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篮球Ⅰ》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名称：篮球Ⅰ               

2.课程编号：PC2054245   

3.总学时/总学分：64学时/2学分 

4.学时分配：理论 8学时，实践 56学时 

5.课程性质：必修 

6.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7.适用专业：体育教育专业 

8.开课学期：第 1、2学期 

 

二、课程简介与课程目标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体育教育专业核心课程，64学时，2学分。该课程重点是向学生传授篮球运动理论与实

践知识，培养学生一般篮球运动和教学能力、组织一般竞赛活动的一门课程。因此，通过篮球运动的

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担当立德树人责任，使他们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掌握并能

够运用篮球运动基本技战术的知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同时，学生通

过学习篮球运动的技战术，体验篮球文化，养成长期锻炼的良好习惯，对于将来走出校园实现终身体

育锻炼的目标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对学生能力要求如下： 

课程目标 1：了解篮球发展概况、竞赛规则、教学训练等基本理论知识，能够正确讲解与示范移

动、运球、传接球、投篮、持球突破、防守有（无）球队员等基本技术，区分不同战术基础配合的方

法和要领，具有会学、会训、会赛、会研的篮球教学基本能力。 

课程目标 2：积极应对篮球学与教中遇到的困难，表现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

具有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集体荣誉感，能够正确看待篮球比赛的胜负，并能挖掘篮球运动的课程思

政元素，准确理解篮球运动培养团队合作的功能优势，有效运用于篮球教学与训练实践。 

 

 



 

三、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1 系统掌握体育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

能。 
3 学科素养 

课程目标 2 

8.3 理解体育运动具有培养团队合作的功能优势，有团

队意识，在体育术科教学、体育竞赛组织、见习实习

等教学活动中团队合作表现良好。 

8 沟通合作 

 

四、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序

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及重难点 

推荐 

学时 

教学 

方式 

支撑课 

程目标 

1 

第一章  篮球运动理论教学 

第一节 篮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篮球基本技、战术分析 

第三节 篮球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第四节 篮球竞赛的编排与组织工

作 

  

教学要求： 

（1）了解篮球运动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理解篮球运动的特点 

（2）掌握篮球基本技、战术要领、比赛

的编排、组织方法和规则，学会篮球教学

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运动创伤的预防和治

疗 

教学重点：篮球基础理论 篮球技术教学

与训练 篮球运动的竞赛组织与裁判法 

教学难点：篮球规则及临场运用 

课程思政：了解篮球运动的发展历程和趋

势，理解篮球运动的价值和篮球教学与训

练对未来从事教学与训练的重要意义与

内涵，提高对篮球课程的学习兴趣，树立

为我国篮球运动发展做贡献的信心。 

8 

课堂

讲授 

 

线上

自学 

 

课程目标 1 

 

 

Aâ�O



 

低运球 

第五节 突破：交叉步突破，同侧

步突破 

第六节 防守： 防守移动、防守无

球人员、防守有求人员、抢球、打

球、断球技术。 

第七节 篮板球：抢占位置、起跳

动作技术、抢球动作技术 

自我的意志品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和积

极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 

训练

实践 

3 

第三章 篮球战术教学 

第一节 攻防基础战术配合：传切、

突分、掩护、策应、关门、补防、

防掩护 

第二节 快攻与防守快攻 

第三节 三人篮球实战对抗 

第四节 介绍全队攻防战术配合：

人盯人防守与进攻人盯人防守、区

域联防与进攻区域联防 

 

教学要求： 

（1）理解现代篮球配合技巧以及比赛中

队员个人技术的合理运用和队员相互协

调配合的关系 

（2）掌握篮球战术组成的基本要求，提

高学生篮球战术的组织和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攻防基础战术的方法与要领 

教学难点：篮球战术的组织和运用 

课程思政：养成勇敢拼搏、挑战自我、团

结合作的优良品质和团结一致、密切配合

的集体主义精神。 

20 

课堂

讲授 

 

线上 

自学 

 

