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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2019级、2020级、2021级三个年级学生的调查，找出学生

专项课程开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学生专项课程课堂学习和课余学习的基本现状，以及影响学生专

项课程课余学习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对应的解决对策；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地考

察法、数理统计法对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的学生的主项选修课程的选择情况、学校的场地设施、师资

情况、学生选择主项选修课程认知程度以及学生的课堂与课后的学习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

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的学生在选择专项课程时受人数限制；由于体育专业专项技能的特殊性，运动技

能的掌握只通过课堂上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巩固与练习，大多数同学都是采

用自主练习的形式，他们课余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个人兴趣爱好和强化专业技能。大部分学生一次课余学

习时间都是1~2小时，一周进行3~4次课余学习，他们的课余学习没有连续性，少部分同学一次课余学

习时间是3小时以上，一周进行6次以上；课余学习时间不同、次数不同，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也不同；

制约学生课余学习的因素主要是学生的个人惰性大、天气的影响、场地的影响、场馆的开放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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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find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students’ 
special cours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hree grad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ing in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in 2019, 2020 and 2021, analyze the basic status quo of classroom learn-
ing and after-school learning of students’ special cours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after-school learning of students’ special courses,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he lite-
rature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selection of the main 
elective courses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the ve-
nue facilities of the school, the teachers’ situation, the awareness of students’ choice of major elec-
tive courses, and the learning status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and after cla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is limited 
b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hen choosing special courses.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sports pro-
fessional skills, the mastery of sports skills only through classroom learning is far from enough, 
but also need to use spare time for consolidation and practice, most students are in the form of 
independent practice, their after-school learning is mainly personal interests and strengthen pro-
fessional skills. Most students have 1~2 hours of after-school learning time, 3~4 times a week, 
their after-school learning has no continuity, and a small number of students have more than 3 
hours of after-school learning time and more than 6 times a week; different learning times and 
times after clas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students’ motor skills; the factors restricting students’ af-
ter-school learning are mainly students’ personal inertia, the influence of weather, the influence of 
venues, and the opening of 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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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主项选修课程是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独有的一门课程，俗称专项课程。专项课是指学生在

大二时选择一项自己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并学习两年，专项课的目的是突出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学生的

一专多能，下文统一用专项代替专项选修课程。体育学院的学生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活泼好动、性

格开朗，比较重视运动技能的学习；课余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

力以及自制力。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学生的课堂学习和课余巩固两方面进行研究，希望通过贵州民族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本科学生的专项课程的选择情况、课余学习现状的调查，了解体育专业的学生在课后是

否会积极参与专项课余学习、参与课余学习的目的和影响因素，并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措施，提高

学生参与课余学习的积极性。选择贵州民族大学的依据是因为贵州民族大学规模适中、体育场地、设施

基本上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每一个年级都只有两个专业，分别是体育教育专业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专业，人数适中，便于展开调查，得到的结果也较为真实，可以成为我论文撰写的有力支撑，使我的论

文更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 2019 级、2020 级、2021 级三个年级学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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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学生专项课程开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学生专项课程课堂学习和课余学习的基本现状，以及影

响学生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对应的解决对策。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是通过对贵州民族

大学体育专业 2019~2021 级学生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现状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对提高学生的专项运动技

能有着指导意义；通过对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学生专项课程开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 2022
级学生选择专项课程有着借鉴意义。 

课堂学习是一种集体学习形式，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主动地掌握知识、形成技能、发展智力和

培养能力的过程，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课堂学习也是学生学习知识、掌握知

识的主要阵地，教师充分地利用课堂教学可以使学生的知识得到进一步提高，体育课的课堂学习也是如

此，教师的讲解与示范，能够帮助学生在大脑里初步建立起动作表象，为接下来的教学做铺垫[1]。“而

课余专项学习是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专项训练，使专项水平得以巩固和提高的一项实践活动和‘第

