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78 

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闯关式教学模式在排球选项课中的 
应用研究 
布如宁  张洪利 

（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本文探讨了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下的闯关游戏式趣味化教学方法在排球课程学习中的研究。通过闯关式教学极大地提高

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对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有很大提高，增强了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具有很大的作

用，在职业类院校体育教学中，教师应当结合学生以及教学的实际情况，将不同的体育教学模式有机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提高课

堂的趣味性与挑战性，全面提升体育课堂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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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针对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主的我校来说，女生数量庞大，对单纯

的体育活动的兴趣度偏低，为提高女生参与的兴趣，结合学生现实

生活中的学习状态发现，大部分学生对游戏闯关很感兴趣，因此在

现有排球课程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了游戏闯关的模式，同时结

合排球课程的现状特点，根据已有教学经验，设计了排球“闯关式

教学模式”。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在互联网+教育的支持下，通过视

频形式进行打卡闯关，节省了课堂测试考核时间，同时针对学生训

练的薄弱环节可以具有更多时间指导。排球闯关式教学模式将教学

目标内容设为关卡，以“游戏闯关”为主要形式，根据不同技术动

作制定了相应的等级标准，根据闯关的效果来客观的反应学生对技

能动作掌握的水平，通过关卡的内容，了解学生对技术动作的掌握

程度。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学生可以通过视频回放、慢放技术，

观看自己的技术动作，通过直观的观看自己动作，和标准的技术动

作进行对比，查找自己的不足，可以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动作精度，

更有动力去提升自己。培养学生形成终身体育意识打下基础，养成

平时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2 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实验以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闯关式教学法在排球课中的应

用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和研究要求，在宁夏幼专图书馆以及中

国知网（CNKI）、期刊网以及其他互联网搜索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

库相关知识和论文，大量查阅以闯关式教学、排球、公共选项课等

为关键词的相关研究资料。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汇总分析，收集整理

了所需要的文献研究资料，为本文提基本理论论据。 

2.2.2 教学实验法 

本实验选用班级是按照学校教务处安排，利用自己带课班级，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宁夏幼专排球课程的两个班级为实验对

象。实验前对两个班级体育成绩进行实验前分析，无显著差异，以

抽签形式确定以 2019 级两专 8 班为实验班，2019 级两专 9 班为对

照班，实验班和对照班教学内容一致，实验班采用闯关式教学法进

行授课，对照班采用传统教学法进行教学。两个班均由本人亲自授

课，最大程度上较少实验误差，学期结束期末考核内容一致。 

2.2.3 数理统计法 

将前期收集到的学生成绩进行整理，使用 Excel2010 和 spss17.0

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检验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是

否处于同一水平；实验后，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测试数据进行检

验，以分析对照组和实验组在实验后是否存在较大的差异。采用 M

±SD 进行统计描述，t 检验进行统计检验，p 值大小为检验标准。 

2.2.4 逻辑分析法 

综合运用比较法、分析法、综合法、归纳总结、推理法等逻辑

分析方法，对教学过程中的各种数据、信息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并对实验结论和建议进行论证。 

3 闯关式教学模式的实验设计（研究） 

3.1 实验时间 

2020 年 9 月——2021 年 1 月，共 18 周，每周 2 节课，共 36

节课 

3.2 实验地点 

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排球场 

3.3 实验对象 

本论文主要实验对象为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9 级两

专无严重疾患的正常学生，且能正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实验对

象实验组为 2019 级两专学前教育 8 班，对照组为 2019 级两专学前

教育 9 班。 

表 1 实验对象 

对象 班级 样本量 总计 

实验组 

对照组 

2019 级两专 8 班

2019 级两专 9 班

38 

38 

38 

38 

3.4 实验设计 

实验组采用预先设计好的实验方案进行授课，对照组则按照宁

夏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9 级体育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3.4.1 实验指标测试内容与方法 

表 2 实验指标测试内容与方法 

测试内容 测试方法 

排球 

根据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考核标准，对实验组和对

照组进行相同的考核内容，排球教学考核标准主要包括个

人垫球、双人垫球、个人传球、发球和教学比赛。根据考

核标准，设置具体的考核细则，依据细则，对学生成绩进

行精细化评判。 

3.4.2 测试条件控制 

实验组与对照组施加教学方法干预因素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

在教学时数、场地均保持一致，只是在教学方法的具体实施上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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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对实验后期的学生成绩进行测试，保证与实验前在同等条件下

