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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民族地区高校篮球文化特点构建校本公共体育

篮球教学体系研究

王　剑

（西昌学院体育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　要：篮球作为竞技体育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篮球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属于各地区的篮球文化。在民族地区，由于篮球受民
族文化影响，也使得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篮球文化。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民族地区高校也需结合当地篮球文化特点，对传统公共体

育篮球教学体系进行创新，构建民族地区高校的校本公共体育篮球教学体系，提升高校公共体育篮球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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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ketball,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petitive sports, has formed a basketball culture belonging to various regions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asketball. In ethnic areas, basketball is influenced by national culture, which also makes it form a unique basketball culture. 
With the deepening of quality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also need to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basketball culture, 
innovate the traditional public sports basketball 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 the school-based public sports basketball teaching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ports basketbal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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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也迎来了全新
的发展机遇，篮球在校园中的普及率也有着较大程度上的提升。而
在民族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公共体
育篮球教学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相关设备设施存在配备不足，
缺乏专业教师等，均限制了民族地区高校篮球事业的发展。

一、篮球文化概述
（一）含义
篮球属于集体性的竞技体育项目，其在运动的过程中对于技

巧以及队员之间的合作均有着较高的要求，深受全球人民喜爱。篮
球的出现时间较早，发展至今已经不仅只是一项球类运动，更形成
了社会文化。从篮球文化的含义来看，其指的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人民在长期的篮球运动中，对篮球的运动特征以及技巧不断进行总
结，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创新，从而形成的具有当地特
征的文化 [1]。而这种文化类型较多，且分为有形文化以及无形文化，
并包括精神层面上的文化以及物质层面上的文化。在当下，篮球文
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社会财富的一种表现形式，可集中反映出
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意识形态内容。篮球文化的内涵不仅包括社会
财富，更反映了社会制度特征以及篮球特征等，人的思想与行为也
可在篮球文化中进行体现。随着篮球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篮球文
化也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以及地域性特征 [2]。

（二）特征
1. 融合性特征
融合性特征是民族地区高校篮球文化的突出特征。从我国篮

球文化的发展来看，篮球在我国的起步时间相对较晚，在西方文化
传入我国之后篮球文化也随之传入，并不断得以普及。而在新中国
成立之后，各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苏联的带领下掀起了一场学
习篮球的风潮，我国在这一时期也初步奠定了篮球文化的雏形，即
在技巧上以小、快、准的战术风格以及技巧风格。而在实施改革开
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全新阶段，与国际也在不断接轨。

受全球化的影响，我国在篮球文化上也加大了对于 NBA 等重大篮
球赛事的研究力度，开始学习其篮球文化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实际
国情加以应用。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篮球文化呈现出明
显的中外融合特征。在当下，我国也在不断聘请国外优秀教练来指
导我国篮球的发展，更选送一些优秀的教练以及球员去国外进行训
练，篮球交流在当下的频次也有着显著的提升 [3]。

而篮球的这种融合性特征不仅表现在中西方的融合上，更体
现在其也是科学以及文化的一种融合。篮球文化不仅包含了运动员
本身的个人素养，如身心素养、思维方式、合作能力以及战术技巧等，
更涵盖了一些政治层面以及经济层面上的内容。在研究运动员技能
提升的过程中，除需对其体能以及心理素质等进行研究之外，还需
对于心理学、社会学等内容均进行研究。不仅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
更属于社会科学的内容。而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篮球文化中，相较于
汉族地区，民族地区有着属于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在篮球文化上，
其也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4]。

2. 民族性特征
在我国民族地区的高校篮球文化中，其具有浓厚的民族性特

征，集中体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在传统文化中不畏艰险、勇于
拼搏的民族特征，而这种特征也极大的促进了我国民族地区高校在
篮球发展水平上的提升。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高校在篮球运动不
断发展的促进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校中的学生在思想以及性格
上均产生影响 [5]。随着民族工作在我国受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高
校作为民族工作开展的重要战场，更应重视篮球文化在其中所起到
的重要促进作用，在公共体育篮球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重视保持其
原有的民族性特征，更应重视这种民族性特征对于篮球运动可起到
的促进作用。

3. 社会性特征
社会性特征也是民族地区高校篮球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

我国，篮球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发展也可起到一定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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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从高校篮球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其可全面提升学生的身体素
质，树立学生终身锻炼意识，提升学生的合作能力，更满足学生实
现自我价值的诉求，而这也说明篮球文化的社会性特征可通过其社
会价值所体现出来 [6]。

二、民族地区高校校本公共体育篮球教学体系的构建策略
（一）做好校本教材的开发
从民族地区高校的公共体育篮球教学现状来看，民族地区由于

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对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也使得其在高校教育
水平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公共体育篮球的教学受重视程度较低，
在教材上也存在欠缺，校本教材没有得到及时开发，也给教学造成
一定的影响。为提升民族地区高校篮球教学水平，需结合篮球运动
的特点以及民族地区高校的文化特点做好校本篮球教材的开发。而
在教材开发的过程中，需明确教学目标，为开展教学指明方向。更
要在目标的制定上留出一定的空间，便于学生更好的发挥其主观能
动性。在制定教学目标时，还需重视其实用性，深度挖掘篮球文化
中与社会所需相适应的内容，使得学生能够实现学以致用。围绕教
学目标来做好校本教材的开发工作，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
得学生能够将篮球作为自我提升的一种有效方式，培养学生团结协
作以及创新进取的精神，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7]。

