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言
排球教学与训练在校园开展由于技术的特点

往往是枯燥乏味的，加之传统教学模式单一、缺乏

创新性，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劳，降低学生学习的兴

趣。试图在排球运动的教学过程中把各项技术用

游戏化的方式进行教学或训练，让学生在轻松愉悦

的教学环境下完成教学任务；可以在提高学生学习

排球的兴趣同时又能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及独立

思考意识。从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改革的方

向以及排球课的特点出发，探讨排球运动游戏化的

可行性与推广性。分析研究排球游戏化与排球教

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排球运动游戏化在教学中的运

用与成效，提出相关的建议，构建排球各项技术用

游戏的常态化进行排球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手

段。找出一些排球游戏化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及教

学规律与教学原则，为以后的继续实验研究提供理

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任务、目的及研究方法，查阅了1979

年至今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论文

库，中国体育杂志文类核心期刊和全国体育院校学

报，阅读了相关书籍，并通过互联网查阅了国际排

联、中国排球协会及教育部网站，收集分析了30年

来对于校园体育课程教学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教学

模式相关理论、排球体育课教学模式的文献资料，

在此基础上，全面了解相关政策、制度的规定，整理

和概括相关学术观点，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依据和参

考。

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撰写论文的需要以及保持论文的时效性

及准确性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方法，共发放问卷312

份，回收问卷312份，回收率100%。实验前、实验后

各发放一次问卷并对问卷进行了及时的回收与整

理。其中实验组实验前后各78份；对照组实验前后

各78份，其中有效问卷310份，回收问卷有效率为

99%。

2.3 专家访谈法

通过电话和亲自走访的形式访谈了四川省部

分高等院校的体育专家、学者。对论文的框架结

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实验设计、教学技能的分

类、实验评价指标的确定、实验的环境等问题向他

们进行咨询，认真听取建议，并在论文撰写过程中

实施。

2.4 教学实验法

2.4.1实验的目的和任务

从排球技术教学的规律与特点以及游戏的功

能与作用出发，通过排球游戏化教学实验进行对比

研究，以检验对照组和实验组间的教学效果与差

异，证实排球技术的教学采用游戏化有助于提高排

球课的教学效果及学生学习兴趣。

2.4.2实验对象

以西昌学院体育学院2010级社会体育专业一

个女生组，共20人为参照组；2010级社会体育专业

一个女生组，共20人为实验组。2010级社会体育专

业两个男生组，一个组为参照组，共22人；一个组为

实验组，共22人。两个参照组和两个实验组在教学

内容、授课课时、场地器材等均相同；参照组采用传

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实验组把排球

运动（发、传、垫、扣等基本技术）采用游戏化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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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模式进行教学。

2.4.3实验时间与安排

2012年9月份开始对体育教育专业进行每周4

学时教学及公共体育排球课每周2学时教学，共行

课16周（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2.4.4实验内容与地点

教学内容以排球的基本技术（发、传、垫、扣）为

素材，游戏为主要形式进行教学。社会体育专业上

课地点在西昌学院体育学院排球场地。

3 实验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前对四个体育专业组的测试结果

在实验上课前，分别对每次试验的四个体育专

业组进行了技术测试和问卷调查，每次实验的四个

体育专业组在人员组成、排球技术掌握情况都没有

显著性差异，因此随机选择两个班为实验班，另两

个为对照班。

表1 第一次实验学生自传球结果（N=78）

表2 第一次实验学生自垫球结果（N=78）

表3 第一次实验学生发球结果（N=78）

从表1、2、3可以看出，在实验前对学生的基本

技术做了一次发球、垫球及传球的测验。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技术水平都非常低，并且两组没有明显的

显著性差异，适合本实验研究。

表4 实验前学生接触排球情况统计（N=78）

表5 学生对学习排球的兴趣调查（N=78）

从表 4、5 我们可以了解到实验组和对照组

13%-15%的学生在中小学接触过排球，对排球的基

本技术有所掌握；而85%-87%的学生都没有接触过

排球，也就是说学生对排球的基本技术一点都不

会。但是学生对排球感兴趣人数的比例占到90%

以上，这说明学生对排球抱有很高的期望和好奇

心，这样会促使他们主动学习排球的基本技术，主

观意识上基本接受了排球运动。因此，运用合理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学生主动学习的心理来充分

