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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公共体育教学往往忽略学生的个体差

异，进行统一的教学和标准化的评价，使不同差异

的学生得到适合自己的发展[1]，严重影响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违背了公共体育教学提高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的初衷。通过将“流动式”分层教学引入到

公共体育教学中，探究其在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方

面的效用，以期为体育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提供一

定的参考依据。

1 流动式分层教学的内涵
“流动式”分层教学是在“因材施教”的教育教

学理念下提出来的，主要由“分层”和“流动”两部分

组成。它充分地尊重了学生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

以学生的自身发展为原则，将学生进行同质分层，

有效地避免了好的学生“吃不饱”，差的学生“吃不

了”的现象，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使学生获得

原有水平上的最大发展。同时，关注学生的发展动

态，及时对各层的学生进行调整，对进步较快的学

生进行晋升流动，而进步较慢的学生进行降级流

动，使学生始终处于适合自己的水平层次中。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钦州学院2011级公共体育篮球选项课中随

机抽取两个班，每班为30人，共60人作为实验的研

究对象。（在具体的操作中，经调整使两个班全部为

男生）。实验时间为2011年9月~2012年1月，共16

周。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分层教学”“体质健康”“心理健康”等相

关主题论文30余篇，为本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充

足的理论保证。

2.2.2 实验测试法

将研究的两个班一个设定为对照组，一个设定

为实验组，对照组以传统的体育教学形式进行教

学，实验组则以“流动式“分层教学模式进行教学。

对学生的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测试，通过

对比分析，研究“流动式”分层教学和传统教学之间

的优劣。

2.2.3 问卷调查法

通过《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试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SCL-90量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

理健康测试量表之一，包含10个因子，90个项目。

其中10个因子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

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

它。每题采用5点评分，症状从无到严重分别评为

1、2、3、4、5，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明显，心理健康状

况越差[2]。此量表已被国内外广泛的采用，实验表

明SCL-90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2.2.4 数据统计法

用EXCLE和SPSS16.0对相关的数据进行整理、

统计和分析。

3 实验设计
3.1 教学设计

将两个班的学生分别设定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对照组按照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而实验组

进行“流动式”分层教学。在实验前，先对实验组进

行技术水平和身体素质的测试，根据测试的综合结

果，把学生分成A层（优质层：身体素质较好，接触篮

球较多，有一定的技术水平）、B层（普通层：身体素

质一般，接触篮球较少，有一些基础）、C层（初级层：

身体素质较差，基本没有接触过篮球），针对不同层

次的学生安排不同的教学计划，教授不同的教学内

容，进行不同的教学评价。共进行16周的教学实

验，每4周进行一次测评（包括学习态度，进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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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根据测评结果综合考虑，进行晋升或降级

的流动，将B层和C层进步最快的2名学生分别晋

升入A层和B层继续学习，而A层和B层进步最慢

的2名学生降级至B层和C层。

3.2 实验的控制

两个组别的教学工作全部由本人担任，教学场

地，教学器材，教学时段等教学条件基本保持一致。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实验前测试结果与分析

在实验开始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体质

健康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进行调查，以确认随机抽

取的两个篮球选项班是否存在差异。

表1 实验前两组学生身体素质测试情况
身体素质项目

30M跑

800M跑

立定跳远

原地纵跳

全场折返跑

对照组（N=30）

4.79±0.17

172.34±14.87

2.26±0.16

49.99±5.78

31.24±0.82

实验组（N=30）

4.82±0.15

171.98±15.32

2.31±0.18

51.01±5.49

29.98±0.76

T

0.633

0.879

0.786

1.193

0.932

P

>0.05

>0.05

>0.05

>0.05

>0.05

在体质健康测试中，选择了比较易于操作，体

育教学中较常用的几种身体素质测试项目，其中包

括30M跑、800M跑、立定跳远、原地纵跳、全场折返

跑。从表2的测量结果中可以看出，实验组和对照

组在以上五项身体素质测试中不存在显著差异。

（P>0.05）

表2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SCL-90量表因子均分比较表
因子项目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对照组（N=30）

