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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教融合模式为大学体育教学创新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抓手，本文对高校体教融合发展的时代内涵进行深

入分析，探讨影响大学篮球教学质量的阻滞因素：教学内容偏离、特色不明显；师资专业化水平不高；

竞赛体系建设不完整，遴选评价体系不完善等。提出：优化教学内容体系，创新“学练赛”一体化教学

模式；优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完善高校篮球竞赛体系，提升竞赛水平质量；建立多元

化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策略，以推动体教融合在大学篮球教学中的落实，促进大学篮球教学
质量发展，提升学生篮球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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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 of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provides a powerful grasp for the innov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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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carries on an in-depth analysis to the time connotation of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discusses the blocking factors that af-
fect the quality of college basketball teaching, such as the devi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s and cha-
racteristics, the low level of teachers’ specialization, the incomplete 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on 
system and the imperfect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etc.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op-
timize the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innovate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 of “Learning and train-
ing”,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improve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the teachers, 
perfect the basketball competi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the competition;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college basketball teaching,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asketball teaching quality in universities and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basketball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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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从

体育课程与教材体系、学校体育教学训练、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强调要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体教融

合为新时期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对学校体育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体教融合视域下，

如何促进体育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实现真正的体教融合育人是重点。当前，在高校体育教学

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许多现实困境，学校体育和教育融合不足，脱节现象严重，阻碍学生身体素质的全

面提升与发展问题，影响体育教学效果。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篮球教学进行研究，厘清体教融合视域下高

校体育工作发展的时代内涵，精准聚焦体教融合视域下大学篮球教学发展的阻滞因素，并提出提升篮球

教学效果实现真正的体教融合育人应对策略，以期推动大学篮球教学重塑育人本位，为提升大学篮球教

学质量与育人功效，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提供依据。 

2. 新时代高校体教融合发展的时代内涵 

20 个世纪 80 年代“体教结合”的发展理念的提出，为高校体育教学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明

确了新时代体育教学的工作目标与任务。随着“体教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与持续推进，新时代体教融合

作为一个重要的理念变革和战略趋势，在价值、功能及目的等方面被赋予了新的内涵[1]，表现为：一方

面，高校体育教学工作要坚持学学生的主体地位，始终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论，促进体育与教育

深度融合，将体育与教育有机融合，“体”应融于“教”，让体育回归教育的真谛，达到“凝心聚力，

协同育人”的目的[2]。激发学生运动兴趣，强健体质，健全人格，磨炼意志品质，以实现学生身心全面

健康发展为目标；另一方面，在体教融合是视域下，在以学生强身健体，健康第一位培养目标的前提下，

要高度重视竞技体育与文化教育协调发展，重视竞技体育的发展，优化体育竞赛的激励机制，促进高校

内外体育竞赛的开展，提升校外高层次体育竞赛的参与度，通过体育竞赛进一步明确体育运动的育人价

值，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培养有文化、高素质的竞技体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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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学篮球项目作为大学体育普及的运动项目，教学开展、学生的参与度极高。在“体教融合”

高速发展的态势下，充分审视对学体育篮球育人价值，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对教学进行改革与创新，结

合“体教融合”时代育人内涵，对教学课程建设、师资配备，教学评价体系及竞赛体系进行全面调整。

深度挖掘篮球项目的育人内涵与时代价值，创新育人路径，将篮球与教育有机融合，以实现“凝心聚力，

协同育人”全面育人效果。 

3. “体教融合”视域下大学篮球教学发展的阻滞因素 

3.1. 篮球教学内容偏离，篮球教学特色不明显 

“体教融合”持续推进下，篮球课程开展过程中存在着多许多问题。一是，学校师生对于体教融

合的培养模式理解不够深入、认识不足[3]，导致高校体教融合教学改革实际推行进展较慢。二是，相

关篮球教师对体教融合相关理论研究深度不足，探索不够，未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在教学

过程中过于注重单一知识点的传授，教学内容偏离，普遍存在重技能的传输，忽视体育人文素养的培

养，将篮球教学结构化的知识和技能割裂开，对学生采取传统灌输式的教学，单一的教学内容，导致

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三是，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上创新不足，导致课程开展缺乏特色。在现有教学