训练

实践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4 

第四章 实践与实训教学 

第一节 篮球教学的原则与步骤  

第二节 篮球技术课教学结构与竞

赛组织 

教学要求： 

（1）了解篮球教学原则、技战术的教学

步骤 

（2）掌握篮球技术课的结构及各部分的

主要任务和教学内容 

教学重点：篮球技术课的开始部分及程序 

教学难点：准备活动内容设计和组织训练 

课程思政：认识到体育教师的作用和价

值，理解并体育教师职业规范，强化职业

信念，提高职业技能。 

6 
训练

实践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教学方式说明： 

1. 课堂讲授  

(1)教师通过简明、生动的口头语言向学生系统地传授篮球知识与技、战术。 

(2)采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引导学生通过实践实现自主学习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 

 (3)理论教学与实践技术相结合，引导学生掌握篮球技术并能够运用于实践。 

(4)采用电子教案，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板书教学相结合，提高课堂教学信息量，增强教学的直观



 

性。 

2. 线上自学 

基于移动智慧课堂平台（学习通），推送教学资源，采用互动式教学，形成课内和课外相结合的

模式。通过观看技战术教学视频，明确技术动作的结构、特征和原理，帮助学生直观了解篮球技术动

作的正确形式和优秀运动员在比赛对抗条件下技战术运用的实际效果，加深学生对技战术运用的理

解。 

3. 训练与实践  

训练与实践是篮球术科教学的重要特点，对掌握篮球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掌握篮球

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操作方法，掌握篮球常规教学方法与步骤，具备中学篮球教学与指导社会篮球活动

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教学中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在篮球活动实践中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安排教学内容要有系统性，要注意从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术科教学重点是

抓好基本技战术的教学，突出教材内容重点。以练为主，精讲多练。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多样化，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 

 

五、课程考核  

第一学期 

序

号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 
成绩

比例

(%) 
课堂 

表现 

平时

作业 

期末

考试 

1 
目标 1：（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3.1） 

课堂表现（学习态度、考勤、理

论测验）；篮球技术动作教学、训

练与运用；投篮、运球投篮运动

技术评定 

10 20 70 100 

合计  10 20 70 100 

 

第二学期 

序

号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 
成绩

比例

(%) 
课堂 

表现 

平时

作业 

期末

考试 

1 

目标 1：（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3.1） 

课堂表现（学习态度、考勤、理

论测验）；教学训练理论；传、运、

投个人综合技术评定 

5 5 30 40 



 

2 
目标 2（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8.3） 

课堂表现（学习态度、考勤、理

论测验）；篮球竞赛组织与训练实

践；全场行进间传接球投篮配合

能力评定 

5 15 40 60 

合计  10 20 70 100 

考核方式说明： 

1.课堂表现 

结合学生线上学习，理论小测验、考勤以及教学中的团队意识等，给予学生总体评价。但学生在

一学期内因病、事假等缺课 1 节扣除 10分，但累计达本门课时数 1/3(含 1/3)以上者，该学期课程成

绩为 0分。课堂表现占总成绩为 10%。 

2.平时作业 

每学期围绕教学内容，通过学习通平台布置 4次作业，课程目标 1的作业量占 62.5%，课程目标

2的作业量占 37.5%。作业占总成绩 20%。 

3.期末考试 

每学期末安排 1次严格的术科考试。通过考试，使师生及时了解教与学的情况，强调过程教学的

重要性，更好地促进教学。课程目标 1考试占比 71%左右，课程目标 2考试占比 29%左右。考试占总

成绩 70%。 

 

六、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包括课程分目标达成度评价和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支撑该课程目标相关支撑环节学生平均得分之和

课程分目标达成情况
支撑该课程目标相关支撑环节目标分值总和

 

 
 

该课程总评成绩总分

均值该课程学生总评成绩平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达成度评价值计算具体说明及示例如下表。字母 A、B、C分别表示总评成绩中对应课程目标 1的

考试（期末考试 1、2、3）、作业和课堂表现的目标分值，字母 D、E、F表示总评成绩中对应课程目

标 2 的考试（期末考试 4）、作业和课堂表现的目标分值；字母 A1 、B1、C1分别表示总评成绩中对应

课程目标 1 的考试（术科考试 1、2、3）、作业和课堂表现的学生实际平均得分，字母 D1 、E1、F1分

别表示总评成绩中对应课程目标 2的考试（期末考试 4）的学生实际平均得分。 

课程目标 支撑环节 目标分值 学生平均得分 达成度计算示例 

课程目标 1 

 