（二）完善课程设置
民族地区高校由于对于篮球教学的重视程度较低，导致其在

课程设置上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公共体育的课时整体较少，篮球课
程的课时更为不足，无法满足学生篮球运动所需 [8]。针对于此，在
构建校本篮球教学体系的过程中，需结合实际情况适当增加课时，
提升篮球教学在体育课时中的占比。为提升教学质量，高校在课程
设置上，也需以提升学生的适应能力为主，可适当减少对于学生篮
球技能的要求。

同时，可利用课外活动的方式来弥补篮球课时上的不足。高
校可定期举办篮球竞赛，可依照实际情况决定篮球赛的规模，如校
际篮球竞赛以及院系级别的篮球竞赛等。更可利用篮球社团以及篮
球队等方式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篮球运动的机会，并为喜爱篮
球的学生提供科学的指导。而在篮球队以及篮球社团的建设上，需
提升重视程度，加大投入力度，提升篮球队以及篮球社团的建设水
平，为构建一校一品打下坚实的基础 [9]。

（三）优化教学内容
在民族地区高校公共体育篮球的教学中，由于受到传统教育

理念以及地区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篮球教学内容上也存在一定的滞
后性，仅以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为主，忽略了篮球教学在提升学生
综合素养上可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也使得教学内容存在一定的片面
性，如缺乏理论课程，文化内涵的宣导不足，运动损伤预防知识缺
乏，且教学模式也较为单一，仅以教师讲解并示范，由学生进行练
习为主，这也使得学生缺乏篮球学习的积极性。而在篮球的实践教
学上，也仅对战术以及技能的教学重视程度较高，教学内容的趣味
性不强，也无法提升学生在篮球教学上的参与度。

而在优化教学内容上，需结合民族地区高校的篮球文化特征
进行，将融合性、民族性以及社会性的特征渗透到教学内容的优化
上，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也提升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在实施的过程
中，需对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进行合理把控，由于学生自身的身体
素质不同，在篮球运动上的完成度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利用统一
的教学内容开展教学可使得水平较差的学生无法达到教学目标，更
使其丧失学习积极性 ；而水平较高的学生也无法得到进一步提升。
对于教师来说，可依照分层的原则来设计教学内容，使得不同水平
的学生均在学习中有所收获。在篮球课程内容调整上，教师还需重
视增加理论课程内容，将篮球文化、运动保健等内容作为教学重点，
使得学生更好的掌握篮球文化内涵，更提升对于篮球运动的认知程
度，在运动的过程中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几率。

在教学模式上，教师也需对其进行创新，需发挥传统集中教
学模式的优势，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开展对于学生的教学，使得学
生对于篮球以及篮球文化形成正确的认知，树立学生的运动意识。
同时，教师也需利用微课以及慕课等多种现代化的教学模式来开展
教学，提升教学的趣味性。

（四）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对于保障教学顺利进行，提升篮球教学

质量等均可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传统民族地区高校开展篮球
教学的过程中，其在教学评价体系上并不完善，考评模式极为单一，
仅结合学生平时成绩以及其技能掌握程度来对学生进行考核，片面
性较强，也不利教学质量的提升。而在校本篮球教学体系的构建中，
也需对教学评价体系进行完善，利用过程性评价取代原有的结果性
评价，并将学生篮球文化和篮球理论的掌握程度，技能水平，合作
精神以及学生在篮球活动中的表现等均纳入到教学评价体系中，全
方位的开展对于学生的考评。同时，需转变传统教学评价仅由教师
进行的局限性，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评价中，利用自评以及互评的
方式来进行点评，便于学生在自评以及互评中更好的发展自身的不
足之处，实现学生之间的优势互补。更要鼓励学生对于教师进行点
评，如教师的教学能力等，激励教师不断调整自身的教学内容以及
教学模式，真正提升民族地区高校篮球教学水平。

（五）做好软硬件的建设
篮球运动对于软硬件设备均有着较高的要求，部分民族地区

高校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发展篮球运动中软硬件设备建设均
不完善，也限制了其教学质量的提升。而在构建校本篮球教学体系
的过程中，在软件建设上，需做好教师队伍的组建，可选择专业水
平较高的人才来充当高校篮球教师，并强化对于教师的培训，构建
长效培训机制，利用讲座以及培训班等方式来全方位的提升教师的
教学能力。还可利用公开课以及技能展示的方式来为教师提供展示
机会，并从中发现教师在教学上存在的不足之处，有针对性的开展
对于教师的培训。而对于教师自身来说，除不断提升自身的篮球技
能之外，也需重视提升自身的篮球文化以及篮球理论知识的掌握水
平，不断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找出专业与学科与篮球教学上的共
通之处，做好融合教学，提升篮球教学的实用性。

而在硬件设备的建设上，民族地区部分高校在办学条件上较
差，篮球运动场地不足，设备设施也欠缺，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学
生参与篮球运动的积极性下降。并且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受到硬
件设备不足的影响，给教学的顺利进行造成阻碍。而在构建校本篮
球教学体系的过程中，需重视硬件设备的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重新对篮球运动场地进行规划布局，改善运动场地，并为学生配备
相关的器材设施，保障篮球教学的顺利进行。

结语 ：民族地区高校由于受到民族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篮球文化上也呈现出明显的融合性特征、民族性特征以及社会性
特征，其集中反映出民族地区高校的篮球发展水平。为保障民族地
区高校篮球运动的顺利进行，可利用构建校本公共体育篮球教学体
系的方式进行，结合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情况，做好校本教材的开
发，完善课程设置，优化教学内容。更要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做好
软硬件的建设工作，提升民族地区高校篮球的发展水平，带动民族
地区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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