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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常赛”为目的，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

法、实证研究法等方法，对深圳市南山区中小学校园篮球赛事现状进行调查分

析，提出中小学校园篮球赛事竞赛体制三大创新——校园篮球赛事体系创新、

校园篮球赛事水平分组创新、校园篮球赛事组织形式创新；最后进行实证研

究，通过学生、教师的满意度问卷调查，证明对其认可度和满意度非常高，能

够实现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体育赛事中来，从而提升学生的参与感、成就感以

及获得感，达到“常赛”的目的，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

关键词｜校园体育赛事；竞赛制度；中小学；校园篮球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1·
中小学校园体育赛事竞赛制度研究

——以校园篮球赛事为例

2023 年 3 月
第 5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https://doi.org/10.35534/scps.0501002

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2019〕 

40 号）提出要推进竞赛体制改革，构建多部门合作、多主体参与的金字塔式体

育竞赛体系，推动青少年竞赛体系和学校竞赛体系有机融合，丰富青少年体育

赛事活动，形成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精品赛事活动。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健全体育竞赛，促进竞赛体系深度融

合［1］。2022 年 3 月，广东省体育局发布《关于印发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

康发展实施的意见》表示，积极开展学校体育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

扩大学校和校际体育竞赛的参与和覆盖面，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2］。此外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也提出：学校体育教育必须做到“教会、

勤练、常赛”；改进学校体育教育“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

的教学模式，促进各地培养和发展“一校一品”“一校多品”“体育特色教学”。

篮球作为三大球之一，随着篮球在学校体育中的不断发展，在中小学具有

浓厚的氛围，深受着学生们的喜爱。本文通过对深圳市南山区中小学校园篮球

赛事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了解深圳市南山区中小学师生对篮球赛事的态度，分

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而总结相应对策促使中小学校园篮球赛事得到更好的

发展，让更多学生参与到体育赛事当中，达到“常赛”的目的，提升学生的参

与感、成就感以及获得感，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论文的研究方向，通过中国知网、政府官方网站等文献资料库查阅

相关资料。分析前国内外对于青少年校园篮球赛事现状，并通过阅读与分析目

前国家对于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举措与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2  调查法

（1）专家访谈法

结合研究内容和目的，选取相关部分专家及南山区中小学学校领导、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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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和专业教师进行专家访谈，其目的是了解目前校园赛事开展情况和不足，

总结归纳为后续研究提供研究思路。

（2）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论文的研究需要，对南山实验教育集团所属学校师生在校园篮球赛

事现状进行问卷调查，以及创新赛事进行可行性的调查，以便更好完善中小学

校园体育赛事竞赛制度。共发放教师问卷 30 份，回收问卷 28 份，有效问卷为

26 份，有效问卷率为 92％；学生问卷共发放 150 份，回收问卷 107 份，有效问

卷为 96 份，有效问卷率为 90％，满足本论文的需要。

1.3  数理统计法

通过问卷星调查进行统计，利用 Excel 数据统计和分析软件输入、整理、分

析调查回收数据，可为本论文研究提供支撑。

1.4  实证研究法

（1）赛事创新模式运作

将初步构建的竞赛体制运用至 6 ～ 8 所南山区小学的篮球赛事中，验证并

修改相关竞赛体制，从而完善竞赛体制。

（2）赛事创新模式满意度调查

赛事创新模式顺利举办后，通过问卷的形式对所在学校的学生、教师进行

满意度调查，并对赛事提出建议，从而进一步完善竞赛体制。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小学校园篮球赛事存在问题

通过对南山区 15 所中小学校内校际联赛问卷调查分析得出，校园篮球赛事

的组织形式、赛事制度、比赛内容等方面出现不足。现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组织形式：部分学校篮球赛事中，在低年级没有组织进行篮球赛事。

导致无法满足所有学生共同参与到篮球赛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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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赛事制度：在当前“学会、勤练、常赛”目标下，大多数学校的篮球