期末考试 

1、2、3 

第 1学期 A(=100×70%) 

第 2学期 A(=100×30%) 

A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70%或

30%） 

课程目标 1达成度=（A1+B1+C1）/

（A+B+C） 



 

平时作业 
第 1学期 B(=100×20%) 

第 2学期 B(=100×5%) 

B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20%或

5%） 

课堂表现 
第 1学期 C(=100×10%) 

第 2学期 C(=100×5%) 

C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10%或

5%） 

 

课程目标 2 

 

 

期末考试 

4 

D(=100×40%) 
D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40%） 

课程目标 2达成度=（D1+E1+F1）/

（D+E+F） 平时作业 E(=100×15%) 
E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15%） 

课堂表现 F(=100×5%) 
F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5%） 

课程总体 

目标 
总评成绩 100 A1+B1+C1+D1+E1+F1 

第 1学期课程目标达成度= （A1+B1+C

1）/（A+B+C）； 

第 2 学期课程目标达成度=（A1+B1+C1

+D1+E1+ F1）/（+

B++D+E

+

F

） 

课程目程总达成度

=（ 第

1



 

附：各类考核的方法及评分参考标准 

一、期末考试分为技评和达标，按各占 50%计成绩。 

1、一分钟原地单手肩上投篮 

以篮圈中心投影点到罚球线所在圆弧外原地单手肩上(女生可采用双手胸前)投篮一分钟（女生为

罚球线定点连续投篮 10个），投篮后自己抢篮板球，再运至弧线外投篮。如学生对投篮成绩不满意，

可选择第二次机会，但技评以第一次为主，达标选二次最好成绩。 

达标评分标准  

投 中 次 数 
分值 

投 中 次 数 
分值 

男 女 男 女 

10   5 70 80 

9   4 60 70 

8 100  3 50 60 

7 90 100 2 30 40 

6 80 90 1 20 20 

技评评分参考标准 

等级 分值 评  价  参  考  标  准 

优 90—100 动作正确、协调、熟练，对篮板球有明显的判断能力。 

良 80—89 动作较正确、熟练，有一定的篮板球判断能力。 

中 70—79 动作基本正确、熟练，身体不够协调。 

及格 60—69 动作基本正确，不熟练，不协调。 

差 60以下 动作不正确，不熟练，不协调。 

2、半场往返运球投篮 

由球场右侧边线中点开始，面向球篮以右手运球上篮，同时开始计时。球中篮后，还以运球至左

侧边线中点，然后折回运球上篮，投中篮后，还以运球回到原起点，再重复上述运球投篮，第四次投

中停表。 

达标评分标准 

性别 分值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0 

男 成绩（秒）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女 成绩（秒）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技评评分参考标准 

等 级 分 值 评  价  参  考  标  准 

优 90—100 动作正确、协调、熟练，没有补篮情况。 

良 80—89 动作较正确、熟练，有 1次补篮情况。 

中 70—79 动作基本正确、熟练，身体不够协调，有 2次补篮。 

及格 60—69 动作基本正确，不熟练，不协调，有 2次以上补篮。 

差 60以下 动作不正确，不熟练，不协调，失误多。 

3、个人综合技术 

考生从端线与三分线交叉点出发用左手运球到达罚球线附近，做体前变向换手运球至中线与边线

交叉点处做后转身后双手胸前传球给陪考人 1，接球跳步急停做持球突破投篮（同侧步或交叉步不限），

投中后自抢篮板球，传球给陪考人 2后，从其身后跑过再接回传球，接着单手肩上长传球至站在罚球

线上的陪考人 3，跑至篮下接 3的回传球后行进间投篮。个人综合技术包括体前变向换手运球、后转

身、持球突破、单手肩上长传球和行进间接球投篮。 

达标评分标准 

性别 分值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0 

男 成绩（秒）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女 成绩（秒）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技评评分参考标准 

