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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练赛一体化视域下篮球专项分层次教学研究

曾勇

云南民族大学，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教育改革浪潮中，篮球作为热门体育项目，在中小学体育教育中占据核心地位。传统教学法因忽视学生个

性化差异，限制了技能与兴趣的培养。为此，学练赛一体化下的篮球专项分层次教学应运而生，该模式巧妙融合理

论学习、实战训练与比赛体验，旨在全方位增强学生的篮球技艺与运动热情，并助推其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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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asketball Specialized Layered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Learning, Practice and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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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ave of educational reform, basketball, as a popular sport, occupies a core posi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limit the cultivation of skills and interests by igno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Therefore, the hierarchical teaching of basketball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practice, and 
competition has emerged. This model cleverly integrates theoretical learning, practical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experience, aiming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students’ basketball skills and enthusiasm for sports, and promote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practice, and competition; basketball specialization; hierarchical teaching

1 概述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随着全球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体育教育

地位提升，篮球因其独特魅力在中小学体育中占据重要位

置。然而，传统篮球教学方法已难以满足现代教育需求，亟

须创新。教育工作者应探索新型教学模式，如游戏化学习、

个性化教学等，同时融合信息技术，以提升学生兴趣、技能

及体育精神，促进全面发展。

在当前中小学篮球教学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可概括为

三方面：教学方法单调，过度依赖传统示范模仿，缺乏师生

互动与实践探索，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成效；忽视学生

个体差异，未能针对不同篮球基础与运动能力的学生实施差

异化教学，限制了整体教学效果；以及比赛实践不足，受时

间、场地等条件制约，学生实战机会稀缺，难以在比赛中深

化技能、锤炼心理素质及强化团队协作。

分层次教学，作为一种个性化教学策略，近年来广泛

渗透于各学科教育领域。它强调依据学生的能力、兴趣及需

求差异，将学生科学分组，并据此定制教学内容与方法，旨

在优化资源配置，最大化教学效果。将分层次教学融入篮球

教学，能够精准应对学生间的个体差异，确保每位学生都能

在恰当的层次中取得成长与进步，从而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学练赛一体化教学模式，融合了理论学习、实操训练

与竞技体验三大环节，旨在促进知识与实践的深度结合。该

模式通过系统化的课堂教学、强化课外训练及丰富的比赛活

动，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篮球技艺与综合素养。它不仅能够扎

实学生的篮球理论基础与实操能力，还能在激烈的比赛中锤

炼学生的团队协作与竞争意识，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在篮球教学新趋势下，探索学练赛一体化与分层次教

学融合模式，具有深远现实意义与理论贡献。分层次教学精

准对接学生差异，定制化教学目标与内容，促进篮球技能个

性化提升。学练赛一体化则通过多元化教学策略，激发学生

热情，营造愉悦学习环境。结合比赛实践，此模式不仅锤炼

学生篮球技艺，更深刻培养其团队合作精神与竞技风貌，对

综合素质发展大有裨益。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学练赛一体化”视域下的篮球专项

分层次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具体而言，研究目的包括以下

几点：

①构建适合中小学篮球教学的分层次教学模式，明确

各层次的教学目标和内容。

②探讨“学练赛一体化”教学模式在提升学生篮球技能、

培养运动兴趣和团队合作意识方面的作用。

③评估分层次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并提出改进建议，

为中小学篮球教学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文献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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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问卷调查、实验设计和访谈法等多种手段进行数据收集

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①文献综述：收集并分析国内外有关篮球教学、分层

次教学和学练赛一体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理论

基础。

②问卷调查：设计针对学生、教师和家长的问卷，了

解他们对篮球教学现状的认知和期望。

③实验设计：选取若干中小学作为实验学校，开展学

练赛一体化视域下的篮球专项分层次教学实验，并对实验过

程进行全程记录和数据收集。

④访谈法：对参与实验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深入访谈，

了解他们对新教学模式的反馈和建议。

1.4 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学练赛一体化视域下的篮球专项教学模式构建：基

于分层次教学理论和学练赛一体化理念，构建适合中小学篮

球教学的分层次教学模式，明确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内容

和方法。

②分层次教学的实施与效果评估：通过实证研究，检

验分层次教学模式的实际效果，评估其在提升学生篮球技

能、培养运动兴趣和团队合作意识方面的作用。

③教学模式的优化与改进：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

优化和改进分层次教学模式的建议，为中小学篮球教学提供

可操作的实践指导。

2 文献综述

学练赛一体化教学模式，是一种集理论学习、实操训

练与竞技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教学策略。它强调理论与实践并

重，既深化篮球理论认知，又强化技能实操与比赛能力。该

模式的核心在于课堂内外教学的无缝衔接与比赛活动的有

效融入，共同推动学生篮球技艺与综合素质的全面跃升。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际上，学练赛一体化模式已广泛应用于多领域体育