二课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对专项进行加练是很有意义和必要的。”[2]这能进一步提高贵州民族大学

体育专业学生的专项技术技能。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贵州民族大学学生主项选修课程学习现状，调查对象为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 2019 级、

2020 级、2021 级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两个专业的学生。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贵州民族大学期刊数据库、CNKI 中国知网、互联网等相关途径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核心期刊、

相关论文来进行撰写，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文的研究与需要，设置问题并将问卷发放给 2019~2021 级的体育专业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专业的学生填写，2019 级共发放 50 份，2020 级共发放 50 份，2021 级共发放 90 份，一共是 190 份，填

写完后进行整合与分析。 
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首先，先设计问卷调查的题目，然后在指导老师的意见下多次修改后，对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

学院 2019 级、2020 级、2021 级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两个专业的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问

卷的发放主要是直接转发问卷链接到各个年级的班级群进行随机填写，以及本人到学生上课教室进行现

场发问卷和回收的方式，最后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归纳，检查问卷的填写完整度以及填写的有效

人数。通过表 1 中的数据可知：问卷的回收率为 95.79%，有效率为 100%，社会学者巴比提出的关于问

卷回收率的等级规则指出：要对文章进行分析与撰写，问卷的回收率不能低于 50%，达到 60%好的，达

到 70%是很好的，而本文的回收率为 95.79%，因此，本文的问卷调查的回收率是非常好的，可以成为文

章撰写的数据支撑。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distribution and recovery of questionnaires 
表 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统计表 

问卷填写专业 发放问卷(份) 回收问卷(份) 有效问卷(份) 回收率(%) 有效率(%) 
体育教育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190 182 182 95.7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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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访谈法 
设置相关问题对各专项教师以及抽查部分学生进行访谈，询问教师学生的课堂表现、对学生的要求

以及上课的积极性；询问学生参与和不参与专项课余学习的目的以及技能水平变化，并对访谈的结果进

行总结与归纳。 

2.2.4. 实地考察法 
在贵州民族大学的各个专项场地进行实地走访，考察各个专项课程学生的课堂和课余学习现状，并

且对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专项课程的学分、学时设置情况进行访问。 

2.2.5. 数理统计法 
使用 EXCEL 软件对回收到的调查问卷的数据以及对访谈教师和学生得到的结果进行整理与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选专项前学生对专项课程的认知水平 

从表 2 可知：学生对专项课程的认知度较高，并且在选择专项前学生对他们所选择的专项课程有一

定的认知，学生对专项课程的认知途径有两种，第一种途径是：学生通过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学习，例如

篮球、足球、羽毛球、田径，这些运动项目作为中小学常见的运动项目，大部分学生的认知程度较高，

占比为 29.67%；第二种途径是：学生在大一时通过专项课程的普修学习，例如：篮球、足球、田径、体

操、羽毛球、网球、体育舞蹈，其中网球、体育舞蹈这两项运动项目大部分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没有接触

过，所以对它们的认知程度低，占比为 23.63%。 
 
Table 2. The table of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 (n = 182) 
表 2. 学生认知程度表(n = 182) 

认知程度 人数(人) 比例(%) 

认知度很高 54 29.67% 

认知度较高 51 28.02% 

认知度一般 34 18.68% 

认知度低 43 23.63% 

合计 182 100% 

3.2. 贵州民族大学专项课程的开展现状 

3.2.1. 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学生专项课开设情况 
贵州民族大学体育教育专业 2019 级、2020 级和 2021 级学生的开班情况：2019 级共开设有四个专项，

分别是篮球、足球、网球、田径；2020 级共开设有五个专项，分别是篮球、足球、网球、羽毛球、田径；

2021 级体教一班共开设有五个专项，分别是篮球、足球、羽毛球、田径、体操；2021 体教二班一共开设

六个专项，分别是篮球、足球、网球、羽毛球、田径、体操。通过实地调查可知 2021 级分为体育教育 1
班和体育教育 2 班，所以学生们在选择专项时是两个班合开，只有篮球专项是单独开班，因为篮球选择

