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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高校大学生的健康状况和身体素质不

容乐观，肥胖人数持续增长，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不断上升，这与大学生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息息相

关。面对当前严峻形势，高校体育教学工作的开展

迫在眉睫。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校体育课程

教学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学生可根据需求选择课程

内容、任课教师以及上课时间的权利，课程教学以教

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自由开放的教学环境[1]。传

统教学模式是以班级授课为主，学生无自主选择权

力，课堂上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的主体作用得

不到发挥；教学和考核注重技术技能，长期来说，对

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身心的全面发展不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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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Fitness and Basketbal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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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basketball club teaching mode on male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and basketball skills. [Methods] 280 students from 8 optional men's basketball classes in Anhui Wenda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140 students in each group) for a 12-month teaching experiment. Various indexes of the

subjects were determined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Before the experi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xcept in height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there wer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aerobic,

muscular, flexibility, in-body elements and basketball skill indexes（P＜0.05）.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except in in-body elements, foot movement test score, and hook and backhand shot test scor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all indexes（P＜0.05）. After the experiment, all indexes except height in both

group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The basketball club teaching mode can improve students' aerobic,

muscular and flexibility fitness, improve their in-body elements and improve their basketbal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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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应新形势的需求，俱乐部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全

新的教学模式在各大高校盛行。俱乐部教学模式

是以学校场馆为依托，围绕某一运动项目，以俱乐

部的组织形式将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

练、体育竞赛等融合为一体的体育教学模式。俱

乐部教学模式下，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俱乐部、教师

以及上课时间，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形成以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学自由互动模式，考

核把过程性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使评价更为

科学合理 [2-3]。笔者试图通过教学试验，分析和对

比两种不同教学模式对学生健康体适能和技能水

平的影响，找出篮球俱乐部教学模式的优点，为高

校公共体育课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和实践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2018级公体

男子篮球8个选项班（35人/班）280名学生为研究对

象。大一统一进行分班教学，1 a后从这8个班级中

随机抽取其中4个班进行俱乐部教学，编为试验组，

另外4个班进行常规的分班教学，编为对照组，每组

各140人。试验前对2组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差异

性检验和分析，2 组学生相关指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1）。

1.2 研究方法

1.2.1 测试仪器

广州恒康伟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HK6800型系列产品：身高体重测试仪、坐位体前屈

测试仪、纵跳测试仪、仰卧起坐测试仪、肺活量测试

仪、立定跳远测试仪和握力测试仪；北京中西远大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TJ37-BCA-1A型人体成分分

析仪和 JX22-927E型功率自行车；北京精凯达仪器

有限公司生产的 JK6113型皮脂厚度计；南通市紫琅

仪器器材有限公司生产的BCS-400型电子背力计；

皮尺、篮球、秒表和标志筒。

1.2.2 试验方法

试验组4个班采用俱乐部教学模式（图1）；对照

组 4个班级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讲解—示范—分

组练习—巡回指导—集体纠错—分组练习—课后

小结），学生上课以自然班编班排课，教学组织、教

学内容、教学进度等安排都以教师为主，以教授运

动项目的技术技能为中心，进行为期1 a的教学。为

了保证本次试验的效果，2种模式理论教学和训练

都由同一老师担任，试验组与对照组完成教学课时

均为64学时，其中试验组课内教学为28学时、课外

教学为36学时，对照组学生只进行课内教学。健康

体适能指标测试由体质和运动康复中心老师完成，

篮球技能测试采用教考分离原则，由本学院 3名篮

球专家（高级教练员 1 名、教授 2 名）负责完成测

试。试验前测试试验对象的有氧适能、肌适能、柔

韧适能、体成分以及篮球技能指标，并记录相关指

标数据。1 a后对试验对象的各项指标再次进行测

试，并记录数据；分析2种不同教学模式对大学生健

康体适能及技能水平的影响，验证俱乐部教学模式

的教学效果。

1.2.3 测试指标

本次测试分为健康体适能和篮球技能 2大类，

共计 32个单项指标。健康体适能指标包括有氧适

能、肌适能、柔韧适能、体成分，其中，有氧适能测试

12 min 跑、台阶指数、最大摄氧量、乳酸阈值、肺活

量、肺活量体重指数，肌适能测试背力、握力、立定

跳远、原地纵跳、掷实心球、仰卧起坐；柔韧适能测

试坐位体前屈、直臂旋肩、俯卧背伸、静态高抬压

腿；体成分测试身高、体质量、BMI、腰臀比、肩胛皮

褶厚度、腹部皮褶厚度、去脂体质量、体脂百分比；

篮球技能测试脚步移动、1 min投篮、变向运球上篮、

行进间传接球上篮、反手投篮、勾手投篮、顺步突破

上篮、交叉步突破上篮。

1.2.4 数据处理

运用SPSS18.0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t检验。测试结果用“均值±标准差”表示，P＜

