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一个地区排球运动的发展关键在于排球运动

的推广及后备人才的储备，而中学生恰好处在接收

运动技能的最佳年龄阶段，所以在中学大力推广排

球运动就成为了排球运动发展的重中之重。排球

后备人才培养在我国排球运动发展中处于十分重

要的战略地位，而青少年排球训练又是后备人才培

养的重中之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文山市县城城区内中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对文山市城区5所中学的体育教师和学生进行

调查，选取各学校的初二年级中的任意一个班在体

育课后让学生答问卷。共发放问卷243份，回收235

份，回收率为96.7％。其中有效问卷为224份，有效

率为95.32％。发放体育教师问卷35份，回收33份，

其中有效问卷为33份，有效率为92.29％。

1.2.2 访谈法

根据本课题研究需要，对教育局主管学生体育

工作负责人、体育局副局长和各学校体育组组长进

行访问，对文山市乃至全国中学排球开展现状、存

在问题及发展对策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2 结果与分析
2.1 文山市城区中学排球运动开展现状

2.1.1 文山市城区中学生对排球运动的认识和了解

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中学生自身对排球运动的了

解程度上，29.47%的了解，占较大一部分。有

37.05%的了解一点，而仅有33.48%的不了解。可

见，文山市城区中学生对排球运动的了解和关注程

度很高，从主观反映可以看出，学生对该项运动是

十分喜爱的。由此可见，中学生对排球运动并不缺

乏兴趣，由于中学生学习压力较大课余时间相对较

少，但课余时间家长并不同意学生参与排球运动，

这俨然成为了制约该地区排球运动水平发展的一

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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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程度 了解（对排球运动的基本规则、现今世界

排球的发展趋势）

2.1.2 文山市城区中学生参加排球运动的主观意愿

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中学生对参加排球运动的态

度上，20.53%非常赞成，39.29%的赞成，由此可见，

赞成的学生占很大部分，而仅有19.2%的无所谓，

20.98%的不赞成。这体现出了大部分中学生还是

愿意参与到排球运动中的。

2.2 文山市城区中学生参加排球运动情况

2.2.1 文山市城区中学生参加排球运动时间情况

从表3可以看出，中学生参加排球运动的时间，

10.27%几乎每天，18.75%经常参加，25.45%参加，

24.11%是长时间才参加，还有21.42%的从不参加。

了解一点（对排球还处于感

性化了解）
不了解

频数（人）

百分比（%）
66

29.47%

83

37.05%
75

33.48%

表1 中学生对排球运动认识和了解情况统计表

表2 中学生参加排球运动的主观意愿情况统计表
态度

频数（人）

百分比（%）

非常赞成

46

20.53%

赞成

88

39.29%

无所谓

43

19.2%

不赞成

47

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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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从不参加的学生只占很小一部分，尽管

参与此项运动的学生在频率上不尽相同，但数据表

明，大部分学生还是愿意在课业时间参与到这项运

动中来的。这也体现出了他们的兴趣所在。

频率

频数（人）

百分比（%）

是，几乎每天

23

10.27%

是，经常(每周3～4次)

32

18.75%

是, 周末(每周1～2次）

57

25.45%

是，偶尔(每月1～2次)

54

24.11%

从不

48

21.42%

动机

频数（人）

百分比（%）

增进健康

33

18.75%

兴趣爱好

41

23.29%

消遣娱乐

35

19.89%

缓解学习压力

38

21.59%

消磨时间

29

16.48%

表3 中学生参加排球运动时间情况统计表

2.2.2 文山市中学生参加排球运动的动机

从表4可以看出，中学生参加排球运动的动机

上，以增进健康为目的的占18.75%，23.29%以兴趣

爱好为目的，19.89%是为了消遣娱乐，21.59%的缓

解学习压力，16.48%是以消磨时间为目的。

从数据上看，参与该运动的学生目的性是多样

的，从而也体现出学生参与该运动项目的动机是积

极的，都可以在排球运动中达到自己参与的目的，

这同样可以说是此项运动之所以受到喜爱的原因

之一。
表4 中学生参加排球运动的动机统计表

2.2.3 文山市城区排球运动场地器材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所调查的学校基本上都有排