训练中，成效显著。Smith 等（2018）足球领域研究显示，

该模式能显著提升技术水准与比赛洞察力。Jones（2020）

则强调，比赛经历对巩固知识、强化团队协作与竞争意识至

关重要。

中国方面，学练赛一体化模式亦渐受青睐，特别是在

高校篮球教学中。李明（2019）研究验证其对学生篮球技能

与竞技力的积极作用；张丽（2021）则发现，该模式显著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参与度，教学效果斐然。

然而，推广此模式仍面临挑战，如内容设计、时间管理、

赛事组织等方面的难题，亟待深入研究与有效对策。

2.2 篮球专项教学研究现状
篮球作为热门体育项目，已深度融入大学体育课程。

篮球专项教学研究聚焦于教学法、内容及评价体系三大

方面。

教学法上，传统模式如示范、模仿与重复虽基础稳固，

但易致兴趣流失。新兴教学法如王强（2018）倡导的合作学

习，通过团队协作提升技能与团队精神；刘华（2020）的基

于问题学习法，则有效激发思维与问题解决力。

教学内容层面，篮球教学涵盖技术、战术与规则。

传统偏重技术训练，现战术与规则教学日益受重视。陈磊

（2019）研究表明，系统战术训练对提升比赛能力与团队精

神至关重要；规则教学则增进对篮球精神的理解，如公平竞

争与规则意识。

教学评价上，传统依赖教师主观判断，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多元化与数据驱动的评价方法兴起。李娜（2020）

倡导技能测试、比赛表现与学生自评的综合评价；张宏

（2021）则通过数据分析，科学评估学生技术水平与成长

轨迹。

2.3 分层次教学理论与实践
分层次教学，这一强调个性化与因材施教的策略，近

年来广泛渗透于多学科教育之中。其核心理念在于尊重每位

学生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依据其能力、兴趣与需求，实施精

细化分组，并定制教学内容与方法，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最

大化教学成效。

理论支撑方面，Vygotsky 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为分

层次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强调教学应精准定位于学生现有

能力与潜在发展间的“黄金地带”，促其持续进步。

实践层面，分层次教学已在多个学科领域展现出显著

优势。在数学等基础学科中，其有效缓解了能力差异带来的

挑战；而在体育领域，特别是篮球教学，其应用亦日益广泛。

王艳（2019）等研究表明，分层次教学能显著提升中学生体

育课的学习成效与兴趣；陈刚（2020）与刘丽（2021）等在

大学篮球教学中的探索，则进一步证实了该模式对学生篮球

技能与竞技能力的积极促进作用。

3 学练赛一体化视域下篮球专项教学模式

3.1 学练赛一体化的概念与内涵
学练赛一体化是一种将理论学习、实践训练和比赛体

验相结合的综合教学模式。该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理论与实

践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掌握篮球理论知识的同时，通过实

际训练提升技能，并在比赛中应用所学，获得全面发展。学

练赛一体化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①学习（学）：通过课堂教学，传授篮球理论知识，

包括篮球基本技术、战术理论、比赛规则等。

②训练（练）：通过系统的实践训练，巩固和提升学

生的篮球技能，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

③比赛（赛）：通过各种形式的比赛，让学生在实战

中应用和检验所学知识，提升比赛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学练赛一体化视域下的篮球教学模式，旨在通过理论、

实践和比赛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学生的篮球技能、比赛能

力和综合素质。



教育与研究 6卷 11 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58

3.2 篮球专项教学模式的构建
①教学目标：根据学生的篮球基础和运动能力，将学

生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

A. 初级层次：掌握基本的篮球技术和规则，提高基本

运动能力和篮球兴趣。

B. 中级层次：在掌握基本技术的基础上，学习基本的

战术配合和比赛策略，提升整体篮球水平。

C. 高级层次：进一步提高个人技术和战术素养，注重

比赛中的实战应用和团队合作，提高比赛能力和综合素质。

②教学内容：根据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设计相应的

教学内容。

A. 初级层次：基本技术（运球、传球、投篮、上篮等），

基本规则（走步、二次运球、犯规等），篮球基础知识（球

场标志、比赛流程等）。

B. 中级层次：基本战术（挡拆、传切配合、快攻等），

进阶技术（变向运球、后仰跳投、突破等），比赛策略（攻

防转换、区域防守等）。

C. 高级层次：高级战术（全场紧逼防守、区域联防、

战术板应用等），高难度技术（空中接力、篮下假动作等），

实战应用（比赛录像分析、战术执行等）。

③教学方法：学练赛一体化教学模式强调理论、实践

和比赛的有机结合，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A. 理论讲解：通过课堂讲解、多媒体教学等方式，传

