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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3种学习方式构建新型体育教学方法的理论
A Theoretical Study of Constructing New P.E.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Three

Learning Methods

蔡士凯

CA I Shikai

摘　要:教学方法问题的研究已成为体育教学改革深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建构主义的有关理论为基

础 ,采用文献法 、演绎法等研究方法。结合当前教学实际 , 把自主学习 、探究学习 、合作学习进行理性构
思 ,构建一种新型的教学法———“自主探究-合作”性体育教学法。以逻辑法下定义法提出此体育教学
法的概念和主要特征 , 进一步说明实施的操作程序和流程图 , 并以篮球和短跑进行案例分析。 通过研究

发现 , 这种体育教学法符合现代教育教学规律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 , 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主体意识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 不失为一种有
效的教学方法。建议实施操作此体育教学法要遵循对创设情景 、教学内容 、教师等 3 方面的要求来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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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udy of teaching methods ha s become an impo r tant indicato r for the deepened refo rmation

of P.E.teaching.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 ructivism , w ith reference to current teaching pr actice , the
autho r applie s the research methods o f literature review and deduction and car ries ra tional studies on the

methods o f independent study , inquisitive lea rning and cooper ative study in o rde r to e stablish a new type

of teaching method – “ self-inquiry and coope ration” .With lo gic and definitio n me thods , the concept and

main features of this P.E.teaching me thod are proposed to fur ther explain the opera tional procedures and

flow char t of implementation.The courses of basketball and sprint are used as a ca se study.After study ,

it is noted that this new P.E.teaching method complies with mode rn teaching law and students' cognitive

rules and psycholog ical characteristics;it is helpful to cultivate students' subjectiv e aw areness , mobilize

students' learning incentive , their innovative and crea tive ability and im prove the teaching qua lity.The re-

fore it is an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It is a lso suggest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teaching me thod

should follow the three requirements o f creation o f scenarios , teaching contents and teache rs.
Key words:independent study;inquisitiv e lea rning;cooper ative study;constr uctiv ism;se lf-inquiry and co-

operation;P.E.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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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在新的体育教学思想的影响下 , 伴随着体育课程教

材不断改革和实验区体育教学实验实施下 , 传统的体育教学模

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体育课程改革的显著特征之一

是体育教学方式的转变 ,教学方法的改革会引发体育教学领域

的深刻变革 ,教学方法问题的研究已成为体育教学改革深化的

一个重要指标。

1　研究目的

1.1　国内外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现状

国外近几年的研究[ 1]主要有摩斯登的体育教学风格研究 、

麦克雷德的批判性思维研究 、 直接性和间接性体育教学方法

研究 、 合作性的教与学研究等。 从理论研究上来看 , 国外突

出表现为缺乏整合;从国内研究方面来看 , 系统介绍体育教

学方法基本理论的文章较少。虽然有国内外实践中取得的许

多经验为我们提供借鉴 , 虽然揭示出了一些基本规律 , 但研

究尚欠深入 , 在实践中的低效现象比较普遍 , 致使新的教学

方法常常流于形式。即使是持积极态度的教师 , 也明显表现

出理论上的匮乏;因而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优秀教师教学经验

的科学内涵 , 只注重局部的 、 形式上的模仿[ 2] 23 。这样 , 依靠

普通教师培养普通学生的自主性 、 合作能力 、 探究精神和探

究能力就成为泡影。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 , 在自主学习 、

合作学习 、 研究性学习的研究上都存在一些不足 , 需要作进

一步的探讨。大多数教学方法是运用 “实践-理论-实践”

的归纳法创造的 , 而极少数使用 “理论-实践-理论” 的演

绎法 , 从而造成方法的理论性不强 , 理论根基不深 , 较多地

停留在经验层面 , 影响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推广。 而笔者构建

的 “自主研究-合作” 性体育教学法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

导 , 结合教学实践提出的 , 同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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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理论 , 是以演绎法为途经构建的教学法。

1.2　改革体育教学方法的思路

如何进行体育教学方法的改革 , 肖焕禹等[ 3]认为素质教育

所要求的现代体育教学要求教师在体育教学中由注重掌握技

术 、技能 , 向注重培养学生体育运动态度 、兴趣和习惯的方向转

化;由单纯强调运动和达标成绩的结果 , 向强调学习过程转化;

