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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毽球运动作为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份子，发展中

必然承载着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责任与使命，青少年是

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如何让毽球项目在青少年、青年群

体中尤其是校园内规范有效的推广发展，是放在我们面前亟待

思考与解决的问题。结合自己当前的实践平台，毽球项目回归

游戏开发的课程建设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一 研究对象与方法

方案修订
1.1 研究对象 毽球游戏课程

1.2研究方法

1.2.1调查问卷法　2019年3月和6月,在
《毽球游戏》课程开始与结束后，分

别对晋中学院2017参加课程学生，以

及部分未参与课程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在此过程中对相关专家、学者进行访

谈。

1.2.2教学实验法  在晋中学院毽球游戏

课中进行教学实验。

1.2.3数理统计法　对相关问卷进行数

理统计。



二 开发的方案（设计的背景）

1.社会职责（晋中学院是中国毽球协会科研
培训中心挂靠单位，同时还承担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毽球分会的主席单位职责，）
2.学校特色建设（毽球作为晋中学院的特色
窗口项目，在学校加强“第二课堂”的建设的
重点内容。）
3.参会的启发（自己参加“东北亚民间游戏论
坛”筹备会暨“民间游戏进课堂课程建设研讨
会”的收获与体验，有了开发毽球游戏课程的
思考，并着手进行了准备。恰逢学校公共选
修课的申报，就此开展了本研究。）



二 开发的方案（设计的总体思路）

最终明确：一段位的技术掌握作为体育课程的基层内容，以提
高学生参与兴趣与身心愉悦为课程核心目标的大纲设计思路。    
    公共选修课总共为二十课时，十次课。最初设计是将其设计为与
其它成熟项目结合的游戏开发，后因对民族体育项目规范推广建设的
思考，认为还是从项目内部功能上去做深入，与其它项目的结合不作
为重点。



三 设计的行动方案（课程内容）

晋中学院毽球游戏公共选修课课程内容简介



三 设计的行动方案（课程组织）

    
课前的准备
    经了解，学生均为2017级的二年级学生，其中有毽球训练队成员
3名，其它均为非体育学院的普通在校二年级学生。班级人数较多，
因此在课堂组织上，明确了以三名训练队成员牵头组成三个小班，
每小班16-17人，每小班再以四至五人为一小组，组成课堂活动单元，
共组成12个课堂活动小组。场地安排在晚上代表队训练时段，有一
个活动课程的氛围，器材选择方面，结合课程的内容，以参与的体
验为主，技术掌握为辅，因此，在不排除使用标准306毽球的前提下，
为每一名选课学生准备了一只大毽子，鼓励选课学生日常以小组的
形式在课后参与毽球活动。



三 设计的行动方案（课程组织）

课中组织，以第一次的组织为例，按组织实施的顺序表述。
    课前准备好要使用小垫子与跳绳等器具，安排好骨干学生发放大毽子，引导学生到达场地
后主动组合围圈踢毽热身。
1.学生自由分组，由骨干学生组织，每人带一组共三组，每组再分成四小组，每小组4-5人；
2.介绍脚内侧左右踢（盘），明确击球的高度与部位，强调支撑腿蹬伸与摆动腿的固定点与
发力顺序。
3.游戏名称“两米踢准”，游戏形式为练习后的分组对抗；（首先学生骨干带领三组分别进行
练习，各自找到最好的四个代表本组参加组间对抗；第一轮，三组同时进行，四名同学踢完
后决出最多；第二轮，两两对抗，依据完成次数，如相同，看两队胜负关系（相同次数，看
谁用时短）；第三轮，全队参加，在规定的30秒内，看谁最多；第四轮，全队参加，看谁最
先完成十个。注意：在对抗氛围带入的前提下，强调在学生踢准过程中对身体自我认知方面
“恰”的引导；
4.课间小结，强调学生个体活动时，主动体验脚内侧左右踢即“盘踢”，脚步要先动起来，脚
型，发力点，协同点，支撑以及随动；引导学生对游戏的规则进行思考；
5.介绍民间常见的玩法“围踢”，介绍基本注意事项，强调按顺次来踢，每人可用两次，引导
学生明规范，讲规矩。
6.课后小结，在游戏过程中个别同学加了手，在初期是可以的，减少俯身捡球，但不提倡；
鼓励两个之间出现分工，进行打接练习的情况，这是加强基本技术的一种训练方式；建议大
家把距离变小，控制一下球的速度，会更好体会“恰”。



