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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分组教学法在高校排球课中的应用研究

张慧敏 1

1.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异质分组教学法作为一种基于学生个体差异的教学策略，通过合理分组，使组内学生优

势互补，相互学习，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新途径。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实验法、访谈法等方

法探究异质分组教学法在高校排球课中的具体应用效果，以期为高校排球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

方法。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异质分组教学法对于提高学生排球技术的掌握

与应用、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改善人际关系、增强了同学们协作精神等方面显著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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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

入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高校体育教学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排球作为高校体育课程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传统的高校排

球教学模式往往侧重于技术动作的重复练习，

忽视了学生个体差异和兴趣培养，导致教学效

果不佳，学生练习的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低，

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因此，探索一种能够激发

学生兴趣、提高教学效果的新型教学方法显得

尤为重要。选取山东理工大学大二年级、不同

排球基础水平的学生作为实验对象，通过对比

分析异质分组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在排球教学

中的应用效果，探讨异质分组教学法对提高学

生排球技能、学习兴趣及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

的作用。以期为高校排球教学提供指导。

2 对高校排球公共课现有教学方法的

调查

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如

果教学方法不恰当，该教学方法不能很好的适

用于学生和教师，进而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教学

目的，通过访谈法对山东理工大学排球任课老

师行调查，其结果发现山东理工大学排球公共

课现有的主要教学方法有语言教学法、直观教

学法和分解教学法。

3 实验前后实验班与对照班排球技术

测试结果对比分析

3.1 实验前后两个班排球技术测试结果对

比分析

表 3-1 实验前后对照班排球技术测试结果

（X�±S）N=50

实验前 实验后 t P

垫球 3.80±1.37 22.50±7.46 -21.871 <0.05

发球 1.70±1.11 5.11±1.53 -11.783 <0.05

从表 3-1 可以看出，在对照组试验前后，

对排球垫球技术测试进行了成对样本 t检验，

在进行了试验前后的比较分析之后，对照组学

生在实验前的平均排球垫球数量为 3.8 个，发

球 1.7 个，对照班学生实验后平均排球垫球数

量为22.50 个，发球 5.11 个，对照班的学生实

验前后，排球垫球、发球技术都有所提高，实

验后与实验前相比较，垫球平均提高 18.70 个，

发球平均提高 3.41 个，并且对照班实验前后排

球技术测试的 P值小于 0.05，此值表明对照班

的排球垫球技术在试验前和试验后有明显的差

别。因此，也证实了山东理工大学排球公共课

现有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排球基本技术有着积

极作用。

表 3-2 实验前后实验班排球技术测试结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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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X�±S）N=50

实验前 实验后 t P

垫球 4.10±1.15 30.25±4.52 -44.727 <0.05

发球 2.10±1.25 7.72±1.26 -20.535 <0.05

由表 3-2 可知，实验班学生实验前平均排

球垫球数量为 4.1 个，发球平均为 2.1 个，实

验班学生实验后平均排球垫球数量为 30.25 个，

发球平均为 7.72 个，实验班的学生实验前后，

排球垫球、发球技术有所提高，实验后与实验

前相比较，垫球平均提高 26.15 个，发球平均

提高 5.62 个，并且实验班实验前后排球技术测

试的 P值小于 0.05，该数值说明实验前后实验

班排球垫球技术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也证实

了在山东理工大学排球公共课教学中实施异质

分组教学法对学生的排球基本技术有着积极作

用。

3.2 实验后两个班排球技术测试结果对比

分析

表 3-3 实验后两个班排球技术测试结果对比

分析（X�±S）N=100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垫球 22.50±5.57 30.26±4.18 -7.88 p<0.05

