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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研究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进行了排球文化现状调查，对其学生、体育教师及校领导进行问卷调查，

最后得出：①学校校园排球社团、教学及运动氛围存在严重弊端；② 校园排球文化在学生获取途径及排

球理念理解上存在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① 多开展排球教学及相关的课外体育活动；② 校领导应大

力支持校园排球的开展；③ 通过排球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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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volleyball culture at Zhujiang Road Experi-
mental Middle School in Xiangshui County, targeting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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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① There are significant short-
comings in the school’s volleyball clubs, teaching, and sports atmosphere; ② The understanding of 
volleyball culture and concepts among students is inadequate, and there are limitations in the ways 
students access volleyball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①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volleyball teaching and related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
ities; ② School leaders shoul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lleyball culture; ③ 
Promo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rough volleybal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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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文化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也展示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良好的文化对人的精神、

品质、意识等都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而中小学校

园文化却不断出现问题，据调查现今中小学文化建设缺少物质投入、毫无特色、缺少创新性等问题[1]，
2004 年，我国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明

确指出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中，未成年人是我国未来的中坚力量，并且通过相关文化建设来提高未成

年人素质教育。2022 年，教育部颁发了《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修改版)》(以下称为《课

程标准(2022 年版)》)，其中强调了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通过建设中小学体育运动氛围，培养学

生体育核心素养[2]。因此，体育运动是建设中小学校园文化的良好手段之一。近年来，三大球在中小学

体育的开展中逐渐流行，深受学生的喜爱。而排球运动作为三大球运动的其中之一，具有悠久的发展历

史，作为一个隔网对抗项目，相比较于篮球、足球来说，安全系数更高，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其中，因此

排球运动成为了中小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目前，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与“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相关文献基本以高校体育文化为

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对于中小学校园体育文化的研究尚有欠缺，并且大多数文献均以“篮球”、“足球”

等体育项目为研究手段，因此，本次研究探索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校园排球文化现状，分析该校园排

球文化建设的不足，并查阅相关文献和访谈相关专家找出相关对策，旨在加强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校

园排球文化的建设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以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排球校园文化现状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万方等作为数据库进行检索文献及收集；并以“中学文化”and“排球运

动”or“中学校园文化”and“体育运动”or“中学排球运动”and“校园文化建设”等为关键词进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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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所检索文献作为本文提供相关理论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本次调查共发放 200 份问卷，校领导各 10 份，体育教师各 20 份，学生各 170 份，共设计了学校领

导、体育教师、学生三份问卷，就学校开展排球社团(体育教师)、学校在体育课上开展排球教学(体育教师)、
学校形成排球运动的氛围(体育教师)、在校园里与排球相关的东西有哪些(学生)等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2.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 Excel 软件对本次调查所得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反复计算，确保计算结果可靠，为本

文提供有利可靠的证据。 

3. 研究结果 

3.1. 体育课上排球教学开展现状 

排球运动具有隔网对抗性、趣味性等特点，中学体育教师可以有效结合游戏、竞赛等教学方法，促

进体育课堂的娱乐性，培养学生对排球运动的兴趣；并且在排球教学中融入中国女排精神，体育教师向

学生讲解中国女排艰苦训练为国争光的事件，促进学生对排球的热爱，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3]。因此，

中学排球教学应结合趣味性和中国女排精神，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对排球运动喜爱，促进校园排球文化的

建设。 
从表 1 可以得出，在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体育课堂教学中，排球教学开展较少，仅有 40%体育教

师开展排球教学，60%体育教师选择没有开展排球教学；表明排球教学在该校体育教学中占比较低，据调

查发现，该校学生主要进行田径、篮球和足球等运动项目。因此，响水县教育局应注重中学体育开展的多

样性，确保在中学体育教学中排球运动的开展，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将来高中体育衔接打下基础。 
 

Table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volleyball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at Zhujiang road middle school in Xiangshui 
county (n = 20) 
表 1. 响水县珠江路中学体育课堂排球教学开展情况(n = 20) 

 有 没有 不清楚 

总数 8 12 0 

百分比(%) 40% 60% 0% 

3.2. 学校排球社团开展现状 

长期进行规律的体育运动可以有效改善身心健康；初中阶段是青少年二次发育的关键阶段，仅仅依

靠体育课的运动量是远远不够的，而体育社团属于课外体育的一部分，可以弥补中学生在体育课堂中的

不足，也可以激发学生运动兴趣，为后期体育中考做铺垫。因此，开展排球社团在建设校园排球文化上

是非常必要的。本次研究随机抽取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 20 名体育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探讨该校排球社

团的开展状况。 
从表 2 中得出，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 80%的体育教师选择没有开展排球社员，且仅有 20%体育教

