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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游泳教学改革的实验研究 

宋静敏 ，梁振成，邢贻吉 
(海南大学 体育部 ，海南 海 I=I 570228) 

摘 要：通过教学实验，采用实验设计、调查测试、数据统计、分析对比等方法，从学生游泳的兴趣与态度， 

学生掌握技术的程度，学生身体机能、身体形态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旨在为教学改革成功提供可靠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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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 国高等院校教学改革不断深人 以及注重学 生素 

质教育，近年来我校根据地处热带 、四面环海、泳季漫 长的特 

点，明确提出体育教学改革将游泳列为特色项 目试点，规定 

每一名大学生都必须学会游泳才能毕业 ，将游泳教学改革作 

为突破口，进而深人研究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全面 

培养学生各项游泳运动知识技能 ，为学生终身参加体育锻炼 

打下坚实基础。课题提出后，我 们在探讨 9r7级 游泳速成教 

学法研究基础上 ，对 98级学生正式进行教学改革吏验 ，并对 

98级 1033名学生进行游泳摸底测验 ，结 果发现 ：赴 1033名 

受测学生中有 749名不会游泳 ，占总人数 72．5％，特别是女 

生有 356名不会游泳，占女生人数的 93．7％。从生理 和心理 

学角度分析，大学生发育趋于完成，身体特征已接近成人阶 

段，身体比重较大，对水的恐惧意识较强，身体灵活性和可塑 

性较差，这些因素将影响学生掌握游泳技术。游泳教学改革 

的切人点在哪里?如何使大多数初学者尽快学会游泳?如 

何在掌握 1～2种动作技术后进一步学习全面游泳知识技 

能?如何通过游泳教学使学生建立“终身体育”意识，达到素 

质教育的目的?本文通过实验研究得出结论，为体育教学改 

革提供可靠依据。 

l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我校98级学生，由9r7名不会游泳的男生组 

成 3个游泳实验班进行实验 ，时间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学 生 

来源于 11个省区，专业包括法学、经济、文学、理工和农学等 

不同专业。 

1．2 研究方法 

1．2．1 殴 泞 

1．2．1．1 教学时数波汁 根据教育部下发的全 国普通高校 

体育!里程指导纲要》精冲．我校对各学期教材时数做了比例 

分 ，观定丁各种教材的时数 ，其 中一年级第 二学期游泳是 

8学时，占总时数 22．2％。实验课对教学时数做了重新分 

配，游泳 24学时，占总时数 66．6％，从时数上突出游泳 教学 

l见表 1)。 

表 l 教学时数对比 (单位：学时) 

lI2．1I2 教学实验 目标及内容设计 

根据实验课教学时数分配，在总结 9r7级游泳速成教学 

法研究基础上 ，对实验课的教学 目标及 内容重新设计 ，将 12 

周 24学时划分为3个阶段，即游泳速成学习阶段、巩固2种 

技术阶段、全面技术学 习阶段 ，并且突出第 1、2阶段教学。 

lI2．2 调查测试 

lI2．2．1 问卷调查。对 3个游泳实验班 9r7名学生进行“游 

泳学习兴趣与态度”问卷调查。发出问卷 9r7份 ，收回 9r7份。 

lI2．2．2 指标测试 。实验课 前选定能够反映学生游泳运动 

技能的形态类 3项 、机 能类 2项和运 动成绩等指标进 行测 

试 ，测试人员由我校医院医务人员担任 ；12周实验课结束后 

再对以上指标进行测试 ，测试人员 由海南省成年人体质测试 

中心人员担任。 

lI2．2．3 数据统计。所有数据输人电脑进行统计分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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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平均数、标准差、标准误、百分率，并对实验前后各项指标 