发球 5.10±1.55 7.60±1.26 -8.83 p<0.05

由表 3-3 结论可知，对照班同学实验后平

均垫球个数为 22.5个，实验班同学实验后平均

垫球个数为 30.26 个，实验班实验后与对照班

实验后做对比：实验班平均每名同学垫球个数

较对照班同学多 7.76 个。对照班同学实验后平

均发球个数为 5.1 个，实验班同学实验后平均

发球个数为 7.6 个，实验班实验后与对照班实

验后做对比：实验班平均每名同学发球个数较

对照班同学多 2.5 个。因此，不难看出，实验

班学生实验后排球垫球测试的成绩与对照班学

生相比显著提升，且两个班实验后测试的排球

垫球成绩 T值均为负数，说明两个班的同学在

实验后排球垫球技术已经拉开了显著的差异。

综上所述，实验后对照班和实验班学生排

球技术相对于实验前都有显著的提升，因此，

对于山东理工大学的排球课程来说，现行的教

学方式以及实行“异质分组”式的教学方式对

于提升学生的排球技术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实

验班实验后提升的水平较实验前明显，对照班

相对较小。由于在实验前两个班排球技术无显

著性差异，而实验后实验班排球技术成绩高于

对照班，虽然两种教学方法都在一定程度对学

生们技术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实施异

质分组教学法成绩比现有教学法的成绩更为突

出。

分析其原因：在山东理工大学抽取的对照

班学生，通过学习都掌握了排球的基本技术，

重点放在机械的教学内容上，即各个环节都以

教学为主，学生们也形成定向思维，老师教一

点，学生学一点，唯有在老师的解释和引导下，

他们才可以真正地将自己的基础技术动作完全

掌握，在训练的过程中需要在老师的督促下，

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的排球基础技术得到提升。

在经过试验之后，对照班的同学在技术上有了

显著的提升，但是与实验班级相比，他们的排

球技术提升的幅度并不是很大，这表明对照班

级的学生缺乏强烈的积极的学习观念，他们是

在被动的接受学习。

实验班学生排球技术显著提高，教师通过

实施异质分组教学法，使各个小组学生的实力

水平相当，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设置问题→小

组思考→学生回答→技术比赛的形式进行教学，

实验班学生可以带着问题去练习排球技术，教

师在讲解示范中学生积极思考，小组成员相互

帮助，互相改正错误的动作，一起去解答问题，

为了接下来的技术比赛，提高自己的排球技巧，

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会在旁边进行引导，提倡

把教学工作放在学生的身上，把教学课堂完全

交给学生，用这种竞赛的方式，能够促使同学

们不断地进行实践，从而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

和自信心，学生更愿意将较多的精力放在排球

上，课后老师布置的作业学生也会积极完成，

为上课的小组技术比赛做准备，从而形成良性

的循环过程，增加了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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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学生的排球技术水平得到的尤为显著的提