进行，均由本人进行测试，最大程度上降低实验误差。 

3.4.3 实验教学安排 

对照组按照正常教学内容进行体育教学，但实验组开始部分、

准备部分与对照组相同，只是在体育课堂基本部分，对实验组的学

生采用闯关式教学模式，通过教学，设置不同的关卡，根据设置好

的内容，按照学生的成绩进行闯关，每个关口设置 1-3 颗星级标准，

获得 1 颗星代表闯关成功，三颗星满分闯关，基于学生好胜心强的

特点特设置三星级标准，每颗标准下设置相应的检验方法，比如排

球中的垫球个数，设置学生自垫 25 个为一颗星，40 个为两颗星，

超过 50 个为三颗星。 

在对实验组进行实验的整个过程中，对照组和实验组的上课次

数均相同，每周各 1 次 80 分钟的体育课堂教学，其中前 15 分钟为

正常体育教学内容，实验组按照实验设计内容进行闯关式教学练

习，主要通过闯关形式的练习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参与

到活动中，并根据学生现有的技术进行针对练习，教师起指导、监

督作用，促进学生更好的完成干预练习，起到实验的干预作用。通

过查阅闯关式教学的经验的相关文献资料，并根据宁夏幼专现有的

器材和条件，和学校体育组老师探讨进行实验方案设计。 

在实验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闯关式测评，将考核变成过程性

考核，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微信视频形式，学生在达到闯

关标准后，可以自行将闯关内容拍成视频形式，随时将闯关达标视

频发送给老师，老师考核成功后即为闯关成功，方可进行下一关卡。 

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既节省了上课时间同时对学生考核又

进行了留档，最终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绝大部分学生始终想以三

星闯关成功，由被动练习变成主动练习，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例如

手机的视频功能，可以回放学生的动作，通过练习学生看到自己的

动作，根据老师讲解的技术要点比对自己的动作，更加直观看到自

己的错误动作，并进行自我纠正。 

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十八周的训练后，对学生进行期末考核，

考核方法和考核地点完全相同。考核完成后对对照组和实验组两个

组的实验数据分别进行整理。对实验后对照组和实验组数据、实验

组实验前后数据、对照组实验前后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进行统计学

相关检验。 

3.4.4 评分标准 

课程进行之前，对学生进行考核评分说明，实验班的学生考核

内容标准与对照班的考核内容标准一致，均采用百分制进行核定，

期末成绩由平时上课表现、学习态度、排球技术、比赛四个部分组

成，其中平时表现、学习态度占总成绩的 40%，由教师结合学生上

课出勤情况、上课态度、违纪次数等进行综合评分，排球技术个人

自垫 20 分、双人对垫 10 分、传球 10 分、发球 10 分、比赛 10 分总

计占总成绩的 60%。个人自垫 25-39 个为一颗星、40-49 个为两颗

星、50 个及以上为三颗星，双人对垫 15-19 个为一颗星、20-29 个

为两颗星、30 个及以上为三颗星，传球 25-39 个为一颗星、40-49

个为两颗星、50 个及以上为三颗星，发球每人五颗球，每球 2 分，

发球过网不出界可得分。比赛为班内比赛，每个班分成六个队，队

队见面算积分，每场比赛三局两胜，第 1 名 10 分，第 2-3 名 8 分，

第 4-5 名 7 分，第 6 名 6 分。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宁夏幼专学生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成绩比较分析 

表 3 实验对象实验前成绩情况分析 

年级 对象 样本量 
测试成绩（Kg）

M±SD 
P 

2019 级两专 8 班 

2019 级两专 9 班 

实验组 

对照组 

38 

38 

87.69±6.39 

86.47±8.38 
0.620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前的期末成绩进

行了配对样本的 T 检验，其数据指标在统计学检验下没有显著差异

（P>0.05），通过统计学检验数据，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验前处

于同一水平，可以作为实验对象，符合本次实验的基本要求。 

4.2 宁夏幼专学生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成绩比较分析 

表 4 实验对象实验后成绩情况分析 

年级 对象 样本量 
测试成绩（Kg）

M±SD 
P 

2019 级两专 8 班

2019 级两专 9 班

实验组 

对照组 

38 

38 

90.42±5.15 

87.15±6.51 
0.020 

从表 4 中，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前的成绩进行了配对样本的

T 检验，其数据指标在统计学检验下有显著差异（P<0.05）,说明实

验组和对照组在成绩上存在很大差异，两组通过相同的学习时间，

不同的教学方法，相同的考试标准，两组成绩出现了不同，说明基

于现代教育技术的闯关式教学法对学生的成绩有一定的提高作用。

通过两个班级成绩对比，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态度以及学习的主动

性上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时刻提醒自己需要训练，产生足够的

内驱力进行学习。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逐渐形成体育爱好，变

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教师利用课下时间对学生的打卡进行评判，

节省了课上时间，可以对学生进行更多的指导，体现出现代教育技

术、互联网+的优越性。 

4.3 宁夏幼专学生实验组实验前、后成绩比较分析 

表 5 实验组实验前后成绩情况分析 

年级 对象 样本量 
测试成绩（Kg）

M±SD 
P 

2019 级两专 8 班

2019 级两专 8 班

实验前 

实验后 

38 

38 

87.69±6.39 

90.42±5.15 
0.000 

从表 5 中，对实验组实验前、后的成绩进行了配对样本的 T 检

验，其数据指标在统计学检验下有显著差异（P<0.05）,说明实验组

实验前、后的成绩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对实验组实验前后进行对比

分析，可以得到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闯关式教学法对学生的成绩提

高和学习兴趣的培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运用闯关

式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为了满星过关，进行反复练习，打

下扎实的技术基础，在比赛中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学生对技术的掌

握程度，通过比赛对基本技术进行巩固，更促进了学生对基本技术

的掌握，在比赛中过程中提醒学生对基本技术进行正确运用，激发

学生拼搏的精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练习、比赛、再练习过

程中对促进终身体育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4.4 宁夏幼专学生对照组实验前、后成绩比较分析 