的人数较多，合在一起开会导致体育场地、器材不能满足学生的上课需求，而且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难

度也会大大增加。 
从表 3 中数据可以看出在 2019~2021 级三个年级中篮球、足球、网球、田径这四个专项都有开设，

具有连续性；还可以看出三大球中篮球和足球比较受学生的喜爱，选择人数较多，并且 2019~2021 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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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级中的篮球、足球专项人数都是逐年递增的；田径作为公认的“运动之母”，受到了各个年级学生

的喜爱，开设具有连续性；而网球是一项近几年比较热门的运动，大部分学生在进校之前都没有接触过，

每个学生都是从零开始学习，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的兴趣较高，所以这一运动项目的开设也具有连续性。

体操专项在 2019、2020 级两个年级中都是没有开设的，在 2021 级中能够开设起来说明学生专项的选择

种类越来越丰富，学生的选择面也越来越广。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 2019 级、2020 级、2021 级学生的开班情况：2019 级共开设

有三个专项，分别是体育舞蹈、篮球、器械健身；2020 级开设有五个专项，分别是篮球、田径、器械健

身、羽毛球、网球；2021 级共开设了六个专项，分别是足球、篮球、器械健身、羽毛球、体育舞蹈、田

径。 
从表 4 中数据可以了解到，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专项课的开设的相同点是每一个年级的

篮球和器械健身都有开设，其他的课程在开设上面没有连续性。其中 2019~2021 级三个年级的篮球专项

的人数是逐年递减的。通过访谈可知：2019 级的专项课程开设比较少，一个原因是当时课程的开设有人

数限制，必须满足 6~8 人才可以开设专项课程，但是这一限制情况只有人数的下限限制并没有人数的上

限限制，导致很多项目开展不起来，同时还导致了有些项目的选择人数较多，最突出的例子就是 2019 级

篮球专项班，因为选择的人数较多而开了两个篮球专项班，这一开班情况是有利也有弊的，但是我认为

弊大于利，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技能水平不同、接受能力不同、身体素质不同，所以教师在上课时有一定

的困难，器材、场地不够也不能满足学生的上课需求；而 2020 级和 2021 级的专项开设相对于 2019 级来

说种类丰富，学生的选择面也比较广。 
从表 3 和表 4 的数据可以了解到无论是体育教育专业还是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从课程的开设

情况来看，球类运动的选择比较多，尤其是篮球，体育舞蹈和器械健身这两个专项的选择情况来看体育

教育专业的选择较少，因为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不一样，体育教育专业的对象主要是面向中小学的

学生，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则是面向社会群体的，所以这两个专业在培养方案上有所不同，选择的专

项也有所不同。通过对教师访谈和学生访谈的结果可以了解到：有的学生在选择专项时没有看到有自己

擅长的或者是感兴趣的，而被迫选择了一项自己不感兴趣的运动项目；有的学生还存在从众心理，那个

项目选择的人多学生就选择那个项目，没有考虑到自己是否适合这一运动项目，没有从自身的运动技能

方面去选择专项，其中还出现了换专项的情况，例如：从羽毛球专项转到网球专项的、从足球专项转到

网球专项的。 
 

Table 3.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programs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2019~2021 
表 3. 贵州民族大学 2019~2021 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专项的开设情况 

开设专项 2019 级各专项人数(人) 2020 级各专项人数(人) 2021 级各专项人数(人) 

篮球 16 19 23 (1 班) 21 (2 班) 

足球 11 16 20 

网球 7 7 7 

羽毛球 0 5 14 

田径 6 5 15 

体操 0 0 6 

总计 40 5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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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programs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social sports guidance and management in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2019~2021 
表 4. 贵州民族大学 2019~2021 级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学生专项的开设情况 

开设专项 2019 级各专项人数(人) 2020 级各专项人数(人) 2021 级各专项人数(人) 

