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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实验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和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开

展11周22学时的教学试验，实验组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上课，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模式上课，经过试验

后发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不但对学生新技术的学习、强化具有促进性作用，并能有效解决教师对学生

个性化学习、指导的问题，与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相比，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体育课中，更利于篮球

选项课基本技术的学习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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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通过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融入我院篮球选项教学的

实验研究，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融入高职体育教学奠定基

础，初步实现高等职业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改

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发生改变，不仅丰富了教学模式，而

且实现了教学模式的优化，促进了教学效果和效率的提

升。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利用知网、同方和网络平台查阅与课题相关的资料，

通过文献综述检索途径，归纳学习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案例。 
2.2  实验法 

2.2.1   实验对象 

在新疆职业技术学院篮球选项课的教学班中随机抽

取实验班（N=45人）和对照班（N=45人）共 90名男生

为研究对象。 

2.2.2  实验方法 

根据实验内容对课程的设计，设定为期 11周 22学时

的教学实验，实验组采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照组采取

传统的教学模式，将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2.3  问卷调查法 

根据课题研究内容和目的，遵循体育科研的方法设计

调查问卷。 
2.4  数理统计和分析 

对回收的问卷和数据，运用 Excel和 SPSS软件，进

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实验过程中，选择教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体育

老师，担任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授课任务，实验班采用翻转

课堂模式教学，对照班采用传统体育教学方法。实验前后

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学习兴趣、身体素质、技术

技能等数据进行比对并分析。 
3.1  实验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体质健康测试结果

与分析 

表 1  实验组实验前和实验后体质健康测试对比 
项目 实验对象 N M S T P 

实验前 45 173.8 4.08   
身高 

实验后 45 174 4.17 -2.8 P﹥0.05 
实验前 45 65.8 8.34   

体重 
实验后 45 66.8 9.17 -0.968 P﹥0.05 
实验前 45 3972 885   

肺活量 
实验后 45 4201 965 -2.106 P﹥0.05 

50M 实验前 45 7.2 0.47   



 Education and Leam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2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101-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实验后 45 7.1 0.46 1.575 P＜0.05 
实验前 45 220 36   

立定跳远 
实验后 45 228 36 -3.343 P﹥0.05 
实验前 45 14.3 5.5   

坐位体前屈 
实验后 45 14.9 4.6 -0.96 P﹥0.05 
实验前 45 9.7 8.34   

引体向上 
实验后 45 10.7 4.98 -1.007 P﹥0.05 

对比数据显示（表 1），经过 11周的教学试验后，对

实验组的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利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从而分析出实验组学生在实验

前后各项测试的数据的变化，分析结果中显示大部分数

据，无显著差异，其中身高、体重、坐位体前屈、引体向

上、50M跑等测试项目的 P﹥0.05，无显著差异，实验组

学生经过试验后的立定跳远、肺活量测试项目的 P﹤0.05，

有显著性差异。 

表 2  对照组实验前后体质健康测试对比 
项目 实验对象 N M S T P 

实验前 45 175 4.5   
身高 

实验后 45 175.11 4.6 0.916 P﹥0.05 
实验前 45 68.8 13.7   

体重 
实验后 45 69.4 12.8 -0.363 P﹥0.05 
实验前 45 4129 738   

肺活量 
实验后 45 4395 790 -1.932 P﹥0.05 
实验前 45 7.3 0.58   

50M 
实验后 45 7.4 1.08 0.629 P﹥0.05 
实验前 45 226 17.9   

立定跳远 
实验后 45 226.2 21.1 -0.061 P﹥0.05 
实验前 45 13.5 5.0   

坐位体前屈 
实验后 45 14.8 5.1 -1.87 P﹥0.05 
实验前 45 9.0 5.3   

引体向上 
实验后 45 9.1 5.1 -0.097 P﹥0.05 

通过调查表明（表 2），对对照组在常规教学前和教

学后分别进行体质健康测试，并对测试结果利用 SPSS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从对照组学生在教学前、后的各项测试

数据上看，各项测试数据的 P﹥0.05，无显著差异。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实验组采用“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教学后，实验组的学生在肺活量、立定跳

