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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课余篮球活动现状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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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体育大学  100084） 

 
摘要：课余篮球活动自身具备了健身性和娱乐性，中学生参与课余篮球

活动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享受篮球运动带给他们的乐趣和达到锻炼身体的

效果。本文以中学生课余篮球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法、

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学生课余篮球活动的开展

现状进行分析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篮球是中学生课余体育活动的主要项

目之一，并找出了目前影响中学生篮球活动的一些不利因素，提出了相

应的建议,为中学生课余篮球活动的改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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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些年来，随着姚明、易建联等中国球星进入 NBA，使人

们对篮球的关注程度大幅提高，特别是受到了中学生的热烈追
捧。学校体育作为培养体育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因此篮球在中学的开展便成为我国中学生体育发展的重
要一环。但是中学篮球课程开设课时较少，只将其作为一般性教
学内容，对其不重视。然而，就目前国家“阳光体育”的带动下，
学生对篮球运动的关注度和参与性较高，同时加上体育赛事和媒
体传播的影响，中学生对篮球运动的兴趣日渐高涨。本文将以中
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课余时间篮球活动的开展状况，找出当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为提高中学生的篮球水平，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指导参考。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中学生课余篮球活动开展现状 
2.1.1 中学生参加课余篮球运动的目的 
中学生参加课余篮球运动的目的主要包括健身、增进健康；

娱乐、丰富课余生活；缓解学习压力；人际交往；提高球技等方
面。健身、增进健康为最主要的目的，可知学生们已经认识到体
育锻炼对于他们身体的健康发育，学习能力的加强，以及工作效
率的提高，都起着积极作用。 

2.1.2 中学生参加课余篮球活动的次数和时间  
参加篮球活动的时间长短，对于一个人的身体机能锻炼情况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与时间若较短，参与者的身体内环境将
无法起到锻炼的效果；参与者参与时间过长，虽然对于身体可以
起到锻炼的效果，但是可能造成身体的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因
此要根据自己体质情况来进行合适的活动时间。导致这种现象发
生可能是因为学生体质的下降和与上课时间的冲突。 

2.1.3 中学生参加课余篮球活动的形式 
中学生课余篮球活动主要是通过半场的形式开展的。其中 3

对 3、4 对 4 是课余篮球活动的主要形式，学生们通过半场的形
式使接触球的时间增多，跑动范围减小，特别是在活动中能够自
由的打球。并且这些活动的形式与全场 5 对 5 形式相比，在技战
术方面有很大的差距，从他们的现实情况出发，半场篮球活动更
适合他们。此外，场地设施的不足对课余篮球运动的开展也有较
大影响，所以以 3 对 3、4 对 4 为代表的活动形式成为了现阶段
学校课余篮球活动开展的最主要形式。  

2.2 影响中学生课余篮球活动开展的因素 
2.2.1 中学生对课余篮球活动的态度 
中学生在参与课余篮球活动的主观意愿方面，都是具有积极

的态度，这表明大部分学生是愿意参与篮球运动的。因为中学女
生受其身体的限制，所以对篮球活动一般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的
学生大多为女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篮球项目上，其他体育运动
项目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2.2.2 学校硬件设施对课余篮球运动的影响情况 

在当下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中小学中大多数的篮球场地都为
室外篮球场地，仅有很少学校有室内篮球场地，进而明显的表现
出学校该方面的硬件条件较差。另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不
少学校的篮球场出现破旧，破烂现象却无人打理，这一方面会造
成学生参加篮球活动的抵触心理，一方面会带来运动安全隐患。
缺乏政府和学校的支持是导致硬件设施缺乏的直接原因，是影响
篮球运动的间接因素。 

2.2.3 学校对中学生课余篮球活动的支持情况  
对于中学生课余篮球活动的支持情况，学校领导若重视篮球

发展，则会投入资金进行一些设施的建设，从而满足学生对于篮
球场地的需要，并且安排专门的指导教师在特定的时间内，给学
生篮球技术动作的指导和帮助，组建学校篮球队等措施。学校领
导对课余篮球活动表示支持的情况下，课余篮球活动开展状况很
好，但大部分学校并未真正加以重视。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从中学生参加课余篮球活动的现状来看，每周参加的

次数比较少，并且每次参加的时间不多，学生对于参与篮球活动
的目标也各有不同，大部分学生进行篮球活动，就是为了单纯的
健身和增进健康，而真正是兴趣爱好和学习提高篮球活动技能的
学生却是很少。 

3.1.2 中学生参加课余篮球活动以开放性篮球活动为主要内
容，主要以半场三对三、半场四对四对抗练习为主要活动形式，
全场五对五的正规篮球比赛开展比例不高,主要受场地和篮球裁
判缺乏的影响。 

3.1.3 学校篮球基础设施的配置、学校篮球场地的数量，很
难满足学生参与课余篮球活动的需要，再者在场地材质方面，绝
大多数场地是水泥地，只有少数是塑胶场地，因此影响到学生参
与篮球活动的积极性。 

3.1.4 校领导和班主任比较重视学生的文化课方面，对学生
课余篮球活动的支持力度不够。 

3.2 建议  
3.2.1 加强学生对于篮球活动兴趣的培养，使得他们从原来

的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参与，使他们对于参与篮球活动的态度发
生根本性转变。学生要权衡好学习和参与课余篮球活动的时间。
通过参加课余篮球活动减轻学习的压力，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文化
课学习中。 

3.2.2 学校可以组建篮球队，进行系统的训练，并经常举办
一些篮球比赛，为其他学生在篮球活动方面树立榜样，提高他们
参加篮球课外活动的积极性。 

3.2.3 逐渐改变篮球场的质量，如地面材质。保证学生可以
安全的放心的进行课余篮球活动，不必为数量不够而担心。 

3.2.4 学校应合理的安排学生学习和活动时间，使学生有充
足的课余活动时间参加篮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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