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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篮球运动一直以来都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它是一项集体运动,具有娱乐性、趣味性、观赏性和艺术性的特点。高校体育教育是终身

体育的关键时期,做好高校女生参与篮球运动工作,可以使更多的高校女生参与篮球运动,促进高校女生身心发展,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扩大女

子篮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我国女子篮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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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女子篮球刚出现的时候,与男子篮球是有很大不同的。篮球运动不断

发展,直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篮球这项运动,篮球运动有着独特的

运动价值,吸引着大多数的青少年参与篮球运动。篮球运动的集体性、对

抗性、健身性、增智性和综合性等特点,对促进学生的身心和谐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篮球运动具有高强度、高对抗的特点,也因为女生的身体、心理和运动

能力,这项运动一直被认为是以男生为主导的学校体育项目。然而,近年来,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实施和教育媒体的广泛传播,出现越来越多的女生喜欢

篮球运动,学校体育的传统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研究促进女生参加篮球运动

和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已经逐渐被关注。江西师范大学的女大学生占总人

数约65%,而其中师范类女大学生占绝大多数,她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是未

来中小学的班主任或骨干教师。她们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和对篮球运动的理

解,对中小学生参与篮球运动、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江西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女生篮球运动的开展现状为研究对象,以

江西师范大学的非体育专业女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运用中国知网、网络平台、江西师范大学期刊阅

览室、图书馆、档案馆等渠道,查阅有关高校篮球课程研究、高校篮球课

外体育活动研究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及博、硕士学位论文和相关资料,从中

筛选出与自己所需要方向相关联的文献信息,进行参考研究。 

1.2.2问卷调查法。根据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编制问卷。对江西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在校女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发

放问卷360份,对大一、大二、大三年级的女生各发放问卷120份,收回问卷

357份,回收率99%,其中有效问卷339份,有效率达到95%。 

1.2.3数理统计法。对“江西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女生篮球运动开展

的调查研究”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运用Excel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得出相应的论断,提出相应建议。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江西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女生参与篮球运动的现状 

2.1.1师大非体育专业女生对篮球运动的爱好情况。 

表1  师大女生对篮球运动的喜爱程度比例调查表(n=339) 

程度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一般喜欢 不喜欢

人数(n) 88 119 90 42

百分比(%) 26 35 27 12  

表1中数据显示,非常喜欢篮球运动的女生占调查人数的26%,比较喜

欢和一般喜欢的分别占35%和27%,喜欢篮球的人数比例占到了88%,而不喜

欢的只占12%,说明还是有很多女生喜欢篮球运动的,而且非常喜欢的人数

占比也有四分之一以上。 

2.1.2师大非体育专业女生对篮球运动的参与情况。 

表2  师大女生参加篮球比赛调查表(n=339) 

参加过 没参加过

人数(n) 92 247

百分比(%) 27 73  

根据表2可知师大非体育专业女生参加过篮球比赛的人数占比只有

27%。由此可见,虽然有较多的女生喜欢篮球、参与过篮球运动,但是正式

参加过篮球比赛的女生只有少数。 

2.2江西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女生选修篮球课程情况的调查分析 

在师大已开设的选修课程中,大一、大二的学生能够依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相关的体育类课程。 

表3  师大女生选择体育选修课意向调查表(n=339) 

课程 排球 羽毛球 网球 乒乓球 武术 游泳 其他

人数(n) 112 122 51 64 37 68 31

百分比(%) 33 36 15 19 11 20 9
 

据表3所示,可供师大非体育专业女生选择的课程有羽毛球、排球、游

泳、乒乓球等。通过表中数据分析,大部分女生更倾向于选择非对抗性运

动或室内运动课程,比如羽毛球、排球等项目。篮球属于对抗性比较强的

运动,女生的选课积极性可能不高,选择篮球课程的人数占比只有13%。篮

球需要比较好的身体素质,比如力量、速度和耐力这一类身体素质,大多数

女孩会害怕身体对抗,身体素质也没有男生好,使得女孩更不愿意去上篮

球课。 

2.3江西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女生所在院系的篮球队训练和竞赛组织

情况调查分析 

学院相当于学校的一个部分,对于女生篮球运动的态度很具有代表性。 

2.3.1师大非体育专业女生所在学院院队与训练情况调查。 

表4  师大女生所在学院女篮队训练调查表(n=339) 