进行 T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学生游泳兴趣与态度的调查分析 

从调查结果上看 ，在“上大学前学过游泳”这项课前调查 

问题上，有 58_8％的学生从未学过游泳 ，有 36．1％的学 生只 

学过游泳。在“害怕游泳”这个问题上，是与不是比较接近． 

表明不会游泳与恐惧水有一定关系。在“想学会 游泳”这项 

显示兴趣问题上，有 99％的学生表示想学 会游泳 ，有 89．7％ 

的学生将学会游泳的体会“告诉了同学和父母”，有 91．8％的 

学生认为“一年级有必要开设游泳实验课”，并有 75．3％的学 

生表示“想掌握全面游泳技术”。 

把非常实用的增强体质 的健身知识技 能作为主教材运 

用到教学实践中后 ，学生对学习的内容有强烈的兴趣和积极 

的态度 ，学生不仅很喜欢上游泳课 ，而且在课外 活动时也积 

极购月票练习，甚至技术差的同学自发请技术好的同学帮 

助 ，并且能把在体育课 上学 习的知识技 能告诉 同学 和父母。 

当教师采用“克服惧水心理障碍法”使学生猛然发现 自己己 

学会了游泳的激动表情时，当学生掌握了一项技 术后，又主 

动要求下一项技术的急切求知欲时 ，表明学生感受到了游泳 

教学内容和方法与 自己的 目的密切相关 ，能把教学的要求转 

变为 自己的发现 、领会 和掌握 ，这些行 为只有建立在对所从 

事的活动有强烈的兴趣、积极的态度、自觉主动参与的基础 

上才能成为可能。同时 ，也应看到游泳是考试项 目(50 m及 

格——30o m满分)，学生有一定 的精神压力，可 是压力可 以 

转变 为动力 ，可以激励学 生更刻苦学 习。另外，有 68．1％的 

学生表示“学会游泳后想终身参加游泳锻炼”，有 27．8％的学 

生表示对球类或其他项 目感兴趣 ，但“有 时参加游泳锻炼”， 

这表明通过游泳实验教学后 ，学生“终 身体育”意识增强(见 

表 2)。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认 为，学生对游泳都有强烈 的兴 

趣和积极的态度，但这种兴趣是自发的、原始的，其效能也是 

有限的，通过体育教学的合理引导，使之更好地成为自觉主 

动地、终身参与地进行体育锻炼的动力，这是体育教学中首 

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2．2 对学生掌握游泳技术的测试分析 

测试结果表明，通过 l2周 24学 时教学实验 课后，9r7名 

学生从课前平均游 2．37 m，到课后平均游 189 m(游泳时心率 

平均达到 163次／分)，差异非常显著 (P<0．01)。其 中 96％ 

的学生及格，47．4％的学生获得满分(见表4)，表明游泳教学 

实验取得非常显著效果。根据课前调查有大部分学生愿意 

学习全面游泳技术的愿望，实验课第一、第二阶段在使学生 

强化巩固、熟练掌握了踩水(切人点)、蛙泳、出发跳水游泳技 

术的基础上 ，第三阶段学习爬泳、仰泳、侧泳、潜泳、反蛙式仰 

泳、不同风向和海况下的大海游泳技能和救生技能，使学生 

初步掌握 了全面游泳技能，并且在教学实验 中有意培养学生 

“终身体育”意识 习惯能力。这表明 ，安排非常实用的、增强 

体质的健身知识技能作为主教材试行后，学生能够积极主动 

的、高效率地投入学 习，学生表现在课堂上认真练 习，课外活 

动时仍加紧练习。在教师合理教学手段的引导下，学生不断 

掌握技术细节，克服“惧水”心理障碍，从不会游泳到学会游 

泳，再到熟练掌握游泳技术取得非常显著成绩。同时结 果显 

示，仍有23．7％动作不协调、划水效率不高的学生刚游到50 

m及格线 ，仍有 4％的学生不 及格 ，说 明游泳 班学 生人数过 

多，随着教学进度的延伸学生游泳技 术差别加大 ，教师对深 

水区练习学生的安全责任心加重(12周游泳课教师抢救 l9 

人次 ，后 3周学 生互相抢救 4人次)，对在浅水 区练习学生的 

动作细节势必疏于指导。 

表 2 对学生游泳兴趣与态度的评价 ( ：97) 

表 3 游泳实验课前、后的运动成绩与体质状况比较表 (n=97) 