远测试项目上，呈显著性差异（P﹤0.05），而对照组的学生

在经过常规教学前、后各项测试数据，均无显著差异(P﹥

0.05)。究其原因是课下通过微信、QQ聊天互动，充分调动

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配合老师开展教学，增加学生学

习锻炼的兴趣，所以下肢力量和肺活量发生了变化。 
3.2  实验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习体育的兴趣

情况分析 

在实验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习体育的兴趣，进行

问卷调查，对结果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在实验前检验 2

组学生，对体育学习兴趣的差异（表 3）。 
表 3  实验前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习体育兴趣问卷调查 

指  标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P值 
消极的体育学习兴趣 23.84±1.931 23.532±1.889 0.545 
积极的体育学习兴趣 16.62±1.520 16.76±1.278 0.714 

运动参与 22.96±1.991 23.11±1.709 0.782 
对体育关注度 15.21±1.243 15.16±1.206 0.916 

表 3中，对实验前两组学生，学习体育兴趣的调查测

试，结果显示，消极的体育学习兴趣、积极的体育学习兴

趣、运动参与度和对体育关注度的 P﹥0.05，说明实验组

与对照组在这几个方面，没有存在显著性差异，两组学生

实验前的学习体育兴趣相同，符合实验条件。 
3.3  实验后篮球基本技术测试结果情况分析 

通过 11 周的教学实验，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进行技

术考核，考试的内容是定位投篮和全场往返直线运球。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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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成绩比对分析后，对实验前、后两组学生篮球技术 考核测试成绩，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见表 4、表 5。 
表 4  实验组实验前、后篮球技术测试样本 T 检验 

指   标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P值 
定位投篮（个） 1.02±0.85 5.48±1.68 0.000 

全场往返直线运球（秒） 46.95±2.10 38.14±1.52 0.000 

表 4中，实验后实验组学生定位投篮技术、全场往返

直线运球技术，两项篮球基本技术的考核结果，与实验前

配对样本 T 检验，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从均值可

以看出，定位投篮由 1.02个提高到 5.48个，全场往返直

线运球，由 46.95″提升到 38.14″，实验组学生经过实验

后，定位投篮和全场往返直线运球两项基本技术的成绩，

有明显的提高。 

表 5  对照组实验前、后篮球技术测试样本 T 检验 
指   标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P值 

定位投篮（个） 1.01±0.87 4.12±1.72 0.000 
全场往返直线运球（秒） 47.13±1.98 40.44±1.66 0.000 

表 5中，实验后对照组学生定位投篮技术、全场往返

直线运球技术，两项篮球技术的考核测试结果，与实验前

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从均

值可以看出，定位投篮数量由 1.01个增加到 4.12个，全

场往返直线运球计时时间由 47.13″减少到 40.44″，可

见，对照班学生经过实验后，两项篮球技术考核成绩，有

明显提高。 

3.4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篮球技术对比分析 

对两组实验后篮球技术成绩，采取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见表 6所示。 
表 6  实验后两组篮球技术测试独立样本 T 检验 

项  目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P值 
定位投篮（个） 5.45±1.68 4.11±1.72 0.004 

全场往返直线运球（秒） 38.14±1.52 40.42±1.66 0.000 

实验后，将两组的定位投篮和全场往返直线运球考试

成绩，采取对立样本 T 检验，表 6 中，实验后两组的定

位投篮测试成绩的 P=0.004,两组平均成绩分别是 5.45 个

(实验组)、4.11 个（对照组），两组的全场往返直线运球

成绩的 P=0.000，两组平均成绩分别是 38.14″（实验组）、

40.42″（对照组），由此可见，通过教学实验后，实验组

学生比对照组学生的定位投篮成绩要好，两个组全场往返

直线运球成绩，也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组的全场往返直线

运球技术成绩要好于对照组的成绩。 

4  结论 

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学习体育兴趣进行调

研后，对两组学生的定位投篮技术、全场往返直线运球

技术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在两组学生学习体育兴趣相

同的实验基础上，实验组学生 2项篮球技术成绩都比对

照组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篮球课，能有效提升篮

球技术的学习效果，使用此种教学模式的篮球课优点是

教师在篮球课部分，不仅减少对篮球技术动作的讲解与

示范，而且减少篮球运动规则的讲解，进而增加了学生

篮球练习时间，提高了练习密度，这样便于教师进行错

误动作的纠正和个性化的指导，以达到因材施教、个性

化学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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