 

一般由追蹤裁判負責 8 秒的計數，在所有的壓迫狀況中，中間裁判應準備協助追
蹤裁判（生理與心理上皆投入比賽狀況中）。

  追蹤裁判同時負責所有中線的違例，有時候球在弱邊，中間裁判應協助可能發
生的球回後場違例。

2.19 投籃計時鐘的涵蓋 

  一般由在外圍的裁判（追蹤與中間）負責進攻時間的違例，同時前導裁判也應

能覺察投籃計時鐘並準備好協助追蹤裁判／中間裁判的判決。對裁判來說能注意到

投籃計時鐘即將結束，且能針對狀況作出正確的宣判是很重要的。

  對所有執行發界外球的裁判來說，在將球交給發球員之前，必須先行確認投籃
計時鐘設定正確。

註：當籃板上緣加裝黃色燈帶設備時，燈帶設備的優先權應高於投籃計時鐘聲響的
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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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干擾球與妨礙中籃 

  一般來說由追蹤裁判與中間裁判負責干擾球與妨礙中籃的宣判，在投籃對邊的
裁判主要負責球的飛行與妨礙中籃／干擾球的違例，見圖 93 與圖 94。 

  若球因為干擾球或妨礙中籃而被宣判得分，宣判的裁判應停止比賽計時鐘且做
出正確的手號宣判得分。

快攻時的干擾球與妨礙中籃 

  快攻狀況裡由中間裁判首要、前導裁判次要負責可能發生的干擾球與妨礙中籃

違例，若中間裁判未準備好（體能上跟不上快攻狀況）涵蓋快攻，這就變成是前導

裁判的責任。在這樣的狀況中，前導裁判應在端線前停止，以看到籃板正面與籃

圈。

圖 52: 

一般來說快攻狀況由中間裁判負責干擾球
與妨礙中籃違例。

圖 53: 

若中間裁判未準備好參與快攻，這就變成

是前導裁判的責任。在這樣的狀況中，前

導裁判應在端線前停止，得以看到籃板正

面與籃圈。

在犯規狀況中的干擾球與妨礙中籃 

在發生犯規的狀況裡，追蹤裁判與中間裁判不應在鳴笛後放鬆，反而應停留在位置

上並專注於緊接著的狀況，直到狀況結束（當球不再有可能進入球籃時）前，要準

備好宣判可能發生的干擾球／妨礙中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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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宣判犯規與換位  

目標：確定並瞭解在宣判犯規後正確的位置與程序
換位的原則：

罰球（球留在前場）： 
a. 宣判犯規的裁判移動到對邊的追蹤裁判位置。

b. 另外兩位填滿空位。

發界外球（球還在前場）：

a. 宣判犯規的裁判移動到對邊的追蹤裁判或中間裁判位置。

b. 另外兩位填滿空位。

最短的距離－快速走－想好報告後你接下來的位置在哪裡，若兩位裁判宣判同
一個犯規，在對邊的裁判報告這個犯規。

  在所有的狀況中，裁判應試著簡化換位。有時候不需要換位，有時候三位裁判都
要移動以符合上述的規定

報告：

a. 使用輕晰的口語

b. 明快的手號

c. 節奏

同時參照 FIBA 裁判手冊－個人執法技巧（IOT）＂2.8.1 報告＂關於報告技巧與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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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留在前場，發界外球恢復  

圖 54: 圖 55:  
前導裁判在前場記錄台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發 追蹤裁判在前場記錄台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發
界外球）。 界外球）。 

圖 56: 圖 57:  
前導裁判在前場對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發界外 追蹤裁判在前場對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發界外
球）。 球）。 

圖 58: 圖 59:  
中間裁判在前場記錄台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發 中間裁判在前場對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發界外 
界外球）。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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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圖 61:  
追蹤裁判與中間裁判在前場同時宣判－球留在前 追蹤裁判與中間裁判在前場同時宣判－球留在前
場（發界外球）。 場（發界外球）。 

圖 62: 圖 63:  
追蹤裁判與前導裁判在前場記錄台邊同時宣判－ 追蹤裁判與前導裁判在前場對邊同時宣判－球留 
球留在前場（發界外球）。 在前場（發界外球）。

