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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育教学手段的本质 、内涵及特征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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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有体育教学理论中对于体育教学手段的认识往往与体育教学方法或体育教学媒体产生混淆。通过对体育教学手段的

本质 、内涵及特征进行探讨 ,认为体育教学手段是为实现体育教学信息有效传递的活动方式与具体措施 , 包括体育教学的行为方

式 、内容及工具;不同体育教学手段所具有的某种共同行为方式的特定程序与要求形成了体育教学方法;体育教学方法的运用提高

了体育教学手段在达成教学目的时的效率 ,体育教学媒体只是在体育教学手段实施过程中所利用的教学工具 , 而非体育教学手段

本身;体育教学手段具有动态性 、组合性 、功效性及媒介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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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当前体育教学手段认识的反思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发现不同学者对于教学

手段及体育教学手段的认识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见表 1):

表 1　对教学手段及体育教学手段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认识

作者 著作 定义

王策三

(2005)
《教学论稿》 教学手段是指师生教学互相传递信息的工具 、媒体或设备 [ 1] 。

李祥 ,等

(2001)
《学校体育学》

体育教学手段包括教学原则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一切组织与技术措

施。 [ 2] 。

樊临虎

(2002)
《体育教学论》

体育教学手段是指为提高教学方法的效果而采用的各种器具和设备。

主要是指教学传递信息的媒介物 , 以及发展能力的操作物(包括教具 、

模型 、图表等),也可以称为教学辅助手段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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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胡永南 , 等

(2004)

《试论体育教学手段的概念 、分类及

其应用》

体育教学手段是教师与学生为了实现教学目标用来进行教学活动的 ,

作用于体育教学对象的 ,具有信息的 、形态的 、功能特征的媒体 [ 4] 。

毛振明

(2006)
《体育教学方法理论与研究案例》

体育教学手段是教学方法的 “下位层次” ,也称为教学工具 ,是传统意义

上教学方法的组成部分 ,它是教师运用一种主要的手段进行教学的行

为方式 [ 5] 。

　　比较分析以上学者对 “教学手段 ”及 “体育教学手

段 ”所下的定义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前对教学手段本质与内涵的认识还未统

一 ,虽然多数学者认为教学手段主要是指为实现教学

目标而运用的物质条件 ,包括场地 、器材 、设备等 ,特指

传递教学信息的媒体 ,包括教具 、模型 、图表等 ,但也有

不同看法 ,认为教学手段是一种行为方式 ,甚至是教学

活动中为实现教学目标而运用的各种教学要素的总

和 。

(2)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从属关系尚未确定 ,

一种观点认为教学手段是教学方法的组成部分 ,是为

提高教学方法的效果而服务的教学工具;而另一种观

点则截然相反地认为教学手段包括教学方法 ,教学方

法与教学原则 、教学内容及一切组织与技术措施共同

构成教学手段。

多数学者在 “体育教学手段就是教学工具或教学

媒介”这一观点上取得的共识是否就是对于体育教学

手段的正确认识 ?是否完整体现了体育教学手段的全

部内涵 ?如果手段仅是 “传递教学信息的物质工具 ”,

是否忽视了在教学过程中 “人 ”的作用 。换言之 ,在徒

手示范 、讲解教学中 ,是否存在 “无需教学手段也能达

到教学目的 ”的现象? 如果这些 “物质工具”不被一定

的行为方式所利用 ,又如何成为 “达到目的的手段 ”?

体育教学手段与教学设施 、教学媒体之间究竟有无差

别 ,又是如何联系的 ?是所有的教学设施都可看做教

学媒体 ,还是只有承载教学信息的设施才能成为教学

媒体? 体育教学方法与体育教学手段之间是简单的包

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吗? 教学方法通常是指 “教学活动

的程序 、步骤及要求 ”,而教学手段无论是指 “教学工

具 ”还是 “教学行为方式 ”,都是与教学方法不属于同

一性质的事物 ,两者之间又何来从属关系? 等等这些

关于体育教学手段认识上 “说不清 、道不明 ”的疑点都

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体育教学手段的本质 、内涵及特征

重新思考 ,对体育教学手段与相关教学要素间的关系

重新定位。

2　对体育教学手段本质与内涵的探讨

《辞海》对 “手段 ”给出的定义是:“手段是为达到

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方式与措施 ”。杨文轩 、陈琦

(2003)在 《体育原理 》中将 “手段”表述为 “置于有目

的实践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切中介的总和 ,包

括实现目标的工具和运用工具的活动方式或操作方

式 、方法等
[ 6]

。”这两种解释都有很强的概括性 ,也从

根本上揭示了手段的本质 。但同时也因为概念的高度

抽象性而很难从字面意思把握 ”手段 ”的内涵并廓清

手段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使我们再进一步去理

解体育教学手段的本质与内涵问题时产生困难 。

为了使对教学手段的研究与表述更具直观性 ,我

们不妨形象地先将教学活动与生活实践中的渡江进行

类比 ,以此对教学手段的本质与内涵加以分析与说明:

教学的目的 ,是要使学生由不懂不知的知识此岸达到

又懂又知的知识彼岸 ,就如同过江的目的 ,是要使人由

出发点此岸到达目的地彼岸一样
[ 7]

。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 ,过江者必定要采取一定的行为措施 。很显然 ,可

供选择的具体行为措施是多种多样的 ,而最终具体措

施的选择首先取决于他准备采用的过江方式 ,是过桥 ,

是游泳 ,是乘船 ,或是其他方式 。如果选择过桥的方

式 ,可采用的具体措施有不同形式的驾车过桥 、徒步过

桥等;如果选择游泳的方式 ,可采用的具体措施有不同

形式的徒手游泳 、借助器具游泳等;如果选择乘船的方

式 ,可选择的措施有不同形式的划船 、乘机动船等。套

用 《辞海 》对 “手段 ”所下的定义 ,我们可以认为 ,以上

过江的基本方式与具体措施构成了过江手段 ,具体的

过江手段是不胜枚举的 ,每个人所采取的过江手段因

个人的偏好 、可获得的物质条件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根据是否需要借助外力或设备以达到过江目的 ,又可

将过江手段分为徒手过江手段(或称基本过江手段)

与辅助过江手段 。需要注意的是:在过江手段中所利

用的所有设备 ,包括船只 、桥梁 、游泳圈等 ,本身都不是

过江的手段 ,只有出于过江目的而利用它们的活动方

式与措施才能成为过江手段。在不同的单一或组合过

江手段中也存在有着共同特征的活动方式 ,这类活动

方式的特有程序与要求形成了过江的方法 ,过江方法

的运用能够提高过江手段在完成任务时的效率 。通过

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知:手段是由为达到某种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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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式与具体行为组成 。为实现同一目的 ,不同的

人采取的手段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不同的手段

中 ,存在有着共同特征的行为方式 ,这些行为方式的合

理性决定着手段在达成目的时的效率 。对于一类有着

共同特征行为方式的有效性探索而形成的特定行为程

序与要求成为了方法 。在某一手段中往往会运用多种

方法 ,而同一方法也适用于不同手段 。对于具体目标

的实现而言 ,手段的选择是关键的 ,方法只是保证手段

更有效率的发挥 ,但现存方法对于手段的选择具有定

向作用 ,而且 ,对于同一方法不同具体实施形式的探索

也能达到创新手段的目的 。

既然我们是把过江与教学活动两者进行类比分

析 ,那么 ,过江的目的就对应着教学的目的 ,过江的方

式或措施就对应着教学的方式或措施 ,过江的方法也

就对应着教学的方法等等 。体育教学的目的 ,简言之

是 “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的体育发展 ”,是 “通过师生

间的双边活动引导学生达到掌握知识技能 、发展学习

能力 、形成良好心理品质及培养团体协作精神等目

的 ”。而师生间的双边活动 ,实质上是一个教师与学

生之间相互作用以传递教学信息的过程。因此 ,为达

到体育教学目的而采取的方式与措施应是保证教学信

息有效传递的方式与措施 。如上所析 ,教学活动要达

到传递教学信息的目的 ,必须采取一定的具体教学措

施 。而具体教学措施的选择首先取决于采用的信息传

递方式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 ,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根

据传递的途径大致可分为四类:(1)语言传递;(2)直

接感知;(3)实际训练;(4)引导探究。如果选择语言

传递的方式 ,可采用的具体措施有不同形式的讲解 、答

疑 、讨论等;如果选择直接感知的方式 ,可采用的具体

措施有不同形式的的示范 、演示等;如果选择实际训练

的方式 ,可采用的具体措施有不同形式的练习 、游戏 、

竞赛等;如果选择引导探究的方式 ,可采用的具体措施

有不同形式的启发 、思考等。即使在面对同一教学任

务时 ,不同的教师对于教学手段的选择往往与其专业

知识能力结构 、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 、需传递教学信息

的性质 、可获得的教学条件等因素相关 ,如对于表达形

象生动 、富于感染力的教师多采用语言传递类的教学

手段;对于抽象思维能力尚不发达的低年级学生或具

备多媒体教学条件时 ,多采用直观感知类的教学手段;

