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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篮球教学开展现状

“小篮球”是一项使用小型篮球在特定场地进行的儿童体育

活动。2017 年 11 月我国启动了《小篮球发展计划》。推广小

篮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篮球人口基数，培养充足的后备人才。

篮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技能，它还具有教育功能，有利于青少年

的人生发展。发展小篮球运动就是为中国篮球事业打基础，为建

设体育强国和体育大国之路提供巨大的能量。

虽然开展已有五年之久，但小篮球的概念在小学体育教学范

围内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这直接阻碍了小篮球的发展。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在小学校园内，小篮球场地及器材的普及和规范程

度情况不理想。一方面，受环境因素限制，许多学校没有足够的

场地提供给学生进行小篮球活动；另一方面，学校所使用的篮筐

和篮球各有差别，许多学校仍在使用成人标准的篮球器材，这对

学生的运动兴趣、运动习惯和健康状况都有影响。

小篮球运动的发展基础主要是在学校，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师

是小篮球运动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师应该拥有过硬的专项教学能

力、专业知识素养和科研能力，只有这样方能使小篮球运动在学

校顺利的、有效地开展下去。但目前国内小学体育教师对小篮球

的概念并不深刻，大多对于小篮球项目特性的理解、器材的使用

以及教学方法没有明确的认识。

开展小篮球比赛也是专项教学的重要途径。小篮球比赛虽已

在国内多个地区的校园间广泛开展，但是还存在许多缺陷。作为

小篮球推广速度领先的城市，北京市在举办比赛中也出现了许多

问题。国内学者在分析北京市的小篮球发展过程中指出：在赛事

开展过程中，赛区分布得太过宽泛，有碍比赛的区域化进展；规

则制度不够完善，经常出现各个赛区施行不同规则的情况；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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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不够合理，经常出现强队和弱队在比赛刚开始的几轮碰面，

严重打击新发展小篮球的队伍信心。

由此可见，我国在小篮球项目教学开展方面的情况并不理想。

当我们和一些篮球强国进行对比时差异愈加明显。美国之所以成

功作为篮球大国，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世界最好的职业联赛，同

时也因为他们有成熟的儿童篮球的训练体系。美国小学生的篮球

训练会根据各个年级展开分组教学，使用负荷该年龄段儿童的篮

球相关器材。训练主要针对基本功，如运球、传球、投篮。主要

采用游戏教学法，开展以学生为主体，互动的体育教学。让每个

学生轻松愉快地参加训练，以技能和比赛的形式作为小篮球教学

考核目标。 同时美国也有健全的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体制。与我国

体校学生早早就过上职业运动员生活不同的是，美国学生在成年

之前都没有资格成为职业球员，但是他们可以得到一些社会组织

如NBA球员工会的邀请，参加各种水平篮球夏令营；一些高水平

学生运动员也会得到俱乐部的长期追踪关注，定期参加职业球队

组织的更高级别的训练营。 西班牙之所以能在21世纪以后持续在

各项国际篮球赛事上和美国分庭抗礼，是因为他们发展了像足球

一样的青训体系，并且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力量，保持了小篮球项

目有的科学发展。我国应该学习美国和西班牙等西方篮球强国培

养篮球后备人才的成功之处，从基层做起，关键是要正确并广泛

地普及小篮球运动，开展小篮球项目的教学。

2  小篮球应用价值

阻碍小篮球发展的根本的原因可能是人们对于小篮球的应用

价值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国内研究对小篮球的研究主要涉及

的是总体性的建设问题，具体的实证研究尚且不足。因此理解小

篮球运动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有助于更好地推广小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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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篮球项目在全国范围普及夯实根基。

小篮球和标准成人篮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使用的篮球和篮筐

不同。已有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解释，少年儿童进行篮球运动时

有必要使用特定的场地和器材。若使用的场地和器材和少年儿童

所能承受的负荷不相适应，可能使儿童养成错误的运动习惯甚至

导致运动损伤；而在球场上用尽全力却投不进球又会使其身体疲

惫、情绪低落，从而对篮球运动丧失信心和兴趣，压制了少年运

儿童的爱好。然而，国内仍然有许多小学在使用成人篮球的器材，

忽略了儿童身体发育过程的规律。

为了证实适合儿童的篮球设施更有利于培养小学生的篮球兴

趣和技战术水平，Ortega-Toro等人组织了当地四支小学男子篮球

队进行比赛。所有比赛均在标准的篮球规则下进行，但比赛的篮筐

高度分别为官方篮筐高度3.05米以及修改后的篮筐高度2.80米。

研究团队采集了12场比赛中的2286个进攻片段，通过分析多个维

度的指标，包括投篮动作、投篮效果和出手选择；进攻阶段的持续

时间、类型、传球次数和效率；心率；自我效能、集体效能、合作

度和享受程度，来评判小篮球运动员在不同篮筐高度条件下的技战

术动作、比赛参与度、自我效能的变化。结果表明，修改高度后的

篮筐促进了比赛中快攻和长传进攻的发生；球员投篮选择的合理性

以及命中率都得到了小幅度提高，同时球员的自我效能和享受程度

也得到了提高。另一项研究比较了使用三种不同尺寸和质量的篮球

（标准485g, 69–71 cm；小球440 g, 69–71 cm；大球540 g,

69–71 cm）对9-11岁男性小篮球运动员比赛中运球、传球和接

球成功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小篮球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使用

