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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方法研究中“因果关系”的应用特点及存在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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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概括了现阶段体育教学方法研究现状 , 论述了由于“因果关系”理论应用不当所引发的问

题。分析认为 , 在对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过程中 , 更应从根源上认识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应用“因果关系”理

论的过程中 , 应注意到理论的局限性 ,避免静止 、孤立和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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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实角度来看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学术研究

中 ,人们总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因果”这一问题 。“因果关系”

的研究己经成为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佛教学 、法学等许多学

科中的重要内容 。如何判明人体运动实践中的“因果关系”

(causal relationship),也成为体育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课

题 。然而 ,多年来体育学研究领域针对“因果关系”的基础研

究却很少 。“因果关系”突出了客观事物的实体性 ,并不断深

入探究每一个实体的产生原因及其发展结果 。很多人认为

探求“因果关系”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 ,是认识事物本

质的必然途径 。而事实上 ,如果对“因果关系”理论应用不

当 ,则易产生出静止 、孤立和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并得

出有问题的研究结论 。对广大体育科研人员而言 ,深刻认识

和理解有关“因果关系”的理论 ,是探索体育科学发展规律的

必要前提 。

通过对当前我国体育教学的发展现状分析 ,会发现有数

量庞大的教学方法及种类各异的分类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

众所周知 ,体育教学方法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

内掌握运动技术 、技能 ,以及相应的理论知识 。为更好地完

成新形势下的体育教学任务 ,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对体育教

学方法进行了新的总结和分类 ,试图选出最优的教学方法 。

然而 ,实际取得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时下名目繁多的教学

方法并没有明显提高实践中的体育教学效果 。对此现状 ,本

文将试从方法论(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和

理论)角度 ,以体育教学中的“因果关系”为切入点 ,对体育教

学方法及其分类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以期更好的

提高体育教学实践效果 。

一 、现阶段体育教学方法研究现状概述

(一)现阶段体育教学方法研究的主要特征

体育教学方法是在体育教学过程中 ,师生为完成体育教

学任务 ,以身体技能教学为主 ,以人体运动为基本手段 ,实现

增强体质 、增进健康的体育教学目标而采用的方法
[ 1]

。体

育教学具有一般理论学科的教学特点 ,但又有所不同 ,它需

要将抽象的体育教学理论向运动实践转换 。它不是单纯的

理论思辨 ,而是将抽象理论具体化(运动技术 、运动技能的习

得)。由于体育教学的主要特点是室外运动的教学 ,学生所

受外界干扰因素很多 ,另外 ,还要承受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影

响 ,因此 ,体育教学要比其他教学复杂得多 ,从而也导致了体

育教学方法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特点 。

由于体育教学的特殊性 ,其有着数量繁多的教学方法 ,

如:语言法 、直观教学法 、完整法 、分解法 、矫正法 、表扬法 、批

评法 、自学法 、自练法 、自评法 、重复练习法 、变换练习法 、循

环练习法 、游戏练习法等 ,如果再把环境 、学习者心理以及一

些特定目标等因素考虑进去 ,体育教学方法数量则更多 。面

对大量的教学方法 ,研究人员试图将其分类整理 ,如以师生

在教学中角色 、以教学任务的不同 、以师生双方信息传递的

途径等方面进行分类研究 ,但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种达成共

识的分类方法 ,人们只是从教学活动的不同侧面去研究 、分

析 、整理各种教学方法(见表 1)。

DOI :10.13763/j.cnki.jhebnu.ese.2011.08.027



表 1　几种体育教学方法的分类体系[ 1]

序号 主要分类依据 分类的主要内容 作者

1 师生在教学中的角色
(1)指导法:语言法 、直观法 、完整法 、分解法 、纠错法等;(2)练习法:重复练习法 、变换练

习法 、游戏练习法 、比赛练习法等
樊临虎

2 教学任务的不同
(1)传授体育知识与技能的方法:同指导法;(2)发展体能的方法:负重法 、持续法 、间歇法 、

游戏法、比赛法等;(3)思想品德教育与发展个性的方法:说服法 、榜样法 、表扬批评法等
金钦昌

3
师生双方信息传递的

途径

(1)视觉信息类教学方法;(2)听觉信息类教学方法;(3)感觉 、触觉 、本体感觉信息类教学

方法等
冯晓丽

4
方法论研究的层次体

系说

(1)作为教学指导思想的教学方法 ,即以启发式为中心的教学原则;(2)作为教学操作程

序和步骤的教学方法 ,即教学活动模式;(3)作为教学方式 、手段的教学方法 ,即教学中最

常用 、最基本的教学方法

吴志超

刘绍曾

曲宗湖

5
新《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的目标

(1)体育健康知识和运动技术理论教学方法:讲解法 、谈话法 、问答法 、比较法 、归纳法等;

