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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日益深入，从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出
发，建立各学段相互衔接的“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更加迫切。
通过本文的研究，依据“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理论，将
排球校本课程开发作为研究的重点，针对排球项目特制定一体化
学习标准，力争打通小学到高中十二年排球校本课程体系通道，
让学生系统地掌握排球技能，最终达成终身体育意识的养成。

1  排球校本课程开发现状研究
要将本文研究科学深入，需要洞悉当前学校排球校本课程开

展现状并吸收宝贵经验，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及网络资源，
运用“一体化”体育课程理论促进校本课程开展的资料甚少，
因此，本文对于校本课程的一体化研究具有很强的科研价值，
为促进学校体育整体工作的开展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为此，
我们将开始“一体化”的排球校本教研、校本课程开发之路。

2  排球校本课程目标“一体化”
课程目标统领整个课程体系，在学校整体发展的统一部署

下，结合区域学校特色运动项目开展的要求，设置排球开发与
实施的目标，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的先决要素就是要将课程
目标一体化，确定好总目标及学段目标，为课程内容的设置、
课程评价的落实等都指明了方向。

2.1第一学段(1-5年级)。通过本学段的学习能够认识排球，
了解排球运动与其他运动的不同，并且初步了解排球基本的准备
姿势，移动方式及垫球动作要领，了解垫球、传球及发球技术动
作串联。学生能够积极参加体育游戏与比赛，遵守比赛规则，在
比赛中主动与同伴交流合作。

2.2第二学段(6-8年级)。通过本学段的学习能够完成一定难
度的学习与锻炼任务。掌握发球与传球等基本技术动作，熟悉发
球、垫球、传球三者之间的组合动作技术，能够将这些技术动作
运用到比赛当中，塑造胜不骄、败不馁的品质，引领学生正确的
认识自身的身体条件与运动能力。

2.3第三学段(9-12年级)。通过本学段的学习，能够让学生
充分爱上排球运动，主动玩排球，并知晓排球运动对身心发展的
好处，能够在排球比赛中灵活运用各项组合技术，并灵活处理场
上突发情况，做到团结队友、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学会调节自
己情绪的方法；能够让学生了解正规的排球比赛规则，胜任小裁
判角色，并能够组织小型比赛。

3  排球校本课程内容“一体化”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实施分层教学。针对不同学段和

不同水平，设置不同的学习内容，科学制定各个学段的学习内容
和评价标准，结合“十二年一体化”设计，水平一主要以能够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熟悉球性、排球游戏为主，水平二主要以准备
姿势和移动、垫球、发球和传球技术等基本技术为主，水平三主
要在巩固提高已学过的基本技术动作的基础上进行组合技术的学
练，体现出螺旋上升的层次性，避免出现低级重复学习现象，真
正做到了“教、学、评”的一体化，为排球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
了强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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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行动研究法、案例研究法、逻辑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排球校本课程开发的
目标定位、教学内容、实施途径、实施评价四位一体的“一体化”等进行积极探究，为学校排球校本课程的有序开展提供强有力的理
论与实践支撑，丰富教学内容和创新教学形式，促成“一校多品”的学校特色，达成健身育人的总目标，实现学生生命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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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球校本课程实施“一体化”
借鉴优秀经验，立足学校实情。试行三个向度的课程实施

途径，以课堂教学和社团活动为主体，以大课间和阳光体育活
动等课外活动为补充，以排球文化节和排球比赛等为拓展的整体
推进思路，形成立体课程结构，做到实施途径的“一体化”。

通过体育课堂“一体化”对于排球项目教学的普及，吸收
对排球有强烈兴趣的学生进入排球社团进行技战术提高，由排球
专业老师进行指导训练，以围绕垫球、传球、发球等组合技能
练习为主，发展学生的协调性、弹跳力和灵敏性为主的体能练
习为辅及简单战术练习穿插的课堂设计思路。大课间和阳光体育
活动通过组织活力排球韵律操及排球活动，在掌握排球基本技术
的前提下，不断激发全体学生的排球运动热情，形成浓厚的校
园排球文化氛围，为排球特色学校的打造提供助力。排球特色
文化建设很容易局限于经验操作层面，对学校整体发展产生极大
阻碍。为此，我们将积极探索特色化之路，从技术操作层面转
变为学校学校体育强文化的打造。比如，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排球文化系列活动不断丰富校园排球文化。并通过参加校内外及
课内外的比赛，为校园排球文化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5 排球校本课程评价“一体化”
体育课程评价是体育教学中持续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促进一体化体育课程有效衔接的重要环节。课程评价应摒弃传
统的评价模式，要从老师评价、小组互评、学生自评等三个方面
进行，以发展性评价为依据，注重对学习过程进行多元评价，采
取过程性评价（占60分）和终结性评价（占40分）相结合的方
式。我们设置了排球小达人、排球小能手、排球小健将三个级别，
并作为学分认定的重要依据。

6  结语
通过“一体化”的课程体系推进，将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都结构进来，不断清晰课程开发思路，
深化排球课程开发理念，为学校排球校本课程的有序开展提供强
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支撑。以学生发展需要为本，结合学校实际，运
用“十二年一体化”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和创新教学形式，打造精
品体育校本，通过精品校本进行辐射,促成“一校多品”的学校特
色，达成健身育人的总目标，实现生命的真实状态。通过“十二
年一体化”排球校本课程开发实施的研究与实践，提升了教师的
课程研究深度与水平以及增强教师的专业素养及教学能力，促进
体育学科团队的整体育人水平，为学校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树立
标杆。通过“十二年一体化”排球校本课程的开展使学生了解排
球文化，掌握排球基本技战术和基本理论，激发运动热情，促进
身心健康，培养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与公平竞争意识，树立起“能
赢敢输”的健康体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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