篮球 28 15 10 

体育舞蹈 5 0 6 

器械健身 6 9 6 

田径 0 10 6 

羽毛球 0 10 8 

足球 0 0 13 

网球 0 6 0 

总计 39 50 49 

3.2.2. 专项课程的学时、学分设置情况 
专项课程是由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安排的，2019 级体育教育专业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

业的课程学时的设置不一样，体育教育安排专项课程的学习时间为三个学期，一个星期有 6 节专项课程，

总学时为 288，一共是 18 个学分；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是安排了四个学期的专项学习，一个星期有 6
节专项课程，总学时为 384，一共是 24 个学分；2020 级和 2021 级体育教育专业培养方案相同，学习时

间上都是安排了四个学期，一星期有 6 节专项课程，总学时为 384，一共是 24 个学分；而 2020 级和 2021
级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培养方案相同，一星期有 4 节专项课程，总学时为 256，一共是 16 个学分。

(如表 5) 
 

Table 5. The setting of hours and credits of special courses 
表 5. 专项课程的学时、学分设置情况表 

年级 体育教育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9 级 288 学时 18 学分 384 学时 24 学分 
2020 级 384 学时 24 学分 256 学时 16 学分 
2021 级 384 学时 24 学分 256 学时 16 学分 

3.2.3. 贵州民族大学体育场地、设施情况和满意度 
从表 6 可知：贵州民族大学的老校区室外场地有篮球场 5 块、网球场 3 块、田径场 1 块、足球场 1

块、排球场 2 块；室内场地有篮球馆 3 块、羽毛球馆 5 块、健身房、体操房，场地情况基本上能够满足

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的上课需求，但是对于学生的课余学习的需求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体操房、

足球场、网球场等，常常会出现场地不够用的情况，网球的场地有 3 块，每个年级都有开设网球专项，

总人数为 27 人，学生在进行课余学习时场地拥挤、训练球较少不能够满足学生的课余学习需求，足球也

是存在场地不能够满足学生课余学习的问题；而体操房存在的问题是器材设施较少，体操房中的单杠只

有 1 个、双杠 2 个，体操垫若干，不能够满足学生的课余学习需求，所以学生在进行课余学习时通常是

器材、场地不够用、人多场地少的现象。 
从表 7 可知：学生对贵州民族大学的体育场地和设施的满意度各有不同，大部分专项的学生对场地

感到满意；非常满意的比例为 12.64%、比较满意的比例为 36.81%、满意的比例为 22.53%、不满意的比

例为 28.02%。由此得出：场地设施也是影响学生进行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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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Surface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stadium 
表 6. 贵州民族大学体育场地表 

场地 室内场地(块/个) 室外场地(块) 
篮球场 3 5 
网球场 0 3 
足球场 0 1 
排球场 0 2 

羽毛球场 5 0 
体操房 1 0 
健身房 1 0 

 
Table 7. Student satisfaction with sports facilities (n = 182) 
表 7. 学生对体育场地设施满意度表(n = 182) 

满意度 人数(人) 比例(%) 
非常满意 23 12.64% 
比较满意 67 36.81% 
满意 41 22.53% 

不满意 51 28.02% 
合计 182 100% 

3.3. 各专项学生课堂学习与课余学习情况分析 

3.3.1. 专项教师对学生课堂学习的评价 
通过访谈法，对各专项课程的教师进行访谈，教师对学生的课堂学习评价较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也比较高，学生在上课时，能够积极参与并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 

3.3.2. 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学生课余学习的目的 
从表 8 可知：学生在进行课余学习的目的主要有：个人兴趣爱好、提高身体素质、强化专业技能、

为就业做准备、减肥塑形、从众心理六个方面，其中学生课余学习目的中占比最高的是个人兴趣爱好，

为 83.54%，其次是强化专业技能，占比 76.22%，而最低的是从众心理，占比 8.54%。学生参与课余学习

时主要的出发点是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其次才是想要通过专项课程的课余学习来强化专业技能。 
 