(2)运动技术教学方法:包括泛化阶段 、改进与提高技能阶段 、巩固阶段教学法;(3)发展

学生身体体能方法:负重法 、持续法 、综合法 、比赛法等;(4)激励与评价运动参与方法:激

励法 、教育法 、评价法等;(5)发展学生心理方法(包括社会适应能力):个别与集体指导

法 、个性培养法 、自练法 、合作学习法 、分层教学法 、小群体教学法等

邵伟德

查春华

徐真英

6

体育教学的外部形态和

这种形态下学生认识

活动

(1)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教学方法:讲解法 、问答法和讨论法;(2)以直接感知为主的教

学方法:示范法 、演示法和保护与帮助法;(3)以身体练习为主的体育教学方法:分解 、完

整 、循环练习法;(4)以比赛活动为主的体育教学方法:游戏法 、比赛法和情景法;(5)以探

究性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发现法 、问题研究法和小群体学习法

毛振明

　　(二)现阶段体育教学方法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体育教学理论和实践中 ,当因为某一教学方法的实施并

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的时候 ,人们常常对教学方法做内

涵或外延性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 ,新的教学方法会不断从教

育学 、训练学等学科引入 ,另外 ,研究者还会针对体育的具体

目标和任务 ,创新出很多新的教学方法 。对于创新体育教学

方法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 ,如果盲目地把体育教学方

法的范围无限扩大 ,或认为体育教学方法越多越好 ,此种认

识和做法我们称之为体育教学方法的泛化现象
[ 2]

。时下名

目繁多的体育教学方法让人有些应接不暇 ,教学中方法的泛

化问题已比较严重 。

针对体育教学方法研究的实际状况 ,很多专家学者对出

现的问题做了很多努力 ,例如:根据不同教学目标和任务 ,对

具体教学方法归类整理等方面的研究 。但在体育教学方法

的分类研究中 ,有些研究者一味表现分类地创新 ,使得新的

分类标准层出不穷 ,这样的分类不仅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又

再次出现了泛化问题 ,使体育教学方法研究陷入恶性循环的

怪圈之中 。有些学者发现了体育教学方法分类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如胡敏认为 ,要避免为分类而进行

的分类 ,注意科学的分类 。我们没有必要不断地推翻已有的

种种分类及其标准 ,对教学方法进行无止境的标新立异的分

类 ,因为分类本身不是目的 ,为分类而进行的分类则毫无意

义
[ 3]

;高菲菲认为 ,在未来的研究中要加强实际运用方面的

研究 ,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质的飞跃 ,继而获得明显的 、

最佳的教学效果
[ 1]

。

对任何一门学科 ,思维方式的差异最终决定着具体方法

的导入和实施过程 ,更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体

育教学方法的“泛化”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某些研究人

员思维方式的差异 ,使得在研究思路 、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上出现问题 ,以至于在不知不觉当中研究轨迹发生偏差 ,最

终导致研究结论失真 。此种问题时常隐藏在一些公认的研

究方法和“精准”的研究数据下 ,故不易被察觉 。很多体育教

学方法研究以教学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具体教学任务或

具体教学方法为着眼点 ,这种方式虽会对体育教学中的具体

问题起到一定的解释作用 ,但弊端是容易忽视复杂体育教学

实践的整体 。所以 ,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应在始终突出学生

对运动技术习得(方法的实践效果)的前提下 ,强调体育教学

方法研究的研究路线 ,包括:(1)对已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解

决 ,即从复杂多变的现象反推问题的本质;(2)加强对事物本

身(本质)的正确认识 ,以此强调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 、研究

路线等 ,达到从根源上减少问题出现的可能性 。纵观现阶段

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现状 ,其特征为更多地侧重前者 。后者

的研究 ,虽不像前者研究那样会“立竿见影” ,然而却是 “治

本”的根本途径 ,它要求研究人员要在一定高度上(涉及到哲

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内容)把握研究方向 ,这样可使体育

教法研究沿着正确的轨迹发展 ,故其更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 、体育教学方法研究中“因果关系”的

特征分析

(一)体育教学方法研究中“因果关系”的应用特点

哲学上把现象和现象之间那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 ,

叫做“因果关系” 。其中引起某种现象产生的现象叫做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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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叫做结果
[ 4]