调动学生对排球的好奇心，就能够达到培养学生对

排球运动的兴趣与爱好，掌握排球基本技术达到锻

炼与娱乐的目的。

3.2 教学实验结果分析

3.2.1实验后学生对排球游戏化教学的认知度

调查

表6 实验后学生对排球游戏化教学的认知度

调查（N=78）

通过一学期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排球教学后，对

学生进行了实验后的问卷调查，实验组调查78人；

对照组调查78人。学生对问卷进行选择，统计问卷

后，学生对其中一些选项的统计如表6。其中通过

两组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采用游戏化教学在发挥

学生主体作用、调动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

习兴趣、培养合作精神、培养竞争意识、符合学生心

理、利于组织开展等8个选项的调查中，实验组的学

生选择的比例明显大于对照组的学生，由此可见，

游戏化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符合学生

心理发展特征，教学效果明显好于传统教学。

3.2.2试验后学生排球技术成绩对比分析

表7 实验组期末排球技术成绩情况表（N=78）

1~5次

46

59%

42

54%

6~10次

22

28%

20

26%

11~15次

10

13%

16

20%

16~20次

0

0

20次以上

0

0

P

>0.05

对照组

实验组

1~5次

44

56%

45

58%

6~10次

24

31%

22

28%

11~15次

10

13%

11

14%

16~20次

0

0

20次以上

0

0

P

>0.05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1~5次

68

87%

65

83%

6~10次

6

8%

5

6%

11~15次

4

5%

8

11%

16~20次

0

0

20次以上

0

0

P

>0.05

接触过

10

13%

12

15%

对照组

实验组

没有接触过

68

87%

66

85%

P

>0.05

非常感兴趣

20

26%

18

23%

感兴趣

50

64%

52

67%

无所谓

6

8%

7

9%

没有兴趣

2

2%

1

1%

厌恶

0

0

对照组

实验组

发挥主

体作用

21

27%

52

67%

调动

积极性

15

19%

61

78%

活跃课

堂气氛

23

29%

71

91%

提高学

习兴趣

12

15%

72

92%

培养合

作精神

21

27%

65

83%

培养竞

争意识

23

29%

62

79%

符合学

生心理

14

18%

66

85%

利于组

织开展

16

21%

70

90%

对照组

%

实验组

%

标准分数段

90~100

80~89

人数

15

47

比例

1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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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对照组期末排球技术成绩情况表（N=78）

学习成绩是学生一个学期知识技能掌握情况

主要表现以及老师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内容是否

得当的有力说明。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后，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技术成绩考核均采用西昌学院排球技术