长期训练 偶尔训练 赛前训练 不训练

人数(n) 31 115 162 31

百分比(%) 9 34 48 9
 

从表4可以看出,48%和34%的院女篮队是赛前训练和偶尔训练；长期训

练和不训练都是9%。大部分女篮队都是偶尔训练,临时训练的队伍训练时

间短,运动技术水平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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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师大非体育专业女生所在学院女子篮球比赛组织情况调查。 

表5  师大女生所在学院女子篮球比赛组织情况调查表(n=339) 
组织过 没组织过

人数(n) 23 316

百分比(%) 7 93
 

据数据显示,大部分学院对于女大学生参与篮球运动处于消极状态,

极大的影响了女生参加篮球运动的积极性。 

2.4江西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女生参加课外篮球运动的情况调查分析 

学校的篮球教学中,课外篮球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女生在参

与课外篮球活动时遵循自觉与自愿的原则,可以通过认知、情感、兴趣等

心理活动因素来促进她们更多的参与到课外篮球活动中来,所以课外篮球

运动的发展可以展现大学中女子篮球运动开展的基本情况。 

表6  师大女生参与课外篮球活动的动机调查表(n=339) 

动机
减肥

瘦身

强身

健体

人际

交往

娱乐

消遣

提高篮

球水平

展现篮

球水平

调节心理

压力

人数(n) 159 190 132 227 112 24 98

百分比(%) 47 56 39 67 33 7 29
 

从表6的数据分析显示,女生参加篮球活动的动机依次为：娱乐、健身、

减肥、人际交往、提高篮球水平、调节心理压力、展现篮球水平。这些数

据表明,女生参加课外篮球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娱乐、健身和减肥。 

2.5江西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女生参加篮球运动的影响因素 

表7  影响女生参与课外篮球活动的因素调查表(n=339) 

因素 场地器材
技术和规则

的复杂性
学业繁重 没有同伴 对抗激烈

人数(n) 199 145 196 237 77

百分比(%) 59 43 58 70 23
 

表7数据显示：有70％的女生认为没有同伴是影响参与篮球运动的主

要因素。有59%的女生认为有关篮球方面的设备不足,即篮球场地、球,等

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有58%的学生认为学业繁重,大学的各种社团、学科

作业等占用很多时间；有43％的女生认为是技术和规则的复杂性,女生对

篮球的技术和规则的认识较少；认为对抗激烈占23%。因为篮球运动的特

点,导致了大部分女生会因为自身因素、场地器材和校园文化等影响参加

篮球活动。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江西师范大学的女生喜欢篮球运动的女生较多,参与过篮球运

动的女生较多,但是大多数女生都没有参加过篮球比赛,对篮球知识了解

的人也不多,女生中篮球气氛不够浓烈。 

3.1.2江西师范大学开设的各种体育选修课中,多数女生愿意选择身

体对抗较少,在室内的体育选修课。 

3.1.3江西师范大学女生所在学院大多没有形成体系完备的女子篮球

队。而且大部分都是临时队伍,训练时间短,运动水平也不高。学校的女子

篮球比赛组建较少,大部分学院对女生的篮球活动处于消极状态,极大地

影响了女生参加篮球活动的积极性。 

3.1.4江西师范大学女生参加课外篮球活动人数较少,没有参加课外

篮球活动的习惯。 

3.1.5由于篮球运动的特点,导致了大部分女生会因为自身因素、场地

器材和校园文化等因素影响其参加篮球活动的积极性。 

3.2建议 

3.2.1加强校园内篮球文化建设,激发女生对篮球的兴趣。 

3.2.2针对女生的各种特点,改革现在的篮球教学模式。 

3.2.3建立健全学校篮球俱乐部,营造良好氛围。 

3.2.4积极组建女子篮球队,组织更多的女子篮球比赛。 

3.2.5增设篮球场地和增加室内篮球场地的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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