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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位于我国的西北边陲，地域辽阔，民族众

多。总人口接近2100万，在47个常驻民族中，其

中维吾尔、哈萨克、回族、蒙古族为主要民族，其他

民族数量都比较少。少数民族具有自身的特点，

在饮食上与汉族人就有很大的不同，身体条件比

较好，肌肉强壮有力，对抗性比较强。现代篮球的

发展对身体条件的要求不断提高，新疆的少数民

族的体质特点很适应现代篮球的发展趋势，具有

发展篮球运动得天独厚的优势。少数民族中小学

生篮球是发展篮球运动的基础，对新疆篮球的发

展水平有重要影响。在新疆篮球不断发展的形式

下，促进少数民族中小学篮球水平不断提高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分析影响少数民族中小学

篮球发展的因素入手，结合少数民族中小学篮球

发展现状，并根据实际而可行的原则，提出一些对

策，希望对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篮球的发展提

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新疆的南疆、北疆、东疆的少数民族中小学，其

中主要是维吾尔、哈萨克、回族、蒙古族学生。

1.2 研究方法

1.2.1 专家访谈法

笔者就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篮球运动发展的

情况访问了有关专家教授,对本课题的可行性和意

义进行了论证。

1.2.2 问卷调查法

共发放问卷 12000 份，回收 11560 份，回收率

96.3%。其中有效问卷11362个，有效率98.2%。

1.2.3 数据统计法

经过进行访谈和对问卷的数据统计,确定了几

项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也经过了专家的认同。

2 研究现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160万平方公里，是我

国最大的省。这里民族众多，其中维吾尔、哈萨

克、回族、蒙古族这四个民族的中小学生正是本文

的研究对象。新疆处于我国的边疆，在经济上和

内地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

的年人均收入都不高。经济欠发达。在被调查的

少数民族中小学生中，每年在篮球上的投入都很

少，大部分中小学生没有任何投入，平均下来只有

十几元钱。新疆经济不发达，地方财政对教育的

投资有限，能够用到体育设施上的钱就很少了，最

后用到篮球的场地器材方面的钱更是杯水车薪

了。再加上新疆漫长的冬季，南疆有三个月不能

在室外活动，北疆长达六个月，这种气候状况使本

身就很短缺的篮球运动资源更加紧张了。由于重

视程度不够等原因，学校对篮球场地器材也缺少

必要的维护和整修。新疆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篮

球比赛很少开展，学生们缺少交流与提高的机会，

达不到以赛促练的目的。由于还受到赛会制度的

影响，在比赛中一个地区只能选派一个代表队去

参加比赛，这使得比赛的参与面太窄，不够普及，

对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篮球的发展是不利的。由于

比赛缺乏一定的约束机制使得借队员，买队员的

徇私舞弊现象十分严重。影响到新疆少数民族中

小学生篮球的健康发展。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容

忽视，长期以来等、要、靠的思想使得中小学生篮

球在发展的过程中显得十分被动。少数民族中小

学生有一定的学业压力，家长害怕打篮球会影响

到孩子的学习，对孩子的支持力度也不够。大部

分孩子都希望自己在打篮球时能够有老师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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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进行指导，他们认为对自己的篮球技术有提

高作用，但只是偶尔会有人指导。

3 分析与讨论
3.1 经济基础的影响

体育是上层建筑，受经济的支配和影响。经济

的发展水平制约着篮球运动发展的规模和水平,资

金是篮球运动发展的“血液”,这一点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表现的尤为突出。新疆位于祖国的边疆，地处

