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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篮球课堂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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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课改背景下，核心素养已成为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导向。篮球作为小学体育教学的重要内

容，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更在培养团队协作意识、规则意识和意志品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然而，目前小学篮球课堂教学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教学目标模糊、内容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

单一等，难以有效落实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基于此，本文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立足当前小学篮球教学实际，

通过调查与分析，深入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对策，旨在为提高小学篮球教学质量、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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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imary school basketball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core literacy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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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background, core liter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ui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schools, basketball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but also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cultivating team spirit, awareness 
of rules and willpower.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primary school basketball classroom 
teaching, such as vague teaching objectives, unreasonable content setting and single teaching method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training of core literac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core literacy as the 
guid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basketball teaching, and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it deeply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and feasibl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rimary school basketball teaching and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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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核心素养逐渐成为基

础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2022 年版）》明确指出，体育教学应以发展学生

核心素养为目标，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体育意

识的培养。在这一背景下，小学阶段作为学生身体与心

理发展的关键时期，篮球教学不仅承担着提升学生运

动技能的任务，更肩负着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规则意识、

自主学习能力等关键素养的职责。[1]然而，当前小学篮

球课堂在教学理念、课程内容、教师专业素养等方面仍

存在一定差距，影响了核心素养目标的有效达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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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如何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优化小学篮球教学，已成

为当前体育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1 小学体育核心素养概述 
小学体育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体育与健康课程学

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

需要的综合品质，主要包括身体素质、运动能力、健康

意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它不仅强调学生在运动技能

和体能上的发展，更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导与行

为习惯的养成。[2]在小学阶段，核心素养的培养应渗透

于日常体育教学之中，通过多样化的教学内容和科学

合理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增强体

质，树立健康观念，培养合作精神与规则意识，为其未

来的学习生活和社会适应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2 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篮球教学创新意义 
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篮球教学具有重要的创

新意义。它不仅突破了传统篮球教学中只注重技术传

授和竞技结果的局限，更注重学生在运动过程中的全

面发展与个性成长。[3]通过将核心素养理念融入篮球课

堂，教师可以设计更加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增强其自主参与和合作意识，有效培养学

生的身体素质、团队协作能力、规则意识与责任感。此

外，这种教学模式强调情境化与生活化，能够使学生在

真实、有趣的运动体验中形成积极的体育态度和终身

运动意识，实现体育教学育人与健体并重的目标，推动

小学体育教学理念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与持续发展。 
3 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篮球课堂教学现状 
3.1 运动基础参差大 技能进阶同步难 
小学阶段学生身体素质发展存在明显差异，运动

基础的参差不齐成为篮球教学中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

部分学生具备一定的运动能力，能够较快掌握篮球基

本动作，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在身体协调性、力量及耐力

方面较为薄弱，导致课堂教学难以实现统一的进阶目

标。[4]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面临进度安排两难的处境：

推进速度过快，部分学生跟不上，失去学习兴趣；推进

过慢，又难以满足有一定基础学生的成长需求。这种技

能水平上的差异还影响了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层次性，

使得“教会、勤练、常赛”的目标难以全面落实，制约

了篮球课堂整体教学效果和核心素养的有效达成。 
3.2 战术意识培育弱 团队协作引导难 
在小学篮球教学中，战术意识的培养常被忽视，课

堂更多停留在基础动作训练和简单的对抗练习阶段。

由于学生年龄较小，对战术理解能力有限，教师往往倾

向于简化教学内容，减少对战术知识的讲解和训练，导

致学生缺乏对篮球运动整体性和合作性的认知。[5]与此

同时，团队协作能力的引导缺乏系统化策略，学生在比

赛或分组活动中容易出现配合不当、个体主义明显等

现象，难以体现篮球运动的集体性和互动性。协作训练

缺失不仅影响比赛实效，也削弱了规则意识、责任担当

等核心素养内容的生成空间，降低了教学活动在素质

养成方面的育人价值。 
3.3 情境创设缺创新 综合能力转化难 
篮球教学中有效情境的创设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

