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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出台，明确了当前体育与健

康课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注重“教会、勤练、常赛”新模式的落实［1］，并且在

运动项目的选择与组织中要更加注重基础性、层级性和模块化。这些要求的落

实与学校体育文化的建设密不可分，它们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此背景下，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专家访谈法，以2022版新课标为蓝本，对

深圳市南海小学的校园排球文化建设进行探索，总结目前校园排球文化的建设

处境，提出小学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改进策略，旨在为今后中小学校园排球文

化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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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相关政策提要

2022 年 4 月，教育部出台了《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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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课标”），对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

即以学生发展体育核心素养为引领，引导学生掌握终身运动技能，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在国务院

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到了将促进青少年身体素质提高和健康生

活方式养成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青少年体育文化建设已经成为青少

年体育建设过程和体育文化建设工程的共同作用对象，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有机

组成部分［3］。

校园排球文化作为体育文化的分支，对学校体育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和

凝聚力起到重要的提升作用，建立特色的校园排球文化能够促进青少年体育和

国家体育文化的发展［4］。

1.2  校园体育文化研究现状

孟凡涛（2011）在《温州市中学生校园篮球文化的现状与发展对策》中提到，

随着篮球运动的普及，学生们对篮球的认知却出现了下降，且下降的程度比老

师要多，调查结果表明温州市的初中生在平时的校园生活中对篮球知识的学习

并不多，篮球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且篮球运动的物质基础也不够扎实［5］。张军

（2011）在《中学校园篮球文化氛围的构建》中提到，校园篮球文化作为一种

以学生为主体、以学校体育及校外活动为主要表现的文化形式，对提升学生整

体素质、推动群体篮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6］。任远婷（2022）在《小学校园排

球文化建设的研究》中提到，目前较多的学校在排球运动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

校园排球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建议应在制度文化方面形成坚实

保障，设立校园排球的发展模式、发展内容、发展目标［7］。

尽管少量研究涉及了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但无论是现状梳理还是发展策略

研究，均缺乏更为全面深入的现状调查、问题解析及发展路径与策略的探讨。

基于此，本文将对深圳市南山区小学校园排球文化的现状进行调查，运用文献

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专家访谈法了解目前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困境，并以深

圳市南海小学为例，探索小学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与策略，为小学建

设排球特色学校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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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深圳市南山区 5 所小学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现状为调查对象，以深圳

市南山区南海小学的校园排球文化建设发展路径与策略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任务和需求，查阅文化建设、排球特色相关的文献和书籍和教育

部颁发的有关学校校本课程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2.2.2  专家访谈法

通过对所调研学校的校领导、体育老师和教育局专家进行访谈，并咨询体

育以及教育等方面的相关专家，进一步了解本研究的理论和具体建议的可行性。

表 1  专家访谈计划

Table 1 Plans for experts interview

专家 人数 来源 解决问题
教育管理工作者 10 深圳市各小学 了解校园排球文化的建

设处境及改进路径体育工作者 5—10 深圳市、区体育局；深圳大学

2.2.3  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研究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并经过专家访谈和指导，针对深圳市

南山区南海小学的学生、老师和学校领导分别设计调查问卷。邀请相关领域专

家对本问卷进行效度总体评定，最终确定正式问卷。

本研究通过微信、电话或会议三种方式对问卷的内容设计进行专家评议和

试验填写，确定问卷内容及结构的有效性，综合专家意见对问卷进行补充和修改，

以符合研究目的。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实际发放 288 份问卷，其中教师 88 份、

学生 200 份、回收率 100%。评议专家由 3 名教授和 3 名副教授组成，对于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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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专家评定结果一致认为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较为有效。

问卷的信度采用重测法，随机抽取样本两周后进行二次检验，两次测量结

果的相关系数为 r=0.86（p<0.01），证明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2.2.4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Excel 对调查数据进行简单的整理与数理统计，并通过 DPS 对处理后

的数据进行层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现状调查

由南海小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对学校目前的排球文化建设现状进行问卷

作答，结果与分析如下。

3.1.1  学校对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态度情况

通过观察表 2 数据可以发现，学校领导和教师都非常支持校园排球文化的建

设发展。学校领导非常支持，占比为 100%；学校教师的支持率为 87%。学校领

导的重视以及各位教师的全力支持为全校课外体育活动的良好发展提供了保障。

表 2  校领导、学校教师对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态度情况

Table 2 Attitudes of school leaders and teachers towards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

态度选项
学校领导 学校教师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非常支持 12 100 76 87.4

支持 0 0 12 12.6
一般 0 0 0 0
反对 0 0 0 0

强烈反对 0 0 0 0

3.1.2  师生对校园排球文化建设中物质建设的认可程度

排球运动的特征决定了其所需的场地设施较为简单，除了排球场，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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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和网球场地也可以利用，在没有隔网的情况下可进行个人或双人、多人的