模式上，篮球教学基本以教师为主体，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强调不够，缺乏个性化与人本化的问题，教

师的以“体”育人的意识不强，通过篮球教学，使学生人格、意志和精神等方面提升育人价值发挥不

足；教学中以技术教学为主、理论知识讲授为辅，多采用讲解示范和重复练习法，采取创新具有特色

的教学方法积极性不够，并未积极主动将启发式、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问题探究式的教学方法积极

引入课堂。单向性、接受性的统一学习模式，对学生在体育兴趣、健康素养的培养不够，学生主动学

习效果不佳，教学效果欠佳。 

3.2. 体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师资专业化水平不足 

高校体育师资存在资源配置不均衡，专业化程度低的问题。在体育专业篮球课与大学体育篮球教师

配备上不均衡，篮球教师性别多为男性教师。尤其是公共篮球课多数篮球教师为兼职教师，由其他田径、

足球、网球、羽毛球老师兼任。大部分篮球教大学期间并非篮球专项，无篮球运动等级、国家二级运动

员及以上的教师极少。另外，大部分篮球教师并未经过专业培训，未取得任何由中国篮协或相应地方篮

协教练员培训证书。 
目前，多数高校领导层面只关注学校重点学科的发展，对于体育学科建设支持力度弱，尤其篮球

并未作为本校优势项目代表学校取得比赛成绩，对于篮球项目的发展，在篮球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重视

层度不够，对于篮球教师的引进机制、教师培训力度不够，导致篮球教师专业化水平偏低，缺少优秀

的教练员，优秀退役篮球运动员进高校担任篮球教师、教练员机制不够顺畅，严重影响高校篮球课程

建设与发展。 

3.3. 竞赛体系建设不完整，篮球竞赛水平低 

体教融合发展理念下，需要开足丰富的课余训练与竞赛活动，高校篮球课程建设发展，篮球竞赛是

推动篮球运动有效发展的关键，是进一步提升篮球发展质量有效路径。高校篮球赛事竞赛体系单一，篮

球赛参赛结构不合理。部分高校校内竞赛赛事的数量以及质量不够，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够，参与度较

低，大部分赛事篮球赛参赛对象男子远超女子，全员参与度不高。培育机制不明晰，高水平比赛，学校

关注的是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忽视体育优秀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从而出现轻训练重招生，轻培养重现

成，轻过程重结果的现象[4]，学院体育学业与其他学院之间缺乏协商联办机制，人才选拔机制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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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高校、高质量、高水平运动员培养难度大。 

3.4. 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评价内容有待丰富 

体教融合的提出对高校各体育课程教学评价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传统的课程考核以出勤率、简单的

素质测试以及成绩得分作为评定要素已经不适应当前育人的标准。目前，在高校篮球教学评价体系中依

然存在评价目标偏移，对学生的考核成绩评定不合理的现象，以考核学生篮球的技术评定为主的结果性

评价，并未对学生整个篮球技能学习过程中学生参与情况、主动意识、团队合作意愿等内容进行全面考

核，尤其是设定的统一的指标体系中，并未体现出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此，只关注结果、淡化过程传统

的考核模式不利于以体育人，培育学生体育综合素养目标的实现。另外，篮球教学尚未建立健全对大学

生体育综合素养的全面评价指标体系。在深化体教融合持续推进过程中，篮球评价体系应当以大学体育

素养评价为方向，健全篮球教学评价体系，在评价内容方面应当从意识、知识、技能、行为及体质 5 个

维度指标进行全面考核，以提升篮球教学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提升学生篮球专业技能的同时，

帮助学生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 “体教融合”视域下大学篮球教学质量提升的应对策略 

4.1. 更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内容，创新“学练赛”一体化教学模式 

第一，体教融合视域下，提升篮球教学的质量与水平，篮球教师要主动更新教学理念，担当育人职

责，走出传统教学模式桎梏，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以“教会、勤练、常赛”为着力点，以学生

