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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本课程作为国家的三级课程，随着2022版新课改的不断推进，体育校本课程

正逐步被学校所接受和开发，其中排球校本课程可以为学校的体育教学活动增

添不少活力，帮助学校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特色，同时落实2022版新课改中

对学生的要求，如在学练多种运动项目技战术和参与展示或比赛的基础上掌握

1～2项运动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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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圳市南海小学如何实现排球校本课程多样化开展进行探究，总结目前

小学排球校本课程多样化开展的处境，为后续广大学校开展体育校本课程提供

理论经验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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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0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政策，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

见》里提到，学校应当加强体育特色的打造以及体育传统项目的建设，建立“一

校一品”甚至是“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模式，促进学校体育水平的提升［1］。

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可以很好地打造学校体育活动品牌，是实现素质教育的

途径之一，而体育校本课程多样化的发展则可以彰显学校办学特色，带动学校

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楼兰萍在研究中将校本课程开发界定成“校本课程开发就是在国家课程标

准下，根据学校自身的情况，进行个性化课程涉及、组织、实施的过程”［2］。

陈梅等人研究认为，校本课程开发有六个程序环节以及四个实施对策，六个程

序环节分别是：课程开发组织机构的成立、分析学校实际情况、确定校本课程

的目标、定位校本课程的组织、校本课程的实施以及评价环节。而四点实施对

策则是：完善教学条件，提供配套经费；转发课程管理模式，有计划进行课程

改革；加强体育师资培训力度；充分挖掘体育校本课程资源［3］。

从以上文献看，学校在开设体育校本课程时应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情况作

为起点，合理进行课程目标的规划与确立，重视课程的开发与实践，并规划出

合理的评价体系。目前，我国对体育校本课程的理论研究在不断深入进行，逐

渐让部分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得以推进，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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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小学校园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现状为调查对象；

本文以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小学的校园排球校本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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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有关校本课程、排球特色及课程多样化发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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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文献和书籍，查阅教育部颁发的有关学校校本课程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

为本次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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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老师及教育局专家访谈，咨询体育以及

教育等方面的相关专家，对本研究的理论和具体建议进行进一步了解可行性。

表 1  专家访谈计划

Table 1 Expert interview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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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问卷的设计

根据本研究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并经过专家访谈和指导，对深圳市南

山区南海小学的学生、老师及学校领导分别设计相应调查问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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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问卷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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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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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教授及 3 名副教授组成，其中对于问卷效度专家

评定结果一致认为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比较有效。

（3）问卷信度检验

问卷的信度采用重测法，随机抽取样本两周后的二次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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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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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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处理的

数据进行层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校园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现状调查

由南海小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对学校目前的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现状进行

问卷作答。

3.1.1  学校对校园排球校本课程的重视情况

体育校本课程建设是学校到达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它是将学校教学目标、

目标分工、内容结构、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要素加以整合所形成的类似制度

约束的存在，可使学校的育人功能最大化，使学校课程更有系列化和整体性［4］。

通过观察表 2 数据可以发现，学校领导和老师都非常重视排球校本课程的

建设。学校领导非常支持占 100%，学校教师占 100%。有了学校领导的重视以

及各位教师的全力支持为校园排球校本课程良好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表 2  校领导、学校教师对校园排球校本课程的重视情况

Table 2 School leaders and teachers attach importance to school-based 

volleybal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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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100

支持 0 0 0 0
一般 0 0 0 0
反对 0 0 0 0

强烈反对 0 0 0 0

3.1.2  师生对校园排球校本课程的认可程度

校本课程建设内容包含了框架构建、课程设置、评价体系及赛事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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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当贯穿学生的整体水平，在不同水平对应不同的单元内容，内容符合当前

学习对象的身心特征，做到以人为本，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以排球项目为例，

水平一以熟悉球性为主，进行垫球技术练习；水平二提升难度，进行两人对垫、

隔网对垫；水平三根据学生掌握熟练度，进行抛、发、传等组合练习。阶梯式

的提升教学难度，让学生有足够的成长空间，体验目标逐步完成的成就感，领

略体育活动的魅力价值，提升体育运动的水平［5］。合理的内容设计可以得到师

生们的认可，更好的建设校本课程，从而提高校本课程的开展质量与推进进度。

在对南海小学 8 名体育老师和 200 名学生进行学校校园排球校本课程认可

程度的调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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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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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

表 3  师生对学校排球校本课程认可程度调查情况

Table 3 Survey of the recognition degre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school-

based volleyball courses

参与动机
体育老师 学生 总人数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完全满意 8 100.0 112 56.0 120 57.7
比较满意 0 0.0 61 30.5 61 29.3