赛事开展无法满足学生的“常赛”要求，且校际之间赛事交流过少，导致出现

区内部分学校总体篮球水平差异较大。

（3）比赛内容：比赛内容过于单一，以传统的五人制篮球赛为主，且比赛

规则多以国际篮球比赛规则进行，没有针对校园篮球赛事的特点，予其进行合

理完善。导致每个班的篮球赛事实际参与人数有限，大部分学生还是没能参与

到校园篮球赛事当中。

（4）裁判问题：在学校的篮球赛事中，裁判员大部分由学校的体育教师担

任，少部分学校会聘请兼职裁判员。且之中大部分裁判员没有篮球裁判员证书，

总体裁判员制裁水平有待提升。

（5）场地问题：在本次调查的 15 所学校当中，近 30% 的学校表示校内篮

球场地不足以篮球赛事的开展。

2.2  中小学校园篮球赛事竞赛体制的创新

2.2.1  校园篮球赛事体系创新

（1）“季前赛—季后赛”体系创新

以南山区实验教育集团为例，集团内包括 9 间兄弟学校，因此在集团内可

以开展校际间篮球联赛。通过校际联赛，可以为集团内的学校、兄弟学校间甚

至整个南山区提供多一个篮球水平上的交流与切磋，以赛促进，从而起到提高

南山区整体篮球竞技水平的目的。对于校内赛事以及校际赛事开展时间的冲突

问题，可以统一各校的比赛时间。建立“季前赛—季后赛体系”，将每一学年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季前赛”——校内的班级联赛；第二阶段为“季

后赛”——各项目、各水平的校际联赛，在此之中评选出以班级为单位的各项目、

各水平的冠军队伍。

（2）五人制比赛规则创新

传统的五人制比赛规则，都是由 5 名首发队员，7 名替补队员，总报名人数

12 人［3］。但是在实际比赛中发现，许多学校校园篮球比赛，大部分时间由主力

队员进行比赛，而实力较差的同学则留在替补席观看比赛。这导致还是很多同



·14·
中小学校园体育赛事竞赛制度研究

——以校园篮球赛事为例

2023 年 3 月
第 5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scps.0501002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学无法参与到赛场当中。在调查中也发现，部分学校对五人制比赛进行一定的

修改。例如男女混合队伍比拼、场上每队必须有 1 名女队员上场等等。基于以

上改动，更多考虑点在于让女生也能加入到篮球比赛当中，但是还是远远不足

以达到更多的同学都“常赛”。因此本次对于五人制篮球比赛规则创新，在前

人的基础之上进行完善，让更多的同学能够参与到篮球比赛中来。每个班都有

男女队，且报名人数增加至 15 人，每队第一节首发五人上场，第二节最多仅允

许两名首发队员，第三节不得有首发队员上场，第四节上场队员不限制。报名

的所有队员都需上场参加比赛，除不可抗力因素（如受伤等）。这样一来，一

个班能够上场的人数为 30 人。既达到了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比赛中的目的，也

可以让实力强的队伍从中脱颖而出。

“季前赛—季后赛”体系

赛程时间

赛事项目

上学期（季前赛）

下学期（季后赛）

水平一（一、二年级）

水平二（三、四年级）

水平三、四（五、六年级以及初中各年级）

校际篮球联赛

3v3 篮球赛

趣味篮球赛（25 米运球接力）

各学校个水平各项目间 pk

5v5 篮球赛

男子组

男子组

女子组

女子组

15 男生 +15 女生

校内篮球联赛 各水平各项目间 pk

图 1  创新体系流程图

Figure 1 Flow chart of innovation system

2.2.2  校园篮球赛事水平分组创新

由于不同水平阶段的学生对于篮球技能的掌握程度有所不同，且不同学段

的学生的身体素质不一［4］。因此，在季前赛中（学校内篮球比赛）中，构建不

同水平阶段的比赛制度时需要结合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毛振明提出：各学

段的教学目标不同，小学学段主要以全面锻炼身体，促进学生身体健康以及初

步掌握运动项目基本技能为主。而中学学段主要以提高学生身心健康，掌握运

动技能的基础技术、发展基本能力。［5］因此本创新体系将中小学分为三个阶段：

水平一（1 ～ 2 年级）、水平二（3 ～ 4 年级）、水平三与水平四（5 ～ 9 年级）。

分别为三个不同水平阶段的同学设计不同的比赛方式。由于水平一的学生对于

篮球技能的掌握较为单一，主要以传球、运球、投篮等单项技能为主。且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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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以小篮球为主，比赛用球与场地设置均有所调整。根据水平一学生的生理