等 级 分 值 评  价  参  考  标  准 

优 90—100 动作正确、协调、熟练，没有补篮情况，有明显实战感。 

良 80—89 动作较正确、熟练，有 1次补篮或失误情况，有较好的实战感。 

中 70—79 动作基本正确、熟练，身体不够协调，有 2次补篮或失误。 

及格 60—69 动作基本正确，不熟练，不协调失误较多。 

差 60以下 动作不正确，不熟练，不协调，失误多。 

4、二人全场行进间传接球投篮 

二人一组一球，听监考老师鸣哨开表后，甲传球给乙后立即起动向前跑动接乙的回传球，乙传球

后向前跑动接甲的回传球，如此反复传接球至前场篮下投篮，并以同样方法再传球返回，连续两个来

回，完成四次投篮（每名考生至少完成一次投篮），并在第四次投中停表。 

达标评分标准 

性别 分值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0 

男 成绩（秒）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女 成绩（秒）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技评评分参考标准 

等 级 分 值 评  价  参  考  标  准 

优 90—100 动作正确、协调，配合熟练，没有走步、失误、补篮情况。 

良 80—89 动作较正确、配合较熟练，有 1次走步、失误或补篮情况。 

中 70—79 动作基本正确、配合基本熟练，身体不够协调，有 2次补篮。 

及格 60—69 动作基本正确，但配合不够熟练、协调，有 2次以上补篮。 

差 60以下 动作不正确，不协调，配合不熟练，失误多。 

 

二、课堂表现评分参考标准 

课程目标要求 
评分标准（分） 权重

（%） 90-



 

 

三、平时作业评分参考标准 

课程目标要求 
评分标准（分） 权重

（%）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目标 1：了解篮球

发展概况、竞赛规

则、教学训练等基

本理论知识，能够

正确讲解与示范

移动、运球、传接

球、投篮、持球突

破、防守有（无）

球队员等基本技

术，区分不同战术

基础配合的方法

和要领，具有会

学、会训、会赛、

会研的篮球教学

基本能力（支撑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3.1） 

按要求保质

保量完成作

业；了解篮球

运动的重点

知识，对重要

的概念能完

整的给出解

释，术语表达

正确；掌握基

本技、战术方

法和要领，具

有很好的篮

球实践能力。 

按时完成作

业；能较好地

了解篮球运

动的重点知

识，对重要的

概念能完整

的给出解释，

术语表达较

正确；掌握基

本技、战术方

法和要领，具

有较好的篮

球实践能力。 

按时完成作

业；基本了解

篮球运动的

重点知识，对

重要的概念

尚能完整的

给出解释，术

语表达基本

正确；掌握基

本技、战术方

法和要领，具

有一定的篮

球实践能力。 

完成作业；基

本了解篮球

运动的重点

知识，对重要

的概念尚能

完整的给出

解释，术语表

达不够规范；

对基本技、战

术方法和要

领掌握的不

好，篮球实践

能力差。 

不按时完成

作业；不能

了解篮球运

动的重点知

识，对重要

的概念不能

完整的给出

解释，术语

表 达 不 规

范；无法掌

握基本技、

战术方法和

要领，篮球

实践能力很

差。 

62.5 

目标 2：积极应对

篮球学与教中遇

到的困难，表现出

吃苦耐劳、顽强拼

搏、团结协作的精

神，具有规则意

识、责任意识和集

体荣誉感，能够正

确看待篮球比赛

的胜负，并能挖掘

篮球运动的课程

思政元素，准确理

解篮球运动培养

团队合作的功能

优势，有效运用于

篮球教学与训练

实践。（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8.3） 

按时提交作

业；具有正确

的篮球行为

规范和作风；

在提交的视

频作业中体

现了团队合

作的优秀素

养，具备很强

的团队合作

精神。 

按时提交作

业；具有较好

的篮球行为

规范和作风；

在提交的视

频作业中体

现了团队合

作的良好素

养，具备较强

的团队合作

精神。 

按时提交作

业；基本具备

正确的篮球

行为规范和

作风；在提交

的视频作业

中体现了团

队合作的基

本素养，具备

一定的团队

合作精神。 

能提交作业；

基本具备正

确的篮球行

为规范和作

风；在提交的

视频作业中

团队合作的

基本素养较

差，团队合作

精神较差。 

不 提 交 作

业；缺乏正

确的篮球行

为规范和作

风；在提交

的视频作业

中团队合作

的基本素养

很差，不具

备团队合作

精神。 

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