0.05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代表差异非常

表1 各组对象基本情况

组别/名称

试验组

对照组

人数

140

140

性别

男

男

身高 /cm

174.53±7.87

174.62±7.93

体质量/kg

67.58±8.46

68.03±8.75

年龄

21.55±2.85

21.49±3.07

图1 篮球俱乐部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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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2 试验结果

2.1 试验前后健康体适能水平的变化

2.1.1 试验前后有氧适能的变化

试验前试验组和对照组在 12 min 跑、台阶指

数、最大摄氧量、乳酸阈值、肺活量和肺活量体重指

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试验前、

后，在12 min跑、台阶指数、最大摄氧量、乳酸阈值、

肺活量和肺活量体重指数等方面变化非常明显，且

差异非常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照组试验前、

后，在12 min跑、台阶指数、最大摄氧量、乳酸阈值、

肺活量和肺活量体重指数等方面存在明显变化，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后试验组和对

照组所有指标均显著改善，台阶指数、最大摄氧量

和乳酸阈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2 min

跑、肺活量和肺活量体重指数差异非常有统计学意

义（P＜0.01）(表2)。

2.1.2 试验前后肌适能的变化

试验前试验组和对照组在背力、握力、立定跳

远、原地纵跳、掷实心球和仰卧起坐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试验组试验前、后所有指标均显

著改变，背力、握力和立定跳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原地纵跳、掷实心球和仰卧起坐差异

非常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照组试验前、后，

在背力、握力、立定跳远、原地纵跳、掷实心球和仰

卧起坐等方面存在明显变化，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后试验组和对照组所有指标均

显著改善，背力、握力和立定跳远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原地纵跳、掷实心球和仰卧起坐

差异非常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3）。

2.1.3试验前后柔韧适能的变化

试验前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坐位体前屈、直臂旋

肩、俯卧背伸以及静态高抬压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试验前、后所有指标均显著改

变，坐位体前屈、直臂旋肩、俯卧背伸以及静态高抬

压腿差异非常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照组试

验前、后，在坐位体前屈、直臂旋肩、俯卧背伸以及

静态高抬压腿等方面存在明显变化，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试验后试验组和对照组所有指

标均显著改善，直臂旋肩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坐位体前屈、俯卧背伸以及静态高抬压

腿指标差异非常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4）。

2.1.4 试验前后体成分的变化

试验前试验组和对照组在身高、体质量、BMI、

腰臀比、肩胛皮褶厚度、腹部皮褶厚度、去脂体质量

以及体脂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

验组试验前、后除身高以外，其他指标均显著改变，

腰臀比、肩胛皮褶厚度、腹部皮褶厚度以及去脂体

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体质量、BMI和

体脂百分比差异非常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

照组试验前、后在体成分指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后试验组和对照组除身高以外，其

他指标均显著改善，腰臀比、肩胛皮褶厚度、腹部皮

褶厚度以及去脂体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体质量、BMI和体脂百分比差异非常有统计

表2 试验前、后有氧适能测试结果

试验前

2 089.7±784.2

46.03±10.84

41.15±9.21

0.54±0.32

3 227.2±727.8

53.07±10.86

12 min跑/m

台阶指数

最大摄氧量/mL/(g·min-1)

乳酸阈值

肺活量/mL

肺活量体重指数/(mL·kg-1)