球场地，但87.88%的排球场都不标准，大部分学校

没有正规排球场，这表明文山市城区的中学在排球

场地建设及器材配备方面较为薄弱。通过对学生

的访谈还得知大部分同学对场地都不满意。从某

种意义上讲，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学生排球竞技

水平的提高。

2.3 文山市城区学校开展排球比赛情况

2.3.1 文山市城区学校开展排球比赛的情况

从表6可以看出，中学生校内开展排球比赛中，

37.5%有开展，而有62.5%并未开展。通过对学生及

体育教师的访谈得知，所调查学校从来没有参加大

型的排球赛事的比赛经历。众所周知，一名优秀运

动员的成长是在不断的比赛训练中练就出来的，没

有系统的比赛就无法培养出运动员的临场发挥能

力，由此就大大的制约了运动员水平的提高。运动

员在面临比赛时在心理上必然会受到影响，这种影

响也制约了运动员水平的发挥，这种影响对一名运

动员是致命的。

2.3.2 文山市城区中学排球课程开设情况分析

从表7可以看出，仅有20.98%的学生认为有开

展排球运动的课程，虽然有79.02%的学生认为也有

开展排球运动的课程，但是又不是很多。中学生面

临的学习压力较大，他们了解和学习排球运动的最

主要途径就是体育课，我们知道任何运动的培养和

学习都要注重平时的积累。但学生却缺少了学校

这个能获取大量排球知识的途径。

2.4 文山市城区中学排球运动的影响因素

2.4.1 文山市城区中学生对排球运动的经费投入

从表8可以看出，中学生每学期对排球运动的

投入经费上，有80.36%的在100元以下。学生对排

球运动的经费投入总体上偏低，大致上有两种原

因：其一，部分家长不支持自己的孩子参加身体接

触或对抗很强的体育运动，所以大大的限制了孩子

们对排球运动的经费投入。其二，大部分学生虽然

乐于参与排球这项运动，但由于参与时间较少、系

统的比赛几乎没有使得其根本无从投入。一项运

动的发展与提高必然有相对应的资金投入做后盾，

而表中反映的情况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2.4.2 文山市城区中学生参加排球运动校领导、班

主任及家长的支持情况

从表9可以看出，学校领导、班主任及家长对于

学生在业余时间打排球的态度上，持反对态度的高

场地

频数（人）

百分比（%）

有

4

12.12%

有,但是不标准

29

87.88%

没有

0

0

表5 排球运动场地器材情况统计表

开展情况

频数（人）

百分比（%）

有

84

37.5%

没有

140

62.5%

开设情况

频数（人）

百分比（%）

有

47

20.98%

有，但是不是很多

177

79.02%

没有

0

0

表7 中学排球课程开设情况调查表

表6 学校开展排球比赛的情况调查表

表8 中学生对排球运动的经费投入情况调查表

50以下

104

46.43%

50～100元

76

33.93%

100～200元

27

12.05%

300以上

17

7.59%

经费投入

频数（人）

百分比（%）

徐东富,杨聪俊：文山市城区中学排球运动的开展现状调查研究 ·· 113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26卷

达61.70%。通过访谈得知，造成的原因是因为学校

将升学率与班主任的待遇挂钩，家长则认为参加体

育运动会影响学习。使得校领导少安排排球课、班

主任强制学生不参加或尽量少参加排球活动;还有

的班主任认为排球运动过于激烈，容易使学生产生

疲劳甚至伤病，无法向家长和学校交代。特别是在

目前较为普遍的城市核心家庭中家长对孩子的管

理无所不包，对孩子寄予的希望很高，倾注很多心

血，认为文化学习成绩的好坏是孩子今后投身社会

的关键。中学班主任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主要

负责人，责任是管理学生生活、教授科学文化知识，

但班主任还应该认识到他们同时也是学生参与体

育活动的教导者和组织者，其在中学生参与体育活

动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2.4.3 文山市城区中学排球教师情况

从表10可以看出，学校是否有排球专项的体

育教师上，有的占25.45%，18.30%的认为没有，而

有 56.25%的根本不清楚。中学生的体育教学大

部分是以教师的示范和学生的模仿为主，教师的

动作示范标准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效果，

没有专项的排球教师学生就很难从体育课这条

重要渠道学习到更多的排球技术和知识，失去了

这条途径学生基本上没有再规范和系统的学习

排球运动的机会，其水平受到的影响也就成为了

必然。

表10 中学排球教师情况调查表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作为调查研究的主体，文山市城区中学

