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常州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备案课题中期评估表

课 题 名 称 小学排球“学练赛评”一体化

教学设计与实践的研究

课 题 主 持 人 翁 婷、储 莉

主持人所在单位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实验小学

填 表 日 期 2025年 4月

常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 O 二一年一月制

专项类别
（选填教师发展专
项、实验教学专项、
外语阅读教学专项）

是否为专项课
题（填是或否）

否



填 表 说 明

1.常州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备案课题、专项课题在中期评估前均需填写本

表。

2.专项课题需选填专项类别。

3.本表用计算机认真准确地填写，用 A4 纸单面打印一份，左侧装订成册。

4.“课题主持人”、课题核心组成员、课题承担单位原则上应与课题申报书上的

相应内容保持一致，主持人不得超过 2人、核心组成员不得超过 10 人。

5.打印时，确保本表格第一项保持在同一个页面，第四、五、六项保持在同一个

页面。中间内容可加页。

6.本表为存档用，不可替代中期评估报告。

常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地址：常州市钟楼区紫荆西路 6号

邮政编码：213000

联系电话：86696829，86699812



一、课题主持人（不超过 2 人）及核心组成员（不超过 10 人）研究概

述

姓 名 主 要 成 果

翁婷
全面主持本课题研究工作，负责撰写课题设计方案阶段

报告和研究报告，负责研究过程的调控管理。

储莉
具体负责本课题的研究工作，负责撰写课题设计方案阶

段报告和研究报告，负责研究过程的调控管理。

陆峰 具体负责高年段教学研究

陈国杰 具体负责低年段教学研究

王秀婷 具体负责中年段教学研究

马富强 具体负责高年段教学研究

丁啸涵 具体负责高段教学研究

迟升 具体负责低年段教学研究

汪旭升 具体负责低段教学研究

鲍汪艳 具体负责低段教学研究

伍董超 具体负责中段教学研究

张雪菲 具体负责中段教学研究



二、课题研究进展情况

1.中期阶段所做的主要研究工作（限 2000 字以内）

（1）理论建构与内涵解析

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国内外理论基础，援引日本水越敏行“教——学——评一体化”、

美国布鲁姆三维目标理论，结合 2022 年版课标，明确“学为根基、练为桥梁、赛为应用、

评为导向”的闭环逻辑，绘制“学、练、赛、评”循环促进关系图，界定一体化教学内

涵为“技能学习——实践巩固——实战检验——反馈优化”的螺旋上升体系，为研究奠

定理论框架。

课题组厘清了“学、练、赛、评”各个环节核心特征与关联，并清晰了一体化课堂教

学的内涵特征，四者构成一个动态循环的闭环系统，遵循“目标设定→技能强化→实战检

验→反馈优化”的逻辑链条，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教学过程。学是根基，需以兴趣引导破解

技能训练的枯燥性；练是桥梁，通过差异化设计提升技能转化效率；赛是催化剂，以实战

检验驱动学生主动学习；评是指南针，通过多元反馈确保教学始终指向素养目标。四者相

互依存、动态调整，共同推动小学排球教学从“单一技能训练”向“综合素养培育”转型。

（2）实证调研与需求诊断

开展师生问卷调查，回收学生问卷 1385 份、教师问卷 42 份。数据显示：学生层面，

83%对排球兴趣较高，42%偏好比赛活动，34.1%喜欢游戏化练习，78.2%期望评价关注进

步幅度；教师层面，64.3%仅了解基本框架，28.6%系统掌握理论，90.5%重视技能结构

化，但 66.7%认为体育品德培养不足。据此提炼“趣味化学习”、“高频次比赛”、“多

元化评价”三大需求，为策略制定提供依据。

（3）目标体系与教学设计创新

根据排球运动的特点，结合小学阶段各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体能状况等，课题组

基于“学、练、赛、评”一体化理念，依据《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梳理构建学校

排球课程总体目标，从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个维度确立课程总体目标，并

分水平细化学段目标：水平一（1-2 年级）侧重球性启蒙与兴趣培养；水平二（3-4 年

级）强化基础技能与战术感知；水平三（5-6 年级）提升战术应用与团队协作。



基于 “学、练、赛、评” 一体化教学模式，课题组以体育核心素养为导向，深入

探究小学排球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路径。细化各年级排球大单元教学目标与内容，编

制 1-6 年级大单元教学计划，实现排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整体性构建。并设计小学排

球“学（技术学习）—— 练（分层练习）—— 赛（情境比赛）—— 评（多元评价）”