试验后

2 216.4±756.7★

49.72±9.35★

44.36±7.88★

0.57±0.30★

3 428.5±652.9★

55.92±8.79★

试验前

2 154.3±743.8

45.74±10.35

40.43±9.78

0.53±0.31

3 296.4±782.3

52.73±10.52

试验后

24 612±709.5●●▲▲

53.19±9.63●●▲

48.52±7.51●●▲

0.61±0.26●●▲

3 878.6±682.7●●▲▲

62.51±9.32●●▲▲

对照组 试验组
测试项目

注：试验组试验前、后对比●P＜0.05，●● P＜0.01；对照组组试

验前、后对比★P＜0.05，★★P＜0.01；试验后试验组和对照组

对比▲P＜0.05，▲▲P＜0.01。

表3 试验前、后肌肉力量测试结果

背力/kg

握力/N

立定跳远/m

原地纵跳/cm

掷实心球/m

仰卧起坐/个

试验前

137.86±13.97

40.75±7.84

1.88±0.52

19.89±12.57

14.27±5.78

42.16±14.87

试验后

142.23±13.36★

42.38±6.38★

1.95±0.48★

22.67±11.63★

15.68±4.52★

45.81±13.43★

试验前

138.35±14.21

40.46±7.20

1.89±0.48

20.37±12.35

14.16±6.02

42.71±15.30

试验后

149.10±12.65●●▲

45.54±6.73●●▲

2.01±0.46●●▲

28.45±11.32●●▲▲

18.79±4.65●●▲▲

50.65±13.94●●▲▲

试验组对照组
测试项目

注：试验组试验前、后对比●P＜0.05，●● P＜0.01；对照组组试

验前、后对比★P＜0.05，★★ P＜0.01；试验后试验组和对照组

对比▲P＜0.05，▲▲ P＜0.01。

表4 试验前、后柔韧性测试结果

坐位体前屈

直臂旋肩

俯卧背伸

静态高抬压腿

试验前

9.55±6.68

39.35±8.32

33.29±12.53

31.48±10.43

试验后

11.46±5.84★

37.89±7.64★

36.67±11.63★

28.03±13.47★

试验前

9.24±6.36

39.71±7.87

33.52±13.28

31.15±10.62

试验后

14.35±5.57●●▲▲

35.43±7.40●●▲

48.67±12.14●●▲▲

24.92±12.71●●▲▲

试验组对照组
测试项目

注：试验组试验前、后对比●P＜0.05，●● P＜0.01；对照组组试

验前、后对比★P＜0.05，★★ P＜0.01；试验后试验组和对照组

对比▲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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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0.01）（表5）。

2.2 试验前后篮球技能水平的变化

2.2.1 试验前后篮球技术评定成绩的变化

试验前试验组和对照组在篮球技术评定成绩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试验前、

后，除脚步移动技术的技评成绩显著改善外（P＜

0.05），其他篮球技术的技评成绩均非常显著提高

（P＜0.01）。对照组试验前、后，除脚步移动、反手

投篮和勾手投篮技术的技评成绩无显著变化外

（P＞0.05），其他篮球技术的技评成绩均变化明显，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后试验组和

对照组所有篮球技术指标的技评成绩均非常显

著改善（P＜0.01），脚步移动技术的技评成绩除

外（P＜0.05）（表6）。

2.2.2 试验前后篮球技术达标成绩的变化

试验前试验组和对照组在篮球技术达标成绩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试验前、

后，在篮球技术达标成绩指标方面变化非常明显，

且差异非常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照组试验

前、后，所有篮球技术的达标成绩均显著改善（P＜

0.05），除勾手投篮技术的达标成绩外（P＞0.05）；试

验后试验组和对照组在篮球技术的达标成绩指标

方面变化非常明显，且差异非常有统计学意义（P＜

0.01）（表7）。

3 讨论与分析

3.1俱乐部教学模式对大学生健康体适能的影响

人体生理功能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产生适应

性改变，这种适应能力的强弱反映了人体的健康水

平。为了科学合理地评价人体各器官生理机能水

平，引入健康体适能全新的评价理念。健康体适能

指的是人们为了保证生活和工作精力旺盛，缓解疲

劳、促进健康、预防疾病而进行的健身活动；主要包

括有氧适能、肌适能、柔韧适能和体成分。它是维

护自身健康的基础，是机体保证以最大活力完成日

常工作、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

相关研究[4-5]表明，体育俱乐部教学能够增强学

生体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本文通

过对试验组 4个男生班进行 1年的俱乐部教学后，

发现俱乐部教学模式对大学生健康体适能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试验前，试验组和对照组有氧适

能、肌适能、柔韧性和体成分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试验组试验后，体成分指标有显著

改善（P＜0.05），有氧适能、肌适能、柔韧性指标非

常显著改善（P＜0.01）；对照组试验前后，体成分

指标无显著改善（P＞0.05），有氧适能、肌适能、柔

韧性指标有显著改善（P＜0.05）。说明篮球俱乐

部教学模式可以改善大学生的有氧适能、肌适能、

表5 试验前、后体成分测试结果

身高/cm

体质量/kg

BMI/(kg.m-2)