授篮球理论知识和战术分析。

B. 实践训练：通过分组训练、专项训练等形式，强化

学生的技术和战术应用能力。

C. 比赛体验：通过校内比赛、校际比赛、模拟比赛等

多种形式，让学生在实战中检验和提升技能。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学练赛一体化视域下，探索了篮球专项分层

次教学模式，并通过实证研究评估了其在大学篮球教学中的

应用效果。通过问卷调查、技能测试、比赛观察和访谈等多

种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①提升学生技能水平：学练赛一体化视域下的分层次

教学模式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篮球基本技术和体能素质。实验

组学生在运球、传球、投篮等基本技术测试中的成绩明显优

于对照组，表明该模式有助于学生技能的全面提升。

②激发学生运动兴趣：分层次教学模式通过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和丰富的教学内容，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和参与

积极性。实验组学生在问卷调查中表现出较高的篮球兴趣和

学习积极性，表明该模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③增强战术素养和比赛能力：通过系统的战术训练和

比赛体验，学生的战术素养和比赛能力显著提升。实验组学

生在比赛观察中表现出较高的战术执行力和比赛意识，表明

学练赛一体化模式有助于学生在实战中应用所学知识。

④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在比赛中，实验组学生的团队

合作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表现出更好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

力。访谈结果也显示，学生认为分层次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

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⑤教学效果显著：综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学练赛

一体化视域下的分层次教学模式在提升学生技能水平、激发

运动兴趣、增强战术素养和培养团队合作方面均表现出显著

的效果，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推广前景。

4.2 教学实践建议
基于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提出以下教学实践建议，以

优化和改进大学篮球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满意度：

①科学分层，因材施教：在教学实践中，应根据学生

的篮球基础、运动能力和学习需求，科学分层，制定相应的

教学目标和内容。初级层次应注重基本技术训练和规则讲

解，中级层次应加强技术提升和基本战术学习，高级层次应

重点进行高级技术训练和战术实战应用。因材施教能够有效

提升教学效果，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②丰富教学内容，增强趣味性：在教学内容设计上，

应结合理论学习、实践训练和比赛体验，丰富教学内容，增

强趣味性。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游戏化教学、互动式

训练和模拟比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使他

们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和成长。

③注重实践训练，强化技能提升：实践训练是提升学

生篮球技能的关键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系统的实践

训练，通过分组训练、专项训练和强化训练，巩固和提升学

生的技术水平和体能素质。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

活调整训练内容和强度，确保训练效果。

④加强比赛体验，培养战术素养：比赛体验是检验和

提升学生技能的重要手段。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比赛，如校

内比赛、校际比赛和模拟比赛，让学生在实战中应用所学知

识，培养战术素养和比赛能力。同时，通过比赛录像分析和

战术讲解，提升学生的战术理解和执行能力。

⑤构建科学评价机制，全面评估教学效果：构建科学

的评价机制，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全面评估。评价应包括

技能测试、比赛表现和综合素质评价，注重过程评价和发展

性评价。通过定期测试和比赛观察，了解学生的进步情况和

学习效果，为教学改进提供依据。

⑥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学能力：分层次教学对教师

的教学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应加强

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水平。通过开展教学

研讨、经验交流和专业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创新能

力，确保分层次教学模式的顺利实施。

⑦优化教学资源配置，保障教学实施：在实施分层次

教学模式过程中，需要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和时间，以满足不

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学校应增加教学资源投入，如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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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篮球教练、提供充足的训练场地和器材，确保教学活

动的顺利进行。

⑧持续改进，提升教学效果：在教学实践中，应不断

收集学生和教师的反馈，及时调整和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和访谈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学

习需求和教学效果，不断改进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和学

生满意度。

4.3 后续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在学练赛一体化视域下的篮球专项分层次

教学模式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

足。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①扩大样本范围：本研究样本范围较小，未来研究可

以扩大样本范围，覆盖更多的高校和不同年级的学生，以验

证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可靠性。

②长期跟踪研究：本研究时间较短，未来研究可以进

行长期跟踪研究，评估分层次教学模式的长期效果和影响，

了解学生技能提升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③多维度评价：未来研究可以引入更多的评价维度，

如心理素质、学业成绩等，全面评估学练赛一体化教学模式

的效果，探讨其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影响。

④跨学科应用：将分层次教学理念应用于其他体育项

目或学科，探索其在不同领域的适用性和效果，为其他学科

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⑤技术辅助教学：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视频分析、

数据监测和虚拟现实等，辅助篮球教学，提升教学效果和学

生体验，为分层次教学模式的优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综上所述，学练赛一体化视域下的篮球专项分层次教

学研究不仅为高校篮球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未

来教学改革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通过不断完善

和创新教学模式，必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篮球技能和综合素

质，促进大学篮球教学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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