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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贯彻《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及“北冰南展西扩”战略，上海市位育中学将冰壶运动作

为首批冰雪运动引进项目，对于推动冰壶运动开展具有重要作用。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数理

统计法等研究方法，以上海市位育中学冰壶教学为研究对象，从上海市位育中学冰壶教学价值、冰壶教

学内容设置、冰壶教学实施与效果、存在问题与发展对策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索并剖析上海市位育

中学冰壶课程教学过程，对优化冰壶课程的教学实施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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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Ice and Snow Sports (2016~2025) and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nd expanding the West”, Shanghai Weiyu Middle School took 
curling as the first batch of introduced ice and snow sport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
moting curling.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literature review, ma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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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cal statistics and so on, taking curling teaching in Shanghai Weiyu Middle School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curling teaching value, curling teaching content setting, curling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Shanghai 
Weiyu Middle School, and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curling curriculum in 
Shanghai Weiyu Middle School. It ha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of curl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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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冰雪运动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为促进冰雪运动繁荣健康发展，

满足群众多样化体育文化需求，提高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国家体育总局、发展改革

委等 4 部门联合印发了《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 年)》。2018 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冬

奥组委会共同制定并颁布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以及《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青少年行动计划》[1]，鼓励我国青少年群体积极参与冰雪运动当中，推动冰雪

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发展。为了贯彻国家战略政策，在我国全面普及冰雪运动，打造重视冰雪、

支持冰雪、参与冰雪的体育文化氛围，提高人们对冰雪运动的意识，加大对冰雪运动的资金投入，为各

省市冰雪工程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持与政策保障。目前，上海市多个市区率先开展高中体育专

项化课程改革，截止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大部分高中已普遍开设篮球、足球、健美操等多个运动项目，

为学生提供多种体育项目选择。冰壶运动作为冰雪运动的项目之一，相对于传统优势体育项目而言，除

发挥强健体魄、增长运动项目知识的积极作用之外，冰壶运动还具有培养学生独特的“冰壶绅士精神、

传播冰雪运动文化等特有价值。推动冰壶运动进校园，能够丰富学校体育专项化课程内容，发掘学生的

体育潜质，使学生乐于学习体育，从而促成学生终身体育的良好习惯。上海位育中学率先将冰壶运动作

为高中生体育选修必学课程之一，相应上海市号召，认真落实国家政策，做到“应开尽开”，以满足学

生多样的体育运动需求。 

2. 冰壶运动的价值 

就冰壶项目本身特点而言，冰壶运动是一项集智慧与技巧、个人与集体的一项智力型项目，对参与

人群的体能状况要求较低，十分适合我国学生的生理结构特点，因此学习冰壶项目既能增强学生对冰壶

运动的认知程度，还能提升我国国民冰雪体育文化素养。“冰上溜球”是冰壶运动的别称，一支冰壶队

伍由四人组成的(除替补队员外)，冰壶比赛是两支队伍在特制的冰面上进行的投掷性竞赛，它起源于欧洲

地区，冰壶运动在国外城市的普及度能与我国“三大球”运动相比较，冰壶场馆几乎遍布在城市的繁华

地段，“场地优势”得以显现，这也使得冰壶运动在国外获得一定的群众基础。北方城市具有开展冰雪

项目的气候、场地、群众参与等条件，因此我国最初是在哈尔滨等北方城市率先引进冰壶运动，南方城

市与之相比较只具备了群众参与一点条件，但其在开展冰雪项目进程中也不甘落后，以“桥头堡”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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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冰壶运动发展为例。上海市在 2012 年创立了第一支冰壶队，并将冰壶项目纳入北冰南展策略实施计

划之中，通过“体教融合”方式带动更多学生参与冰壶运动当中。经过不断的尝试实践，短短几年，上

海市冰壶项目的开展十分迅速，已经有多所大学开设冰壶课程，更有多所学校拥有自身的冰壶队，在各

级比赛中获奖及取得好成绩。上海市位育中学冰壶社团成立于 2020 年，此前位育中学已经开设了冰壶项

目的体育专项课，受到许多学生的喜爱，并成立了位育中学冰壶队，由高一和高二年级冰壶班学生组成，

并在区市级比赛中获得过不少优异成绩。但尽管如此，由于场地器材资源、师资力量等因素限制，冰壶

运动在学校体育的开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同时随着我国学校体育对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冰壶课

程教学是否能与我国其他传统体育项目(如三大球、三小球等)的教学模式有机融合，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