腰臀比/%

肩胛皮褶厚度

腹部皮褶厚度

去脂体质量/kg

体脂百分比/%

试验前

174.62±7.93

68.03±8.75

22.31±2.87

0.85±0.06

12.54±3.32

13.71±4.31

48.37±3.82

28.77±6.54

试验后

174.68±7.96

67.92±7.84

22.26±2.57

0.85±0.06

12.51±3.26

13.58±3.78

48.29±4.31

28.78±5.63

试验前

174.53±7.87

67.58±8.46

22.19±2.76

0.85±0.06

12.75±3.01

13.53±4.23

47.16±3.60●▲

28.54±5.95

试验后

174.56±7.89

63.32±6.52●●▲▲

20.78±2.14●●▲▲

0.83±0.05●▲

11.69±2.63●▲

12.48±3.86●▲

48.46±4.45

25.52±5.69●●▲▲

试验组对照组
测试项目

注：试验组试验前、后对比●P＜0.05，●● P＜0.01；对照组组试

验前、后对比★P＜0.05，★★ P＜0.01；试验后试验组和对照组

对比▲P＜0.05，▲▲P＜0.01。

表6 试验前、后篮球技评成绩测试分别分数

脚步移动

1 min投篮

变向运球上篮

行进间传接球上篮

反手投篮

勾手投篮

顺步突破

交叉步突破

试验前

70.86±7.95

68.06±7.83

60.83±9.48

71.75±8.76

64.12±10.04

62.92±8.84

67.79±9.54

69.86±9.95

试验后

71.27±8 45

71.38±7.21★

64.27±9.35★

73.16±8.03★

64.75±8.78

63.27±7.33

70.34±8.13★

72.27±7.35★

试验前

70.57±10.58

67.64±7.47

61.07±10.36

71.18±8.82

64.79±9.23

63.32±8.71

67.24±9.38

69.40±10.65

试验后

73.10±8.64●▲

80.43±9.42●●▲▲

79.09±9.55●●▲▲

83.31±7.35●●▲▲

78.04±6.53●●▲▲

77.09±7.96●●▲▲

81.15±8.62●●▲▲

82.09±9.44●●▲▲

试验组对照组
测试项目

注：试验组试验前、后对比●P＜0.05，●● P＜0.01；对照组组试

验前、后对比★P＜0.05，★★ P＜0.01；试验后试验组和对照组

对比▲P＜0.05，▲▲ P＜0.01；篮球单项技术以百分制计算。

表7 试验前、后篮球技术达标成绩测试结果

脚步移动

1 min投篮

变向运球上篮

行进间传接球上篮

反手投篮

勾手投篮

顺步突破

交叉步突破

试验前

68.98±9.64

61.06±6.83

60.12±10.18

68.53±9.65

62.23±11.04

59.92±10.73

63.68±9.45

65.79±8.95

试验后

72.92±9.27★

65.64±7.20★

64.09±9.46★

71.11±8.20★

65.75±9.89★

60.27±9.35

67.34±8.15★

68.16±7.46★

试验前

69.57±10.58

60.95±7.02

59.76±10.47

68.13±9.03

62.55±11.34

60.43±10.61

64.35±9.94

65.56±8.65

试验后

81.24±7.75●●▲▲

75.42±6.75●●▲▲

80.09±9.52●●▲▲

78.24±7.69●●▲▲

77.37±9.19●●▲▲

75.39±8.79●●▲▲

79.66±8.07●●▲▲

80.10±7.44●●▲▲

试验组对照组
测试项目

注：试验组试验前、后对比●P＜0.05，●● P＜0.01；对照组组试

验前、后对比★P＜0.05，★★ P＜0.01；试验后试验组和对照组

对比▲P＜0.05，▲▲ P＜0.01；篮球单项技术以百分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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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韧性和体成分。

徐忠鸣等[6]研究发现，通过 12个月的篮球俱乐

部教学，女大学生的坐位体前屈和 800 m跑无明显

变化（P﹥0.05），BMI、安静心率和肺活量改善明显

（P﹤0.05），立定跳远改善明显（P﹤0.01）。张勃等[7]