注意在学习过程中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启发学生的思维 , 使

学生主动探究问题 ,自主活动;教师的角色要重新定位 ,由以教

师为中心向以师生共同活动转化;由封闭的教学组织形式向开

放的教学组织形式转化。而新课标扬弃了旧的教学模式 , 提出

“ 教法”必须适应“ 学法” , “ 教法”必须为“ 学法”服务 , 这样充

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重视“ 学

法”与“ 教法”的整合实施 , 将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拓

宽学生的学习思路 ,发展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教师角

色的改变 ,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关注学生“ 自主 、探究 、合

作”学习品质的形成和发展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创设丰富的

教学环境 ,建立一个接纳的 、支持的 、宽容的教学氛围[ 4] 。钟启

泉[ 5] 认为教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环境的创造 , 就是创造由教学

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作用 、社会关系 、活动类型 、设施等组成的

环境。这些要素彼此相互作用 , 规定着教师的行为 , 教学模式

正是创造这种环境的方法 ,从教学模式的基本内涵可以看出教

学模式是比教学方法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是把教学中若干要

素结合起来(教学方法只是教学的要素之一), 成为一个相对独

立 、相对系统的教学的“单元” , 其中教学方法是教学模式中最

为活跃的要素 ,教学模式的思想制约教学方法的选用 , 又通过

教学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思想。

1.3　改革体育教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教育理论与体育教学之间存在着一道不浅的鸿

沟 , 存在着理论与实践 “两张皮” 现象。 而构建新型的动态

的体育教学法正是沟通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与体育教学实践的

最好桥梁。建构主义理论如果不以某种较为通俗的形式为广

大体育教育工作者所接受 , 教育理论就只能成为教育殿堂

“阳春白雪” , 只有把建构主义理论加工成能直接在教学中执

行的教学方法 , 这种教育理论才能转化成实际效果。同时在

实际教学中 , 体育教育工作者也往往 “摸着石头过河” , 凭经

验办事 , 教育思想与观念较为陈旧 , 影响了体育教学质量和

效果;因此 , 学习和研究建构主义教育理论 , 以此为基础 ,

构建和研究体育教法 , 这既是对如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 探

究学习和合作学习 3 种学习方式有效统一性的探讨 , 又是建

构主义理论的完善 、 发展和付诸实践的尝试。 对于提高体育

教师的业务素质 , 推进体育教学改革 , 提高教学质量 , 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教学模式要以一定的学习方式为基础 ,

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必须改变教师的教学模式。 学习方式

和教学模式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 因此 , 改革教学模式的目的

就是改变学习方式。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必须建立在教师改

变教学模式的基础上 , 而教学模式的改变必须建立在一定的

理论基础上。建构主义理论为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提供了理

论支持 , 也为体育教学模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获得一定的关于自主学习 、探究学

习 、合作学习 、体育学习主体性 、建构主义理论期刊文献资料 ,

并通过 I nterne t查询相关的最新信息 , 认真阅读大量的 3 种学

习方式理论及研究方面书籍 、文件和资料以及体育与健康新课

程的书籍 , 多渠道获取“自主学习 、探究学习 、合作学习”作为体

育教学法对体育学习主体性影响的文献资料为本研究提供理

论依据。

2.2　演绎法

通过打破传统论文研究体系—归纳法(实践—理论—实

践),以演绎法(理论—实践—理论)为理论体系 , 这也是论文研

究运作的整体构思基础。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自主探究-合作”性体育教学法的构想与原则

3.1.1　自主学习 、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有效统一性的构想

目前已开发出的 、比较成熟的教学方法主要有支架式教

学[ 6 , 10-11] 、抛锚式教学[ 7 ,9] 、随机进入教学[ 8 ,12] 。 由以上可见 , 建

构主义的 3 种教学方法尽管形式不同 , 但都体现了以学生为中

心 , 在整个教学中教师起着组织者 、指导者和促进者的作用 , 利

用情景 、协作 、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 ,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

积极性和探索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

义建构的目的。尽管上述 3 种教学方法程序不同 , 但有其共

性 , 即它们教学环节中都涵盖情景创设 、探究学习 、协作学习;