垫球、传球练习。综合考虑，学校开展排球运动所需经费不会太多，大多数学

校能够承担。校园排球文化的物质建设还包括排球宣传展板、排球服饰、专业

排球教师等。对南海小学 8 名体育教师和 200 名学生进行学校校园排球文化物

质建设的调查，结果如表 3 所示，84% 的师生对学校在校园排球文化方面的物

质文化建设表达满意，但仍有 16% 的学生表示一般或不满意，因此，南海小学

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表 3  学校排球场地设施态度调查情况

Table 3 Investigation on attitude towards school volleyball venues and facilities in  

Nanhai primary school

参与动机
体育教师 学生 总人数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完全满意 6 75.0 72 36.0 78 37.5
比较满意 2 25.0 96 48.0 68 32.7

一般 0 0.0 15 7.5 15 7.2
不太满意 0 0.0 14 7.0 14 6.7

完全不满意 0 0.0 3 1.5 3 1.4
合计 8 100 200 100 208 100

3.1.3  学校体育教师对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支持程度

学校的体育教师作为排球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人员，是课程实施的关键因

素，充足的体育教师资源是排球课程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对南海小学体育教

师对学校排球校本课程开发的支持程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南海小学体育教

师对排球校本课程开发的支持程度普遍较高，达到了 100%，不存在教师不支持

的情况，说明南海小学在排球校本课程建设方面拥有良好的师资基础。

3.1.4  学生对校园排球运动开展的支持程度

在排球校本课程中，学生作为目标主体是不可或缺的对象，调查学生对排

球运动的喜爱程度并进行适当的学情分析很有必要，这也是检验课程实施成果

的重要指标。结果如表 4 所示，南海小学的学生对排球运动的喜爱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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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生表示自己喜欢排球运动，仅有少数学生不喜欢。具体而言，有 83.5%

学生喜欢排球运动；有 10.5% 学生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有 6% 学生不喜欢排

球运动，总体上南海小学的排球校本课程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表 4  学生对排球运动的兴趣调查情况

Table 4 Investigation on students’ interest in volleyball

参与动机 人数 比例（%）
非常喜欢 78 39.0
比较喜欢 89 44.5

一般 21 10.5
不太喜欢 8 4.0

完全不喜欢 4 2.0
合计 200 100.0

3.2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发展策略研究

对南海小学校领导和教师进行访谈，探索学校排球文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3.2.1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

在校园排球文化建设中，组织领导起着引导、监督的作用。对南海小学 8

名体育老师进行了有效问卷调查，由表 5 可知，有 6 名体育老师认为学校的组

织领导机制非常完善；有 2 名体育老师认为学校的组织领导机制比较完善，还

有进步的空间。

表 5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机制调查情况

Table 5 Investigation on the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mechanism of campus 

volleyball culture construction

完善程度 人数 比例（%）
非常完善 6 75.0
比较完善 2 25.0

一般 0 0
不太完善 0 0

完全不完善 0 0
合计 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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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及访谈过程中了解到，南海小学的校领导一直重点关注学校体育

活动的发展状况，在排球校本课程建设之初就成立了以校领导为首的领导班组，

对校园排球文化建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引导，对体育科组的校园排球文

化建设工作进行了内容分工，确保工作效率的提升。同时，学校也在人力、物

力和发展空间等方面提供保障，实行主教练负责制，责任到人，实施目标管理。

综合而言，南海小学组织领导较为完善，确保了学校体育活动的有效推进，对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3.2.2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活动保障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中的活动保障是确保学生有平台对所学技能技术进行学

习、巩固和展现的保证。对南海小学 8 名体育老师进行了有效问卷调查，由表 6

可知，8 名体育老师都认为学校的活动保障机制非常完善。

表 6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活动保障调查情况

Table 6 Investigation on the activity guarantee of campus volleyball culture 

construction

完善程度 人数 比例（%）
非常完善 8 100
比较完善 0 0

一般 0 0
不太完善 0 0

完全不完善 0 0
合计 8 100.0

问卷调查及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南海小学拥有自己的校本课程体系，确

保每个水平段每名学生都能掌握此阶段需掌握的技能技术和理论知识。在赛事

活动方面，南海小学提供丰富的比赛内容选择，连续 6 年举办“校长杯”班级

排球赛，排球项目是学校师生参与最多的项目，真正做到了将特色融入校园生活。

各类赛事活动确保学生的活动内容不局限于单纯的隔网对抗比赛，而是包括单

人、双人、垫球、传球等丰富的活动形式，照顾到不同水平阶段的学生，使学

生能够在合适的平台巩固所学内容，提升学习成果。同时，南海小学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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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课间的改革，未来将开发符合学校自身特色的排球大课间活动，在操类中融

入排球的各类知识，如裁判手法、排球部分技术动作等，将排球运动真正地融

入到校园生活中，提升学生的归属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

3.2.3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课程保障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课程保障是学生排球综合素质成长的基础，完善的课