索。 
青少年作为国家体育人才引进的主要对象，数量极其庞大，在体育强国教育背景下，“校园冰壶”

成为推动我国冰壶运动的普及、为国家输送优质冰壶运动选手的重要途径，落实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优

质的教学和训练条件，有助于提高冰壶课程的教学质量。位育中学冰壶专项班学生共计 81 人(高一、高

二年级各组成两个教学班)，约有 1/3 学生参与冰壶队训练，队员日常训练形式分为课内和课外，课内 3
小时训练时间便是每周两次的冰壶专项课中计算，除此之外，每周还安排两次课外训练，根据大多数学

生空闲时间段，安排在周一、三或五傍晚进行训练，根据学生的反馈，教练较少参与课外训练，通常由

队长组织队员完成教师安排的训练任务。这样的训练安排在保证了学生每周的冰壶项目学习强度外，也

反映了其计划中存在的主要弊端：训练效果较低，实地调查发现课内训练中教师面对的是参与这节专项

课的全体学生，对训练队成员的个别指导机会较少，在课外训练中教师身为组长经常因各种会议、研学

活动缺席训练，队员没能得到及时的指导，因此训练质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位育中学冰壶队学习

效果，需要引起重视。 
冰壶作为一项智、体结合的冰雪项目，它的教学价值不仅仅在于提高学生体能水平、强身健体，两

位冰壶教师表示冰壶课程的教学价值还在于推动群众冰雪运动的普及、打造学校特色冰雪课程等积极方

面，正是因为冰壶课程带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得冰壶教师更加明确冰壶课程教学的意义。教学目标

的优劣是课堂实施过程中教法、学法以及目标达成度的重要指标，是用可用于评价本堂课的教学质量高

低的内容指标，它的制定同样也能反映授课教师对待教材分析和学情分析环节的认真程度。据统计，冰

壶专项班学生对教学目标的认知情况，超过半数的学生能明确每堂课的教学目标，近 13%学生在课堂中

学习缺少目标引领，不了解教学目标，这也反映出授课教师能够认真完成教学实施中宣布本节课教学目

标环节，但还应注意落实到具体学生。位育中学冰壶课程教学目标设计不仅注重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感受冰壶运动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高中学生应该注重“体育修为”，体育修为不仅包括学练，更注

重有所作为的实践。体育修为的“修”体现在选择自己喜爱与擅长的运动项目进行勤学苦练，体育修为

的“为”包含将学到的基本理论知识、运动技能加以运用，制定运动训练计划与参加竞技比赛，强化本

学科的专项学习与训练，了解当前发展现状与趋向，鼓励对所学专项进行研究与创新。[2]对于非冰壶专

项学生的学习要求则是了解冰壶运动的起源与发展及简要的运动特征即可。可见，位育中学教师在冰壶

课程的教学价值方面的领悟较高，能够独立高效的制定课程教学目标，并在课堂上清晰介绍每节课的教

学目标，为学生指引学习方向。 

3. 冰壶课程教学内容设置 

“培养学生运动专长”是中学阶段开设体育课程的重要指导思想，要求教师在制定教学内容时要深

入剖析教材，合理安排运动项目的教学内容，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原则，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专项运动

技能。位育中学体育专项课程总教学时长为两年，共分为四个学期。冰壶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由基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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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战术、素质练习以及比赛四部分组成，通过实地调研以及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到，冰壶运动的基本技

术又主要分为冰面滑行、出发技、投壶及扫冰技术[3]，由此衍生出单脚冰面平衡练习、冰壶握法、持杆

出发以及定点投壶等教学内容，冰壶比赛中的战术包括“保护”“双飞”等内容，学好冰壶运动需要进

行反反复复的练习、无数次的比赛，并非一日之功，这也阐述了基本技术贯穿在教学计划各个环节中的

原因。 

冰壶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认真落实教学大纲的要求，认真布置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完成学习活动。

从冰壶教师的描述中得知，冰雪课程尚未拥有国家课程指定教材，借助“当当网”、“亚马逊”等众多

专业图书购买网站进行搜索，发现对冰壶运动的介绍书籍也极为有限，外文书籍占比较多，阅读此类书

籍对教师的外语水平要求较高，实地调研可知，现阶段位育中学冰壶课程所用教材为《冰壶运动》(吉林

教育出版社)和《加拿大冰壶运动》，并没有统一的教材，这对校本冰壶课程教材建设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进而对教师备课环节造成一定困难。除此之外，前文所提及的位育中学冰壶教师专业技能水平较低、进

