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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理工学院篮球课程改革对学生体能提升的相关研究

贾彦彦   鲍乐乐

新疆理工学院，中国·新疆 阿克苏 843100

摘 要：篮球课程改革不仅关乎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育模式的创新。近年来，新疆

理工学院对篮球课程进行科学性、系统性改革，旨在提升大学生的体能水平。论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等

研究方法对新疆理工学院当前篮球课程改革的特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剖析，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

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多元化课程设计与学生兴趣激发相结合；加强课程资源的投入与优化；教师队伍专业素养提升

计划的实施等具体策略，以期为高校体育课程的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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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basketball curriculum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but also 
the renewal of educational ideas and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models. In recent years, Xin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carried out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reform of basketball courses,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physical fitness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basketball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Xinji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re deeply analyzed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data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Combine 
diversified curriculum design with students’ interest stimulation; strengthen the inve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curriculum 
resourc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improvement plan and other specific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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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篮球课程改革是新

时代体育教育的重要任务，篮球课程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提

高学生的篮球技能水平，更在于通过体育教育的改革，培养

学生身体素质、团队协作、竞争意识等重要素质，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新疆理工学院近年来通过对篮球课程进行改革，

旨在通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标准的更新，全面提升

学生的身体素质，本研究将通过系统的分析，探讨此次篮球

课程改革对学生体能提升的具体影响，并提出进一步优化的

对策，以期为高校体育课程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新疆理工学院篮球课程改革的特点

1.1 课程内容的多样性与实用相结合
注重内容的多样性和实用性相结合是新疆理工学院篮

球课程改革的特点之一，在传统的篮球课程大多以单一的技

能训练为主，教学模式较为固定，内容也局限于基本篮球技

巧的传授。此次改革打破这一常规，将课程内容从简单的技

能训练扩展至专项体能训练，学生不仅需要掌握篮球运动的

基本动作，如运球、传球和投篮，还需要在课堂中接受体能

训练项目，如耐力、速度、敏捷性和爆发力等方面的强化训

练 [1]。体能的提升成为此次改革中与篮球技术训练同等重要

的组成部分，不再是篮球教学的附属部分。

在教学设计中，篮球课程注重将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

紧密结合，以提高篮球技能的实战效能。在体能与技术培养

过程中，特别强调模拟竞赛环境中的具体场景与需求，从而

提升教学实践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教学中会结合具体的比赛

情境进行攻防演练，提升学生在比赛中应对不同战术需求的

能力。技术动作的实用性也得到更多关注，课程安排更为合

理，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课程改革还强调内容的层次性，

通过设计不同难度和强度的训练项目，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

需求。初学者可以从基础的篮球技能入手，而有一定篮球基

础的学生则可以通过提高专项体能训练和技术训练水平进

一步提升整体能力，篮球课程的多样化和实用性使得教学内

容更为丰富，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篮球水平和体能素质。

1.2 个性化教学模式的引入
个性化教学模式是新疆理工学院篮球课程改革中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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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特点，在常规的篮球教学过程中，普遍实施了一种

标准化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将所有学习者纳入一个统一的

训练体系，却未充分考虑每位学生在体能、技能水平以及个

人兴趣上所存在的个性化差异。这种一刀切的教学方式难以

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基础较弱或水平

较高的学生而言，教学效果更为有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课程改革引入个性化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个人特点和需

求量身定制教学计划。教师在课程开始前，会对每位学生的

体能状况、篮球基础和训练目标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为

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既能让基础较弱的学生逐步提

升体能和技术，也能为水平较高的学生提供更具挑战性的训

练任务，帮助其实现进一步的提升。

在对个性化教学模式进行探讨时，不可忽视其在教学

方法应用上的灵活性特征。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有能力

依据学生的实时反馈，对教程内容以及练习的强度进行适时

的调整。此举旨在确保每位学生得以在各自适应的最佳学习

节奏下进行知识吸收与技能掌握。个性化教学不仅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

的参与感，使他们在课堂中更加积极投入。个性化教学模式

的引入，使得课程更加具有针对性，能够全面适应不同学生

的学习需求，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1.3 教学评估与体能体测的双重指标考核
新疆理工学院篮球课程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引入双