偏远，经济相对还比较落后，人均收入比较低，同

内地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查阅了2007版的新疆

统计提要得知2006年的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

入为2737元。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8871元。

由此可以看出新疆的人均收入不高，经济还不发

达。

3.2 居民收入不高致使在篮球运动中的投入很有限

通过对新疆11362个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的调查

问卷得知，新疆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生每年在篮球

运动中的投入非常少，篮球运动的投入包括很

多，如篮球鞋、运动服装、篮球、篮球比赛的门

票投入。大部分人每年在篮球运动中一分钱都不

投入。只有少数人投入几十元至几百元，这11362

个中小学生每年在篮球上的总投入为153387元，

平均到每个人就很少了，只有13.5元，这显然是

远远不够的。

3.3 资金的短缺，气候的因素，致使场地器材不足

新疆地区经济落后，地方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有限，学校的教育经费本身就存在不足的现象，

从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到篮球的场地器材中去的

资金更是杯水车薪。有很多南疆的少数民族中小

学连像样一点的土场地都很缺。大部分学校就一

两个篮球架，场地是凸凹不平的土场地，好一点

的是水泥地面的，地面上也是大坑小坑的，伤痕

累累。篮球架也是锈迹斑斑，篮筐也不标准了，

歪歪斜斜的，缺少必要的维护和整修，造成这一

现象的原因是学校由于缺乏资金而无力对场地进

行改善。在这样凸凹不平大坑小坑的场地上活动

很不安全，因为场地不平很容易受伤。轻则容易

扭伤脚踝，摔伤等，重则造成严重的身体损害。

这些室外场地容易受到天气和气候的影响，一

到下雨天，这些土场地上泥泞不堪，连行走都困难，

更不要说在上面打球了。还有气候的影响，新疆冬

季很寒冷，而且很漫长，南疆有三个月的供暖期，从

11月15日至第二年的2月15日，北疆的供暖期更长

有整整6个月，从10月15日到第二年的4月15日，

进入冬季后学生们就无法在室外打篮球了，这对于

本身就很有限的场地器材，无疑更是雪上加霜。气

候的因素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只能根据实力，建一

些简易的室内馆。

表1 新疆各地的学校体育场地普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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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表格所显示的是各地区的所有学校的标