表 6 对照组实验前后成绩情况分析 

年级 对象 样本量 
测试成绩（Kg）

M±SD 
P 

2019 级两专 9 班 

2019 级两专 9 班 

实验前 

实验后 

38 

38 

86.47±8.388 

87.15±6.51 
0.708 

从表 6 中，对对照组实验前、后的成绩进行了配对样本的 T 检

验，其数据指标在统计学检验下没有差异（P>0.05）,说明对照组实

验前、后的成绩没有差异，通过对对照组数据分析，对照组沿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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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成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学习兴趣上，

学生为了完成老师的任务被动去练习。学生始终处在被动状态下，

整体学习氛围起不到提高作用，进而造成学习效率较低。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通过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将闯关式教学模式运用在排

球教学中，发现闯关式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显著提高，对

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实验可以将闯关式教学模

式运动到排球教学中。 

5.1.2 通过闯关式的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习

过程中能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从而能够取得更好的教学效

果。要让学生在全过程始终保持动力，主动完成整个学习过程，是

游戏设计的关键。 

5.1.3 通过实验，可以看出现代教育技术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明

显节省教师检查学生练习水平的时间，教师可以给学生更多的指

导，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视频让学生更直观看到自己的不足，为

提升自己的动作水平起到很好的改进作用，提高学习积极性。 

5.1.4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学生的教学比赛可以看出，比赛结果

与学生平时练习存在正相关，学生的比赛氛围，友谊第一、比赛第

二的意识通过比赛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 

5.2 建议 

5.2.1 通过文献综述和教学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需进

一步研究验证，面对差异性群体，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去充分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 

5.2.2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创新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

体育运动兴趣，为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习惯奠定基础。在高职体育

的教学中，应当积极地将不同的游戏教学模式运用到课堂教学中，

以促进提高高职体育教学效果。 

5.2.3 教学过程中，课程教学中必须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心，真正改变学生的学习动机，变成学生“乐

学”的局面，学生的学与老师的教形成共鸣，这才是教学之本。 

5.2.4 为了巩固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教师应多组织教

学比赛，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团队意识，在学校层面，应广泛开

展集体性学生活动和组织各种层次水平比赛、成立俱乐部、社团组

织，举办体育文化艺术节等，使课后的体育活动形成有机组成部分，

使教学活动得以延伸，使学生的技术得以实践和巩固，使学生全面

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明.情景教学模式在高校排球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长

江大学,2017. 

[2]李运.比赛教学法在高校排球选项课教学中的应用[J].运

动 2018(07):102-103. 

[3]谭天美.以游戏化教学构建中职财经活力课堂[J].学周

刊,2020(26):7-8. 

[4]梅耀尹.高校排球项目分组教学分类评价的研究[J].运

动,2018(07):104-105. 

[5]张政.教学内容顺序变化对排球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2018. 

[6]郭砚莉.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中排球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D].山东师范大学,2018. 

[7]张晓琳.比赛教学法在高校排球公共体育课中的实践应

用探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 

[8]周金平.道德与法治课程闯关式教学的研究与实践[J].名

师线,2019(06):48-49. 

[9]张少卿.闯关式游戏教学法在体育教育专业排球普修课

中的辅助应用研究[D].宁夏大学,2019. 

[10]施艳,姜运芳.游戏闯关式教学模式在电子技术实践课程

中的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20(52):263-265. 

课题项目：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青年项

目，《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闯关式教学模式在排球选项课中的

应用研究》 

 

 
 
（上接第 274 页） 

（四）推动创新 

创新精神是作为学前教师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学前教育专业

的学生，未来要作为教师去引导更多的孩子成长，而要让孩子的思

想更加灵活，教师首先必须要具备创新的意识与能力。而在教学评

价体系的改革过程中，创新能力的养成，正在逐渐得到更广泛的关

注，当创新能力作为一个重要指标，纳入到了考核体系当中，学前

教育专业的学生，也会认识到自身创新能力对于岗位工作的重要影

响。这样的考核基准变化，促进了专业教师的教学思想转变，也促

进了学生的思想转变，教师在引导学生时，融入了更多新鲜的创意，

启发学生思考，学生未来步入学前教师岗位，也会更容易发挥自身

的创意，引导自己的学生去创新，去打破陈旧的思维，大胆进行创

新实践。以识字为例，为了让学前儿童更快认识汉字，可以将汉字

编成诗歌，帮助其加速记忆，而儿歌的编排，则需要教师发挥自身

的创造力，因此便可以将这类创意性的内容融入到考核内容中，方

便学生发挥[3]。 

结语： 

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考核改革，是教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任

务，也是大势所趋。为了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专业的考核体系，本

文总结了我国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考核改革要点，望这一课题

未来能够得到更加深入的探讨，更加广泛的关注，通过不断的探讨

与实践，促进教学评价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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