。“因果关系”的概念普

遍呈现于人们的讨论之中 ,当我们讲“因为什么 ,所以什么” 、

“什么是什么的原因” 、“什么是什么的结果”或者说“什么导

致 、产生 、造成 、引起 、决定什么”都是在试图表明一种“因果

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 ,世界上出现的任何一个现象

都是有产生它的原因的 ,而任何一个原因 ,也总会有它的

结果 。

体育教学方法研究中 ,研究人员潜意识里一般都要完成

这样的表达式:因为使用某教法 ,所以教学效果好;因何原因

使学生未能掌握某运动技术 ,需何方法能完成教学任务 ? 由

于何原因使某教法未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等 ? 其实 ,这一系

列问题的提出 ,正是基于“因果关系”的表达式 ,这种表达方

式突出了对事物描述的肯定性 ,人们往往对其得到的结论深

信不移 ,所以追求“因果关系”表达方式 ,成为研究者的一种

强烈倾向 。

体育教学研究中对问题的原因和结果的探求 ,一般表现

为对某一事物由外至内(内涵)或由内至外(外延)、层层递

进 ,不断深入 。实践中当有新的教学任务或目标出现 ,或是

研究人员发现从其他学科移植或通过实验得来的新方法并

不能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显著效果时候 ,往往会在已有教

法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外延或内涵研究 ,如:在合理运动负荷

原则基础上提出的综合恒定法;在循序渐进教学原则基础上

提出的循序分期法;动作技术分解法基础上提出的分部分解

法 、分段分解法 、分化分解法等
[ 5]

。研究人员一般以此种方

式 ,力图找到问题的原因 ,从而实现“因果关系”表达式 。

(二)体育教学方法研究中“因果关系”应用存在的主要

问题

“因果关系”的表达方式虽具有简洁 、肯定的特点 ,但把

“因果关系”作为认识事物出发点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正确

把握“因果关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由于体育教学的

复杂性和特殊性 ,使其存在众多“一因一果 、一因多果 、多因

一果 、多因多果”和“直接 —间接 、主要 —次要 、重要 —一般 、

偶然 —必然”等因素 ,再加之生理 、心理和环境等复杂情况 ,

更多时候研究人员很难分清和正确把握“因果关系” 。还有 ,

人们对“引起”和“被引起”有着不同的看法 ,结果出现了许多

复杂的“因果关系”表述形式 。

在面对复杂人体的运动现象时 ,科研人员往往不能简单

的回答问题 。由于体育教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研究人员也

会给出一系列复杂“因果关系”表达式 。例如:在铅球技术教

学中 ,学生推球出手瞬间的手形往往会出现类似篮球投篮的

错误动作 。对此问题仔细究其原因 ,研究人员会得出一连串

的“因果关系” :出手手形(以右手持球为例)的错误是导致错

误发生的原因;投掷臂降肘动作是导致手形错误的原因;右

肩发力过早是投掷臂降肘动作的原因;左肩的退让是导致右

肩发力过早的原因;左侧躯干的退让是导致左肩的退让的原

因;最后用力开始时腰髋部松懈是左侧躯干的退让的原因;

最后用力开始前松腰是最后用力开始时腰髋部松懈的原因;

滑步过程中摆动腿摆动方向错误是最后用力开始前松腰的

原因等
[ 2]