一体化教学框架，配套开发低年级“游戏化任务”、高年级“实战化对抗”等课型模板，

确保目标与内容递进衔接。

（4）实施策略与课例实践探索

提出 “乐学、勤练、巧赛、会评” 四大策略：



乐学：在教育实践中，通过游戏辅助、多媒体辅助、器材辅助及口诀辅助等多元形

式，构建起立体化的学习激发体系，多渠道激发学习兴趣。运用“数字拍手”、“球宝

宝画彩虹”等游戏化教学（如一年级抛接球课），改良气排球降低学习难度，结合多媒

体动画分解动作，激发学习兴趣。

勤练：采用“菜单式自主练”、“阶梯式晋级练”、“小组合作探究练”以及“教

师引导精进练”等形式开展勤练，形式多样，促进学生的练习，如四年级垫球课设置不

同难度任务卡，学生按能力选择练习，教师针对性指导纠错。

巧赛：设计课内外分级赛事，课内开展 4v4 小场地积分赛、技能闯关赛，课外组织

年级吉尼斯挑战赛、简化版班级联赛（如六年级 4v4 联赛），落实“每课一赛”、“每

周一赛”，搭建多元展示平台，以赛促练。

会评：构建“教师即时评 + 学生自评互评 + 成长档案记录”多元评价体系，开发

《课堂观测量表》、《单元学习评价表》，从技能规范、团队协作、进步幅度等维度综

合评估，如课后发放“合作星”、“进步星”贴纸激励学生。

（5）评价体系研制与应用

基于核心素养与排球特性，确立三大评价维度：运动能力（技术达标率、比赛战术

运用）、健康行为（运动习惯、安全意识）、体育品德（规则遵守、团队精神）。分学

段制定指标：水平一关注参与度（如课堂练习出勤率、游戏积极性）；水平二侧重技能



规范性（如垫球弧度、发球过网率）；水平三强调实战能力（如战术配合成功率、赛后

反思质量）。通过课堂观察、视频分析、赛后问卷等收集数据，形成过程性与终结性结

合的评价报告，为教学调整提供量化支持。

课题组采用“实践观察 - 深度调研 - 理论提炼”路径，通过课堂观察、视频分析

记录学生“学、练、赛”表现，结合学段特点，在三大维度下经多轮研讨修订，形成兼

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具体评价指标，助力排球教学质量与学生体育素养提升。

2.课题中期取得的成果（包括已出版、发表的成果，请注明出版或发表的时

间、刊物或出版社；已产生的实践效应；相关领域专家的评价等。）

(1)理论成果

内涵特征明晰：明确“学、练、赛、评”四者“相互依存、循环促进”的动态关系，

构建“目标设定——技能强化——实战检验——反馈优化”的闭环模型，为小学排球教学

提供理论指引。

目标体系完善：建立涵盖总目标、水平目标、年级目标的三级架构，配套各年级大单

元教学计划，实现教学目标从模糊到具体、从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策略体系成型：提炼“游戏化激趣、分层化训练、实战化竞赛、多元化评价”四大实

施策略，形成可复制的“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范式。

（2）实践成果

科研成果丰硕：发表省级论文 15篇，如翁婷《探究“学、练、赛、评”一体化三年

级排球单元教学策略》、储莉《“学、练、赛、评”视角下低段排球游戏化教学的实践研

究》；15篇论文获区市级奖项，3项微型课题获区一等奖，形成“理论研究——实践探索

——成果转化”的研究链条。

教学实践深化：开设 7节市区级研究课（如翁婷市级课《移动正面双手垫球》），构

建 “单一技术学习→组合练习→情境比赛→即时评价”的标准化流程，辐射带动区域内

多所小学开展同类教学实践，学生排球技能达标率提升 25%，课堂参与度从 60% 提升至

85%。

师生发展显著：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究”，团队协作失误率下降 30%，

赛后主动反思率达 75%；教师掌握“大单元设计”“多元评价”等新技能，多名教师获区

教学基本功大赛奖项，形成“教师善教——学生乐练——课堂增效”的良性循环。

（3）专家评价

常州市教科院王俊博士评价：“课题紧扣课标要求，构建了科学完整的小学排球教学



体系，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并重，具有较强的推广价值。”常州市体育教研员张勇卫指出：

“通过‘学、练、赛、评’一体化设计，有效破解了传统排球教学中‘学赛脱节、评价单

一’的问题，为体育核心素养落地提供了新路径。”

3.课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不足

（1）研究外延待拓展：目前聚焦课堂教学，对大课间、课后服务及校外活动的“学、

练、赛、评”一体化设计尚未涉及，课内外衔接机制缺失，未能形成“课堂——课间——

课外”的完整育人链条。

（2）评价精准度待提升：现有评价指标侧重技能与态度，对“健康行为”维度（如

运动负荷监测、营养知识掌握）的量化评估不足，且不同学段评价标准的梯度差异不够清

晰，需进一步细化。

（3）成果系统化不足：研究成果多为碎片化经验总结，尚未形成“理论框架——实

施策略——评价工具”的系统化成果体系，在区域推广中存在操作指南不够明确的问题。

4.下阶段研究计划

（1）拓展研究维度，构建课内外一体化体系：开发“排球特色大课间”活动方案

（如低年级排球操、高年级迷你联赛），设计课后服务“进阶式训练套餐”，建立课内

外“学练内容衔接、赛事等级衔接、评价标准衔接”机制，形成全天候排球学习生态。

（2）深化评价研究，完善精准化评估工具：引入智能设备（运动手环、AI 动作分

析系统）采集运动负荷数据，增设“健康行为”量化指标（如每周自主练习时长、运动

损伤预防知识测试）；制定《小学排球核心素养发展阶梯标准》，明确各学段评价指标

权重与评分细则，提升评价科学性。

（3）凝练研究成果，形成可推广实践体系：整理优秀教学设计、典型课例、评价

工具，编纂《小学排球“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指南》；举办区域研讨会、教师

工作坊，通过示范课展示、策略分享、工具培训，推动研究成果在更多学校落地，促进

小学排球教学质量整体提升。

三、评估小组意见



四、评估小组成员

评估组职务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签 名

组长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五、主持人所在单位意见

同意该课题参加中期评估。

公 章

年 月 日

六、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估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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