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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选取更好的教学方法，本研究对30名受试者的考试成

绩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为后续的田径普修课能顺利开展提供一定

的参考。我校历年来实行教考分离制度，教学目标和任务明

确、具体，教学内容针对性强，场地器材有保障，教学与科

研齐头并进，为预期的教学效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目前，教

学改革已经成为主流，但“分解与完整法”教学方法依旧处于

主导地位[1]。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延大体院体教专业男生15 名，社体专业男生6 名、女生9

名，共 3 0 名。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查阅了相关的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 40

余篇。

1.2.2教学实验法

30 名学生都作为实验组，采用了完整教学法授课。教学时

数为 1 6 学时，没有进行课后辅导。为了统一考试尺度，由学

院安排其他教师监考。

1.2.3观察法

观察内容：学生的情绪变化、注意力是否集中、身体的疲劳

程度、伤病情况及每一次动作的规范程度、间歇时间、练习时间

和次数等。

1.2.4测试法

主要采用考试的实测数据，技术评定分数仅作为参考。

1.2.5数理统计法

使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对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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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数据进行了相对数分析、正态性检验和频数分布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按照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体教18级安排了两个学期

的田径普修课，社体18级只安排了一个学期。

2.1 30名学生的及格率和构成比

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100m 的及格率能达到100%。在整个

背向滑步推铅球教学中采用完整教学法，并在教学课时少的情况

下能够取得较理想的教学效果[2]。

从及格率看出，在五项考试中，及格率的排名为：100m 第

一，跨栏跑第二，跳高第三，铅球第四，标枪第五。合计率

为90%，说明总体水平达到了优秀，也说明完整教学法在实践课

中的运用基本成功。

从构成比看出，所占比例大小的排序为：跳高第一，100m第

二，跨栏第三，铅球第四，标枪第五。在五个项目中，跳高在整

体中占的比重最大，标枪最小。

2.2 男、女生在三项考试中及格率和构成比

表2      男生在三项考试中的及格率和构成比

（数据来源：用普通计算器通过公式计算得出的及格率和构

成比）

由表2 数据可以看出，从及格率来看，跨栏跑第一，跳高

第二，标枪第三。跨栏跑和跳高的及格率达到了优秀，而这两项

是田径项目中难度比较大的。完整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正确的

栏间跑节奏，使栏间跑与跨栏步结合密切，有利于速度的连续

发挥[3 ]。

从构成比来看，所占比例大小的排序为：跳高第一，跨栏

第二，标枪第三。在三个项目中，跳高在整体中占的比重较大。

表3        女生在三项考试中的及格率和构成比

项目
考试人数
（人）

及格人数
（人）

不及格人数
（人）

及格率
（%）

构成比
（%）

100m 15 15 0 100 18.5

铅球 15 13 2 86.7 16.0 

标枪 15 12 3 80.0 14.8 

跨栏 15 14 1 93.3 17.3 

跳高 30 27 3 90.0 33.3 

合计 90 81 9 90 100

项目
考试人数
（人）

及格人数
（人）

不及格人数
（人）

及格率
（%）

构成比
（%）

标枪 6 5 1 83.3 16.1

跨栏 6 6 0 100 19.4

跳高 21 20 1 95.2 64.5

合计 33 31 2 93.9 100

项目
考试人数
（人）

及格人数
（人）

不及格人数
（人）

及格率
（%）

构成比
（%）

标枪 9 7 2 77.8 31.8

跨栏 9 8 1 88.9 36.4

跳高 9 7 2 77.8 31.8

合计 27 22 5 81.5 100

表1      在五项考试中的及格率和构成比

（数据来源：用普通计算器通过公式计算得出的及格率和构

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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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用普通计算器通过公式计算得出的及格率和构

成比）

由表3 数据可以看出，及格率的排序：跨栏第一，跳高和

标枪并列第二。在标枪、跨栏跑和跳高三个项目的考试中，男

生的及格率都高于女生。说明在同样的学习环境下，男生比女

生能更快的掌握完整技术动作，并在考试中能正常发挥。

构成比的排序为：跨栏第一，跳高和标枪并列第二，跳高

在整体中占的比重大。

从合计率数值来看，男生为93.9%，达到了优秀水平；女

生为81.5%，达到了良好水平。

2.3 正态性检验

表4        21名男生跳高成绩的检验统计量

（数据来源：通过正态性检验，主要输出结果：检验统计量）

表5       9名女生跳高成绩的检验统计量

（数据来源：通过正态性检验，主要输出结果：检验统计量）

结果显示：渐进显著性P=0.353 ＞0.05，可以认为男生跳

高成绩的概率分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P=0.368＞0.05，也可以

认为女生跳高成绩的概率分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说明男、女

生的考核标准比较合理。

3　结论

3.1完整教学法适合普通高校田径普修课的教学，产生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与男生相比，女生掌握动作较慢。

3.2男生比女生学习技术动作的效果好、心里状态稳定。在

教学过程中，要区别对待。

3.3完整教学法的教学效果达到了学校的要求:考试成绩成正

态分布。

4　建议

4.1 场地、器材的保障措施

教师教学、科研都离不开场地器材的使用，所以在教学过

程中，能保障场地器材的正常使用和不冲突，也是关键的一环。

4.2教法的安排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其教学效果存在着差异性，融直观与思

维结合和身体练习为一体[4]。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才是最好的，

但不一定是最新颖的。在以后的教学中，男生班可以采取完整

教学法；男女合班的以完整教学法为主，适当穿插使用其他教

学方法作为补充。如讲授法、示范法、分解与完整教学法、练

习法与纠错法等[5]。

4.3影响因素

上课时间段一般安排在下半年，会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

素。如雨、雪、风、天气干冷、学校组织的活动等都是无法控

制的。

4.4教法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把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去掉，也可以运

用一些新的教学手段，如幻灯片或视频的放映，手机则是最好

的应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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