生无论对排球运动的认知上或是对该运动的兴趣

及其参与该运动的热情是很高的，在参与排球运动

的动机选择上表现为多元化，体现中学生的自主意

识。

3.1.2 文山市城区中学排球运动开展情况落

后，主要体现有：学校方面对排球方面的培养与教

学没有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在学校学生接触排球

运动的机会少之又少、微乎其微；竞赛方面：几乎没

有针对中学生而开展的正规排球比赛。虽然，近年

来各学校学生也自发组建了一些业余排球团队，但

是由于缺乏正规系统的比赛使得这些排球队始终

处在没有系统组织的初级阶段，这也成为了制约中

学生排球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3.1.3 家庭、学校、文化课教师都受到社会传统

观念的影响而过于重视文化课的学习，学校排球运

动得不到足够重视，严重影响排球教师的工作积极

性；然而学校对排球运动投入经费不足，场地设施

条件较差，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学校排球运动的正

常开展。

3.2 建议

3.2.1 学校为学生了解和学习排球知识提供一

个平台。要充分掌握一项体育运动，首先，就要对

它的发展情况、比赛规则等各个方面有一个充分的

了解和学习。处在中学这个阶段的学生学校是他

们系统学习知识的唯一途径，因此如果在学校开设

一定的针对排球运动基本知识的课程必然会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为学生理性化的认识排球

这项运动奠定了基础。

3.2.2 学校和社会应适时的组织一定规模较正

规的针对中学生的排球比赛。排球运动是一项以

积极为主的运动，缺少了比赛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它的趣味性，这对排球运动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

的中学生面临的学习压力日益加重，在不影响学习

的情况下适当的开展一定的排球比赛不仅可以锻

炼身体，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缓解学生的学习压

力，提高学习效率。

3.2.3 学校和家庭方面应给学生参与排球运

动正确引导。调查显示，学校和家长不支持甚至

反对学生参与排球运动主要是怕学生自律性差，

沉迷排球，耽误了正常的学业。但是，由于此种原

因而扼杀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对他们的心理会造

成不良的影响，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教育

好比治水，“在于疏而不在于堵”，体育运动可以增

强体质，缓解压力，还可以给人们一个积极向上的

进取心态，如果能合理的将其运用那会让学生本

身受益无穷的。要达到这个目标，学校和家长方

面首先要排除传统的思想，让排球运动在孩子面

前“合法”的存在，给予学生们一定的支持和正确

的引导，使他们在健身娱乐之余不忘学业，从而达

到学习与运动这两个方面共同促进，相互提高的

目标。

表9 学校领导、班主任及家长对于中学生业余

时间参加排球运动的态度情况调查表

态度

频数（人）

百分比（%）

赞成

24

17.02%

反对

87

61.70%

无所谓

30

21.28%

排球教师情况

频数（人）

百分比（%）

有

57

25.45%

没有

41

18.3%

不清楚

126

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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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Present Situation of
Middle School Volleyball Development in Wenshan city

XU Dong-fu, YANG Cong-ju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Wenshan College, Wenshan ，Yunnan 663000)

Abstrac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visiting to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s in

Wenshan city, we understand the volleybal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middle school in Wenshan city and do basic

research on students volleyball development of middle schools. We als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main problem the

volleyball existed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us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ummation

of the juvenile volleyball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Key words: Middle schools; Volleyball; Wenshan city; Present situa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friends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understanding sports travel distribution trends though the recommendation of

classmates and friends from the South to northwest. We suggest that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conduct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organize sports tourism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tourism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Anhui membership .

Key words: Ordinary krigi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Anhui membership ; Trend graphs of the travel way;

Choosing preferences trend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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