升。

4 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调查问卷结

果对比分析

4.1 实验后两个班学习排球兴趣调查结果

对比分析

表 4-1 实验后两个班学习排球兴趣调查结果

对比表 N=100

由图 4-1 对比可知，对照班和实验班同学

在实验前对排球感兴趣的学生分别为 34%和

28%，对排球有一般兴趣的学生分别为 54%和

62%，对排球没有兴趣的学生分别为 12%和 10%。

通过学习后，对照班和实验班对排球很感兴趣

的同学分别占 38%和 74%，对排球有一般兴趣的

同学分别占 46%和 24%，对排球没有兴趣的同学

分别占 16%和 2%。将两个班各自的实验前后数

据进行分析，对照班的学生对排球的兴趣不但

没有提高，反而明显降低，没有兴趣的同学增

加了 4%，相反，实验班学生对排球的兴趣显著

提高，实验班实验后很感兴趣的同学提高 46%，

对排球一般兴趣和没有兴趣的同学分别下降了

38%和 8%。以上说明异质分组教学法在山东理

工大学排球公共课中对提高学生排球兴趣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学生学习排球的动

力，相对于山东理工大学排球公共课现有的教

学方法而言，异质分组教学法的效果更为显著。

4.2 实验后两个班排球学习主动性调查结

果对比分析

表 4-2 实验后两个班排球学习主动性调查结

果对比 N=100

对照组 实验组

肯定 否定 肯定 否定

课余时间是

否主动学习

排球技术？

人数 9 41 30 20

比例 18% 82% 60% 40%

课余时间是

否主动了解

排球知识？

人数 13 37 28 22

比例 26% 74% 56% 44%

由表 4-2 可知，两种方法的教学在课余时

间是否主动学习排球技方面和是否主动了解排

球知识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照班在课

余时间主动学习排球技术的同学占 18%，而实

验班在课余时间主动学习排球技术的同学占

60%，对照班在课余时间主动了解排球知识的同

学占 26%，对照班在课余时间主动了解排球知

识的同学占 56%，由此数据可以得出实施异质

分组教学法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有着显著的影

响，使大部分学生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积

极练习，在课下的时间也能自主的学习排球知

识。

4.3 实验后两个班合作意识调查结果对比

分析

表 4-3 实验后两个班合作意识调查结果对比

N=100

对照班 实验班

肯

定

否定 肯定 否

定

在学习排球过 人数 12 38 35 15

对照班 实验班

实验前 实验后 实验前 实验后

很

感

兴

趣

人数 17 19 14 37

比例 34% 38% 28% 74%

一

般

兴

趣

人数 27 23 31 12

比例 54% 46% 62% 24%

没

有

兴

趣

人数 6 8 5 1

比例 12% 16%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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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是否经常

与同学交流？

比例 24% 76% 70% 30%

是否有其他同

学向你请教？

人数 9 41 31 19

比例 18% 82% 62% 38%

是否向排球好

的同学请教

过？

人数 17 33 36 14

比例 34% 66% 72% 28%

是否愿意对别人

进指导帮助？

人数 17 33 44 6

比例 34% 66% 88% 12%

由表 4-3 可知，两个班学生在实验后合作

意识方面差异较为明显，实验班整体学生的合

作意识明显的要高于对照班整体学生的合作意

识，针对学生排球课合作意识方面的研究，为

学生设计了 4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对照班

学生在学习排球课过程中有 23%的学生经常与

同学交流，而实验班有 70%的学生经常与同学

交流，比对照班多 47%；实施现有教学方法的

对照班有 17%的学生被请教过排球技术与技能，

而实施异质分组教学法的实验班有 63%的学生

被请教过排球技术，比对照班多 46%；对照班

在学习排球的过程中有 33%的同学向排球优秀

的同学请教过，实验班，而实验班在学习排球

的过程中有 73%的同学向排球优秀的同学请教

过，比对照班多 40%；对照班有 33%的同学愿意

对别人进行排球方面的指导帮助，而实验班有

87%的同学愿意对别人进行排球方面的帮助，比

对照班多 54%。通过上述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异质分组教学法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合作精

神，同时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女排精神，将其

运用到教学中，让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得到加

强，提升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和与他人的沟通交

流能力，有利于学生更好的融入社会大家庭，

使学生在排球技能和社会交往方面都有所收获。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通过对山东理工大学排球公共课的学生进

行教学实验研究，分析了实验前后各项数据的

指标，不难看出，实施现有方法的对照班和实

施异质分组教学法的实验班学生被测试的成绩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整体的测试结果来看，

实验班要优于对照班，同时，可以证明异质分

组教学法在山东理工大学排球公共课中应用的

可行性。

异质分组教学法对于提高学生排球技术的

掌握与应用方面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尽管实

验后对照班和实验班同学在排球垫球技术上都

有明显的提高，但使用异质分组教学法的实验

班成绩提高的更为显著，因此可以得出：山东

理工大学排球公共课同学在异质分组教学法的

课堂上，能够更加高效的学习排球技能，掌握

排球技术。

异质分组教学法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排球的

兴趣和提高学习的主动性，通过对实验班实施

异质分组教学法，让学生作为课堂上的主体，

把课堂交给学生，学生将会更加喜欢排球运动。

异质分组教学法不仅可以显著的提高学生

的排球技术和学习主动性，此外，利用团体协

作的方式，增强了同学们的人际关系和合作意

识，让同学们在团体中经常进行交流，从而提

升了同学们的社会适应性，帮助学生更好的融

入社会。

5.2建议

通过本研究得出的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

能有效地应用于山东理工大学的排球课程，而

且还能推广到其它体育活动的课堂上。并且本

文提出了各校体育老师在未来教育工作中，能

够不断地尝试运用并加以探索，使异质分组教

学法更为完善，深入挖掘该教学方法的优势。

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异质分组教学法的同时

也要积极采取其他教学方法的优点，对其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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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保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不断完善异质分组教学法理论，使其得到长远

的发展。

异质分组教学法是利用学生的个人差异来

实现教育的目的，在进行教育的时候，因为学

生的基础不同，他们的学习效率也不同，所以，

体育老师要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差别，做到因材

施教，根据学生的发展特点实施适合学生的教

学评价体系，来提高学生学习排球运动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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