重指标考核体系，将教学评估和体能提升并列为学生考核的

重要内容。在传统的篮球教学中，评估体系通常只关注学生

的篮球技术水平和战术理解能力，忽视体能作为篮球运动基

础能力的重要性。此次课程改革打破这种单一评估体系，将

学生的体能发展纳入评估范畴，形成技术和体能并重的双重

考核标准。在具体的实施中，技术评估仍然保留传统的考核

方式，包括基本动作的规范性、战术配合的默契度以及在比

赛中的应变能力等多个方面。而体能考核则通过多项定量指

标进行测试，如跑步速度、垂直跳跃高度、握力等，以全面

反映学生的体能发展状况 [2]。双重指标的设置不仅促使学生

更加注重篮球技能的提升，同时也强调体能作为篮球运动基

础素质的重要性。

在这种评估体系下，学生必须在技术和体能两个维度

上都表现优异，才能获得高分评价，这一考核方式的改变，

使得教学过程更加全面，学生的体能水平在篮球课程中得到

了显著提升。体能评估的量化过程，为教育领域引入了一种

反馈调控机制。教师得以依据学生体能检测的数据，适时地

对教学方案与训练强度进行优化调整，进而增强教学的个性

化与成效性。构建包含教学评价与体能增进双重标准的评估

体系，不仅为课程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同时也保障

了教学质量的综合发展。

2 新疆理工学院篮球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参与度的差异较大
篮球课程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学生参与度差异明显，

部分学生对篮球运动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和投入，他们积极参

与课程中的训练和比赛环节，取得显著的体能和技术进步。

一部分学生由于对篮球缺乏兴趣或体能基础较弱，表现出较

低的参与度，尤其是在高强度体能训练中，部分学生的积极

性不足，不仅影响到个体的学习效果，还对整体教学进度和

班级互动产生负面影响。低参与度学生往往在课堂上处于被

动状态，难以充分体验篮球运动的乐趣，导致其体能提升效

果有限。

2.2 课程资源配置不均衡
篮球场地有限，难以满足多班级同时进行训练的需求，

尤其在学生人数较多时，场地使用冲突明显。设备资源方面，

训练器材的短缺也限制学生的体能和技术训练，一些专项训

练所需的器材数量不足，导致学生在课程中无法进行充分

的练习。这种资源分配问题使得教学过程出现效率低下的情

况，部分学生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训练机会，整体教学质量受

到影响。资源不足的问题不仅影响到当前课程的实施，还对

学生体能和篮球技能的全面提升造成阻碍。

2.3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空间较大
部分教师在篮球课程中表现出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

特别是在体能训练与篮球技能结合方面的能力有待提升。课

程改革要求教师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既能够指导学生进行

技术训练，又能够科学安排体能训练，部分教师在制定训练

计划时，难以充分考虑学生个体差异，导致部分学生在体能

训练中出现不适应情况。部分教师在处理高强度训练与学生

实际承受能力之间的平衡时，经验相对不足，难以达到理想

的教学效果。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对于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

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应加强在专业领域的学习与实践，以确

保教学内容和方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3 新疆理工学院篮球课程改革的优化对策

3.1 多元化课程设计与学生兴趣激发相结合
针对学生参与度的个体差异，改进课程结构至关重要。

融合多元化的课程规划与学生兴趣的激活，有助于为不同兴

趣程度及体能条件的学生打造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训练材料。

篮球课程应不仅限于基础的篮球技术训练，还应融合

更多新颖的教学形式，可以引入小组对抗赛、技能挑战赛等

多种形式的比赛活动，丰富课堂内容，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充满挑战感与成就感。多元化的设计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内

在动力，提升他们对篮球运动的兴趣。课程中可加入游戏化

教学，将竞赛、训练与游戏规则结合，降低学生对体能训练

的抵触情绪，从而提升参与度 [3]。

在探索提升学生兴趣的有效途径中，教师应重视在教

学活动中实施个性化辅导策略。针对学生能力的个体差异，

制定分层次的训练目标，旨在确保每位学生在面对挑战时均

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对于体能起点较低的学生群体，应从

基本技能训练着手，逐步提升训练难度；而体能较强的学生

则应接受更为高阶、技术性更强的训练内容。此类课程安排

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学的整体成效，亦能让学生在训练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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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到不断进步的满足感。进一步地，将团队协作的元素融