对于操作性的知识与信息 ,多采用实际训练类的教学

手段;对于原理性较强的知识与信息 ,多采用引导探究

类的教学手段。而且 ,同是语言传递类的讲解教学也

有多种不同形式 ,不同教师的讲解方式与特点是不一

样的 ,但这其中必有讲解的共同规律可循 ,也即按怎样

的程序与要求进行讲解能最有效率地达到传递教学信

息的目的 ,这些有关讲解手段的程序与要求形成了讲

解法。由此可见 ,教学方法是针对教学行为方式的合

理性而言的 ,并不包括在教学行为中传递的知识与信

息 。而教学手段则是考虑以什么样的教学行为传递哪

些教学信息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其中既包括教学行为

方式 ,也包括需要传递的教学知识与信息 ,还可能包括

传递信息时可能使用到的教学工具。以篮球项目中的

双手胸前传接球技术教学为例 ,如果教学目的是为了

让学生体会双手胸前传接球的技术要点 ,教师可采取

的教学手段通常有对墙传接球练习 、两人原地传接球

练习 、两人行进间传接球练习等手段 ,在这些教学手段

中 ,既包括了重复练习的教学行为方式 ,也包括了对墙

传接球 、两人原地传接球 、两人行进间传接球的教学内

容 ,而教学方法只考虑重复练习教学行为方式的科学

程序与要求 。

综上所述 ,体育教学信息传递的活动方式与具体

措施构成了体育教学手段 。不同(单一或组合)体育

教学手段中包含具有共同特征的教学行为方式 ,为充

分发挥教学手段实现教学目的的功能与效率 ,对这些

教学行为方式的特定操作程序与要求的研究形成了体

育教学方法 。也就是说 ,为达到体育教学目的而采取

的各种形式讲解与示范的教学措施都可看作是体育教

学手段 ,而有效地讲解与示范行为方式的程序与要求 ,

通常被称为讲解法与示范法 ,也即是体育教学方法。

在体育教学信息的传递过程中 ,或以人体自身作为媒

体 ,或以教学设施作为媒体 ,我们以是否借助外力或教

学设备作为媒体将体育教学手段分为基本教学手段与

辅助教学手段。在体育教学手段中所利用的教学设

施 ,通常被称为教学媒体 ,包括模型 、挂图 、幻灯 、电影 、

计算机等设施。教学媒体本身都不是体育教学手段 ,

只有为达到体育教学目的而利用它们的教学活动方式

与措施才能成为教学手段 。

3　对体育教学手段的特征分析

3.1　动态性特征

如前所述 ,体育教学手段是用来传递体育教学信

息的活动方式与具体措施 ,因此 ,只有当体育教学信息

需要传递时 ,也即体育教学活动正在发生时 ,体育教学

手段才会出现 ,并通过教学活动中的具体教学行为发

生作用 ,推动教学活动的结果向最终教学目的逼近。

可见 ,体育教学手段有伴随体育教学活动发生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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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 ,体育教学手段是传递体育教

学信息的方式与措施 ,既关注如何传达教学信息 ,怎样

有效地传达教学信息 ,也关注传递教学信息的内容 。

3.2　组合性特征

在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体育教学活动中 ,往往不是

某个单一的体育教学手段承担全部教学信息的传递任

务 。更多的是不同方式的体育教学手段交替组合运

用 ,共同承担体育教学信息的传递 。这也是以多种媒

体形式传递教学信息 ,增强学习者对知识的感受性 ,提

高教学效率的需要。选择不同体育教学手段的原则应

依据教学目的 、教学信息的性质 、教师的专业知识能力

结构 、学生的知识储备及认识水平 、可获得的教学媒体

工具等主客观条件来制定 。

3.3　功效性特征

每一种具体的体育教学手段都外在地表现为实际

的体育教学行为 ,行为的程序与规范不同 ,教学行为的

最终效果 ,也即体育教学手段的功效就不一样 。因此 ,

探索指导具体教学行为的科学方法 ,也即教学方法 ,对

于保证体育教学手段在实现体育教学目的时发挥最大

功效有重要意义 。

3.4　媒介性特征

体育教学手段的本质既然是教学信息传递的方式

与措施 ,必然涉及传递信息的媒介 ,媒介可以是人 ,也

可以是物 ,或二者兼而有之 。媒介的不同 ,实现体育教

学目的的程度与效率就不同 ,教学手段表现出的外在

行为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在某种程度上 ,媒介对于教

学手段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学校要花大

力气改善教学设备的原因;也难怪很多学者常常把教

学手段与教学媒体的概念等同起来。

4　结束语

体育教学手段是达到具体教学目的的实践途径 ,

由教学的行为方式 、内容及工具三方面组成 ,而体育教

学方法仅是指体育教学行为方式的特定程序 、步骤与

要求 ,是专为提高体育教学手段的效率而考虑的。也

就是说 ,在面对具体教学目的时 ,体育教学手段考虑的

是 “需要做什么事的问题 ”, 体育教学方法考虑的是

“做事的程序问题 ”。在体育教学实践中 ,广大教师要

在学习体育教学方法的基础上 ,结合教学实际 ,演绎出

不同形式的体育教学手段以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不

能局限于现有体育教学方法 ,应从行为方式 、教学内

容 、媒体工具等角度寻求突破 ,不断创新体育教学手

段 ,并从中总结出体育教学的新方法 。可以说 ,正是体

育教学手段与体育教学方法彼此促进 、不断创新保证

了体育教学实践始终 “以合理的程序做需要做的事 ”,

以最有效的教学实现体育教学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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