修培训机会较少也是影响教学内容制定的因素之一。 
冰壶比赛类似于“斯诺克比赛”，是指在比赛中运动员需要时刻观察场上冰壶位置的变化，快速高

效地组织队员采取合理的战术来达到本队的击打目的，从而获得比赛的胜利。分析发现，位育中学近 67%
的学生是具有理科优势的，其余的学生则是在文科科目中略显优势，理科生与文科生的学习科目以及学

习方式各有差别。在冰壶比赛中“冰壶之间的碰撞”“扫冰”等现象大多数都可以用物理中的“力的相

互作用”“摩擦力”等原理阐释，在比赛中还需要选手通过调整投壶出手的角度、力度来控制冰壶出发

后的运行轨迹，进而发挥战术的作用。总的来说，文化成绩、文理科目等均是冰壶项目选材时的参考因

素之一。 

从图 1 中可发现约 89%的学生已经完成冰壶前期学习内容，超过半数的同学处于冰壶投壶、击准练

习学习阶段，通过前期调研发现冰壶技术包括滑行、出发、扫冰、投壶、击准等，在进行投壶技术学习

前，需熟练掌握冰面滑行、出发等技术。一方面说明冰壶专项班学生现阶段的技术水平达到较高水准，

具备丰富的训练经验，能够在比赛中熟练运用冰壶技战术，其中也体现授课教师突出的教学能力。冰壶

课程在校园中的宣传对丰富学生冰雪文化知识、提高体育文化素养具有积极作用。位育中学冰壶课程的

宣传途径主要有体育文化节海报、校园广播、学校公众号等，将冰壶运动文化知识制作成视频、图片等

形式加以渲染，能够引导学生了解并学习冰壶运动知识，增加高中生的冰壶运动知识。 
 

 
注：矩阵多选题各项百分比之和大于 100%。 

Figure 1. Students’ learning content statistics at this stage 
图 1. 学生现阶段学习内容统计 

4. 冰壶教学实施与效果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途径越来越多，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信息来源的不同会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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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学会带着辩证思维去分析信息的真实性，有助于人们高效率使用获取的信

息。对于高中生而言，他们更善于通过网络查阅相关信息。冰壶专项班学生大部分将网络资源作为第一

首选，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电子产品的介入对课堂的教学提供了许多便利，在课堂上教师也会借

助公开透明网站上的教学视频、图片等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技战术知识的讲解，帮助学生直观深入学

习冰壶运动的更多知识，有助于学生熟练掌握所学的技战术。除了网络资源、教师教授这两种主要获取

方式外，一部分学生也通过查阅实体图书、报纸等传统媒介途径获取资源，随着北京冬奥和冬季残疾人

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不少学生也通过央视转播提供的便利，观看电视节目和聆听广播的方式来获取冰壶

运动相关赛事知识，学生获取信息的来源各式各样，从中也体现了冰壶专项班学生对冰壶运动的热爱， 以
及对提高自身冰壶技术水平的重视程度。 

学生对体育课程教学的评价是指引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学生对教学实施过程中教与

学活动的反馈，发现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并给予优化课程改革方案，能够推动课程教学的顺利开展。冰

壶专项班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表现的总平均值为 3.98，表示学生对冰壶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的评价较

高，比较认可教师的专业技能水平。观测表中数据发现，约有 32%的同学对教师关爱学生、注重团队协

作能力的培养、教师在课堂上运用的教学方法以及语言组织表达能力都持以十分赞同的评价态度。另一

方面，学生对教师在课堂上对理论知识这方面的普及能力评分最低，可能是冰壶课程的理论知识课时安

排较少，教师过于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调查显示近 60%的非冰壶专项学生能够在未正式系统学习

冰壶运动前对冰壶项目的特征做出正确的判断，仅有 1/3 的学生对冰壶项目的特征认识出现了错误理解，

认为冰壶运动适合大众参与，因此不需要较高的体能储备。对于冰壶运动在校园中的宣传效果评价，其

增强了学生对冰壶项目的知识储备，推动了冰壶运动在校园中的传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冰壶运动是一项“体”“智”结合的项目，文化课成绩等级不同的学生在冰壶技战术知识的理解和

运用能力方面有所差异，往往表现在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可能对知识的消化能力较高，能够快速跟上教