研究发现，通过 18 周的俱乐部教学模式，学生的

BMI、肺活量、立定跳远、引体向上、握力和技能优秀

率变化明显，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尹念

龙[8]研究发现，采用常规教学模式后，对照组男、女

生的身体素质均有一定的变化和提升，但女生 800

m跑成绩呈下降；采用俱乐部教学模式后，试验组学

生身体素质均有非常显著变化。张云波 [9]研究发

现，通过6个月体育教学俱乐部模式，身体素质和运

动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心理素

质和社会适应能力得到明显改善。李锋等[10]研究发

现，通过 12个月的篮球俱乐部教学，大学生的肺活

量和台阶测试指数无显著变化，皮脂厚度、腰围、臀

围、安静脉搏和收缩压显著降低，握力、背力显著增

加。郑瑾等[11]研究发现，通过 9周的舞蹈啦啦操教

学和训练，女大学生的心肺耐力和肌肉力量显著提

升，身体成分明显改善，柔韧性得到发展。丁励翼

等[12]研究发现，通过8周的体操课程，所有健康体适

能指标均有显著提高，且试验组的幅度优于对照

组。这些研究在身体素质方面与本研究结果比较

一致。分析原因：俱乐部教学模式把课内和课外融

合为一体，增加了学生锻炼次数和时间，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健康体适能水平；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

际水平，选择不同会员级别和上课内容，有利于提

高学生练习积极性；在考核评价上，把过程性评价

纳入评价体系有利于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提高锻炼自觉性和积极性。

3.2俱乐部教学模式对大学生篮球技能的影响

篮球技能是指在比赛中篮球运动员为了完成

攻防获取比赛胜利所采用的各种动作方法的总

称。它由脚步移动动作（跑、急停、跳、转身）、支配

和控制球动作（传接球、运球、投篮）和争夺球动作

（抢断球、抢篮板球）组成。另外，篮球技能是篮球

战术的基础，任何战术的执行和战略意图的实现，

都需要熟练的技能动作和临场应变的能力来保证，

从本质上来讲，战术是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技能运

用的组合形式与方法。所有这些说明篮球技能水

平在篮球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俱乐部教学能够使学生变被动

学习为主动学习，能培养学生兴趣和热情，能够让

学生系统掌握专项技能，提高教师业务水平。袁国

长等[13]研究发现，经过1学期的篮球俱乐部教学，试

验组学生的战术意识、原地投篮和运球上篮变化显

著（P﹤0.05），且进步幅度优于对照组；俱乐部教学

模式优于传统教学模式。尹先平[14]研究发现，通过

1个学期的篮球俱乐部教学，学生在篮球技术测试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优秀率和良好

率均高于对照组，说明俱乐部教学优于传统教学。

张勃等[7]研究发现，将课堂学习、课外活动以及篮球

竞赛3者结合，能够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有利于

学生篮球技术的掌握。戴东胜[15]、陈守伟[16]研究发

现，通过优化俱乐部教学内容和方法，丰富教学手

段以及评价标准，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篮

球技能成绩。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篮球俱乐教学模

式对提高篮球技能水平方面有一定的效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试验前，2 组对象在基本情

况、篮球技术的达标成绩和篮球技术的技评成绩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试验对象选择

合理。试验后，试验组和对照组篮球技能所有达标

成绩和技评成绩均非常显著改善（P﹤0.01），全场变

向运球上篮的技评成绩除外（P﹤0.05）；试验组试验

前后篮球技能所有达标成绩和技评成绩均非常显

著改善（P﹤0.01），全场变向运球上篮的技评成绩除

外（P﹤0.05）；对照组试验前、后，除全场脚步移动的

技评成绩、反手投篮的技评成绩、勾手投篮技术的

技评成绩和达标成绩无显著变化外（P﹥0.05），其他

篮球技术的技评成绩和达标成绩均变化明显，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 1 a的俱乐部教学

对篮球技能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有较明显的效果，但

时间太短，部分技能指标还没有显著改善。分析原

因：俱乐部教学能够使学生长时间保持对球的接

触，练习密度和强度相对增大，有利于增强学生的

球感；篮球考核评价制度的转变，能够促进学生主

动去练习；篮球竞赛体系的完善，有利于学生在比

赛中增强自信心，能够发挥自身的技能水平。

4 结语

12 个月的教学试验后，试验组学生的有氧适

能、肌适能、柔韧适能、体成分以及篮球技能指标均

有显著变化，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

组学生部分指标有显著变化，但效果没有试验组学

生明显。篮球俱乐部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大学生有

氧适能、肌适能和柔韧适能水平，改善身体成分和

提高篮球技能水平。

（下转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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