v 第二次课后，在与学生交流中感受到，学生在参与活动中，受环境与氛围影响的情况较大，活动中因参与人数较多，场地

的功能区域相对局促，教授过程中讲授声音与说明覆盖的范围有限，游戏课与训练课在馆内存在声音方面的干扰；其次是学生

的主动性有局限，课堂中提到可以有诉求，但要声明，学生基本没有过此类情况；第三短时间内接受的组织方面的信息较多，

对课堂学习实践的效果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在执行过程中，小组长的作用，除与个体的组织表达能力有关外，学生对其身

份以及课中角色的认可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v 第三次课程在上次课“平衡”的前提下，提出了“节奏”体验，在正脚背踢（绷）的过程中强化发力，具体表现为踢远

游戏。因“节奏”体验主要是双手参与托打球（为双人配合中的“教练”角色做前期的准备），强调在游戏过程中从发球区出

发，过限制线标志后，站边线发过对面边线后，接力同学再启动，使学生对于毽球场地的各区域的线有一个形象的认识。同时

在第三次课中增加了情境化的思政内容，游戏获胜组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其它两组做“提踵”练习；从另一个角度体验

“节奏”。因游戏有一次延伸（从发球区通过球柱配重的障碍，发球过网），一次拓展（组间分男女分组踢远竞技），时间上

感觉有些紧张。

三 设计的行动方案（课程组织）



三 设计的行动方案（课程组织）

第二次课后反馈



四 当前实践的小结

v 4.1开发课程的目的是明确的，引导学生形成终身体验的兴趣，为下一步的校园的推广

提供借鉴；课程中对学生参与过程中身体自我关注以及基本技术能力的培养，通过课

程组织表现也较清晰。

v 4.2 行动过程中学生的反馈是真实的，但也存在片面性，均为有一定的基础及兴趣的大

二学生；另因班级容量较大，组织过程中的效果还有待通过后续的课堂组织来调整。

v 4.3 课程内容的选择上网毽的倾向性还是比较的强，对踢毽子游戏的主要特征的把握，

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发掘。

v 4.4 在参与者的主动性方面还需要客观面对，积极性需要鼓励并给予发挥的空间，课程

的设计应向更人性化方面考虑。

v 4.5 在立德树人与民族文化方面的教育及贯彻实施方面还要有更多的思考与设计。

v 4.6 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的设计还应留有空间，来自于生活，还应回到生活中让更多的

人认可。



五  下一步实践的方向及措施

v 5.1 以实验教学的方案作对比研究，结合当前的实际，在第四次课开始，以普
通组，对照组1组，对照2组进行，并在课前与学生骨干做好在相关的记录与
课堂组织方面细化方案的沟通，具体为记录好心率方面的基本数据、以及技
术掌握情况的基础数据。

v 5.2 第五次课开始逐渐介入心理测量，主要是对学生自我接纳、自信心、自我
效能等方面的水平进行测定，结合课程特点，依照自我效能感量表
（GSES）、罗森伯格自尊量表（SES）等工具，结合实践修订量表，测量
学生在课程参与过程中自我认知的变化以及课程的心理健康效应。

v 5.3 在课程记录方面开始以微课的要求与形式，从第五节课开始，完成后五次
课程实践影像记录，同时做好慕课素材的积累；

v 5.4 课程过程中，还应完成非参与课程学生的调查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的访谈。

v 5.5 做好方案实施的总结准备，在本学期课程结束后完成教案的整理评价与总
结，为下一步的课程延伸与教材开发做准备。



2019年5月 晋中学院

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