师的教学进度，从而熟练掌握冰壶技战术。学生在学习冰壶课程后对自身的体能水平、赛后反思能力、

自我表现能力等后所提升，对应分值在 4~4.2 之间，对应符合程度的较高等级。但学生对自身在课后积

极参与体育锻炼的同意程度较低(分值为 3.80)，说明学生的课外锻炼意识较弱。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可能

是由于学生文化课学业负担较大，位育中学学生除体育专项课时间外很少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相关体育锻

炼活动。在运用过程中发现，学生自评形式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观参与过多，结果不真实、评价内容不

具体等，学生很难做出客观准确的自我评价，因此建议与教师评价相结合运用，摸索两种方式联合使用

的平衡点，发挥“1 + 1 > 2”的评价效果。 
体育教学评价是检验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也是体育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体育教学评价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出学生的体育学习成绩，若想获得优异的体育成绩，需要学

生具备积极的学习态度、正确的学习动机以及旺盛而持久的学习兴趣。通过调查发现，现阶段位育中学

冰壶课程评价模式采用“体测成绩 + 技术考核成绩 + 平时表现(比赛测试、课堂表现等)”按一定比例

合算的模式，该评价模式展示了评价主体的单一性和评价内容的局限性的问题，过于关注学生身体素质、

技术掌握程度，忽视学校教育对学生的情感意志、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要求[4]，而无法公平地评价每

一位学生的学习表现，每一位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的学生可能是技术掌握较好，有些学生可能技术

学习能力较低，学习速度较慢，但在人际交往方面表得十分突出，若运用原有的评价模式对这些学生进

行评价，可能会导致部分学生的自尊心受挫，不利于学生继续参与课程学习。研究发现，目前高校的评

价模式普遍存在评价主体单一、方式落后以及指标缺少科学性的问题[5]。体育教学过程是师生、生生之

间的交互活动过程，在评价教学效果时应注重评价主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结合前文对学生自评形式的

优缺点，建议增加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等评价形式，注重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定量评价与定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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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等方法相结合运用，完善评价内容的制定标准，弥补“一试定整课”的“一刀砍”评价方法的局限性，

在教师引导下帮助学生完成自身及对他人的客观的学习评价，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学生自信

心。 

5. 上海市位育中学冰壶教学存在问题与发展对策 

据实地调研相关调查资料发现，目前上海市共建设有冰场 14 块(标准冰场共有 4 块)、室内滑雪场所

43 处、冰壶场馆 3 个，滑雪、冰壶、速滑等冬奥会比赛项目分布在 13 个区，徐汇区包含在内。徐汇区

青少年训练中心于 2016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冰壶馆拥有四条标准冰道，主要用于徐汇体校和位育中学日

常的冰壶课程教学，据了解该场地工作日和周末等空闲时间段还为金山区、奉贤区等上海市部分区冰壶

队提供训练场地。从冰壶专项班学生对冰壶场地器材配备情况的满意度反馈发现，位育中学作为徐汇区

冰雪特色学校，对冰壶课程的场地器材等基础建设工作落实较完善，基本满足学生对冰壶场馆器材的需

求，为学生参与正规的冰壶学习活动提供了保障，但仍有 5.6%的同学对学校的场地器材持以不能满足的

态度，实地调研发现可能是学校出资购入的冰刷、冰壶鞋使用时间已久，受损情况较为严重，器材的长

期使用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教学隐患。针对这种情况，冰壶教师可通过要求学生在课前完成冰壶鞋的统一

购买，学校给予指定的储藏空间得以解决。位育中学冰壶课程所使用的冰壶馆是目前上海市现有冰雪场

馆中较为标准的，学校对冰壶课程开设持支持态度。但了解发现场地所属权持有单位非位育中学，学生

只能在专项课时间到冰壶馆学习，其余时间不对外开放，在课余时间无法进行额外冰壶学习活动。 
冰壶运动对场地、器材条件要求极为苛刻，要求馆内保持零上 5~8 度的恒温，每场比赛前，制冰师

都需要反复多次进行修冰、打点等工作，以确保冰面的洁净与冰点的均匀分布，而目前国内认证的制冰

师屈指可数[6]。因为制冰的繁复过程，鲜有人愿意学习制冰技术，间接致使制冰师的聘请费用较高。制

作壶体的原材料较为稀少且产地仅有一处，故造价十分昂贵，一套冰壶 16 个，约为 12~16 万。学生需穿

着特定的冰鞋(左脚鞋底为正常橡胶材质，用于制动刹车；右脚为塑料滑片材质，用于在冰面滑行与支撑)
上课，这一类鞋子是由国外供应商提供的，一般都在 3~4 千元，质量较差的最低售价 1 千元。冰壶馆中