Table 8. The purpose list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after school (multiple choices) (n = 164) 
表 8. 体育专业学生课余学习的目的表(多选) (n = 164) 

目的 人数(人) 比例(%) 
个人兴趣爱好 137 83.54% 
提高身体素质 105 64.02% 
强化专业技能 125 76.22% 
为就业做准备 81 49.39% 
减肥塑形 28 17.07% 
从众心理 14 8.54% 

3.3.3. 学生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频率 
频率是指每个对象出现的次数与总次数的比值，而学习频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参与课余学习的次数，

本文调查的单位时间是以周为单位[3]。通过表 9 可知：每周的课余学习频率占比最高的是一周 3~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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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9.39%；每周课余学习六次以上的占比最少，为 15.24%，证明了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学习频率。从

表 9 的数据可知：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的课余学习次数主要是一周 3~4 次，根据时间规律，一周

为七天，大部分学生课余学习的频率连最基本的一天一次都没有得到保障，这说明了学生的学习频率低，

需要加强改善这一现象；另一方面可知，学生的课余学习缺乏均衡性和连续性。一周七天，学生最理想

的学习频率应该为一天一次，保持学习的连续性，也会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Table 9. Frequency table of after-school study for students in special courses (n = 182) 
表 9. 学生专项课程课余学习频率表(n = 182) 

学习频率 人数(人) 比例(%) 

1 次以下 18 9.89% 

1~2 次 29 17.68% 

3~4 次 81 49.39% 

5~6 次 29 17.68% 

6 次以上 25 15.24% 

合计 182 100% 

3.3.4. 学生专项课程一次课余学习时间 
课余学习时间是指学生除了课堂学习之外的空余时间。通过表 10 可知：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学生

一次课余学习时间在 1~2 小时的占比最高，为 51.83%；课余学习时间在 3 小时以上占比最低，为 8.54%，

一方面是因为每个学生对课余时间有着不同安排，分配在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因为体

育专业的学习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以除了专项课的课程安排外，其他的时间学生大多数要进行理

论知识的学习[4]，每个年级每个班级的理论课程安排不同，学生进行一次课余学习的时间也不同。 
 
Table 10. One extracurricular study timetable for students’ special courses (n = 164) 
表 10. 学生专项课程一次课余学习时间表(n = 164) 

学习时间 人数(人) 比例(%) 

1 小时以内 30 18.29% 

1~2 小时 85 51.83% 

2~3 小时 35 21.34% 

3 小时以上 14 8.54% 

合计 164 100% 

3.3.5. 学生专项课程课余学习时间段 
通过表 11 可知：学生的主要学习时间分为早上、中午、下午、没有固定时间；其中，在下午进行专

项课程课余学习的占比最高为 35.98%，而在中午的占比最低为 3.05%；在这些时间段里面占比第二高的

是没有固定时间，占比 34.15%。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每个人选择课余学习的时间不一样，每个人的课

余时间也有所差异。通过实地考察可知：网球专项的学生在早上有出早操的情况，而中午、下午都会有

学生在网球场进行课余学习，在早上出完早操之后选择下午进行课余学习的学生居多。因为网球项目属

于小球运动项目，所以小球运动项目需要多次反复的练习来保持球性。通过访谈网球专项的学生可知，

网球专项教师对学生有着一定的要求，要求学生早上 6~8 点出早操，所以这也是学生专项课程课余学习

时间早上的占比达到 26.83%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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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Timetable of extra-curricular study for special courses for students (n = 164) 
表 11. 学生专项课程课余学习时间段表(n = 164) 

学习时间段 人数(人) 比例(%) 
早上 44 26.83% 
中午 5 3.05% 
下午 59 35.98% 

没有固定时间 56 34.15% 
合计 164 100% 

3.3.6. 影响学生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主要因素 
影响学生参与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因素是多样的，通过表 12 可知，影响学生进行专项课程课余体育