。以上提到的每个原因和结果还要继续独立出

来 ,再分别探讨每个成分的原因和结果 。当各部分众多的原

因和结果被研究出以后 ,又要创新出一系列的教学方法 ,以

备适应刚刚提出的各环节具体教学任务 。还有 ,例如在发展

学生体能的方法中 ,对学生体能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 ,往往

是如果速度素质不能奏效 ,就会提出绝对速度 、速度耐力素

质等;力量素质训练不能奏效 ,就会提出最大力量素质 、速度

力量素质等;灵敏素质不能奏效 ,于是又提出力量性技术 、速

度性技术 、耐力性技术等;身体训练不能奏效 ,于是又提出健

康训练 、智力训练 、心理能力训练等;而对智力训练又会提出

观察力 、注意力 、记忆力 、感觉能力 、想像力等练习方法 。研

究人员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 ,定能够找出与问题相对应的

“因果关系” 。

对于上面的例子 ,如此不断深入地追究原因和结果 ,是

现在研究的主要特点 。我们说其研究过程遵从的是一般通

用研究方法 ,若在此基础上加以量化指标 ,则会成为标准的

科研论文 。对于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 ,或许科研人会说:“我

们已经把问题研究的很透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一线教师的应

用了” 。面对这一情况 ,实践经验丰富的基层体育教师对这

样的研究成果恐怕更显无奈 ,对他们来说 ,有力的解决问题

方式是遵循由主要矛盾到次要矛盾的渐进过程 ,研究人员取

得的结论太过细枝末节 。这样的研究成果 ,可能在特定范围

是正确有效的 ,但对“运动人体”的动态整体 ,却不是将其简

单的机械叠加就可以解决问题 。可见 ,对 “因果关系”的研

究 ,优点是能够看到细节 ,缺点是容易失去整体观 ,并导致研

究成果在实践中的操作性水平低下 。

对体育科学一些问题的研究 ,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 ,

抽象出简单的因素来 ,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

物 ,这是笛卡尔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 ,其特点是着眼于在局

部或要素 ,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 。这种思维方式不能如

实地说明事物的整体性 ,不能反映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

用 ,它只适应认识较为简单的事物 ,不能完全胜任体育教学

这类复杂问题的研究 。

(三)体育教学方法研究中“因果关系”问题的规避

面对体育教学方法研究中应用“因果关系”所出现的“局

部因果关系”和“整体因果关系”的矛盾问题 ,科研人员虽然

可以参考 Mill的 5 种方法和 Lazarsfeld 的 3 个标准 ,并采用

数学模型法 、控制论方法 、模糊数学法 、回归方程分析法 、主

成份分析法 、计算机仿真方法等现代科技手段探讨局部与整

体的非线性关系 ,通过这些方法 ,确实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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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的分清和正确把握因果关系 ,但是 ,如何应用这些复

杂的方法又是一个大问题 ,笔者认为 ,只有深刻认识“因果关

系”理论本身 ,才能够保障正确的运用这些现代评定方法 ,而

这正是现在研究人员容易忽视的问题 。另外 ,正确认识“因

果关系”理论 ,也可以直接避免“因果关系”问题的出现 。

康德在其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指出 ,作为诸悟

性范畴之一的“因果” ,只适用于经验的现象界 ,而一旦超出

了这个有限的范围 ,便会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 。

不仅如此 ,他还承认 ,运用“因果”之类的悟性范畴 ,虽然可以

研究包括星体运行在内的物理世界 ,但对于解释类似毛毛虫

这样最最简单的生命现象 ,却无能为力
[ 6]

。为什么用“因果

关系”来解释复杂的生命运动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 这

主要是“因果关系”本身的理论特点 ———“实体论”观点所致 。

“实体论”物质观的形成受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 ,人们

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对细节 、个体的考察 ,为了认识这些细

节 ,一般把它们从联系的事件中抽出来 ,并分别对其特殊的

原因和结果等方面加以研究 。这种实体论观点 ,最容易导致

的问题是把自然界的各种实物和过程孤立起来 ,撇开广泛的

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 。对运动的人体(体育教学中学生对运

动技术的习得过程)而言 ,人体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

在 ,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 ,并起着特定的

作用 ,要素之间相互关联 ,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如

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 ,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 。正

象人手在人体中它是运动的器官 ,一旦将手从人体中分离出

来 ,那时它将不再是运动的器官了 。另外 ,强调“因果关系”

的西方人习惯于从元素的角度来探察结构 ,强调研究不同实

体之间的机械联系 。他们认为 , “因”与“果”是两种彼此外

在 、相对独立的元素 ,“因”不依赖于“果”而存在 ,“果”一旦由

“因”产生出来 ,也同样具有了独立自存的属性
[ 6]

。这里可

以看出 ,“因”对“果”制约和影响具有“历时性和单向性”特

点 。前文提到的铅球教学和体能练习的例子 ,其每个局部环

节的“因果关系”都可以比较轻松的找出 ,但问题是当众环节

“因果关系”找出后 , 却不能够很好对应众多上位 “因果关

系” ,更无法对应人体整体的“因果关系” ,其所导致的局面就

是大量的体育教学方法不能够很好体现并改善教学实践 。

为避免“因果关系”理论导致的问题 ,在体育教学方法研

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做到以下几点:(1)须树立系统论的思

维方式 。分析“因果关系”时 ,要注意研究中的每一个“因果

关系”均需对照人体的其他环节并延伸到人体运动整体 ,即

强调环节及整体间非线性关系的相互影响;(2)须谨记人体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

加 。人体作为一个系统 ,具有其整体性特征 ,各要素之间相

互关联 ,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3)应充分考虑系统 、

要素 、结构 、功能四个概念 ,应强调要素与要素 、要素与系统 、

系统与环境等方面的相互关系 。(4)突出体育教学方法的实

践验证功能 。实践验证一是要把研究成果置于实践 ,在实践

中检验出现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注意“理论推断”层面的

实践检验 ,即要在教法研究阶段积极地推断出将来可能发生

的问题 。强调“理论推断”一方面可使研究成果更有效地服

务于体育教学实践 ,另一方面达到降低科研成本 ,减少人力 、

物力 、财力和体育资源等方面的浪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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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ausality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 Tao

(Sch ool of Physical Edu cation , H ebei Normal Universi ty , Shi jiazhuang , H ebei 050016 ,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brief ly discusses teaching me tho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 highlighting the prob-

lems resul ted f rom the misuse o f causali ty.Thererfo re , proper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employed to

prevent f rom the static , iso lative and par tial mist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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