升具有关键作用。然而当前小学篮球课堂普遍存在教

学情境单一、互动形式单调等问题，缺乏基于学生生活

经验和兴趣点的教学设计。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主导

为主，教学内容局限于技能传授和分解动作，忽视了将

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能力培养路径。缺乏真实情

境的支撑，学生难以在实践中形成解决问题、应对变化

和协同合作的综合素养，课堂内容难以向实际运动能

力与思维能力有效转化。[6]这种脱离生活化和游戏化的

教学设计，削弱了课程的吸引力与实效性，影响了学生

运动参与的积极性与持久性。 
3.4 过程评价维度窄 素养发展追踪难 
篮球课堂教学评价多以技能表现与比赛结果为主

要依据，忽视了对学生学习过程、态度变化及综合素养

发展的系统观察与记录。现有评价体系较为单一，缺乏

多维度、多主体参与的动态评估机制，难以全面反映学

生在情感态度、团队协作、规则意识等方面的成长状况。

此外，部分教师在实施评价时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倾

向，使得学生容易将体育学习等同于“能不能赢”“会

不会投篮”，忽略了体育精神和学习方法等深层次内容。

[7]由于缺少持续性反馈机制，学生发展轨迹难以被有效

追踪，教师也难以依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进

而影响核心素养目标在课堂中的有效落地。 
4 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篮球课堂教学策略 
4.1 分层设计活动链 因材施教促发展 
教师应根据学生运动能力的差异，科学划分教学

层次，构建多维度、梯度清晰的活动链，实现个体差异

与教学内容的有效匹配。在课堂设计中，通过设定不同

难度等级的练习目标，使各类学生均能在自身能力范

围内获得成就感与进步体验。教学过程中，应灵活调整

任务负荷与动作复杂度，针对不同层级学生分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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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强化、技能拓展或策略引导内容。[8]通过分层推进