小号篮球时的运球表现、传球次数和接球成功率显著高于使用标准

篮球；而使用大号篮球时的各项指标均显著低于使用标准篮球。

诸如此类的研究国外还有许多， Alonso等人通过对比赛进程

的顺利程度和比赛观赏性的综合评价，总结出小篮球运动的三分线

需要针对各年龄段运动员进行适应性调整。Pangrazi等人在研究小

学生篮球教育时，通过力学计算和分析使用不同大小和质量的篮球时

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得出了适合每一年龄段球员使用的小篮球规

格。小学阶段的少年使用的篮球设备的可改装程度格外重要，适合各

年龄段的篮球尺寸和篮筐高度有助于培养正确的篮球技术动作，增加

学生的学习兴趣。综合一项研究结果，使用适合儿童高度的篮筐和适

合儿童尺寸和质量的篮球可以为小学生球员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以此帮助小学生运动员从小篮球的环境过渡到标准的成人篮球环境。

除了对于运动技能和身心健康的培养，参与小篮球运动还被证

明有助于缓解特殊儿童的病理症状。Wang等人将33名接受常规康复

计划的学龄前孤独症儿童随机分成了小篮球训练组和对照组。经过

12周干预后，研究团队发现小篮球训练可能会积极影响学龄前孤独

症儿童的执行功能和核心症状，推测小篮球训练计划可以作为一种补

充干预措施来缓解自闭症的核心症状，并增强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的执

行功能。这项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小篮球教学的应用价值不仅体现在专

项能力和运动水平的提升，更体现在了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发展。

少年儿童阶段不仅是培养篮球基本功的关键时期，更是建立

终生体育概念和身心发育的黄金时期。如果中小学阶段采用适合

少儿身心特点的篮球器材场地，使其技术规范，心情愉快、感觉

良好地掌握篮球技术，享受篮球运动，无论对我国学校教育“健

康第一”思想的实现、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还是对我国篮

球后备力量的培养，都具有积极意义。

3  展望

小篮球项目正式推广已有五年的时间，但国内小篮球教学的

开展现状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因为大众对于小篮球的应用价值

的理解不够深刻。在未来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实证研究，探索

小学生在小篮球环境和成人篮球环境下的比赛表现以及身心发展

的变化，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小篮球的特殊价值。与此同时，我

们也应当抓紧落实小篮球的场地设施以及专项的师资人才。

体育器材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小学体

育教学中，场地和器材设施是保障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课余身体

锻炼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也是监督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学校体育

教学质量和规范学校体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尤其对于小篮球项目而

言，规范的场地和器材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兴趣和信心。学校应加强

对学校篮球场地、器材的经费投入，有计划地加强体育器材配置。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可以在教学考核中对小学的体育设施投入情况

加强监督和检查，逐步完善小学体育设施配置。 对于条件有限的

学校可以考虑借用周边学校的场地，同时也可以达到学校间相互交

流的目的。在开展小篮球运动的同时，学校也必须做好安全防护措

施。在使用正规小篮球器材的基础上，应定期对学生进行安全教

育，在体育教学和自由活动时紧密关注学生状况，一旦发生意外应

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学生也应当树立运动风险防范意识，积极热

身，使用正确的技术动作，全方面做好运动风险管理。

受限于小学体育教学方式，一位体育教师需要负责所有体育

项目的教学，势必会遇到许多专业领域以外的体育知识。对于小

篮球项目而言，小学阶段是打好动作和技术基础的关键时期，对

篮球专业知识的要求非常高。因此小篮球教师必须提高自身专业

知识。小学体育教师应当多参加教研活动，在课余时间多补充小

篮球相关知识。小篮球是一个相对新兴的项目，相关的规则和知

识都在不断更新，体育教师需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最新的小篮

球相关信息。学校间可以定期进行师生的小篮球交流，互相学习

教学过程中的优点，在互助学习中加强自身专业性。

参考文献：

[1]路俊奇.北京市小篮球运动的推广及发展对策研究[D].北

京体育大学,2019.

[2]张元文,王家宏.中、小学篮球器材和场地规格国家标准的

研究[J].体育科学,2006(03):80-85.

[3] Ortega-Toro E, García-Angulo FJ, Giménez-Egido

JM, Palao JM. Effect of scaling basket height for young

basketball players during the competition: seeking out

positive sport experiences. J Sports Sci. 2021 Dec;39

(24):2763-2771.

[4] Arias JL, Argudo FM, Alonso JI. Effect of ball mass

on dribble, pass, and pass reception in 9-11-year-old boys'

basketball. Res Q Exerc Sport. 2012 Sep;83(3):407-12.

[5]Pangrazi R P.Dynamic Physical Education for El-

ementary School Children[J]. Tetrahedron Letters, 2013,

36(44):8083-8086.

[6] Arias, José L,Argudo, Francisco M,Alonso, José

I. Effect of the 3-Point Line Change on the Game Dynamics

in Girls' Mini basketball[J].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

ercise and Sport,2009,80(3).

[7] Wang JG, Cai KL, Liu ZM, Herold F, Zou L, Zhu LN,

Xiong X, Chen AG. Effects of Mini-Basketball Training

Program on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Core Symptoms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Brain

Sci. 2020 Apr 30;10(5):263. doi: 10.3390/brainsci10050263.

PMID: 32365853; PMCID: PMC7287705.


	教育教学 22年5期电子清样（印刷版）（1）_164.pdf
	教育教学 22年5期电子清样（印刷版）（1）_16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