全面发展为目标，在篮球教学中对教学内容，教学态度，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革新，提升教学实效。 
第二，教学内容上，改变传统以技能传输为主的教学内容体系，不断更新优化教学内容设置。在篮

球教学课堂设计上，要坚持“学、练、赛”一体化教学模式，积极创新“课堂教学、自主锻炼、校园联

赛”深度融合的教学模式。对篮球教学内容积极构建专项化设置，根据设定的教学内容以结构化、情境

化主要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方法，培育学生的实际技能实战能力为发展目标，传递体育健康知识与篮球

技术有机融合发展能力，提升教学质量、学生学习效。一方面，篮球是一项团队运动，通过专业技能的

学习将其置身于教学、比赛场域中，考研团队组合技术，个人服务团队的能力，使学生能在比赛中灵活

运用。因此，篮球教学内容体系上要注重专业篮球技术的培养，注重篮球技能的深度学习。篮球教学内

容上要注重技术结构化教学，这种教学就是将技术有机地组合，使学生学会串联各项单一的技术，引导

学生在比赛或训练中熟练地运用技术组合。篮球教师积极带领学生在应用场景中创设情境，提升练习的

广度与深度，培养学生学习掌握篮球的专业基本技能，训练其对篮球的专注力、思考力和判断力。提升

学生学习篮球的主动意识，激发学生对知识技能深层的认知，强化其自身实践能力的运用。另一方面，

教训内容体系上，要重点关注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培育。在篮球教学中，通过技术的学习，激发学术运

动兴趣，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全面主要从体育锻炼意识与运动习惯的养成、体育锻炼健康知识掌握与运

用、个人意志品质、情绪调控以及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等方面全面培育学术的健康行为。师要采取多

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激发学生认知、实践等综合能力。 
第三，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基于体教融合的篮球教学要坚持培育学生体育综合素养为目

标，在篮球的学练中自发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因此，大学篮球教师要丰富教学方法，将现代教学

方法引入课堂，通过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有机结合的方式，提升教学能力，提升教学效果。教学中要熟

练运用讲解示范法、直观示范法、完整与分解法、预防与纠错法、游戏法、比赛法等方法，同时将现代

化的翻转教学法、发现教学法、表象教学法等方法合理的植入篮球教学场景中，激发学生学习的动能与

兴趣，有效促进师生的互动，也实现从只教知识技术向“传授方法、探寻未知、培养创新”和全面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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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转化，让学生学习不局限于单向地获取知识，而是掌握学习方法和练习手段。另外，教师要根据学

生的个体差异，在教学中善于运用分层教学、小组互助、自组织学练等形式培育合作意识，激发学生学

习的热情，通过这互相交流，相互学习与监督促进模式，提升体育课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全面提高教

学质量。 

4.2. 优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在体教融合发展理念下，加强高校篮球师资力量的建设，是推动体教融合篮球教学质量提升的中坚

力量，篮球教学改革，必须全面提升篮球的教师综合业务素质，配备篮球专业教师，优化学校篮球师资

结构，完善篮球教练员队伍，开足高质量的篮球课程，建立篮球专业训练队以及开展丰富多彩的篮球课

余训练。 
应当积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高校要加大力度培养篮球教师，篮球教师引进，提升教师入

职调条件，从教师的学历、年龄、职称结构、专业能力，是否具备篮球相关资质等全面考虑，引进综合

能力强的老师。也可以从体育专业或是篮球退役运动入手，引进高水平的专业篮球运动员、教练员、裁

判员等为大学篮球老师队伍注入高质量的新鲜血液，以全面提升篮球教师的整体质量与水平。第二，强

化教师能力培训，从篮球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教育知识、专业发展能力、教学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培

养。积极促进退役运动员、教练员与篮球教师互助合作，共同交流与成长，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一方面，

甄选教学经验丰富，篮球技术专业的老师，积极帮助青年教师的成长，从教学经验与方法，职业素养提

高、教学教法技巧等方面，主动性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尤其是对刚退役运动员、教练员，加强适应