师选择开展排球社团，表明响水县珠江路中学开设过排球社团，但存在轻视现象；经过调查发现，该校

主要开展了篮球、足球、田径及羽毛球社团，因此出现不重视排球社团开展现象。 
综上所述，结合 3.1 和 3.2 发现，体育课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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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中排球教学占比较低，进而导致了该校体育社团在开展排球运动中出现了不重视的现象，因此，为

了提高该校排球校园文化，排球教学和排球社团的开展必不可少。 
 

Table 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olleyball club at Zhujiang road middle school in Xiangshui county (n = 20) 
表 2. 响水县珠江路中学排球社团开展情况(n = 20) 

 有 没有 不清楚 

总数 5 15 0 

百分比(%) 20% 80% 0% 

3.3. 学校排球运动氛围现状 

良好的运动氛围可以有效促进学生运动兴趣的养成，在现今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国家教育部要求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体育运动就是较好的促进手段；在体育运动中，排球文化深远，并且自身的趣味

性可以促进学生的兴趣养成，而校领导合理设置与排球相关的运动会，体育教学等，在校园中营造一个

良好的排球运动氛围[4]；因此，本次研究对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的排球运动氛围进行现状调查。 
从表 3 中得出，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有 90%的体育教师选择没有排球氛围，选择有排球氛围的体

育教师仅有 10%；表明该校基本没有形成排球运动氛围。对选择有排球氛围的体育教师访谈发现，这两

位教师所带班级中存在热爱排球的同学，在体育课中会组织学生进行排球运动，导致了两位体育教师认

为该校有排球氛围，同时校领导应注重此类问题，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促进教学发展，因此，响水县珠

江路实验中学排球运动氛围存在弊端。 
 

Table 3. The atmosphere of volleyball sports at Zhujiang road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in Xiangshui county (n = 20) 
表 3. 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学校排球运动的氛围的情况(n = 20) 

 有 没有 

总数 2 18 

百分比(%) 10% 90% 

3.4. 学生获取排球相关信息的途径调查研究 

学生是体验校园排球文化的主体，学生对排球运动的了解对后面校园排球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本次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学校广播、老师、排球俱乐部、网络传播、排球课和家长作为学生

获取排球相关信息的途径，并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从表 4 得出，选择学校广播、老师、排球课及家长途径获取排球相关信息的人数均小于 35%，表明

从这些途径获取信息的学生较少；而选择网络传播及排球俱乐部获取排球信息的人数均大于 85%，表明

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学生获取排球信息途径主要依靠排球俱乐部和网络传播。在校园排球文化中，学

校广播、网络传播属于隐性文化获取信息途径，而老师、家长、排球课及排球俱乐部属于显性文化获取

信息途径，而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主要以网络传播和排球俱乐部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是无法形成

浓厚的校园排球文化，据调查发现，我国女排的夺冠及电影《夺冠》的上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在电子

信息化时代中，学生可以通过这条途径简单便捷的获取排球信息，同时该校学生选择排球俱乐部人数大

于排球课人数，推断该校学生在排球俱乐部的体验感优于排球课，表明该校体育教师应更新排球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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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模式，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设计教学，激发学生运动兴趣，帮助学生获取更多排球知识。因此，

响水县珠江路中学应注重中学体育的发展，推动校园排球文化的建设。 
 

Table 4. Survey on channels for acquir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volleyball (n = 170) 
表 4. 获取排球相关信息的途径调查研究(n = 170) 

 学校广播 老师 排球俱乐部 网络传播 排球课 家长 

总数 28 45 145 156 56 26 

百分比(%) 16.47 26.47 85.29 91.76 32.94 15.29 

3.5. 校园排球理念的调查研究 

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越来越高，但是人们的身体健康却逐渐下降，而长期

规律的体育锻炼可以有效的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终身体育运动的理念被提出，这也导致的排球

运动理念的基础是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但是排球是隔网对抗的竞技运动，在竞技过程中，学生之

间的团队合作、相互排斥和包含也将会促进学生们的快乐、团结、合作、拼搏等理念[5]；本次研究以健

康、快乐、进取、拼搏、团结、合作等作为校园排球理念的选择；并对响水县珠江路中学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 
从表 5 得出，选择快乐和健康作为校园排球理念的学生最多，占比均高于 95%；其次是进取、拼搏

和合作，占比均高于 40%；而以团结作为校园理念的学生最少，占比均低于 32%。《义务教育体育与健

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指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因此，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体育教学中健康和快乐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表明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学生对健康

和快乐的排球文化的向往；在排球文化中，通过排球游戏或竞赛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品德，才能达到“立