准场地和非标准场地的情况。而中小学只是这些

学校的一部分这些标准和非标准场地包括田径场、

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网球场、排球

场等。由此我们得知新疆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篮

球场地其实是很少的。

由表2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学生们在打篮球时受

到场地的限制，大部分人认为学校的篮球场地不能

满足自己参加篮球运动的需要。

3.4 资金的短缺，使篮球比赛很少开展

篮球运动本身就是一项竞争性很强的运动项

目，篮球比赛对篮球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

有竞赛才能为技战术的发展和提高提供“交流场

所”和“实践场地”；只有竞赛才能激发广大篮球

爱好者的热情。参加正规大型比赛较少，大赛锻练

的机会较少，很难积累到比赛经验，使队员在心理

素质和技战术应用方面难有质的提高,造成练、赛

脱节，使平时的训练缺乏针对性，达不到以赛促练

的目的。同时还会使教练和队员训练的积极性降

低，久而久之，参加训练的动力减少，参加比赛的

队随之减少，参加比赛队伍数量的减少与比赛举办

次数的减少形成恶性循环。以致广大少数民族中小

学篮球爱好者看到的比赛或高水平比赛的次数少而

又少，青少年篮球爱好者参与的欲望降低，参与的

次数减少，影响了他们对篮球运动的认识和提高及

基层对篮球运动员的培养和输出，这严重阻碍了少

数民族中小学篮球的发展。

广大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很喜欢篮球，非常希

望有自己能参加的篮球比赛。但学校的篮球比赛

开展情况却不是很好，在被调查的11362个学生当

中有44.9%，也就是5104人认为学校从不组织班

级比赛。这对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篮球的发展极为

不利。

3.5 赛会体制的影响

3.5.1 篮球比赛受到赛会制度的影响

新疆地区中小学篮球比赛非常少，在比赛中每

个地区只能选派一个代表队参加，参与面很窄，普

及程度不够。实践证明，有普及才有提高,有数量才

有质量,这是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由于这一原因，

少数民族中小学一般都没有校篮球队，因为即使有

队，也没有多少机会参加比赛。这种赛会制对中小

学的篮球发展极为不利。

3.5.2 篮球比赛缺乏一定的约束机制

由于学校领导过于重视比赛成绩,为了拿到好

的名次,出现了借队员、买队员的舞弊现象。此现象

不只存在于中小学篮球比赛中，也存在于社会上群

众性的比赛中,出现了地区内不管是什么篮球比赛,

都是由少数一部分人在打球的怪现象。“雇佣军”的

出现导致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失去了在本就有限的

比赛中的锻炼的机会,更失去了少数民族中小学队

员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好名次的机会,这从根本上打

击了他们参与训练和比赛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少

数民族中小学生篮球运动的发展。

3.6 社会环境的影响

观念是人们对某一些事物的态度与看法。观

念从一定程度上能指导人们的行为,新观念能促进

事物的进一步发展，保守的观念会抑制事物的发

展。我们所提倡的是一种与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

的新观念，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体育运动新的

途径、新的思路，应该与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

发展体育运动的旧观念、旧思路区别开来。计划经

济的条件下,篮球运动是由政府统一筹划、统一组织

的,成为行政的附属物,其人、财、物等要素的获取都

依赖于国家的计划分配,久而久之,造成了自身的造

血功能不足,教练员和运动员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形

成了“等、要、靠”的思想观念,使篮球运动的发展受

到抑制。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对体育运动的深刻

影响,包括众多的篮球爱好者在内的社会群体,在体

育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表现

出转变的容纳及认可程度存在着滞后性。具体表

现在对上级部门指令的依赖性,甚至认为体育还是

政府及职能部门的事情,而且这种观念普遍存在。

从根本上缺乏社会办体育的主体观念意识,导致少

数民族中小学生篮球运动难以形成一种积极、主动

和稳定持续的社会行为。

3.7 学校的影响

调查发现，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因为升学压力

大，学习任务重，业余时间少，而影响自身参与

篮球活动。升学压力存在于每一个学生和老师身

上，虽然国家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减轻学生负担，

表2 学校的篮球场地数量能满足学生参加篮球运动的需要调查表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较多完全可以

1865

16.4%

差不多正好

2658

23.3%

较少，不能满足

6178

54.4%

几乎没有

66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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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师为了提高升学率，为了让本班学生在激

烈的学习竞争中处于优势，各科老师都采用布置

大量课外作业和开办课外补习班的方法来弥补课

堂教学的不足，节假日也不例外，而学生为了提

高成绩又把仅有的不多的剩余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学习中，这样，中小学生自己可利用的业余时间

就几乎没有。据调查，大部分的家长害怕打篮球

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对孩子打篮球也不支持。

所以许多中小学生就只能远离篮球场,成为热爱篮

球、关心篮球,却很少参与甚至从不参与篮球活动

的矛盾一族。

3.8 教练员的因素

在篮球教学和训练过程中，在青少年专业启蒙

和成长过程中，教练（体育教师）起着主导作用是篮

球教学和训练的关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练员本

身就是一部教科书。训练质量的高低，篮球队管理

的如何与教练员有直接的关系。教练员对篮球运

动的理解程度、对篮球理论的掌握程度、对篮球技

战术的熟练程度都直接影响着中小学生篮球队员

的成长，影响着篮球队的发展。

表3 对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关于打篮球时的指导情况调查表

题目 选项

参与篮球运动时是否有老师指导

对老师或者专业人士指导的态度

体育老师对您的篮球技术提高的作用

从来没有

7162

63.3%

非常愿意

8846

77.8%

没有

977

8.5%

偶尔有

1745

15.3%

愿意

1456

12.8%

很少

1253

11.1%

经常有

2108

18.4%

还可以

924

8.2%

还可以

1468

12.9%

每次都有

347

3.0%

无所谓

136

1.2%

很大

7664

67.4%

从对11362个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的调查中得

知，有8846个人在打篮球时非常愿意受到指导，占

到总人数的77.8%。在被问到在打篮球时是否有专

业人士或老师指导时，有7162个人回答从来没有，

占到总人数的63.3%。说明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师资

还是很缺乏的。在被问到体育老师对您的篮球技

术提高有多大时，有7664人认为体育老师对自己篮

球技术的提高作用很大，占到总人数的67.4%。由

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还是希望在打篮球时有人

指导的，他们认为教师或教练对自己的提高有作

用，但只是偶尔有人指导。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目前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篮球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点（1）受到新疆经济基础的影响，人