圖 64: 圖 65:  
前導裁判與中間裁判在前場同時宣判－球留在前 前導裁判與中間裁判在前場同時宣判－球留在前
場（發界外球）。 場（發界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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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留在前場，由罰球恢復比賽  

圖 66: 圖 67:  
前導裁判在前場記錄台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罰 追蹤裁判在前場記錄台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罰
球）。 球）。 

圖 68: 圖 69: 
前導裁判在前場對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罰 追蹤裁判在前場對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罰
球）。 球）。

圖 70: 圖 71:  
中間裁判在前場記錄台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罰 中間裁判在前場對邊宣判－球留在前場（罰
球）。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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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圖 73:  
追蹤裁判與中間裁判在前場同時宣判－球留在前場 追蹤裁判與中間裁判在前場同時宣判－球留在前
（罰球）。 場（罰球）。 

圖 74: 圖 75:  
追蹤裁判與前導裁判在前場記錄台邊同時宣判－ 追蹤裁判與前導裁判在前場記錄台邊同時宣判－ 
球留在前場（罰球）。 球留在前場（罰球）。

圖 76: 圖 77:  
前導裁判與中間裁判在前場同時宣判－球留在前場 前導裁判與中間裁判在前場同時鳴哨－球留在前場
（罰球）。 （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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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的後場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註：在後場宣判犯規或是在前場宣判進攻犯規，毋須換位，除非是讓宣判的裁判換位
到對邊（不做遠距離換位）。  

圖 78: 圖 79: 
前導裁判在後場記錄台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移 前導裁判在後場對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移動 
動（發界外球）。 （發界外球）。 

圖 80: 圖 81:  
追蹤裁判在後場記錄台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移 追蹤裁判在後場對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移動
動（發界外球）。 （發界外球）。

圖 82: 圖 83:  
中間裁判在後場記錄台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 中間裁判在後場對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移動
移動（發界外球）。 （發界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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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球場的另一端罰球恢復比賽  

圖 84: 圖 85: 
前導裁判在後場記錄台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移 前導裁判在後場對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移動 
動（罰球）。 （罰球）。 

圖 86: 圖 87:  
追蹤裁判在後場記錄台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移 追蹤裁判在後場對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移動 
動（罰球）。 （罰球）。

圖 88: 圖 89: 
中間裁判在後場記錄台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移 中間裁判在後場對邊宣判－球往新的方向移動 
動（罰球）。 （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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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罰球的涵蓋  

目標：瞭解在罰球及搶籃板球狀況時的涵蓋與責任 

  在三人裁判法中前導裁判是罰球時的執行裁判，前導裁判執行所有的罰球。在

最後一次罰球時，前導裁判負責在禁區內記錄台邊搶籃板球位置的球員，最後一次

罰球時前導裁判應位於前導裁判正常的初始位置。

  中間裁判以正式的手號顯示罰球次數。在所有罰球中，中間裁判負責確認主罰

球員是否違例。最後一次罰球時，中間裁判負責在禁區內對邊搶籃板球位置的球

員。罰球時，中間裁判的位置應位於靠近邊線的正常中間裁判初始位置。

  追蹤裁判在罰球的過程中負責其他在罰球線延伸線及三分線外的球員。

  當罰球過程中發生違例，球在空中時裁判應立即鳴笛並指明違例（例外：主罰

球員的假動作）。這是要將任何在違例發生後球員間不必要的肢體接觸降到最低，

毋須等待球是否中籃。

若球中籃：

a. 主罰球員違例－得分不算

b. 其他球員違例－得分算，忽略哨音且比賽如同一般罰球成功後一樣，由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圖 90: 只有中間裁判以正式的手號指示罰球次數。 圖 91: 在最後一罰或僅有一次罰球的主要責任。  

最後一罰時，有不同隊的球員在新的前場時：追蹤裁判朝新的前場調整位置（位置
取決於在前場的球員人數以及比賽時間）。

圖 92: 

最後一次罰球時，若有不同隊的球員在新的
前場，追蹤裁判應朝新的前場調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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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籃板球的涵蓋  