的方式，既保障基础薄弱学生的参与度，又为能力较强

学生提供发展空间，促进全体学生在同一课堂环境中

实现适性成长，推动篮球核心技能与综合素养的同步

提升。 
比如，在《原地运球与行进间运球》这节课程中，

教师需要根据学生运球能力的差异，制定分层次的教

学任务。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设计原地双手交替运球、

低位控制球等初级练习，帮助其掌握控球节奏与手感；

对中等水平学生，安排行进间换手运球、绕杆运球等任

务，提升其球感与方向控制能力；而对于具备一定技术

基础的学生，可引入节奏变化、对抗条件下的快速突破

训练，增强其实战应变能力。教师在组织教学时，采用

分组方式进行定点轮换，使每类学生都能在符合其发

展水平的任务中获得充分练习机会。在反馈环节中，设

置分层目标达成评价，引导学生以自身进步为衡量标

准，避免横向比较造成焦虑。整个教学活动链的设计不

仅保障了教学内容的全面覆盖，更通过个性化进阶路

径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持续参与意愿，有效促进了

课堂的公平性与适应性。 
4.2 游戏融入技能训 兴趣导向育根基 
教学策略需注重激发学生兴趣，将游戏化理念有

机融入篮球技能训练全过程。教师可通过设定具有挑

战性和趣味性的教学形式，将枯燥的动作练习转化为

充满互动性与参与感的游戏情境，使学生在轻松氛围

中反复练习基本技能。在游戏过程中注重规则建构与

合作机制，引导学生在竞技中体验团队配合与角色互

补，增强课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趣味性教学设计不仅

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强化运动技能的掌

握效率，为后续技能进阶与战术理解打下扎实基础，实

现兴趣驱动下的素养培育路径优化。 
比如，在《传球与接球练习》这节课程中，教师需

要将传接球技能融入团队合作类游戏中开展教学。通

过设计“传球接龙”或“击中目标区”这类具备游戏性

质的任务，将学生置于动态交替的角色体验中，使其在

快乐、紧张的氛围中反复练习传球力度与方向控制。游

戏中设定时间限制、得分机制和角色轮换，既强化了技

术动作的重复，又增强了学生的专注力与反应能力。为

增加任务挑战，教师可设定不同的传球要求，如单手传

球、行进间传球等，将技能练习与趣味体验融合。同时，

明确规则与惩罚机制，引导学生在竞争中自觉遵守纪

律、尊重对手。整个过程中，教师不直接干预学生操作，

而是通过游戏流程的优化和引导性提问，激发学生自

主思考与操作能力。游戏化教学不仅提升了课堂氛围，

也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规则意识与参与

热情，为篮球技能的夯实与后续战术理解奠定了基础。 
4.3 情境任务启思维 问题解决强能力 
教师应构建贴近生活实际的运动情境，以任务驱

动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实践探索。在教学组织

中，结合具体场景设置目标明确、逻辑清晰的运动问题，

引导学生通过尝试、调整与合作找到最佳解决策略。情

境设计需注重复杂性与真实性的结合，使学生在模拟

或简化的竞赛环境中理解战术意图、优化动作选择，提

升其判断、分析和应变能力。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扮演

引导者与促进者的角色，鼓励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表达

观点和调整行为，构建以思维激发为核心的教学机制，

全面提升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与篮球认知水平。 
比如，在《简单战术配合体验》这节课程中，教师

需要创设模拟对抗情境，引导学生在“2 对 1 突破”或

“3 对 2 快攻”任务中探索有效的进攻配合方式。通过

设定进攻方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得分目标，引发学

生对传球时机、跑位路线与队友协同的主动思考。教师

通过划定明确区域和时间窗口，增强学生的紧迫感与

策略意识，并鼓励其多样化尝试不同配合方式。在完成

任务后，引导学生就成功与失败的策略进行讨论和反

思，分析战术选择的合理性和执行中的问题。教师在过

程中提出引导性问题，如“怎样传球更安全？”“什么

时候应选择投篮？”帮助学生建立篮球战术的基本认

知框架。通过多轮对抗尝试，学生逐渐意识到合理分工、

视野拓展和沟通协作对任务完成的重要性。这种以任

务为驱动的教学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认知参与度

与战术思维能力，使篮球课堂从技术训练延伸到思维

训练层面，全面拓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内涵。 
4.4 多维评价贯全程 素养进阶显成效 
教学评价应覆盖课堂全过程，构建结构合理、主体

多元的综合评价体系。教师需在教学环节中设定行为、

认知、情感等多个维度的评价指标，采用观察记录、过

程反馈与自评互评相结合的方式，动态掌握学生的学

习轨迹与素养变化。评价设计应体现发展性理念，强调

个体成长与潜能激发，避免单一依赖结果数据。全过程

跟踪反馈有助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也促使学生

明确成长方向和努力目标。通过可视化评价成果，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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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感与责任感，使评价真正成为教学的促进器

和素养提升的推动力，助力课堂实现由“技能导向”向

“素养导向”的转变。 
比如，在《小组篮球对抗赛》这节课程中，教师需

要在教学前、中、后全过程中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在

赛前通过自评表引导学生设定个人目标，提升学习主

动性；教学中运用观察记录方式，对学生在合作交流、

规则遵守和角色执行中的表现进行实时反馈；课程结

束后，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互评，结合表现情况

给予语言激励或发展建议。为了增强评价的客观性与

可操作性，教师设计详细的观察量表，涵盖控球能力、

配合意识、情绪控制、参与度等维度，并结合视频回放

辅助学生进行自我校正。评价活动贯穿于整个教学流

程之中，不再局限于结果或分数的呈现，而是强调过程

的价值和行为的转变。教师在评价中关注学生情感态

度和学习习惯的变化，引导其认识到体育学习不仅是

技术进步，更是心理素养与社会能力的成长。通过这种

多维、动态、成长导向的评价方式，学生能够明确个人

发展轨迹，增强内在驱动力，为全面素养提升提供扎实

保障。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研究了在核心素养导向下小

学篮球课堂教学的现状与改进策略。通过对当前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学生运动能力差异大、战

术意识薄弱、教学情境单一以及评价体系不完善等关

键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分层教学、游戏融合、情境

引导和多维评价等具有实践价值的教学路径，旨在优

化教学过程，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与综合素养。研究强

调篮球课堂不仅是技能传授的场所，更应成为素养培

育的重要平台，为小学体育教学改革提供思路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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