提供的器材使用时间较长，损坏老化程度较快，器材的更新速度较慢，影响学生正常使用。 
位育中学冰壶队成立于 2019 年，至今已为学校获得不少荣誉，在各级各类赛事中也发挥出队伍的优

异水平，这也反映出该冰壶教师对冰壶专项的教学能力和技能水平。冰壶运动教练员培训机会较少，与

其他大众类体育项目相比，冰壶教师专业技能提升途径较局限，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冰壶教师在冰壶运动

知识和技能掌握的上升空间。上海市冰壶协会组织的冰壶专项培训活动较少，冰壶教师无法及时更新知

识储备和教学理念，导致目前上海市校园冰壶课程缺少专业对口的高质量冰壶教师。上海市现有的专业

冰壶教练员数量较少，教师的专业技能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冰壶课程的教学质

量。位育中学只有一名冰壶教师，最高学历为硕士，具有长达 20 年的教龄，其职称为正高级教师，在大

学期间所学专项并非冰壶项目，属于跨项目教学，执教冰壶项目约为 3 年时间，存在执教时间较短，经

验不足的现象。这可能导致教师缺少对冰壶项目的研究，对教学内容的剖析不够深入，在教学过程中缺

少指定教材作为理论依据。由于冰壶教练在上海市乃至国内的稀缺，位育中学冰壶教师参与冰壶教学培

训的途径匮乏，教学理念无法及时更新，加之冰壶运动尚无指定教材，教学内容制定大部分还是由教师

现有的冰壶知识储备决定的，知识来源较广，内容质量参差不齐，这些均致使冰壶课程教学内容缺少系

统性和科学性。 
学校对冰壶宣传形式较少，内容缺少广度和深度。位育中学宣传冰壶运动的形式仅限于通过广播、

海报、学校公众号等，从数据观察发现虽然宣传效果不错，但学生通过这些途径了解到的冰壶知识有限，

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部分学生对知识的内在需求。学生获取冰壶信息资源的途径众多，以教师教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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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为主，互联网的资源真伪难辨，若没有正确的信息获取指引，容易致使学生对冰壶运动产生片面

的、错误的理解。通过调查发现，近半数的冰壶专项班学生在高中前没接触过冰壶项目，对冰壶运动了

解甚少，教师教授是学生了解冰壶知识的重要获取途径，但在课堂中教师对冰壶运动理论知识的教授也

很少，过于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至于学生对于冰壶运动的认知度较低。 
针对非冰壶专项班学生，体育教师可以利用学校无形的课程资源，即大课间、体育课等时间资源，

还有场地、器材等有形的硬件设备，教师提前培养专项班裁判员的执裁能力，制定活动赛事的内容及规

则，组织策划并举办各式各样的小型冰壶比赛, 如：陆地简易版冰壶比赛[7]、半场冰壶占位比赛、“距

离”比赛等。另一方面，对于专项班学生，冰壶教师可以定时组织班级内部的正式冰壶比赛，按照国际

冰壶赛事规则进行，合理分配课内和课外训练时间，模拟真实比赛情景，提高学生技战术的运用能力。 

6. 结语 

冰壶项目本身对高中生而言，极具新奇性、挑战性，在“以体育智、以体育心”方面具有其重要的

教学价值，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探索并分析上海市位育中学冰壶课程开展情况，剖析学校冰壶课程

教学过程，以打造位育中学冰壶校本课程为出发点，提出有效的、具体可行的策略与建议，对优化冰壶

课程的教学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了贯彻体育强国理念，实现“北冰南展西扩”战略，推动学校

体育发展，要做好冰壶课程教学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如宣传、场地器材、教师配备等，奠定冰壶课程的

文化氛围。通过拓宽校园冰壶宣传途径，注重内容的多样化和全面性、实现“内推”与“外引”相结合

以及加强校本冰壶课程教材建设等措施，推动校园冰壶的顺利开展。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之一，体育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做到“尽本分，提效果”，不仅要做好专项班的教学工作，还要带领校冰壶队开

展日常的训练活动。因此，“尽本分”要求教师做到“教学”“训练”两不误，实施课内外训练一体化

模式。此外，教师还应及时更新教学理念，丰富冰壶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改进运用策略，以及改

进评价方法，做好教学前期的“备课”工作，在课堂中认真落实课程大纲的指导思想和教法要求，达到

“提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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