考核办法。通过表7、8的对比我们可以看见，实验

组的技术成绩明显好于对照组的技术成绩，实验组

里，其中90-100这个标准分数段的人数有15人，占

实验组总人数的19%；而对照组只占5人，占对照组

总人数的6%；实验组里80-89这个标准分数段学生

人数有47人，占实验组总人数的60%；而对照组只

占32%。在对照组里还有3人没有通过技术的考

核，实验组全部通过考核。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采

用游戏化教学的形式明显好于传统的教学形式，这

就为我们以后继续进行实验研究打下坚实的信

心。同时游戏化教学也一直是学校体育老师寻找

的有效教学手段，只是碍于某些原因，游戏化教学

一直处于一种边缘或者是探索式的研究阶段。

4 讨论与分析
4.1 排球游戏化教学与传统排球教学比较

4.1.1两者所扮演的教育角色不同

传统排球教学首先教师宣布课的任务及目标，

并示范讲解完整技术动作，学生徒手模仿练习对所

学技术形成初步印象。其次教师将完整技术动作

分解教学练习，纠正错误动作。再次学生模仿性练

习并逐步掌握基本技术。第四教师将若干技术环

节进行组合教学，然后学生再次模仿性练习并逐步

掌握组合基本技术。第五教师进行完整技术教学，

学生反复练习形成完整的技术动作，最后教师完成

教学任务。排球游戏化教学首先教师宣布课的任

务及目标，讲解示范技术要领，学生徒手模仿练习，

其次教师讲解排球游戏的组织形式与规则，再次分

组实施排球游戏，第四教师对游戏进一步检查与评

价，最后教师小结。

我们将两者对比分析后可以发现：传统排球教

学模式犹如一条生产线，教师是教育产品的塑造

者，只管把学生往这条生产线上送，最后产出来的

一批又一批的产品全部输入社会，学生得到的结果

就是教学形式单一，枯燥乏味，没有课堂气氛。传

统的排球教学就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师掌控着教

学内容，教学方式等，学生被动地接受排球技能。

排球游戏化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发生变化，由以往的

塑造者转变为帮助与指导者，教师的教学方式始终

服务于学生的学习方式，而排球游戏化教学不仅注

重学生技能的培养，还注重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

学习，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吃苦

耐劳、勇于攀登、勇于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学生

由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积极地探索知识。

4.1.2在排球游戏化教学中充分体现学生的主

体地位

传统的排球教学方式中，虽然教学目标规定使

学生掌握一定的排球基本技能，增强学生的身体素

质，提高排球理论水平，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但是教

师的主导地位仍然突出，容易忽视学生的主体地

位。学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手段等都是教师

逐一安排，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利用和借助信

息等方面，学生还是被动的接受知识。而排球游戏

化教学中，除了教会学生排球技能，发展体能和提

高排球理论水平外，始终把学生学生获得亲身参与

研究探索的体验以及培养其思维能力，使其真正成

为教育的主体放在第一位。

4.1.3排球游戏化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发现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传统排球教学始终就是教师讲解示范，学生被

动的跟着练习，最后学生完全掌握排球技能而结

束。而在一些需要学生思考与协作等方面，学生只

能被动的去接受知识。排球游戏化的教学是围绕

着一个排球技术游戏需要学生共同协作、勇于拼

搏，怎样勇夺第一这一个目标而展开，通过学生直

接参与探索，并最终实现问题解决而结束。学生在

排球游戏化过程中，会充分思考，通过解决实际问

题的游戏性活动，提高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最终达到提高其综合应用知识技能的能力。

4.1.4排球游戏化教学有助于学生培养合作竞

争意识、团结协作勇于拼搏精神以及符合学生个性

心理发展特征，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传统排球教学中，学生只需要被动的接受排

球知识与技能，对排球知识的来源以及教学方法等

70~79

60~69

50~59

50分以下

11

5

0

0

14%

7%

标准分数段

90~100

80~89

70~79

60~69

50~59

50分以下

人数

5

25

30

15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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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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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不甚关心，同时传统排球的教学只注重技

能的培养，练习形式单一，内容枯燥乏味，容易使学

生产生倦学，造成排球学习兴趣不高。而排球游戏

化教学始终把排球的各项基本技术创编成游戏进

行教学，在课堂气氛，学生兴趣的提高，同时还会懂

得科学知识对于自然、社会与人的意义和价值，学

会关心国家、社会和他人。在培养合作竞争意识、

团结协作勇于拼搏精神以及符合学生个性心理发

展特征等方面始终是排球游戏教学的重点。

5 结论
排球游戏化教学比传统的排球教学形式更能

快速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能增强学生学习排球的

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以

及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提高学生发现、分析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合作竞争意识、

优良品质、个性心理发展以及社会适应的能力。

6 建议
加强宣传和学习交流，为普遍实施排球运动游

戏化教学奠定基础；不断提高教师执教水平及游戏

创编组织能力，满足排球游戏化教学的需要；制定

排球游戏化教学的相关教学文件，为实施游戏化教

学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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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eaching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al data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expert interview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ct; Xichang College 2010 social sports specialty experimental subjects. The technology of

the volleyball game in the form of teaching finds out the volleyball game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as well as

teaching principle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to continue the experiment for future

research. A good role in promoting the same time，which improves students' physical function and movement

technology, re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the campus volleyball status quo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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