学习的外界因素有：场地状况、天气的影响、体育设施、器材、缺乏锻炼伙伴、学习任务重、场馆开放

情况等；内因主要是个人的惰性大。其中影响体育专业学生专项课程课余学习占比最高的三个因素是：

场地状况、天气的影响、个人惰性大，分别占比 81.71%、56.71%、55.49%。从表中还了解到影响学生专

项课程课余学习的一个因素是场馆开放情况，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篮球馆、羽毛球馆、健身房、体操

房的开放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篮球馆、体操房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关闭的，只有上课时间才会开放，

而羽毛球馆和健身房除上课时间外会开放到晚上八点，在周末室内场馆很少开放，开放的场馆开放时间

也较短，基本上是集中在下午开放。 
 
Table 12. Main factors affecting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study of special courses (multiple choices) (n = 164) 
表 12. 影响学生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主要因素表(多选) (n = 164) 

影响因素 人数(人) 比例(%) 
场地状况 134 81.71% 
学习任务重 70 42.68% 
个人惰性大 91 55.49% 
天气的影响 93 56.71% 

缺乏锻炼伙伴 64 39.02% 
体育设施、器材 84 51.22% 
场馆开放情况 51 31.1% 

其他 11 6.71% 

3.4. 专项课余学习对专项技能水平的影响 

通过实地考察和访谈贵州民族大学参与专项课余学习的学生可知：学生参与课余学习有两种目的，

一个是学习专项技术技能，巩固课堂所学知识，通常都是自发性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学习，取

得的成效较强，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提高较为明显，例如：网球、器械健身、羽毛球、体操专项等；一

个是以娱乐性为主，他们在课余学习时主要是进行打比赛，虽然说学生参与了课余学习，但是学生课余

学习出发点不同，所以对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上取得的成效较弱，例如：篮球专项。 
本文选择网球专项，分析课余学习对网球专项学生专项技能水平的影响，选择网球专项进行分析的

原因是，通过实地考察和访谈网球专项学生可知：第一、在所有的专项课程的课余学习中，网球运动项

目的总人数不多但是参与课余学习的比例是所有运动项目中占比最高的；第二、2020 级的体育教育和社

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这两个专业中都开设了网球专项课程，可以对两个班级学生专项技能水平进行横向对

比；第三、网球属于小球类项目，不仅需要课堂的学习，还需要在课后加大练习来保持球性，据了解网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3111


黄万侣 
 

 

DOI: 10.12677/aps.2023.113111 797 体育科学进展 
 

球项目在贵州省大学生网球公开赛中取得的成绩较好、名次靠前；第四、网球专项学生课余学习的学习

模式与其他专项不同，网球专项学生课余学习基本上都是高年级学生带低年级学生进行；第五、网球专

项学生课余学习时间、频率较高，据了解只有网球专项在早上 6~8 点有出早操的现象，出早操这一现象

并不是专项教师强制要求的，而是教师在提出要求后学生自发进行的，并且在所有的专项中只有网球专

项有出早操的情况，另外，在中午的课余时间和下午没课时网球专项的学生都会在网球场参与课余学习，

课余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课堂所学技术动作以及基本专业技能，学生在基本技术技能学习完成后会进行打

比赛，对所学技术动作、技战术知识进行巩固，在比赛中找出技术动作的弱点。 
网球是很多学生在上大学前没有接触过的运动项目，学生都是零基础，在 2020 级的体育教育和社会

体育指导与管理这两个专业中都开设了网球课程，并且是同一位教师上课，但是他们的课余学习态度以

及积极性有所不同，2020 级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在课余学习的积极性较高，课余学习的时间、学习频率

较多，早操的出勤率几乎可以达到全员参与，所以体育教育专业网球专项班学生的正反手击球、网前截

击、发球、发球等技术动作已经慢慢向巩固与自动化阶段发展，并且能够流畅的进行对拉和打比赛；而

2020 级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对课余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的次数、时间较少、早操的出勤

