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球Ⅰ》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名称：排球Ⅰ                

2.课程编号：PC2054248     

3.总学时/总学分：32学时/1学分 

4.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实践 28学时 

5.课程性质：必修 

6.先修课程：篮球 

  后续课程：沙滩排球 

7.适用专业：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 

8.开课学期：第三学期 

二、课程简介与课程目标 

【课程简介】 

排球课程是我国高等院校体育学科专业课程，是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必修课程。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较全面掌握排球运动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技能，为排球方向

的选修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能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技能进行相关

的排球活动；培养学生排球运动的习惯，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促进养成竞争与合作、

拼搏与思考、积极与应变的思维品质和行为品质；学会排球基本练习与教学方法，具备

能够进行自我练习和指导他人进行练习的基本教学能力；本课程依据巢湖学院体育学院

《2020 级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是体育教育专业核心课程，共 32 学时，1

学分。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对学生能力要求如下： 

课程目标 1：了解排球发展概况、竞赛规则、教学训练等基本理论知识，能够正确

讲解与示范传球、垫球、发球、扣球和拦网等基本技术，区分不同战术运用的时机、特

点和范围，具有会学、会训、会赛、会研的排球教学基本能力。 

课程目标 2：深刻领悟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尝

试挖掘排球运动的课程思政元素，准确理解排球运动培养团队合作的功能优势，有效运

用于排球教学与训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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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

育竞赛活动中掌握团队合作的基本技能，具备良好的

团队合作精神。 
8 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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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球运动概述 

第一节 排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排球比赛方法规则及裁

判法 

第三节 中学排球的教法与学法  

第四节 基本技、战术分析 

第五节 排球比赛的编排与组织

工作 

第六节 排球运动保健知识  

教学要求： 

（1）了解排球运动的起源、发展和现

状，理解排球运动的特点。 

（2）掌握排球基本技、战术要领、比

赛的编排、组织方法和规则，学会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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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基础理论、排球技术

教学与训练、排球运动的竞赛组织与

裁判法。 

教学难点：排球规则及裁判实践。 

课程思政：了解排球运动的发展历程

和趋势，理解排球运动的价值和排球

教学与训练对未来从事教学与训练的

重要意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女排

精神内涵，提高对排球课程的学习兴

趣，树立为我国排球运动发展做贡献

的信心。 

4 

课堂讲授 

启发式 

多媒体 

线上线下 

 

课程目标 1 

 

2 

第二章 排球技术教学 

第一节 准备姿势：稍蹲准备姿

势、半蹲准备姿势、深蹲准备姿

势。 

移动步伐：并步、交叉步、跨步、

跑步。  

第二节 垫球：正面双手垫球、体

教学要求： 

（1）掌握排球运动攻守动作体系，明

确技术动作的运动姿势和它们运动结

构上的联系及相互作用。 

（2）提高学生完成各种技术动作的准

确性、实效性和稳定性。 

 

24 

课堂讲授 

启发式 

多媒体 

线上线 

训练实践 

 

课程目标 1 

 



 

侧双手垫球、背向双手垫球、跨

步垫球。 

第三节 发球：正面下手发球、正

面上手发球、飘球。 

第四节 传球：正面传球、背向传

球、侧向传球。 

第五节 扣球：正面扣球。 

第六节 拦网：单人拦网、双人拦

网。 

教学重点：排球基本技术的动作方法

和技术要领。 

教学难点：排球基本技术的运用。 

 

3 

第三章 排球六人制比赛教学 

第一节 轮转：逆时针轮转 

第二节 进攻战术：中二三、边二

三。 

第三节 防守战术：接发球、接扣

球、接拦回球。 

教学要求： 

（1）理解现代排球配合技巧以及比赛

中队员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 

（2）掌握排球战术组成的基本要求，

提高学生排球比赛实践能力。 

教学重点：排球比赛方法和基本战术

的方法。 

教学难点：排球战术的组织和运用。 

4 

课堂讲授 

启发式 

多媒体 

线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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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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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理论教学与实践技术相结合，引导学生掌握排球技术并能够运用于实践。 

(3)采用电子教案，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提高课堂教学信息量，增强教学

的直观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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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和课外答疑相结合模式。通过观看技术教学视频，明确技术动作的结构、特征和原

理，帮助学生直观了解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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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训练与实践  

术科教学是本课程的重要特点，对掌握排球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掌握

排球竞赛的组织与裁判实践操作方法，掌握排球常规教学方法与步骤，具备中学排球教

学与指导社会排球活动的能力，在教学中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在排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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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教学术科内容力求“少而精”，抓好基本功及主要技术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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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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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排球发展概况、竞

赛规则、教学训练等基本理论

知识，能够正确讲解与示范传

球、垫球、发球、扣球和拦网

等基本技术，区分不同战术运

用的时机、特点和范围，具有

会学、会训、会赛、会研的排

球教学基本能力。（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3.1） 

发球、传球、扣球、拦网、自垫

球、裁判实践 

 

