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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梧州市卫生学校学生气排球兴趣的调查研究
朱坤凤　梁日威　梁庆云

（梧州市卫生学校，广西 梧州 543000）

摘要：本文对梧州市卫生学校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气排球兴趣情况进

行了调查分析。通过分析，探讨有效策略，激发学生对气排球兴趣的热情，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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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排球运动在体育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气排球运

动作为梧州市卫生学校体育课堂的主修项目之一，同时每年举办

的校球类运动会都有排球比赛，普及程度是很高的，但学生对排

球的兴趣不浓，在课堂的练习兴趣不高，课余参与气排球运动的

学生人数不多，情况不容乐观。

及时了解学生对气排球兴趣的状况、动机、影响因素等方面

信息，寻找提高学生对排球学习兴趣的对策及建议，加强学生参

与气排球运动的兴趣、时间和价值，促进学生参与气排球运动的

比例，树立终身学习气排球运动的意识，以增强学生体质，培养

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对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梧州市卫生学校在校 200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学术期刊网（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的相关文献检索，

以关键词“气排球兴趣”进行搜索和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查

阅了与本课题有关的著作，为本论文的撰写奠定了理论基础。

2. 问卷调查法

对梧州市卫生学校在校学生随机进行调查，调查涉及了气排

球的学习兴趣情况和因素制约情况等。

3. 数理统计法

论文运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和 Excel 工作表对问卷的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论文统计结果多以简单的百分数表示。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梧州市卫生学校学生情况分析

经调查得出，该校生源地的情况，农村生源地占 72.5%，非

农生源地占 23.5%，可知梧州市卫生学校学生以农村生源为主。

男女生比例相差较大，女生占 73.5%，男生占 26.5%，可知该校学

生女生较男生多。

（二）梧州市卫生学校学生对气排球兴趣的现状分析

表 1　梧州市卫生学校学生对气排球兴趣的现状

男生 女生

调查项目 是 一般 否 是 一般 否

% % % % % %

是否喜欢气排球 27.6 31.1 41.3 14.5 26.4 59.1

是否参加过体育气排球比赛 13.7 0 86.3 10.8 0 89.2

课外是否经常参加 20.2 0 79.8 12.1 0 87.7

很明显，该校学生喜欢气排球以男生为主，性别的差异制约

着普通专业学生喜欢气排球的兴趣。气排球运动以集体与娱乐为

一体，既能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活跃校园气氛又能增强身体素质，

可学生对气排球运动兴趣情况不容乐观，特别是女生

（三）影响学生参加气排球运动的因素分析

1. 气排球理论知识对学生气排球兴趣的影响

普通学生对气排球感兴趣的少之又少，更不会去学习气排球

理论知识，可越是对气排球理论知识不了解，就越不会参与到气

排球运动中，甚至会产出厌倦的心理。

2. 个人因素

表 2　个人因素对气排球兴趣的影响的统计表

类别 心理因素 生理因素 怕伤 不感兴趣 其他原因

人数（n） 30 27 91 32 12

百分比（%） 15.6 14.1 47.4 16.7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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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气排球兴趣是受多方面影响的，他们对气排球运动的

认知因素、运动基础有一定的欠佳能力，再之专业差异、身体形

态等因素也制约着气排球兴趣的发展。在喜爱与不喜爱的气排球

运动中，个人因素是影响其选择的主导因素。

3. 外在因素

调查发现影响该校学生参加气排球运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个体缺少同伴一起参加运动，从而放弃该项运动。其次影响学生