德树人”的效果，同时由于女排夺冠等热度的传播，学生对排球运动的认知处于进取、拼搏和合作，最

后赢取比赛为国争光方面；反观团结选取人数较少，经过对少数同学访谈发现，该类学生认为团结需要

队友一定的磨合，且自身需要较强的运动技能，但是该校对排球教学的不重视，导致学生没有将团结作

为校园排球理念，同时中学生的心智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对团结的理解和体验并不足以使中学生完全理

解团结的概念。因此，响水县珠江路实验中学应以《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的指

导思想并结合学生需求，才可以创设良好的校园排球文化。 
 

Table 5. Basic situations of campus volleyball philosophy (n = 170) 
表 5. 校园排球理念的基本情况(n = 170) 

 健康 快乐 进取 拼搏 团结 合作 其他 

总数 162 170 92 78 53 69 30 

百分比(%) 95.29 100 54.17 45.88 31.76 40.58 17.65 

3.6. 开展校园排球活动对学生思想品质的影响 

新时代发展下，要求文化自信、体育自信才是建设我们体育强国的根本；一个良好的排球运动员需

要具备良好的意志品质和拼搏精神，排球运动员平时需要经历艰苦的训练，还需要在比赛中与队友团结

协作；因此排球运动对运动员的思想和品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本次研究对响水县珠江路中学排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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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文化对中学生的思想和品质的调查研究。 
从表 6 中得出，培养积极乐观的性格的学生最多，占比 95.29%，与表 5 所得结果较为一致，中学生

天性爱玩，响水县珠江路中学应以排球运动为教学手段，开设众多游戏竞赛，通过以玩带练的方法培养

学生对排球运动兴趣，促进校园排球文化的建设；而増强团结协作意识、培塑吃苦耐劳的品质、培养坚

韧不拔的意志、增强个人体育道德、提情感思想和提高心智水平选择人数相差较少，可能由于学生心智

发展不够成熟对意志品质的理解程度不够；反观选择其他的学生人数近一半多，占比 66.47%，表明可能

学生对思想品质的概念有所误解，表明宿迁市某某中学并不注重学生在思想品质上的教学；同时也说明

了响水县珠江路中学排球文化的建设不足；导致学生对排球精神的思想仅在培养积极乐观的性格上。 
综上所述；从教师角度和学生角度对响水县珠江路中学排球文化建设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对校

园排球开设状况，体育课堂上排球教学，排球的理念，排球对学生思想品质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最

后得出，响水县珠江路中学在校园排球文化建设上存在严重不足的现象，众多学生对排球理念和思想品

质不理解，这对未来我国体育强国的建设产生了重大的阻碍作用。 
 

Table 6. Basic situations of the impact of campus volleyball on students’ ideological quality (n = 170) 
表 6. 校园排球对学生思想品质影响的基本情况(n = 170) 

 培养积极乐

观的性格 
増强团结协

作意识 
培塑吃苦耐

劳的品质 
培养坚韧不

拔的意志 
增强个人体

育道德 提情感思想 提高心智水

平 其他 

总数 162 76 52 82 52 59 78 113 

百分比(%) 95.29 44.71 30.59 48.24 30.59 34.71 45.88 66.47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学校园排球社团、教学及运动氛围存在严重弊端 
在学校排球社团开展现状、在体育课上排球教学开展现状及在学校排球运动氛围现状调查中均发现，

响水县珠江路中学存在不足现象。 

4.1.2. 校园排球文化在学生获取途径及排球理念理解上存在不足 
学生从排球俱乐部和网络传播的途径获取排球相关信息较多，但是从校内相关途径获取排球运动信

息较少；学生对团结的理解和体验并不足以使学生完全理解团结的概念；并且学生对排球精神的思想仅

在培养积极乐观的性格上，以上结果均表明了响水县珠江路中学校园排球文化的不足。 

4.2. 建议 

4.2.1. 多开展排球教学及相关的课外体育活动 
建设排球校园文化的第一步是在体育课堂上开展排球教学，通过在体育课堂上的排球教学培养学生

对排球运动的兴趣，进而拓展排球运动相关的社团、比赛等活动，进一步促进学生对排球运动的掌握，

进行对学生的身心产生积极影响。 

4.2.2. 校领导应大力支持校园排球的开展 
校园排球文化建设需要得到校领导的支持，通过校园广播、教师等传播媒介给学生进行排球运动相

关知识的普及，这样可以间接的培养学生对排球运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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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通过排球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校园排球文化建设上，开展排球教学等活动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在如今素质教育的推广下，校领

导及教师应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思想，通过排球精神促进学生的思想品质的提高，从而促进学生

的德育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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