5 15 50 70 

2 

目标 2：深刻领悟祖国至上、团

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的女排精神，尝试挖掘排球运

动的课程思政元素，准确理解

排球运动培养团队合作的功能

优势，有效运用于排球教学与

训练实践。（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8.3） 

二人对垫球、比赛 5 5 20 30 

合计  10 20 70 100 

考核方式说明： 

1.课堂表现 

教师结合学生课堂认真听讲、积极学习技能、团队意识、说话文明礼貌以及课前、

课中考勤等，给予学生总体评价。学生在一学期内因病、事假等缺课 1节扣除 1分，但

累计达本门课时数 1/3(含 1/3)以上者，该学期排球课程成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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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理论和实践试题。课程

目标 1的作业量占 75%左右，课程目标 2的作业量占 25%左右。 

3.期末考试 

每学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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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左右，课程目标 2考试占



 

比 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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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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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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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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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0×50%) A1（=学生该项实际得分平均分×50%） 

课程目标 1达成度= 

（A1+B1+C1）/（A+B+C） 平时作业 B(=100×15%) B1（=学生该项实际得分平均分×15%） 

课堂表现 C(=100×5%) C1（=学生该项实际得分平均分×5%） 

 

课程目标 2 

 

期末考试 D(=100×20%) D1（=学生该项实际得分平均分×20%） 

课程目标 2达成度= 

（D1+E1+F1）/（D+E+F） 平时作业 E(=100×/5%) E1（=学生该项实际得分平均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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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A1+B1+C1+D1+E1+F1）/ 

（A+B+C+D+E+F） 

注：上表公式按照每种支撑环节考评对应的某个课程目标总分为 100分进行计算。 

 

 

 

 

 

 

 



 

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教材 

黄汉升.球类运动——排球（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主要参考书 

[1] 虞重干.排球运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 

[2] 中国排球协会译定.排球竞赛规则（2017-2020 版）[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

社,2017. 

 

 

 

执笔人：   教研室审核：           学院审核：  

 

 

 

 

 

 

 

 

 

 

 

 

 

 

 

 

 

 

 

 

 



 

附录：各类考核评分参考标准 

课堂表现参考标准 

 

作业评分参考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目标 1：了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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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与示范传球、

垫球、发球、扣

球和拦网等基本

技术，区分不同

战术运用的时

机、特点和范围，

具有会学、会训、

会赛、会研的排

球教学基本能

力。（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3.1）  

认真听讲，遵守

课堂纪律，非常

积极参与垫球、

发球、扣球等练

习与互动，对动

作要领掌握快，

整体表现很好。 

 

 

 

听讲较认真，比

较遵守课堂纪

律，参与垫球、

发球、扣球等练

习与互动较积

极，对动作要领

掌握较快，整体

表现良好。 

基本认真听讲

和遵守课堂纪

律，积极参与

垫球、发球、

扣球等练习与

互动一般，对

动作要领掌握

一般，整体表

现一般。 

不 太 认 真 听

讲，不太遵守

课堂纪律，参

与垫球、发球、

扣球等练习与

互动积极性较

差，对动作要

领掌握较慢，

整 体 表 现 较

差。 

不认真听讲，

不遵守课堂纪

律，积极参与

垫球、发球、

扣球等练习与

互动很差，对

动作要领掌握

慢，整体表现

很差。 

目标 2：深刻领

悟祖国至上、团

结协作、顽强拼

搏、永不言败的

女排精神，尝试

挖掘排球运动的

课程思政元素，

准确理解排球运

动培养团队合作

的功能优势，有

效运用于排球教

学与训练实践。

（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8.3） 

积极参与练习，

团队合作意识

和规则意识强，

熟练掌握竞赛

活动中团队合

作的基本技能，

注重良好的团

队合作精神。 

参与练习较积

极，团队合作意

识和规则意识

较强，较熟练掌

握竞赛活动中

团队合作的基

本技能，较注重

良好的团队合

作精神。 

参与练习基本

积极，团队合

作意识和规则

意识一般，基

本熟练掌握竞

赛活动中团队

合作的基本技

能，基本注重

良好的团队合

作精神。 

参与练习不太

积极，团队合

作意识和规则

意识不太强，

掌握竞赛活动

中团队合作的

基本技能不太

好，不太注重

良好的团队合

作精神。 

参与练习不积

极，团队合作

意识和规则意

识不强，不熟

练掌握竞赛活

动中团队合作

的基本技能，

不注重良好的

团 队 合 作 精

神。 

教学目标要求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目标 1：了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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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与示范传球、