因此在实际教学中 , 不一定采用某一种的方法 , 也可以将 2 种

以上的方法结合在一起 , 灵活加以运用。 结合当前教学实际 ,

把 3 种建构主义教学方法进行融会贯通而构建一种新型的体

育教学法。

在教学论领域 , 自主学习 、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被视为一

种重要的教学方法。从静态的角度看 , 在教学论领域可以把 3

种学习分成为自主学习教学法 、探究学习教学法和合作学习教

学法;那么从动态的 、词义学的和排列组合的角度来看 , 在教学

论领域可以有以下几种教学法:自主探究教学法 、自主合作教

学法 、探究合作(或合作探究)教学法 、自主探究-合作教学

法[ 13] 。而自主探究-合作教学法体现体育新课程倡导的理念

体系 , 使自主学习教学法 、探究学习教学法和合作学习教学法

又达到了有效地统一。

3.1.2　构建“自主探究-合作”性体育教学法的基本原则

构建“自主探究-合作”性体育教学法的基本原则应遵循

以下原则。 1)教育过程的动态性原则:教学过程是“教学活动

进程” ,在教育过程中 , 课程也体现出自身的动态性;2)教育过

程的开放性原则:教育过程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教育内容的开

放性;3)教育过程的民主化原则:教育过程民主化主要包括教

学活动民主化和师生关系民主化 2 个方面;4)教育过程的交往

性原则:教育过程是教与学的交往 、互动过程 , 是师生之间 , 生

生之间相互交流 、相互沟通 、相互启发 、相互补充的过程;5)教

育过程的实践性原则:在教育过程中 , 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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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主体自身的对象性活动才能建立起来 , 学生正是在摆弄 、

操作活动中 ,发现和掌握客体的特征和关系的;6)教育过程的

适切性原则:教育过程的适切性 , 体现在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与

学习者的需要相适应。

3.2　“自主探究-合作”体育教学法概念和主要特征

“自主探究-合作”性体育教学法是在体育教师 、学生同为

教学主体 ,倡导学生主动建构 、实施差异教育的理念指导下, 立

足自主 ,突出探究 , 间以合作, 使学生在体育教师的指导和帮助

下, 通过自主的实践和探索活动 ,获取知识 , 形成能力 ,健全人格 ,

为日后的体育学习和终身体育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教学方

式。主要特征有 5 方面:1)“以学生的发展为出发点”的特征;2)

强调探究性学习与接受性学习的有机结合;3)学生学习的自主

性;4)知识能力同步到位;5)培养探究未知世界的积极态度。

3.3　实施“自主探究-合作” 性体育教学法的操作程序和流程

3.3.1　“实施自主探究-合作” 性体育教学法的操作程序

根据上述构建的“自主探究-合作” 性体育教学法 ,其操作

程序见表 1。

表 1　“自主探究-合作”性体育教学法操作程序

教师 　引导探索:学生在课下预习
后 ,课上再给学生几分钟预习

教学内容(开始阶段 ,简要指
导如何预习)。在寻疑过程中
教师可进行个别辅导 ,便于因
材施教

　听疑:认真听取学生的发
言 ,引导学生互相讨论。 教师

也可以提出问题

　示疑:针对大家共同问题根据教
材的重点或难点展开新课 , 引导学

生讨论 ,师生共同参与分析和解决
问题 ,可以采取不同的教学手段 ,
如多媒体教学 ,使知识呈现多样化

　指导合作解疑:对学生总结
的重难点予以肯定和指导 ,通

过合作学习手段开拓学生的

思维空间 ,应留问题让学生课
后进行

学生 　寻疑:学生自学发现问题或
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 使学
生学会抓住重点及难点

　学生示疑:主动把预习中的
各种问题大胆提出 ,提出的问
题可以面对全班或个人或一

个组

　学生析疑:积极参加课堂讨论 ,
主动发表个人意见 ,并虚心听取别
人的意见 ,互相讨论 、答辩 , 通过教
师的引导明辨是非 ,使学生学到的

知识能够自主建构 ,学会分析问题
的思路和方法

　合作学习解疑:让学生通过
合作的方法寻求最佳的练习

方法 ,课上遗留的问题课后通
过不同的手段继续探索

3.3.2　实施“自主探究—合作” 性体育教学法的流程图

根据“自主探究-合作” 性体育教学法的操作程序 , 其流程

如图 1 所示。

图 1　实施“自主探究-合作”性体育教学法流程

4　案例分析

4.1　准备阶段

培养自主探究能力和合作意识与技能:教学过程中 , 要使

学生能积极主动地投入并参与教学活动 , 关键在于主体意识的

形成。实施“自主探究—合作” 性体育教学法的首要任务就是

给学生进行角色定位。即在学期和课程刚开始时 , 教师向学生

讲清传统教学习惯的弊端和“自主探究—合作” 性体育教学法

的意义 ,并讲明开展这种教学的意图 、过程 、要求和评价方法 ,

使学生对此有一般的认识 , 并形成相应的思想准备 , 并通过座

谈会 、个别谈话等方式广泛征求同学们的意见 , 以争取多数同

学的理解 、支持和配合。向学生发放并讲解“自主探究-合作”

