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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实验法和数理统计法，验证篮球拓展游戏这种新的教学模式
对高职学生在掌握篮球运动技术方面和提升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相对于传统的上课模式，篮球拓展
游戏的上课模式对高职学生掌握篮球运动技术方面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还有利于学生身心理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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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

素质人才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我

国高等职业教育在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一个重要的问

题也摆在面前，传统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只注重学生专

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其良好心理健康等综合素质的

培养，因此毕业生一旦进入新的工作岗位，面对陌生的

人际环境和扑面而来的工作压力，没能快速转变角色、

调整心态，无法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处理不好复杂的人

际关系，导致无法快速提升自身各项能力，无法应对新

的工作要求。很多毕业生就是因为不具备这些综合素质

而影响未来职业的发展。作为一名高职院校的篮球教师，

笔者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普通高

职院校在篮球课的教学上仍是采用常规的教学模式，而

笔者尝试将当前社会上最流行的拓展训练理念融入篮球

教学的相关内容中，开发一系列篮球拓展游戏，从而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希望通

过这种新的授课形式，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学

习效果，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能力、人际交往能

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塑造学生诚实守信、自信自强的人

格，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竞争意识、团队合作意识等。

同时，也为高职院校篮球教学改革做一些新的尝试和努

力，对于落实我国高职体育教学改革所提倡的课程理念

具有现实意义。

1   篮球拓展游戏

1.1  篮球拓展游戏的概念
篮球拓展游戏是拓展训练的理念形式和篮球教学的

相关内容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生事物。广义上，是团队游

戏的一种，也属于新的拓展训练项目。具体来说，篮球

拓展游戏是把篮球教学中某一具体的教学内容，以团队

挑战的形式来进行团队 PK，小组成员必须通过反复练

习此项学习内容以及成员之间相互沟通配合才可以赢得

团队胜利。每一个篮球拓展游戏都是相关篮球教学内容

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并且都有形象化的名称、挑战任务、

组织形式、规则要求以及安全事项等。例如，“单手背

后抛球接力”属于球感练习中的一项教学内容，学员的

任务是通过背后抛球的方式接力，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看哪个团队最快到达终点。在这个过程中，背后抛球的

技术能力是基础，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是关键 [1]。

1.2  篮球拓展游戏的教学模式
常规教学模式：教师讲解学习内容—教师示范教学

内容—学生模仿练习—教师纠正错误—总结评价 [2]。

篮球拓展游戏教学模式：教师讲解游戏名称、任务、

规则、安全事项等—学生自发组织讨论及练习（过程中

教师根据学生需求分别进行讲解和示范）—教师组织学

生团队体验参与—教师与学生一起回顾探讨、分享总结。

1.3  篮球拓展游戏的教育意义
（1）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

习欲望，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当学生自发努力练

习时，教师适时讲解示范技术动作会对学生掌握技术动

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知道只有掌握好规范的技

术动作才可以提高效率，帮助团队取得胜利，因此会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2）增强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这种团队 PK 模式

无形中会要求学生加强沟通、主动合作，这样才可以更

好地完成任务。学生在沟通合作的过程中，不断磨练自

己的沟通技巧，提高沟通效率，尝试换位思考，从而提

升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3）只要不违反道德规则又能达成目标，可以尝

试各种方法手段。这样的设置无形中也激发了学生的尝

试勇气，同时大家在一起探讨的过程中也会有新的思路，

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不断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4）培养学生强大的心理素质。每一次团队 PK 都

有输有赢，通过游戏结束后的探讨总结，可以培养胜不

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同时对学生进行抗挫折训练，培

养其坚毅性格以及面对失败的无畏精神 [3]。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年级篮球选项课学生，如

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被试分布表

统计项
组别

总数
对照组 实验组

男生人数 42 40 82

女生人数 18 20 38

总人数 60 60 120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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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检索和查阅关于体育游戏教学

法及体育教学实验设计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为文章研

究做一定的理论支撑。

（2）实验法。实验分为两组，即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时间为 2020 年 5—7 月，每周 1 次课两个学时，每