垫球、发球、扣

按要求保质保

量完成作业；了

解排球运动的

重点知识，对重

要的概念能完

整的给出解释，

术语表达正确；

按时完成作业；

能较好地了解

排球运动的重

点知识，对重要

的概念能完整

的给出解释，术

语表达较正确； 

按 时 完 成 作

业；对排球运

动的重点知识

了解一般，对

重要的概念解

释一般，术语

表达基本准确

提交作业不太

积极；对排球

运动的重点知

识 了 解 比 较

差，对重要的

概念解释和术

提交作业很不

积极；对排球

运动的重点知

识了解很差，

对重要的概念

解释很差，术

语表达基本准



 

 

期末考试评分参考标准 

1.技术考核方法 

(1)正面上手发球 

方法与要求：考生在排球场端线后发球区内采用正面上手发球技术，连续发球 10次，

要求 6 个过网。落入对方场区内方为达标合格。在达标同时，进行技评；达标与技评都

及格者方能将两项合并计算做为发球一项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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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率高，鞭打动作明显，球速快、威胁大。 

良 80—89 动作较正确、熟练，命中率较高，鞭打动作较明显，球速较快、威胁较大。 

中 70—79 
动作基本正确、熟练，身体不够协调，命中率一般，鞭打动作不太明显，球速

不太快、威胁性一般。 

及格 60—79 
动作不太正确，不熟练，不协调，命中率较低，鞭打动作不明显，球速不快、

威胁性小。 

差 60以下 动作不正确，不熟练，不协调，失误多。 

 

球和拦网等基本

技术，区分不同

战术运用的时

机、特点和范围，

具有会学、会训、

会赛、会研的排

球教学基本能

力。（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3.1）  

基本技术动作

准确、协调、到

位、完整和清晰

等。 

基本技术动作

比较准确、协

调、到位、完整

和清晰等。 

度一般；基本

技术动作的准

确、协调、到

位、完整和清

晰 等 掌 握 一

般。 

语表达都不太

好；基本技术

动作的准确、

协调、到位、

完整和清晰等

表现比较差 

确度很差；基

本技术动作的

准确、协调、

到位、完整和

清 晰 等 掌 握

差。 

目标 2：深刻领

悟祖国至上、团

结协作、顽强拼

搏、永不言败的

女排精神，尝试

挖掘排球运动的

课程思政元素，

准确理解排球运

动培养团队合作

的功能优势，有

效运用于排球教

学与训练实践。

（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8.3） 

按时提交作业；

具有正确的排

球行为规范和

作风；在排球竞

赛活动中掌握

团队合作的基

本技能，具备良

好的团队合作

精神；还能够很

好的理解裁判

规则，并完成裁

判实践工作等。 

 

按时提交作业；

具有较好的排

球行为规范和

作风；在排球竞

赛活动中能掌

握团队合作的

基本技能，具备

较好的团队合

作精神。较好的

理解裁判规则，

并完成裁判实

践工作等。 

按 时 提 交 作

业；具备正确

的排球行为规

范 和 作 风 一

般；在排球竞

赛活动中掌握

团队合作的基

本技能和团队

合 作 精 神 一

般；理解裁判

规则，并完成

裁判实践工作

一般。 

提交作业不太

积极；具备正

确的排球行为

规范和作风表

现比较差；在

排球竞赛活动

中掌握团队合

作的基本技能

和团队合作精

神比较差；理

解裁判规则，

并完成裁判实

践 工 作 比 较

差。 

提交作业很不

积极；具备正

确的排球行为

规范和作风表

现很差；在排

球竞赛活动中

掌握团队合作

的基本技能和

团队合作精神

很差；理解裁

判规则，并完

成裁判实践工

作很差。 



 

(2)二人对垫球 

方法与要求：两人间隔 3-4米对垫球，每个来回球 4分，15来回为及格，25个来回

为满分。要求球的最高点不低于 2 米，触球部位不对不得分。每组两次机会，在达标同

时，进行技评；达标与技评均及格者方能将两项合并计算作为垫球一项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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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球弧度高、球不旋转、稳定，没有传球、失误情况。 

良 80—89 
动作较正确、配合较熟练，垫球弧度较高、球有轻微旋转、较稳定，存在少量传球、

失误情况。 

中 70—79 
动作基本正确、配合基本熟练，协调一般，垫球弧度一般、球旋转较大、不太稳定，

存在较多次传球、失误情况。 

及格 60—69 
动作基本正确，但配合不够熟练、协调较差，垫球弧度较低、球旋转大、不稳定，

存在多次传球、失误情况。 

差 60以下 动作不正确，不协调，配合不熟练，失误多。 

2.技术考核要求 

（1）考生必须穿运动服运动鞋，否则不准许考试。 

（2）学生须持有效证件参加考试，如一卡通、身份证、学生证等证件。 

（3）考生不能按时考试者，按照缺考处理；缓考按院教学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4）任何一项技评不及格或总评不及格，均为课程考核不及格。 

（5）一旦发现替考、代考等作弊现象，一律取消考试资格。 

（6）学生考试后须在第一时间签名，否则视为考试成绩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