目標：瞭解完整涵蓋籃板球狀況的正確技巧，確保每一位裁判涵蓋不超過 1-2 組的對抗 

組合 

  要成功地監控籃板球的狀況，理解球員成功搶籃板球的技巧是很重要的（位置在
前、時機等）。這個章節我們將專注在這些原則的實際應用及其與執法的關聯性。

  首先，理解投籃的時機是關鍵，這是球員移動到最有利的位置去爭搶籃板球的關

鍵時機。在很多例子中，裁判以為最佳的時機是當球觸及籃圈時，其實這完全是為時

已晚。謹記上述的關鍵性原則，當投籃時裁判已經位於監控搶籃板狀況的位置是很重

要的，（積極的思維，接下來會發生狀況的適當位置）。為達此目的，裁判應運用基

本的個人執法技巧（IOT）有關距離與站定的要素，並且以積極的思維來面對整個比賽

狀況的過程（（分析性的判決）－而非只看到最後的動作及反應（反應性的判

決））。

第二個成功的技巧是要界定在搶籃板球的狀況中，每一位裁判只監控 1-2 組活躍

的對抗組合。如果裁判只需要專注在幾位球員，而非要涵蓋球場上所有的 10 位球員，

這就不會太困難。這個挑戰在於所有的裁判都須監控不同的對抗組合。當然，在賽前

會議中擬定正確的計畫、方法與執行方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般來說，每一位裁判監控最靠近自己的活躍對抗組合，且盡可能多增加一組。
當然，你可以排除在搶籃板狀況中較不活躍的那個對抗組合，而無須過度注意他們。

強邊投籃：前導裁判涵蓋靠近球籃的對抗組合（拉人或推擠的犯規），追蹤裁判與中

間裁判專注於在他們那一側周圍搶籃板球的球員（推人、撞擊以及從背面侵犯對手圓

柱體＂over-the-back＂），且當追蹤裁判涵蓋投籃狀況時，中間裁判對於可能發生的

干擾球與妨礙中籃有主要的責任（圖 93）。  

弱邊投籃：前導裁判專注在靠近球籃的對抗組合（拉人或推擠的犯規），追蹤裁判與

中間裁判專注於在他們那一側周圍搶籃板球的球員（推人、撞擊以及從背面侵犯對手

圓柱體＂over-the-back＂），且當中間裁判涵蓋投籃狀況時，追蹤裁判對於可能發生

的干擾球與妨礙中籃有主要的責任（圖 94）。 

若在你這一側沒有活躍的對抗組合，你必須要移動到下一個活躍的對抗組合位置！ 

（不必過分強調裁判法，重點在於比賽狀況並保持積極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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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圖 94:  
強邊投籃，前導裁判應專注於靠近球籃的球員， 弱邊投籃，前導專注在靠近球籃的球員，追蹤裁
追蹤裁判與中間裁判專注於外圍的球員，且中間 判與中間裁判專注於周圍的球員，且追蹤裁判對
裁判對可能發生的干擾球及妨礙中籃有主要的責 於可能發生的干擾球與妨礙中籃有主要的責任。
任。 (1) = 未參與攻防的對抗組合。 (1) = 未參與攻防的對抗組合。

2.24 最後一擊  

目標：確認由哪位裁判負責每一節或比賽的最後一擊，以及哪位裁判負責掌控比賽／
投籃計時鐘。  

  一般來說，在靠近每一節或比賽結束時的投籃，由追蹤裁判或中間裁判負責宣判
得分有效，或是球並未在燈帶亮起 / 信號響起前出手。 

圖 95: 
在對邊的最後一擊：

• 在記錄台邊的追蹤裁判或中間裁判主要負責
計時鐘（首要模式）。

• 在對邊的追蹤裁判或中間裁判（涵蓋投籃狀
況的裁判）次要負責計時鐘（協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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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6: 
在記錄台邊的最後一擊：

• 在對邊的追蹤裁判或中間裁判主要負責
計時鐘（首要模式）。

• 在記錄台邊的追蹤裁判或中間裁判（涵

蓋投籃狀況的裁判）次要負責計時鐘

（協助模式）。

  若任何非涵蓋最後一擊的裁判有相關於最後一擊與計時鐘的訊息，他們應立即與
負責宣判最後一擊的裁判及搭檔們分享相關的訊息（協助模式）。

  若在討論後裁判們意見分歧，由主裁判做最終的決定。。

參見 FIBA 裁判手冊－個人執法技巧（IOT）＂2.14 比賽計時鐘與投籃計時鐘的
掌控＂，以及＂改進你的…與團隊的溝通＂中的正確技巧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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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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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3. 正式裁判手號 