发育特点，不宜在比赛中有过多身体对抗，因此可采取运球接力等趣味篮球赛

的形式进行比赛。水平二的学生此时可以初步掌握篮球的一体化技术，可以降

低比赛难度，开展 3v3 的半场比赛［6］。而水平三和水平四的学生已对篮球技战

术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且具有一定的体能基础，可以进行 5v5 全场的比赛［7，8］。

因此结合专家访谈讨论，提出“小学水平一采用趣味篮球赛，水平二采取

‘3v3’的形式，水平三以及初中水平四采取‘5v5’的形式”。26 名体育教师

对不同水平的竞赛内容的调查结果总体认可度高（认可度 88%）。

2.2.3  校园篮球赛组织形式创新

为了丰富竞赛形式，在篮球比赛中，除了传统的 5v5 篮球比赛，还有许多

其它类型的篮球竞赛类型。例如：师生对抗赛、亲子对抗赛、趣味篮球赛（运

球接力、投篮接力）等［9］。为了起到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到篮球比赛当中的

作用，可以通过降低比赛难度，提高比赛趣味性的手段对赛事进行调整。这样

同样能够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也可以培养同学们的规则意识以及提高团队协

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能让篮球基础较差的同学能够在较为简单的篮球比赛中体

会到篮球运动带来的成就感、获得感，从而加入到篮球体育运动中来。

通过对开展不同类型的篮球赛事调查显示，有 36% 的学生赞同学校内开展

“师生对抗赛”；有 24% 的学生赞同学校内开展“亲自对抗赛”；有 74% 的学

生赞同学校内开展“3v3 对抗赛”；有 82% 的学生赞同学校内开展“趣味篮球赛”。

而有 92% 的教练认同学校内开展“3v3 对抗赛”；85% 的教练认同学校内开展“趣

味篮球赛”；38% 的教练认同学校内开展“师生对抗赛”；42% 的教练认同学

校内开展“亲子对抗赛”。

总体而言，除了传统的“五人制篮球赛”，体育教师以及学生对于校内开展“三

人制篮球赛”以及“趣味篮球赛”的开展具有极高的认可度，而也有少部分体

育教师对于“师生对抗赛”以及“亲子对抗赛”表示认可。基于前面提出的“季

前赛——季后赛”体系，能够发现，第二学期的季后赛主要是各项目、各水平

的校际联赛，是每一个学校的各项目各水平冠军队伍中的比拼。而对于学校内

其余队伍，则可以在第二学期采取“三人制篮球赛”“趣味篮球赛”等更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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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性和广泛性的篮球比赛项目，让其余校内的学生进行参与。［10］这不仅能增

加学校的篮球比赛频次，同时也能让篮球基础一般的同学同样能够在比赛中获

得到篮球的喜悦。

2.3  实证效果研究

通过专家访谈、查阅文献资料、问卷发放后，初步提出创新赛制。在南山

区的 6 所中小学进行实证。在赛事顺利举办后，通过问卷发放的形式，对 6 所

学校的学生、教师进行满意度调查，总体调查结果如下。

2.3.1  学生满意度调查

在本次调查中，分别从所参与的六所学校随机挑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总

问卷样本为 180 份（每一所学校 30 份），回收有效问卷为 172 份。

（1）赛制规则合理性调查

在比赛过程中，参与比赛的球员或者观赛的同学，对于比赛中所设置的规

则将会有确切的感受。在本次 172 份问卷调查中，有 97% 的学生表示合理及以上，

表明绝大多数学生认可本赛事规则的设定（如图 2 所示）。

图 2  赛制规则合理性调查统计图（学生，N=172）

Figure 2 Statistical Chart of rationality 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rules (student, 