一般 0 0.0 17 8.2 17 8.2
不太满意 0 0.0 10 5.0 10 4.8

完全不满意 0 0.0 0 0 0 0
合计 8 100 200 100 208 100

3.1.3  学校体育教师对校园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的支持程度

学校的体育校本课程开发中，执行的主要人物是学校的体育教师，他们是

体育校本课程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属于师资力量，对于课程的建设起着重要

作用及保障。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了南海小学体育教师对学校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的支持

程度。如表 4 的结果显示，南海小学体育教师对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的支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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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达到了“非常支持”的程度，均认为排球校本课程的建设可以为学校体育

教学的质量带来一定提升，这亦说明南海小学在排球校本课程建设方面的师资

力量有所保证。

表 4  学校体育教师对校园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的支持情况

Table 4 School PE teachers’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based 

volleyball curriculum

态度选项
学校体育教师

人数 占比（%）
非常支持 8 100

支持 0 0
一般 0 0
反对 0 0

强烈反对 0 0

3.2  排球校本课程建设发展策略的研究

对南海小学校领导和教师进行访谈，探索学校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的发展

策略。

3.2.1  校园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的体系框架

在排球校本课程建设中，体系框架起着支撑作用，它是校本课程可以顺利

实施的重要基础，涵盖了课程理念、课程价值、课程总目标、评价体系、赛事

活动体系等内容，它对师生们起到引领、管理和约束的作用，使得校本课程在

此基础之上正常的运转。

在对南海小学 8 名体育老师进行有效问卷调查后，从表 5 可知，有 5 名

体育老师认为学校排球校本课程的体系框架非常完善，占比 75%。另外有 3

名体育老师认为学校排球校本课程的体系框架比较完善，还有进步的空间，

占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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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校园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的体系框架调查情况

Table 5 Investigation of the system framework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based volleyball curriculum

完善程度 人数 比例（%）
非常完善 5 62.5
比较完善 3 37.5

一般 0 0
不太完善 0 0

完全不完善 0 0
合计 8 100.0

3.2.2  校园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的创新意识

校本课程需要学校根据自身的办学理念、场地设施、学生资源与师资力

量等情况进行建设，有着较为明显的学校特色性，这就需要学校在建设校本

课程时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在参考其他学校校本课程建设的经验案例时以

自身的校园情况为出发点，规划出符合自身的体系内容，开展出更具新颖性

的校本课程活动。在体育校本课程开发里，各校之间的组织交流对激发体育

教师们的创新思维及精神有着很大的作用，对学校体育校本课程的良好发展

起着推动作业［6］。

在对南海小学 8 名体育老师进行有效问卷调查后，从表 6 可知，有 8 名体

育老师对学校排球校本课程建设具备创新意识持非常同意态度，占比 100%。

表 6  校园排球校本课程建设的创新意识调查情况

Table 6 Investigation of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based volleyball curriculum

同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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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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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调查及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南海小学根据各水平的学情构建了相

应的单元教学课程，将排球各技术动作分成单元化教学，同时每一段时间开展

一次“校长杯”排球赛事体系，给予了学生展示的舞台，除了这些外，还有一

系列的创新改革，如校外体育活动的安排、大课间排球操类内容的更新、每天

四点半课堂内容的加入，均体现了排球校本课程的内容。

可以看得出南海小学逐渐在排球校本课程的内容加入了符合自身条件情况

的创编与创新，将排球真正融入到师生当中，打造为学校品牌。

4  结论

（1）在国家新课改背景下，除了要求学生掌握所学运动项目的基础知识与

原理外，还需要学生能够了解学会并运用项目规则，比以往体育课堂上教会学

生技能并练习外突出了“赛”的内容。

（2）学校作为体育校本课程的引领者，对于体育校本课程的开发应该具备

一定的创新意识，但在目前很多学校中，体育教师还是处于被动输出教学内容

的教学状态，未能自行思考自身课堂教学是否有需要做出改变，这对学校进行

体育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不利的，这将使得学校的体育校本课程内容缺乏吸引力，

无法引起学生的关注。

（3）体育校本课程的开发除了需要有相应的器材设施、教师资源和场地保

障等，还需要有配套的制度体系支持运转。目前部分学校虽然有属于自己的体

育校本课程，但是对于相应的课程体系架构，并没有体现出来，而配套的制度

体系是学校体育校本课程能够正常开展甚至成长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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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Volleyball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aking Nanhai Primary School in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as an Example

Zeng Xujia Yan Qicong Wang Yulong Liu Yuandong

Nanhai Primary School in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Abstract: As a national third level curriculum,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2022 new curriculum reform,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s gradually being accepted and developed by schools. Among them, volleyball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physical education can add a lot of vitality to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ctivities, help schools create their own brand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2022 new curriculum 

reform for students, such as mastering 1-2 sports skills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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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acticing various sports techniques and participating in exhibitions or 

competitions.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uses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xpert interview methods to explore how Nanhai Primary School 

in Shenzhen can achiev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volleyball school-based 

curriculum, summar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volleyball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experience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sports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in schools.

Key words: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rimary 

school volleyb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