入课程设计，通过小组间的竞技和协作练习，可以促进学生

间的互动交流，培育团队协作能力，这对于篮球运动中的战

术实施与整体配合至关重要。

为了确保多元化课程设计的顺利实施，教学过程中需

要加强对学生学习进程的反馈机制，教师通过定期的阶段性

评估，了解学生在体能提升和篮球技术训练中的进展，及

时调整教学策略，以保证每位学生都能够得到适合的训练内

容。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学生兴趣的持久性，还能确保体能

和篮球技巧的同步提升，真正实现多元化教学设计与学生兴

趣激发的有机结合。

3.2 加强课程资源的投入与优化
资源不足是篮球课程改革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加

强资源投入与优化成为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举措，增加场地

和器材的投入，确保学生在教学中能够获得充分的训练空间

和设备支持。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现有的篮球场地和训练

设备难以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学校应加大对体育设施的投

入力度，扩展现有的篮球场地规模，或者在课程安排中合理

规划场地使用时间，避免学生因场地不足而无法进行有效的

训练。训练器材的更新和补充也至关重要，尤其是体能训练

中的专项器材，如敏捷梯、力量训练器械等，应为学生提供

充足的设备以保证训练的多样性和针对性。

在探讨提升篮球课程教学质量的过程中，除了硬件资

源的增加，课程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样至关重要。对课程结构

进行科学化的调整，防止学生群体在特定时间段的集中训

练，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基于学生的学习进展

及体能状态，实施分时段的训练策略，按不同时间分配各类

训练内容，不仅能够减轻场地负担，还能增强学生在训练过

程中的专注力。此外，课程资源的优化管理还应涵盖对训练

场地及设备的常规维护，保障所有设备在训练过程中的正常

运行，以防止器材的故障或损耗对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造成

干扰。

在资源投入与优化的同时，学校还可以通过与外部体

育机构的合作，引入更多专业的体育设施和训练资源，借助

校外篮球馆或体育中心的资源，扩展训练的空间和多样性。

通过引进外部的专业指导团队，丰富课程的训练内容和教学

形式，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体能训练和篮球技能发展 [4]。

3.3 教师队伍专业素养提升计划的实施
为了适应篮球课程改革对体能训练和技术教学的高要

求，教师需要具备更为全面的教学能力和知识储备。教师队

伍的专业化培训应成为常态化工作，学校应定期组织篮球教

师参加专项培训，包括篮球战术分析、体能训练技巧以及学

生心理指导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不断更新教师的知识结

构，提升其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从而更好地

引导学生在篮球课程中取得进步。教师可以通过定期的教学

研讨会，共同讨论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分享各

自在体能训练、战术指导方面的成功经验 [5]。

在教学能力提升的过程中，还应注重教师的实践能力

培养，学校应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实践教学机会，让他们在实

际的教学情境中积累经验，提升教学技巧。教师应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如视频分析、数据统计等工具，进行教学的

反思和改进，通过对学生训练过程中的数据进行分析，教师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学生的技术缺陷和体能短板，从而制定更

具针对性的教学计划。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不仅体现在教学方法和技巧上，

还包括对学生心理的正确引导。在篮球教学过程中，学生体

能与技巧的进步常常伴随着心理负担的增加，尤其是在执行

高强度的体能练习时，学生较易感受到疲劳与挫折。体育教

师必须展现出卓越的心理辅导技巧，适时向学生提供心理辅

导与激励，以助力他们克服训练过程中的难关。提升心理辅

导能力对于确保学生在篮球课程中维持积极心态至关重要，

这将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自我信念 [6-7]。

4 结语

新疆理工学院的篮球课程改革在发展学生体能等诸多

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通过丰富课程内容、引入个性化教学模

式以及增加体能评估指标，学生的体能水平得到全方位提

升。但改革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参与度差异较大、

资源配置不均衡、教师教学能力有待提升等，篮球课程改革

过程中不是某一主体责任，而需要教育工作者、学生和相关

教育部门协同共进。本次篮球课程改革不仅在体能提升上带

来了积极变化，也为高校体育课程的进一步优化提供宝贵的

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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