参加气排球运动的是缺少场地器材。可见场地器材的优劣和管理

严重影响到学生对气排球运动的兴趣。天气气候的变幻莫测、环

境的优美程度等，也会影响学生参与体育的情感。

三、提高中职学生对气排球学习兴趣的方法与途径

（一）建立快乐体育的理念是提高气排球学习兴趣的方法和

途径的前提

在气排球学习中，要抓住气排球的娱乐性强、容易比赛等特

点，利用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热情，

使他们在气排球学习过程中体会“快乐体育”给他们带来的成功

与愉快，才能提高气排球兴趣与积极性。

（二）优化和管理场地、器材是提高气排球学习兴趣的方法

和途径的保障

目前梧州市卫生学校的气排球场地太不符合要求和管理不当，

器材欠缺。例如网的高度就使大多数女学生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

而不能愉快地参与气排球运动。因此校方可选择适合学生身体条

件的场地，使他们在阴凉的地方愉快地参与气排球运动。

（三）提高各方重视程度

学校领导和校体育老师的重视程度也是影响学生学习气排球

兴趣的因素，要促进学生气排球兴趣，注重其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

可提倡其参与气排球运动来减轻其学习压力。

（四）强化气排球理论（基本）知识的传授，加强气排球运

动作用的宣传

学生对气排球兴趣与理论知识掌握程度有一定的影响，可利

用非上课时间开展气排球知识讲座、知识竞赛、裁判知识等来促

进对气排球的认识，从而培养其气排球学习兴趣。学生的气排球

理论知识提高可以使学生在气排球运动中提高了理解能力、接受

能力，增加学生对气排球的欣赏能力，激发学习兴趣。

创造气排球氛围，大力宣传气排球的健身意义。除了每年举

行一次球类运动会（气排球项目比赛在其中）外，各班级之间要

经常举行友谊赛，可以激发他们气排球学习的兴趣，加大宣传力度，

培养他们对气排球运动的情感。

（五）克服心理障碍，从情感上激发学生自我实现

学生在气排球学习过程中，往往对于能否正确地掌握各种气

排球动作，缺乏必要的信心和勇气。应该加强学生意志品质的培

养和训练，克服其心理障碍，增强学习信心。同时，学生也还会

产生新的畏难情绪。受到自身的意志品质、兴趣态度以及场地器

材状况等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缺乏兴趣或动机不端正的体现

则会直接地影响学生的气排球运动。提高学生对气排球学习的认

识和增加吸引力，使学生产生愉快的情感体验。

四、结语

学习兴趣是在学习活动中产生的，并成为学习活动的动力，

使学习活动变得积极、主动，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强课

外气排球的热情度，提高普通学生的气排球参与热情，提高对气

排球兴趣和喜爱，以达到强身健体、减轻学习压力、结交好友等

需求，在参与气排球运动中实现自身价值。

（一）梧州市卫生学校学生气排球基础理论知识基本上没有，

缺乏理论，对其运动没兴趣。

（二）目前梧州市卫生学校体育活动氛围较活跃，但对气排

球运动缺乏兴趣，这是由个人因素所致。如：大多数学生出身于

农村，之前基本没有接触过气排球，女生较男生多，心理、生理

等制约着对气排球的兴趣。

（三）外界因素的影响，学生参与气排球运动的热情不高。如：

场地、器材有限，场地器材质量情况欠佳，场地管理不善，天气

坏境等条件的制约等。

（四）其他因素也制约着学生对气排球兴趣的的发展。如：

宣传力度不够，学业就业压力，自身压力等对气排球兴趣有一定

的影响。

（五）建议

1. 加大宣传力度：应合理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气排球理论知识

的相关讲座。

2. 学生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克服自身不良因素，充分合理分

配自己的课余时间来积极创造条件，参与气排球运动。

3. 校方相关管理部门改善运动场地，合理管理场地器材，创

造有利于学生参加气排球锻炼的环境和条件，尽可能共享学校的

设备和器材，如：开放体育室内球场馆，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

运动环境，满足学生课外参加气排球运动的需要。

4. 定期组织竞赛活动，鼓励和支持学生积极参与气排球活动

中。通过竞赛活动，普及气排球运动的相关知识，简化竞赛规则

和裁判规则，来培养运动的兴趣，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

5. 加强学生参加气排球运动的自觉性和娱乐性，让学生参与

其中（特别是女生），让他们达到增强体质，愉悦身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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