比賽計時鐘手號 

停錶 犯規停錶 開錶 

伸指併掌 一手握拳 以手下切 

得分  
1 分 2 分 3 分

1 指 2 指 3 指伸展
由手腕翻動 由手腕翻動 單手：試投 

雙手：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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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補與暫停 

球員替補 召喚進場 請求暫停 媒體暫停 

前臂交叉 張開手掌 食指做Ｔ字型 張開雙臂 

提供訊息 
向身前招手 緊握拳頭 

得分不算或取消比賽 明顯的計數 

雙手做剪刀胸前交叉狀 移動手掌同時計數 

比賽進行方向 爭球／跳球 

溝通 投籃計時鐘重設 及／或球出界 狀況 

豎大拇指 食指伸直 手指比賽進行方向 豎大拇指然後 

轉動手 手臂與邊線平行 依球權輪替箭頭 

指示進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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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例 

不合法運球： 

帶球走 兩次運球 不合法運球：翻運球 

雙拳輪轉 手掌拍球動作 手掌半翻轉 

3 秒違例 5 秒違例 8 秒違例

手臂伸展，伸 3 指 伸 5 指 伸 8 指 

24 秒違例 球回後場 故意腳踢球或檔球 

手指觸肩 身前揮動手臂 指向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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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的號碼  
號碼 00 和 0 

雙手做出 0 號 右手做出 0 號 

號碼 1~5 號碼 6~10 號碼 11~15 

右手做出 右手做出 5 號 右手緊握拳頭 

1~5 號 左手做出 1~5 號 左手做出 1~5 號 

號碼 16 號碼 24 

首先翻轉單手顯示十位數 1 首先翻轉單手顯示十位數 2 

然後打開雙手顯示個位數 6 然後打開單手顯示個位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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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 40 

首先翻轉單手顯示十位數 4

然後打開單手顯示個位數 0 

號碼 78 

首先翻轉雙手顯示十位數 7

然後打開雙手顯示個位數 8 

犯規的種類 

阻擋（防守） 

拉人 非法掩護（進攻） 

手握腕 雙手插腰 

號碼 62 

首先翻轉雙手顯示十位數 6 

然後打開單手顯示個位數 2 

號碼 99 

首先翻轉雙手顯示十位數 9 

然後打開雙手顯示個位數 9 

無球狀態下 

推人或撞人 以手接觸對手 

模仿＂推＂ 抓住手掌向前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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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不合法動作 帶球撞人 手部不合法接觸 鉤人 

擊腕 握拳擊掌 朝向另一前臂 下臂向後揮動 

敲擊手掌 

過度揮肘 擊中頭部 控球隊犯規 

肘向後振 模仿與頭部接觸 握拳伸臂指向 

犯規球隊本籃 

投籃動作的犯規 非投籃動作的犯規 

一手緊握拳頭 一手緊握拳頭 

接著做出罰球次數 接著指向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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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犯規 

雙方犯規 技術犯規 

雙手握拳 手掌做Ｔ字型 

交叉揮動 

發球時 

騙取犯規 非法越過邊線 

抬起下臂２次  平行邊線揮動手臂
（第四節與延長賽
最後兩分鐘內） 

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奪權犯規  

握腕向上 握拳舉雙臂 

即時重播系統檢視 

伸出食指水平 

旋轉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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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記錄台報告執行犯規罰則 

無罰球的犯規 控球隊犯規 

指向進攻方向 握拳伸臂 

與邊線平行 與邊線平行 

罰 1 次 罰 2 次 罰 3 次 

伸 1 指 伸 2 指 伸 3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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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罰球－執行裁判（前導裁判）  
罰 1 次 罰 2 次 罰 3 次 

平伸 1 指 平伸 2 指 平伸 3 指 

執行罰球－非執行裁判（2 人裁判的追蹤裁判 ＆ 3 人裁判的中間裁判）  
罰 1 次 罰 2 次 罰 3 次 

伸食指 雙手手指併攏 雙手 3 指張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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