率不高，只有一两个学生会出早操，所以他们的网球技术动作的掌握仍然处于泛化阶段，只能初步的做

出技术动作，在对拉时对球的方向和角度的控制不到位；课余学习对专项技能水平的提高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不同的学生在进行课余学习时的时间不同、频率不同，所以学生的专项技能也会随着课余学习量的

不同而得到提高。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专项课程的开设种类有人数限制，6~8 人开班，有人数的下限限制，但是没有人数的上限限制；

2021 级体育教育的专项除篮球外其他专项是合开；2019 级专项的开班种类较其他两个年级而言较少。 
2) 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学生参与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个人兴趣爱好、强化专业技能、

提高身体素质。 
3) 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的课余学习时间大部分学生是持续 1~2 小时，学习的频率为每周 3~4

次；学生课余学习缺乏主动性和连续性；课余学习的成效不大。 
4) 影响学生进行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分别是场地状况、天气的影响、个人惰性大；

体育场馆的开放情况也是一个影响学生课余学习的因素。 
5) 网球专项的学生在课余学习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并且课余学习主要是以基本技术技能的学习

为主，在所有的专项中只有网球专项有出早操的情况，而且网球专项课余学习模式也比较特殊，是高年

级带低年级学生进行；而篮球专项大部分学生在课余学习时是以打比赛为主，其主要性质是娱乐性较强。 

4.2. 建议 

1) 应当降低对专项课程课开设的人数限制条件，可以降为 4~6 人开班，明确对专项的人数的选择上

限和下限，例如：篮球专项最多选择 20 人，因为人数太多，场地、器材不能够满足学生的上课需求，每

个学生的技能水平不同，所以在教师上课的过程中比较困难，学生的专业技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应

当丰富专项课程的开设种类，例如：开设健美操、武术、排球等专项。 
2) 学生应当将专项课程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重视课余学习的重要性，专项技能的掌握

只靠课堂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利用课余的时间进行巩固与练习。 
3) 提高学生课余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和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频率，坚持每天有一次课余学习，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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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余学习具有连续性，提高课余学习的效率，进而使学生达到一专多能。学院应当高度重视课余学习

对学生的好处，不仅仅是体现在专项技能的提高上，还可以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 
4) 学校应当高度重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更便捷的体育

运动场所和体育设施[5]；将篮球馆、健身房、羽毛球馆和体操房的开放时间延长，以及延长周末场馆开

放的时长。 
5) 应当推广网球专项中高年级带低年级学生进行课余学习的模式，高年级学生在指导低年级学生专

项技能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提高高年级学生的专项技能和语言的组织能力，还可以加强低年级学生对

技能的掌握；还应当在其他专项中推广网球专项中的出早操，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专项技能，还可以提

高学生们对课余学习的态度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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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贵州民族大学学生主项选修课程学习现状调查与分析 

尊敬的同学： 
您好！我是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的大四学生，为了深入了解贵州民族大学学生专项选修课

程的学习现状及相关问题，特设计此问卷。邀请您在百忙之中填写问卷。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填写，所