环境的转变，实现由“赛场”向“职场”的思维转变，适应高校篮球教育角色转变，提升其教学工作能

力与责任[5]。另一方面，老教师要积极向年轻教师靠拢，学习年轻教师、退役运动员、教练员对篮球项

目先进的训练理念、前沿的训练技术方法的交流，积极发挥“以新促老”作用，通过交流学习，创新篮

球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可以为篮球训练队提供优质的指导技术，帮助训练队的快速成长，提

高竞赛成绩。 

4.3. 完善篮球竞赛体系，提升竞赛水平质量 

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大学竞赛体系急需完善与规范，需要开展丰富的课余训练和竞赛活动，帮助

学生积极参与到课余活动当中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第一，在体教融合发展路径下广泛开展校内外竞赛

活动。从学校层面，打通各学科之间的活动交流平台，搭建校、院、班三级篮球赛事活体系，创新篮球

赛事，开展丰富多样篮球赛事，积极打造建设“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篮球赛事，为学生常赛创造

条件，适当增设高质量篮球社团，建立院级学生篮球俱乐部、学生篮球运动代表队，积极组建篮球赛事，

培养学生运动习惯和意志品质锻炼，同时，为篮球运动后备人才培养打基础。第二，积极组建高校高水

平篮球训练队，从学校与各院里层面应当在人才选拔、训练竞赛、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高度的支持。高

水平篮球训练队的成立，是高校篮球教学水平与质量的最直接的反应。高校篮球训练队要始终坚持“以

体育人，以教化人”专业人才培养为目标，同时要促进大学校园校园篮球文化氛围的形成。通过专业篮

球队的训练，提升篮球队整体水平，强化篮球专业技能，增强队员个人以及团队的综合能力，能积极参

加省内外各级各类比赛，为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篮球项目的竞技人才而努力。另外，通过训练可以有效提

升学生的体育文化素养，提升学生参与篮球活动积极性、主动性，促成终身体育锻炼意识的形成，同时

通过篮球赛事，达到以赛促学的目的，强化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结协助精神的形成，培养期敢于

拼搏、积极进步顽强意志。高水平篮球训练队的训练，可以全面不断提升篮球竞赛的质量与水平，最终

达到实现以体育人、以体育智、以体育心的全面育人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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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体教融合视域下，高校篮球教学评价体系，关乎着学生全面发展和身体素质全面提升。以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为目标，建立科学、合理、规范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是提升篮球教学质量和实现新教学目标的有

力途径。篮球课堂教学评价应根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建立健全多元化和科学化评

价指标[6]，不仅能展现篮球专业技能技术水平掌握情况，能更加准确、全面的反应出学生体育素养的问

题。一方面，篮球教学课堂考核积极探索学生参与、师生互动的现实情况，增加过程性评价，从情感、

认知、行为、身体能力、技能等方面丰富教学评价内容，将学生在课堂教学、课外锻炼以及体育竞赛参

与的情况，对学生在篮球运动方面的理论知识、专业运动技术技能、实战能力、身体素质等方面进行全

面评定。另外，对学生在运动参与、运动习惯以及运动能力的主动意识与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设定，在

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注意非制度评价要素对学生学习兴趣、认知引导和情感知觉的激励价值。对学生在“学

练赛”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核，提升学生主动健康意识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真正实现以体育人

的价值。 

5. 结语 

新时代，落实体教融合、深化教学改革，提升育人效果，为学校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学校体育

也因此迈进了从“育体”到“育人”的发展观念转变的重要时期。大学篮球课程作为学校体育课程重要

组成部分，要始终坚持“协同育人”价值理念，努力提升篮球教学质量与育人功效、充分释放其综合育

人功能与价值。在体教融合视域下大学篮球教学改革应当从教学观念、课程目标、教学方式、培养方向

等方面展现出应有的行动自觉，引导一线教师积极转变观念，持续探究并不断审视破解篮球课程与教学

训练、体育竞赛、师资队伍与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难题，付诸实践；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健全综

合评价体系等，以达到课程育人、评价赋能的积极成效。大学篮球教学“育德”“育体”同向同行，不

仅要传授专业技能技术，更要培育学生体育素养，全面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通过篮球教学改

革，推动其“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多维教学目标的实现，为社会输送高质量的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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