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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小团体教学法对大学生社会适应

能力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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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足球选修课中采用小团体教学法对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和效果。

方法：将研究对象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学生进行16 周的小团体教学，对照组学生进行常规的足球教学，在实

验前后分别运用社会适应能力自评量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前测和后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结果：实验

组大学生会适应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Ｐ<0.01）。结论：足球小团体教学法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团队合作

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是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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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group teaching on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of social adaptation by means

of experiment and questionnaires in football elective course. Method: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with 16 weeks of small group teach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with football teaching

routine. We make pre-test and post-test for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by using self- rating scale respectively. and the testing re-

sults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 of adaptability for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e con-

trol group students (P<0.01); Conclusion: Football small group teach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udents' team coopera-

tion ability and adaptable ability , which is the effective way for quality education i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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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高校足球选修课主要以教授足球基本技

术为目标，由于受应试教育导向的影响，通常教师

在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上比较的单一。其主要模式

为教师讲解，示范，和练习的典型三段式教学，此

种教学模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既定的教学

目标，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却忽略了足球这个世界

第一运动的其它内在价值。研究表明，一般的体育

运动都可以有效的提高参与人群的社会适应能力[1]，

这主要是因为体育参与人群的团体动力效应的原因

导致。那么对于足球这种团队合作为主要特征的集

体运动项目来说，队员之间的合作配合，融入球队

等方面都需要参与人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因

此，足球在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应该有更

强的作用。但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却割裂了学生之

间的互动联系。由于采用的是教师对学生单向的沟

通方式，削弱了团体动力的效应，足球课大都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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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带着球的田径课。小团体教学法源于国外团体动

力学的研究，它转变了以往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变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更加主动型的教学

模式。其把整个班级分成几个小的团体，而这些小的

团体又不同于过去的分组教学，而是一个拥有共同目

标以一定方式结合，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心理上

存在共同感和相互认同的学生群体[2]。小团体教学法

以团体成员为主体，充分发挥成员之间的主观能动性

和人际互动，有效的减少了教学时间，增强了教学效

果，同时有效的提高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温州医科大学2014 级大一足球选项课

的男生 60 人，并分成 2 个班。其中一个为实验班，

一个为对照班。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CNKI数据库查阅报纸、硕博士论文、期刊

等，收集关于小团体教学模式与高校足球教学文献

200多篇，关于体育教学模式和学校体育改革的专著

10余部，在这些文献资料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前人研究

的成果，得到了启发与借鉴，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

理论依据。

2.问卷调查法

问卷采用郑日昌主编的《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诊

断量表》。该量表已经被心理学研究广泛应用。教学

实验开始前，分别让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根据真实情

况填写量表，完成实验前测。教学实验结束后，分别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完成试验后测。前

测后测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均为100%。

3.教学实验法

在实验开始前对两个教学班学生的身体素质、选

课动机、基本情况、足球学习经历进行调查，将结果

进行差异性检验确保实验对象各因素基本相同。实验

中确保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时间、场地器材和

考核标准相同的情况下进行教学实验，比较两种教学

模式的教学效果。同时对实验班进行为期16周的小

团教学法，而对照班则采用传统教学方法。

4.数理统计法

运用 EXCEL 把数据进行整理和录入，然后使

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从表 1、表 2 可以看出，实验前，实验班和对

照班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分分别为 28.27 分和 27.60
分。根据该问卷的评分标准，发现无论是实验班还

是对照班，其社会适应能力均为一般水平，很少有

同学达到良好水平。这说明以学习成绩为主的教育

方向，严重忽略了学生心理和社会适应方面的重要

性。经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班学生社会适应能

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经过 16 周的教学实验，实

验班和对照班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分分别为 30.40
分，27.8 分。实验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独立样本

检验发现P值为0.031<0.05，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配对样板的检验中，发现对照组实验后为

27.80 分，较实验眼前的 27.60 分有了 0.2 分的增

长，但为 0.184>0.05，说明实验前后，对照组得分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实验班同学平均得分高于实验