答内容只需按照实际情况和想法填写即可。由衷感谢您的帮助与支持。  
* 1. 您的性别：  
男  
女  
* 2. 您的专业是：  
体育教育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 3. 您的年级是  
大二  
大三  
大四  
* 4. 您在选择专项课程前对学院专项课程的开设情况是否有了解  
非常了解  
了解  
一般  
不了解 
* 5. 在选择专项课程前学院是否安排有相关课程的学习  
有  
没有  
* 6. 您的专项选修课程是：  
篮球  
网球  
足球  
羽毛球  
田径  
健身  
体育舞蹈  
健美操  
体操  
* 7. 您为什么要选择这项专项课程？  
大一进校来就想选择这门课程  
为就业做准备  
从众心理  
个人兴趣爱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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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您是根据什么来选择专项选修课程的  
兴趣爱好  
师兄师姐的介绍  
没有自己感兴趣的，被迫选择  
其他  
* 9. 在选择专项课程前，您对您的专项项目的认知程度如何？  
认知很高 
认知度较高  
认知度一般 
认知度低 
* 10. 在选专项课程前，您认为您的专项课程的难易程度如何？  
简单、好上手  
中等  
困难  
很困难、上手较难  
* 11. 您是否喜欢您的专项选修课程  
很喜欢 
较喜欢  
一般  
不喜欢  
* 12. 您选择专项课程的目的是？  
为了更好的就业  
可以利用专项技能做兼职  
学习新的运动技能  
锻炼身体  
其他  
* 13. 学院的师资能够满足您专项课程的学习需求吗？  
比较满足  
满足  
一般  
不满足  
* 14. 您对自己的专项课程课时安排的满意度如何？  
很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不满意  
* 15. 您对本校的体育场地等设施满意吗？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3111


黄万侣 
 

 

DOI: 10.12677/aps.2023.113111 801 体育科学进展 
 

不满意  
* 16. 您的专项课程的学习方式是怎样的？  
老师全程控制体育课程的学习进度  
老师完成授课内容后学生自主活动  
老师安排分组学习  
其他方式  
* 17. 您专项课程的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怎么样？  
积极性很高  
积极性一般  
积极性不高  
* 18. 您在专项课堂学习时符合下面那种情况？  
上课认真学习新技能，并且反复练习  
上课很认真，但学习效率不高 
上课不认真，练习时也在偷懒  
其他  
* 19. 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项课程学习后您对您的专项技能掌握程度怎样呢？  
很熟练  
比较熟练  
熟练  
不熟练  
* 20. 专项课程的课堂学习后，您会在课余时间进行强化和巩固吗？  
会  
不会  
* 21. 您对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态度是？  
很积极  
比较积极  
一般  
不积极  
* 22. 您认为课余学习对于技能的掌握重要吗？  
非常重要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 23. 您对专项课程的课余学习有计划安排吗？  
有严格计划安排  
有，但很难完成  
偶尔有计划  
没有计划   
* 24. 您一般在一天的什么时间参加专项课程的课余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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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中午  
下午  
没有固定时间  
* 25. 您一次课余时间会训练多久？  
1 小时以内  
1-2 小时  
2-3 小时  
3 小时以上  
* 26. 您一周进行几次课余锻炼  
1-2 次  
3-4 次  
5-6 次  
6 次以上  
* 27. 您认为学校的体育场馆、设施能不能满足您的课余学习的需要？ 
能满足  
勉强能满足  
不能满足  
* 28. 您进行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目的？【多选题】  
个人兴趣爱好  
提高身体素质  
强化专业技能  
为就业做准备  
减肥塑形  
从众心理  
* 29. 您认为能够影响专项课程课余学习的因素有？【多选题】  
场地状况  
学习任务重  
个人惰性大  
天气的影响  
缺乏锻炼伙伴  
体育设施、器材 
场馆开放情况 
其他  
* 31. 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项课程的学习，您自己的专项技能与刚开始学习时有什么变化？  
技能相对提高  
技能与之前一样  
技能相对下降  
* 32. 通过专项课程的学习，您对自己的专项的认知程度如何呢？  
认知度提升很大，也更加热爱自己的专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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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度提升一般  
认知度与之前一样  
认知度降低  
* 33. 您对专项课程的开展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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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访谈提纲 

访谈教师： 
1、教师对教学过程的评价。 
2、对学生学习的评价。 
3、大纲的变化情况(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两个专业的变化)。 
4、专项的开展情况。 
5、对专项教学的建议。 
访谈学生： 
1、询问网球专项学生进行课余学习时的学习内容以及学习模式。 
2、询问课余时间长、频率高的学生的专项技能水平。 
3、询问课余时间短、频率低的学生的专项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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