们的收入不高，在篮球上的投入很少。资金的短

缺，气候的因素使得本来就很短缺的场地器材显得

更为稀少。经费紧张，篮球比赛也很少开展。（2）受

到赛会制度的影响，在比赛中一个地区只能选派一

个代表队。比赛也缺乏一定的约束机制，对一些违

规现象，缺少必要的监管和处罚力度。（3）受到社会

环境的影响，等、要、靠的思想占据着人们的心理，

使得篮球的发展显得十分的被动，阻碍了新疆少数

民族中小学生篮球的发展。（4）受到学校的影响，学

生们有一定的学业压力，闲暇时间较少，家长担心

篮球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对孩子的支持力度不

够。学生在打篮球时也缺少老师和专业人士进行

指导。这是目前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篮球发展

过程中所遇到的四个主要问题。

经济基础、社会体制、社会环境和学校是影响

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篮球运动发展的主要

因素。这四项因素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

促进的。发展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篮球运动不是某

一部门或发展某一单项因素所能解决的问题，他需

要全社会的关注、参与和支持，扩大篮球运动的社

会化程度，提高中小学生篮球运动的训练水平，增

强其自身的活力，以达到活跃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篮

球运动，促进中小学篮球运动的目的，为我国的篮

球运动培养高质量的后备人才。

4.2 建议

4.2.1建议有关职能部门和学校领导应重视学校体

育工作以及篮球训练活动的开展，明确新疆地区开

展篮球运动的条件和潜力，充分认识到开展篮球运

动不仅能促进新疆地区篮球竞技水平的提高，而且

有利于新疆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应大力扶持学校

篮球运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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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现在新疆地区的中小学生篮球比赛的赛会制

度，一个地区只选派一个代表队参加比赛，参与面

太窄，普及程度不高，不利于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

生篮球的发展。这一点希望能够引起有关职能部

门和学校领导的足够重视。

4.2.3 社会、学校、家长的教育观念亟待更新。篮球

运动作为社会文化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教育功能、健身功能日益显现,学校、

家长应加强这方面的教育,从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孩

子的角度去鼓励指导孩子参与篮球运动,切实减轻

孩子的负担,充当中小学篮球爱好者的支持者。

4.2.4 学校应根据自己的财力状况，有实力的建造一

些简易的室内馆。经费紧张的，安排一些资金对篮

球场地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造和修补，定期对篮球架

和篮筐进行维护和修理。购置充足的篮球供学生

们使用。

4.2.5 合理安排体育课篮球教学内容，改革以教师为

主导的单向灌输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篮球兴

趣、能力和习惯，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充

分调动学生参与篮球运动的积极性，通过积极参

与、快乐体验和效果感受，使广大学生养成参与篮

球运动的习惯，不断增加篮球体育人口。

4.2.6 注重对体育教师和篮球教练员的继续教育工

作，通过各种形式的篮球教练员培训班，提高篮球

教练员的专业素质，从而提高其执教和科学化训练

的水平，加强中小学篮球教练员的培训工作，使基

层教练员的训练方式、训练手段不断改进,以适应现

代篮球运动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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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asketball is a basis of the whole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of basketball，it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hysical，but also improve basketball
popularization in China，and transport back-up talent for our high level of basketball action.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basketball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Xinjiang，this essay can
identify the issue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sketball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factors，and conduct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analysis，in favor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Xinjiang basketball
development，and it also has some reference for national basketball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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