前2.13 分，呈现出明显的增长，其检验结果P值为

显著性差异。按照该量表的评分标准，经过 16 周

小团体教学训练的结果，实验班同学从社会能力为

一般进步到社会适应能力良好。而对照班同学在实

验结束后，虽然有同学得分高于实验前，其平均得

分也高于实验前，其平均得分仍然在一般水平。其

原因可能是个体差异，以及自然成长的结果。由此

说明，小团体教学法在提高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方

面是切实有效的。

三、讨论

(一)小团体教学法能够促进个体社会适应能力

的提高

社会适应能力是一个人适应社会生活和社会环

境的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说

明了一个人的成熟程度。由于国内的应试教育导

向，中小学教育对学生课本以外的各种能力的培养

实验前
实验组
28.27
±3.99

对照组
27.60
±5.41

T值
0.543

P值
0.589

实验后
实验组
30.40
±3.65

对照组
27.80
±5.28

T值
2.216

P值
0.031

表1 实验班和对照班实验前后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对照组
实验后
27.80
±5.28

实验前
27.60
±5.41

T值
1.36

1
P值
0.18

4

实验组
实验后
30.40
±3.65

实验前
28.27
±3.99

T值
10.0

1
P值
0.00

0

表2 实验班和对照班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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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导致了目前国内学生整体社会适应能力水平

偏低的现状。无论理论课堂上怎样的宣讲，也无法

从现实上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这方面的能力

则需要学生在实践中去体验和摸索。而以足球为代

表的讲究团队合作的体育运动是弥补学生社会适应

能力最好的课堂，集体类项目的互动性，竞技性为

学生提供了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其本身的特质就具

有提高和促进学生社会化程度的价值。然而，由于

传统教学模式与集体类项目的本质和精神有一定程

度的割裂，导致集体类项目这一作用被削弱，同时

使体育教学变得枯燥无味和呆板。而小团体教学法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改变集体类项目的这一现

状。因为在此教学环境下，每一个团体成员之间都

会经历从陌生到了解，到熟悉，再到默契。然而要

达到这个目标则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地调试自己的行为，以适

应团体，从而完成心理上的成熟和社会化。单从此

点看来，小团体教学法是值得我们去尝试和执

行的。

(二)人际互动是小团体教学具有提高团体成员

适应能力的关键媒介

勒温的团体动力学认为，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

就是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场。我们的行为会受到周围

场域的影响[3]。小团体教学法基于此点，构建了许

多个小的平行的场域，以及整个班集体一个大的场

域。小团体内部成员联系最为紧密，团体成员受此

场域的影响也最大。因为团体的成绩好坏关系到了

团体成员的切身利益，在共同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共

同驱使下，小团体拉近了同学之间无论是空间上、

时间上，还是心理上的距离，让小团体成员之间有

了比一般教学方式更为深入的交流和互动，甚至是

冲突。团体成员之间需要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角色，

自身的行为以获得团体认同，适应团体的发展。而

传统的教学方式没有这样的优势，传统的教学方式

只注重个体单独目标的完成，个体之间基本无需交

流，人际距离比较疏远。足球项目更注重团队合

作，因此更适合小团体教学方式。足球运动中由于

位置的差异需要运动员各方面的素质也不尽相同。

所以在小团体教学中每个人都能够有效合理的找到

自己的位置，发挥自身的优势，弥补自身的缺陷，

从个体自身的心理层面上有利于其自信心的培养，

有利于其心理舒适区的扩大，以提高其适应社会的

能力。

四、结论与建议

第一，在足球选项课中，采用小团体教学法可

以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第二，小团体教学法有效的提高了学生的主动

性，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丰富多彩，既提高了学

生的兴趣，又潜移默化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

第三，小团体教学法不是简单的分组教学，需

要教师掌握一定的团体心理辅导的知识，以处理在

团体互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四，小团体教学法不光可以应用在足球等团

队性项目，也可以在一些技术单一性的如田径等课

程中加以推广，以增加课堂效果和学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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