1.56±0.53

1.93±0.42

1.87±0.54

1.75±0.59

1.62±0.43

1.68±0.61

1.45±0.45

1.69±0.57

1.49±0.46

实验组（N=30）

1.59±0.47

1.91±0.49

1.85±0.62

1.77±0.54

1.64±0.51

1.66±0.58

1.47±0.48

1.71±0.53

1.51±0.44

T

0.312

0.218

0.376

0.298

0.402

0.261

0.513

0.437

0.26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从表2的心理健康测试中，在实验前，实验组与

对照组SCL-90量表的各个因子均分不存在显著差

异（P>0.05）。

综上所述，两组学生在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两

项测试中不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认为两组学生体质

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基本保持一致，数据符合实验

的需要。

4.2 试验后测试结果与分析

表3 实验后两组学生身体素质测试情况
身体素质项目

30M跑

800M跑

立定跳远

原地纵跳

全场折返跑

对照组（N=30）

4.66±0.17

168.62±14.46

2.28±0.19

51.12±6.13

29.24±0.87

实验组（N=30）

4.52±0.21

161.33±13.94

2.47±0.21

54.01±5.89

26.88±0.88

T

2.341

3.212

2.645

3.011

2.974

P

>0.05

>0.05

>0.05

>0.05

>0.05

从表3可以看出，在30M跑、800M跑、立定跳

远、原地纵跳、全场折返跑五项身体素质的测试中，

进行“流动式”分层教学的实验组明显优于进行传

统教学的对照组（P<0.05）。其原因是“流动式”分层

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对存在差异的学生进行因材

施教，区别对待，为不同水平的学生制定了切合实

际的教学目标，使体育教学真正的落实到每个学生

的身上，有效地解决了好的学生“吃不饱”，差的学

生“吃不了”的教学窘境，同时“流动”的竞争性促进

了学生的自主学习，练习强度得到了加强，学生获

得了更加充分的活动与锻炼，身体素质自然也就提

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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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SCL-90量表因子均分比较表
因子项目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对照组（N=30）

1.55±0.49

1.91±0.47

1.86±0.53

1.76±0.48

1.63±0.55

1.67±0.59

1.46±0.41

1.70±0.57

1.48±0.51

实验组（N=30）

1.36±0.39

1.68±0.63

1.76±0.57

1.58±0.52

1.43±0.46

1.49±0.51

1.33±0.48

1.53±0.62

1.37±0.47

T

3.126

2.974

3.346

2.865

3.762

3.199

3.881

2.972

3.083

P

<0.05

<0.01

<0.05

<0.01

<0.01

<0.05

<0.05

<0.05

<0.05

从表4中可以看出，实验组和对照组经过16周

的教学以后，在心理健康测试方面，进行“流动式”

分层教学的实验组的躯体化、人际关系、敌对、恐

怖、偏执、精神病性六项因子均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而在强迫、抑郁、焦虑的因子中，实验组

极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说明了“流动式”分

层教学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

用。分析其原因，流动式分层教学充分的考虑到了

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各层次设计不同的教学目

标，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同时通过“流动”对各层

次进行动态的调整，使学生永远处在适合自己的层

次当中，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获得运动

快乐的体验，收获了成就感，自身的价值也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3]，同时，流动式分层教学还培养了学生

的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心理素质得到不断的加强

和锻炼。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经过教学试验后，两组学生在30M跑、800M

跑、立定跳远、原地纵跳、全场折返跑五项身体素质

测试中存在显著差异。“流动式”分层教学比传统教

学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全面的促进

学生的身体健康。

（2）在SCL-90量表测试中，教学试验后两组学

生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因子均分中存在显著差异，强迫、抑郁、焦虑存在极

显著差异，说明了“流动式”分层教学对改善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5.2 建议

（1）“流动式”分层教学充分地体现了“健康第

一”的思想，加强师资的建设才能保证“流动式”分

层教学实施的效果。体育教师必须提高自身技能

水平，能够完全掌控各个层次的教学，同时还应具

备良好的课堂组织能力，能对整个教学群体进行有

效的监管。

（2）全面了解学生的能力水平和科学的进行层

次划分是“流动式”分层教学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

不同层次的学生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评价方式

应与学生的能力和水平保持一致，对中低层的学生

要耐心的进行辅导，多进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

心。

（3）“流动式”分层教学可以采取学生自我评价

的形式来调整自己所在的层次，鼓励学生对自己的

学习进行评价，了解自己掌握知识的程度，充分的

对自己学习的能力和水平进行认知，减少教师主观

评判的“流动”标准对学生自尊心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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