次课 80min，总学时为 16 学时，两组均在广东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篮球场进行。对照组按照传统教学实施模式来

上课，实验组按照篮球拓展游戏的教学实施模式来上课。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教学内容都符合该校篮球课程标准所

安排的大一学习内容。16 学时后，一方面将抽取内容之

一的单手原地投篮成功次数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另一方

面让学生填写心理健康测试表，并对结果做对比分析，

以此检验篮球拓展游戏这种新的上课模式是否有助于提

升学生对篮球技能的掌握以及满足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

培养需求。

（3）数理统计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主要通过 spss19.0 软件采用了独立 T 检验对数据进行处

理与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篮球拓展游戏教学在篮球教学中的效果
对照组和实验组通过 16 学时常规授课和篮球拓展游

戏授课之后，所有学生统一采取 1min 罚球线原地单手

肩上投篮测试，每罚进 1 球得 1 分。实验后对照组和实

验组的独立 T 检验数据结果显示，对照组的平均得分为

21.1 分，实验组的平均得分为 27.5 分，实验组的平均得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得分，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如表 2 所示。回顾教学过程，实验组原

地单手肩上投篮技术练习采用“投篮 PK”主题的篮球

拓展游戏，激发学生的求胜欲望，更直接地促进学生对

投篮技术的学习积极性，进而更快掌握投篮技术。从团

队成功的层面上来看，每一个同学投篮能力的掌握都对

团队的最终胜利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团队成员之间必须

相互帮助、相互激励，共同进步。相比实验组，对照组

的学生练习的积极性明显稍差，专注度不够集中，对投

篮技术的掌握也稍慢。由此可见，篮球拓展游戏教学可

以提升学生对篮球技能的学习效果。

3.2  篮球拓展游戏教学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效果
在对照组和实验组通过 16 学时常规授课和篮球拓

展游戏授课之后，对学生心理健康影响情况进行了全面

调查与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 3 可以看出，

实验组在提升社会交往能力、完善人格、开发自身智力

和提升社会适应能力等四个方面的得分均值明显高于对

照组；在调节情绪这个方面的得分均值和对照组没有太

大的差别；总得分的均值，实验组是 43.3 分，对照组是

34.7 分，两者具有明显的差别。

由此可见，篮球拓展游戏教学模式相较于常规的授

课模式可以更好地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篮球拓展

游戏教学模式能给学生创造一个团队合作竞争的环境，

在 PK 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交往能力，让其变得自信、自

律、诚实守信，激发学生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状态，能

够主动配合团队、支持队员，还可以坦然面对成败得失。

4   结论

篮球课堂篮球拓展游戏教学模式的引入有助于提升

学生篮球技能的学习效果，同时以其独特的团队教学

环境可以更好地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建议有

条件的高职院校可以大胆地引入篮球拓展游戏的教学模

式，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引入篮

球拓展游戏的同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在运用篮

球拓展游戏时，要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

（2）教师要善于结合游戏过程中学生的具体表现，做

到针对性的引导分享，才能和学生达成共鸣，起到良好

的教育效果。（3）教师要根据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表现

亮点进行榜样教育，在整堂课上形成积极正能量的教学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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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后对照组和实验组的独立 T 检验

对照组（n=60） 实验组（n=60） 差值 t p 值

21.10±1.58 27.50±1.53 ﹣ 10.951 .000

单位：分

表 3 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情况统计表

组别

内容

提升社会交往能力（积极

主动心态、高效沟通能力、

换位思考意识等）

有助于人格的完善

（顽强、勇敢、自信、

自律、诚实守信等）

开发自身智力（创新意

识、逻辑思维能力、学

习能力等）

提升社会适应能力（从容应

对各种环境、坦然面对成与

败、团队合作意识等）

调节情绪（转移注意力、

释放压力、心情愉悦等）
总得分

对照组（n=60） 6.4 6.5 6.3 6.8 8.7 34.7

实验组（n=60） 8.5 8.7 8.1 9.1 8.9 43.3

单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