2．3 对学生身体机能 、身体形态的测试分析 

从表 3的测试结果分析 ，通过 l2周游泳教学实验，使学 

生肺活量提高 25．6％，胸围增大 5．4％，并且使游泳距离提高 

80倍。三项 直接反 映游泳 教学 效果 的指标 均表示 出 P< 

0．01具有非常显著差异的结论。从生理学角度分析 ，游泳时 

身体承受水的压力很大，吸气时扩大胸廓必须抵抗水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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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吸气肌必须用力。游泳时往往向水中快速呼气 ，水 的密度 

比空气大，因此呼气肌也用力，这样就锻炼了呼吸肌群力量， 

加大了呼吸肌群横截面、长度、数量等一切生理指标，使胸围 

增大。游泳时为了吸人大量 氧气 和排 出二氧化碳同时增 加 

水对人体的浮力，需要加大呼吸深度。长期游泳锻炼使肺活 

量增大 ，所以游泳 是发展呼吸 系统机能 最好 的运动项 目之 

一

。通过测试数据也证实了生理学观点。 

从身高、体重的测试结果分析，通过 l2周游泳教学实验 

对增加学生身高、体重并不显著，两项指标均表示 P>0．05。 

从生理学角度分析，身高、体重与肺活量、胸围成正比关系， 

实验结果显示学生胸围增加非常显著而体重增加不显著，肺 

活量增加非常显著而身高增加不显著，说明学生肺活量和胸 

围的提高并不是因为身高、体重增加的原因，而是因为游泳 

锻炼的原因。 

3 结语 

3．1 通过游泳教学改革实验，使学生运动成绩、呼吸系统机 

能和胸围肌肉群均获得大幅度提高，在未显著增加身高、体 

重的情况下，使学生相对体型更趋于健美，力量、速度、耐力 

等游泳专项素质显著提高。 

3．2 学生对学习游泳都有强烈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但这 

种兴趣是自发的、原始的，其效能也是有限的。在教师的合 

理引导下，把非常实用的、增强体质的游泳健身知识技能作 

为主教材突出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后，学生感受到教学内容和 

(上接第81页)符合青年学生的学习特点。 

4．3．4 课的结构。改变“千人一面”的固定结构，使结构服 

从于内容。服务于质量。 

4．3．5 成绩评定。定量化，使之客观公正，并体现个体进步 

性特点。这些改革是十分具体的，必须把教育内容的改革， 

教育观念更新和教育思想的转变渗透到这些具体环节中来。 

4．4 教改模式的选择对大学体育教育的影响 

4．4．1 项群模块。从选择体育项 目人手，因学生爱好、专长 

和健康需要的不同，提供若干可供选择的项目。 

4．4．2 学群模块。贯彻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可按学生的 

身体、素质、体质状况、性别特征等因素，予以科学调配。 

4．4．3 教师模块。发挥体育教师的各自特点，使其特长在 

教学 中充分发挥 ，形成教学 的不同特色 。各位教师特长在教 

学中的组合，形成整体功能的提高。 

4．4．4 导师模块。研究生体育可充分发挥学生已有体育基 

础的作用，配合导师指导。 

5 结语 

为了适应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高校体育应该顺应 

时代的潮流，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大学体育健康课程的教学 

方法与自己的目的密切相关，能够自觉主动的、高效率 f投 

入学习，学生不但可以克服“惧水”心理，学会游泳，进一步掌 

握全面游泳技能，而且能够建立“终身体育”意识和可贵的 

“救助他人”思想。 

3．3 通过实验证明，我校根据自身特点提出体育教学改革， 

将游泳列为特色项 目，并且作为突破口来实验是成功的，取 

得的效果是显著的。 

3．4 游泳班学生人数过多，建议适当减少人数。教师需在 

课外活动时加强对游泳技术较差学生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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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突出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为主线。培养终身体育、 

“健康第一”意识，真正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合大 

多数学生喜爱的高校体育改革之路，构思体育健康课程新体 

系，为新世纪高科技社会培养各类高质量的人才。从发展的 

观点来看，大学体育健康课程的教学模式体系。必将成为新 

世纪我国高校体育教学的主要模式。只有这样，高校体育教 

学才能为新世纪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具有竞争意识、开拓进取 

的“创造型”、“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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