性体育教学法操作程序(表 1), 使学生初步掌握自主探究 、合作

的一些技能。

4.2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选择遵循以下原则:1)保证教学大纲规定任务

的完成;2)既要有自主探究 、合作因素多的集体项目 , 又要有自

主探究 、合作因素少的个人项目 , 同时考虑到集体项目本身存

在着大量的合作因素 , 为保证实验的价值 , 实验内容较多的选

择个人项目;3)既要有受先天身体素质影响大的项目 , 又要包

含与身体素质影响相关不大的项目;4)要考虑学校的场地器材

条件。本文选择集体项目的篮球和个人项目的短跑进行案例

分析。

1)短跑 时间:4周 8学时。

A.分组方法。考虑到短跑受身体素质 、性别影响较大 , 采

用男女分别分组的方法。主要以身体素质为标准 ,将男女生分

别分为 6 个组 , 每组 5 人 , 并保证组间同质 、组内异质的原则。

B.实施策略。学生小组成绩分工法。该方法的实施主要包括

三要素:课堂授课 、自主探究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 C.课堂授

课。上课伊始 , 教师向学生呈现学习材料 , 一般是学生自主探

究学习材料和示范讲解 , 有时也采用讲授一一讨论的形式 , 当

然也包括以录像的形式向学生呈现学习材料。 D.小组学习。

小组成员的自主探究学习和互帮互学是本策略的主要特征 , 时

时提醒学生 , 不仅自己要尽最大的努力学习好 , 还要尽最大的

努力去帮助小组其他的成员 , 只有共同进步 , 小组才能得到认

可和成功。

2)篮球(原地肩上投篮 、运球上篮和教学比赛)时间:4 周 8

学时。

A.分组方法。采用男女分别分组的方法。 主要以学生的

身体素质 、篮球基础 、爱好及身高为标准 , 将男女生分别分为 6

个组 , 每组 5 人 ,并保证组间同质 、组内异质的原则。 B.实施策

略。小组-游戏-竞赛法。 小组-游戏-竞赛法与学生小组

成绩分工法。在课的讲授 、小组的组建构成 、教学形式以及最

后小组得到认可基本相同 , 不同的是小组-游戏-竞赛法以学

业竞赛代替了学生小组成绩分工法中的测验和个人提高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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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制。C.竞赛。竞赛是游戏赖以展开的结构。 通常安排在教

师讲完教学内容 ,小组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自主探究学习和合作

练习之后进行。投篮比赛每轮由各组水平相近的 1 位同学进

行 1 min定点投篮比赛 ,以进球多少决定小组得分:运球上篮以

小组为单位 ,进行每人 1 次的接力比赛 , 上篮不进要补进 , 以小

组用时的多少决定小组得分。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自主探究—合作” 性体育教学法符合现代教育教学规律 ,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 , 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

识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 ,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5.2　建议

在实施操作“自主探究—合作” 性体育教学法要达到以下

具体要求。

1)对创设情景的要求。情景的创设要根据循序渐进的原

则 ,保证知识的系统性 , 所创设的情景切合学生的实际 ,能引起

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的动机和需要 , 学生能在对情景的探究中

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 具有一定的程序性;创设情景要充分考虑

学生已有的知识和认识水平 ,保证学生有足够的知识水平去理

解它:情景创设要能使学生提出的问题 , 尽可能地具有发散性

和开放性 ,活跃课堂气氛 , 加大学生探究的深度和广度 ,促使学

生创新思维的发展。

2)对教学内容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能用“自

主探究-合作”性体育教学法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自主探究

-合作”性体育教学法对教学内容的要求具有以下的特点:第

一 ,新知识要具有重要意义 , 即学生通过探究学习 , 能提高学科

能力 ,并在科学素养 、世界观的形成 、道德品质修养等等方面产

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第二 , 新知识与学生已拥有的知识具有

高度的相关关系 ,学生能通过自己探究 , 教师诱导获得新知识;

第三 ,就是新知识利于创设切合学生实际的情景。

3)对教师的要求。首先 ,“自主探究-合作”性体育教学法

对教师提出的最大的挑战是教师角色的转换 , 教师要从“指挥

家”变为和学生一起学习的“演奏家” ;其次 ,教师要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最后教师的诱导要适时 , 把握好度 , 要鼓励学

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观念 、观点。 诱导学生构建新知的过程中 ,

除注重探究方法外 , 还要强化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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