N=172)

（2）赛程合理性调查

在本次创新赛事中，变化较为突出的是对于赛事赛程的改变。相对将会造

成一些“学练”矛盾的质疑，然而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本次 172 份有效问

卷调查中，有 98.8% 的学生对赛程表示合理及以上。可以得出，对于赛程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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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同学表示与学习时间不会造成较大的冲突（如图 3 所示）。

图 3  赛程合理性调查统计图（学生，N=172）

Figure 3 Statistical Chart of Schedule rationality Survey (student, N=172)

（3）学生总体满意度调查

对学生的总体满意度调查显示，并未有学生表示不满。总体而言，该赛事

已较好的起到吸引同学们参与篮球比赛的目的，提高同学们的赛事体验（如图 4

所示）。

图 4  总体满意度调查统计图（学生，N=172）

Figure 4 Statistical chart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survey (students, N=172)

2.3.2  教师满意度调查

学校教师对于体育赛事的举办十分关键。在本次教师满意度调查中，每所

学校选取 6 位，共 36 位教师。对本次创新赛事的举办提出评价与建议。共 36

份有效问卷，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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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赛制规则合理性调查

对于参与本次创新校园篮球赛事的教师调查中显示：有 78% 的教师对本次

赛制规则表示非常满意；无教师表示不满意，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教师对于赛事

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如图 5 所示）

图 5  赛制规则合理性调查统计图（教师，N=36）

Figure 5 Statistical Chart of rationality 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rules (Teacher, 

N=36)

（2）赛程合理性调查

本次创新赛制的举办，大大提高了比赛场次，同时也覆盖了多个年级同学

的参与，其赛程的设置，是解决“学练”矛盾的关键。在本次教师调查中显示：

所有教师认为本次赛事的赛程设置是合理的，其中，78% 教师认为是非常合理，

表明教师的总体认可度非常高（如图 6 所示）。

图 6  赛程合理性调查统计图（教师，N=36）

Figure 6 Statistical Chart of Schedule rationality survey (Teacher, 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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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赛事参与度调查

在本次“季前赛——季后赛”赛事体系中，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学生对于

校园篮球赛事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从教师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36

名教师皆认为学生们的参与程度很高（如图 7 所示）。

图 7  赛事参与度统计图（教师，N=36）

Figure 7 Statistical chart of competition participation (Teacher, N=36)

（4）教师总体满意度调查

对教师的总体满意度调查显示：95% 的教师对于本次赛事的满意度还是很

高的，说明教师对于该创新赛事的举办，从赛制、赛程、赛事项目的设置等各

方面认可度都是很高的，这也为该创新体系的完善以及未来的运行提供了有力

支持！（如图 8 所示）

图 8  总体满意度调查统计图（教师，N=36）

Figure 8 Statistical chart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survey (Teachers, 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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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1）由于部分学校学生对于篮球的掌握程度不一，导致赛事总体参与度不

高。因此学校可健全校内篮球教学、篮球兴趣小组、四点半篮球课等措施，以

达到提高校内学生整体的学生篮球基础水平的目的。

（2）各校可以结合校内学生对于篮球的参与度特点，完善校内篮球赛事形

式，增加丰富多彩的篮球赛事形式。

（3）针对校园篮球赛事裁判员水平问题，可通过对校内体育教师定期进行

篮球裁判员相关知识培训，以提升校园篮球赛事的执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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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mpetition System of Campus 
Sports Events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A Case Study of School Basketbal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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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im of “regular competi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basketball 

matches in Nanshan District of Shenzhen by means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ree innovations in the competition system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basketball matches: Innovation in the system of campus basketball matches, 

innovation in the level grouping of campus basketball matches and innov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campus basketball matches; Finally, the empi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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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it is proved that the re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are very high, which can enable mor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events, so as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chievement and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achieve the goal of “regular gam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Key words: Campus sports events; Competition system;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ampus basketb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