程体系可以让学生在课堂的学练赛教学模式中形成良好循环，更好地保证技能

学习质量。对南海小学 8 名体育老师进行了有效问卷调查，由表 7 可知，有 3

名体育老师认为学校的课程保障机制非常完善；有 5 名体育老师认为学校的课

程保障机制比较完善，这说明南海小学的体育老师认为课程保障还有进一步完

善的空间。

表 7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课程保障调查情况

Table 7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iculum guarantee of campus volleyball culture 

construction

完善程度 人数 比例（%）
非常完善 3 37.5
比较完善 5 62.5

一般 0 0
不太完善 0 0

完全不完善 0 0
合计 8 100.0

问卷调查及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南海小学目前正在对自身的课程体系进

行完善，不局限于之前的排球校本课程体系，而是致力于构建更加系统完善的

排球校本课程体系，为校园排球文化建设提供更好的课程保障。如在社团活动

中开设排球课、在三至六年级每周的体育课中安排 1—2 节排球课、由学校行政

领导主管直接领导，开展各项训练、学习、比赛等。这些保障使得南海小学的

学生在专业素养方面有较为出色的综合实力，在广东省小学生排球锦标赛中，

南海小学男女队更是同时夺得冠军荣誉称号。在此期间，南海小学也成为排球

特色项目学校、排球传统项目学校、全国排球特色学校。



·159·
2022 版新课标视域下小学校园排球文化建设处境与策略研究2023 年 9 月

第 5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https://doi.org/10.35534/scps.0503016

3.2.4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激励保障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激励保障是提高师生在体育排球活动方面积极性的保

障措施，合理的激励措施可以增加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兴趣和热情，从而提高

学校运动氛围。对南海小学 8 名体育老师进行了有效问卷调查，由表 8 可知，

有 6 名体育老师认为学校的激励保障机制非常完善；有 2 名体育老师认为学校

的课程保障机制比较完善。

表 8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激励保障调查情况

Table 8 Investigation on the incentive guarantee of campus volleyball culture 

construction

完善程度 人数 比例（%）
非常完善 6 75.0
比较完善 2 25.0

一般 0 0
不太完善 0 0

完全不完善 0 0
合计 8 100.0

对于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激励保障，学生方面，南海小学将班级学生的技

能掌握情况、综合素质评价、大课间表现评价等作为评价指标之一纳入年度班

级的考核体系中；教师方面，将教师所带班级的排球技能掌握情况、校园赛事

成绩、校队比赛成绩及相关课题研究纳入先进教师评价指标。这极大地提高了

学校师生在排球活动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校园排球文化的建设，形成了一定

的排球运动氛围。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南海小学校园排球文化建设具备较好的群众基础，受到学生的喜爱，在场

地设施与师资力量方面相对充足，同时学校拥有相应的组织领导、课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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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保障和激励保障，形成了系统的校园管理，为后续校园排球文化建设发展

提供了可能性。

南海小学目前正在进行排球校本课程建设，从课程总目标、课程水平目标、

课程内容、课程规划及校外体育活动安排等各方面进行，经问卷调查、专家访

谈及实验验证发现其架构内容合理且具有可行性，推动了校园排球文化建设。

南海小学制度文化建设处于初步阶段。排球课程相关的工作计划、发展规划、

教学管理和训练竞赛等制度要求主要对教师、学生及相关人员起引导、约束和

管理作用，与学校的物质文化建设相辅相成，是校园排球文化有序发展的重要

保障。

4.2  建议

加大对校园排球文化建设的经费投入。物质建设方面，排球校本课程的实

施必然会产生人力、物力需求，这就要求学校对经费投入进行预算规划，适当

增加排球相关的经费投入，保证课程的顺利实施。这是推动学校体育进一步发

展的重要举措。

加强并扩充学校排球教师的师资力量。在岗体育教师应该不断学习排球相

关知识，丰富自身知识储备，提升教学能力，打造学校精英教师队伍。在理论

知识和技能实践能力方面，丰富自身教学底蕴，在学生面前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树立榜样威信，激发学生的好胜心及模仿能力，提高课堂质量。

落实2022版新课标“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在排球校本课程建设中要从“以

知识与技能为本”转为“以学生发展为本”，合理设计课程架构，注重学生的

学习评价反馈及激励措施，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激发学生对排球的兴趣和

热情，推动各类与排球项目相关的活动开展，从而提高校园中的排球文化氛围

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课程指导，增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合理性。虽然校园排球

文化是排球校本课程的一部分，但学校自身力量有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

此可以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建立相应的校园排球文化开发小组，专人专事专干，

这样才能使校园排球文化的建设有较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要充分考虑各种情况，不断优化校园文化。定期检验学生的排球学习质量，



·161·
2022 版新课标视域下小学校园排球文化建设处境与策略研究2023 年 9 月

第 5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https://doi.org/10.35534/scps.0503016

加强不同年级和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对课程设置进行相应

调整，以满足不同年级不同性别学生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南海小学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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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itua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Volleyball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Primary 
School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Liu Weifan Zeng Xujia

Nanhai Primary School,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clarifies that the 

curren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model of “Teaching, Diligent Practice, and Regular 

Competition”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dure, and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foundational, hierarchical, and modular aspects in the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sports events.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uses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xperts interview method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which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mpus 

volleyball culture in Nanhai Primary School in Shenzhen. I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ampus volleyball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campus volleyball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primary 

school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future campus volleyball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Campus volleyball; Culture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