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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logical analysis to research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sport teaching method． It aims to construct the knowledg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concept in sports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Ｒesearch shows that: the existing classification model of sports teaching meth-
ods cannot provide sufficient support for the sports teaching practice． The classification modal the study constructed has impor-
tan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cientiza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sports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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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分类是教学方法发展、繁荣和分化以后的产物。
是研究和创新教学方法体系的基础。教学方法一般是指课程、
教学的实施方式，是实现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活动的途径和手

段［1］。而所谓教学方法分类则指的是依据一定的逻辑标准，对

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进行的归纳或概括。要提高教学方法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就必须从分类学的角度对教学方法本身进行

梳理、反思与重构。从理论层面看，研究教学方法分类将发展

和完善教学理论，使教学方法的研究走向系统化和科学化; 从

实践层面看，分类可以深化一线教师对教学方法体系的认识和

理解，从而有助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选择、运用和开发合适的

教学方法。目前，体育教学方法体系的研究受到了我国体育教

育学界的普遍关注，许多体育教师和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

“体育教学方法分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然而，随着相

关研究的深入，体育教学方法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似乎渐行渐

远。究其原因，主要是分类方法多移植于一般教育专业课程或

其它学科，未显现出体育教学的学科本质特征，缺少对体育知

识结构的分析，针对性不强。有鉴于此，笔者通过知网数据库

分别以“体育教学方法分类”以及“认知心理学”与“知识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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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检索相关文献 150 余篇，以“学校体育学”、“体育教学

论”和“教育心理学”为关键词查阅相关书籍 30 余本，梳理有代

表性的体育教学方法分类模式，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了当前我

国体育教学方法分类模式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引入认知心理

学关于知识表征类型的研究成果，运用辨证逻辑法，结合体育

教学的本质特征，对体育教学目标进行解构，构建与之相对应

的体育教学方法分类模式，并探讨其与体育教学实践的适用。

1 现有体育教学方法分类的历史局限及体系解析

1. 1 现有体育教学方法分类的历史局限
自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信息学等学科跨入了体育

学的研究行列，体育学由单数“体育学”逐步发展成为复数形

式的“体育科学”。体育教学在方法上也博取众家之长，从而开

发了许多新的教学方法，一些传统的教学方法也得到了充实和

改良。教学方法的壮大为体育课堂教学提供了多种可能的选

择。但是，由于教学方法的传习对象、教学任务、方法来源和方

法层次等方面并不相同，汇集而来的教学方法却并没有带来理

论和观点上的内在统一。面对教学方法的这种内在混乱，一些

学者开始对教学方法进行分类，并试图通过这种划分来寻求各

个教学方法之间互补和整合的潜在可能。虽然这种教学方法

的划分带来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深入的讨论，但是由于学者们

分类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一些基本概念也存在纷争，使划分

的标准和结果又迥然不同，从而带来了教学方法划分上的争

论，以至造成了长期性的体育教学方法分类陷入划分标准不统

一的境地，严重制约了一线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方法的运用，

并阻滞了体育教学方法分类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对于这一现

象，可将之 归 结 为 我 国 体 育 教 学 方 法 分 类 研 究 的 一 种 历 史

局限。
1. 2 主要体育教学方法分类体系的解析

随着体育教学方法研究领域和分析途径的不断拓展，使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体育教学方法改革和开发的行列，体育教学

方法分类的问题开始纳入体育教育工作者的视野，并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表 1 所列为具有代表性的体育教学方法分类。

表 1 主要体育教学方法分类一览

作者 作品 体育教学方法的具体类群

金钦昌［2］ 《学 校 体 育 学》，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1994 年

1. 传授体育知识和技能的方法: 语言法、直观法、分解法等;
2. 发展体能的方法: 持续法、负重法、比赛法、游戏法、综合法等;
3. 思想品德教育法: 说服法、表扬法、榜样法等。

樊临虎［3］ 《体 育 教 学 论》，人 民 体 育 出 版 社，
2002 年

1. 教师的指导法: 如讲解法、示范法、纠错法等;
2. 学生的练习法: 观察法、听讲法、练习法等。

张学忠［4］ 《学校体育教 学 论》，人 民 体 育 出 版
社，2002 年

1. 传授知识与技能类方法: 直观教学法、练习法、纠错法等;
2. 激发情感类方法: 兴趣激励法、表扬法、榜样法等;
3. 培养审美的方法: 形体训练法、鉴赏和创造法等;
4. 人文教育法: 鼓励法、诱导法等。

邵伟德［5］ 《体育教学方法分类体系的反思和再
认识》，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 4)

1. 体育知识和运动技术理论教学方法: 讲解法、谈话法、讨论法、比较法等;
2. 运动技术教学方法: ( 1) 泛化阶段教学法; ( 2) 改进和提高阶段教学法; ( 3 ) 技能
巩固阶段教学法;
3. 激励和评价运动参与方法: ( 1) 激励法; ( 2) 教育法; ( 3) 评价法;
4. 发展学生心理方法: 个性培养法、自学法、自练法等。

冯晓丽［6］ 《体育教学方 法 分 类 研 究》，体 育 科
学，2004 年

1. 作为指导思想的教学方法;
2. 作为教学程序和步骤的教学方法;
3. 作为教学方式、手段的教学方法。

毛振明［7］
《体育教学论》(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1 年

1. 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 讲解法、谈话法、讨论法等;
2. 以直接感知为主的教学方法: 示范法、演示法等;
3. 以身体练习为主的教学方法: 分解法、循环练习法、变换练习法等;
4. 以比赛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游戏法、比赛法等;
5. 以探究性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发现法、小群体教学、问题探究法等。

刘海元［8］ 《学校体育教程》，北京体育大学出版
社，2011 年

1. 语言感知类: 讲解法、谈话法、讨论法等;
2. 视觉感知类: 示范法、演示法等;
3. 本体感知类: 分解法、完整法等;
4. 统合感知类: 游戏法、比赛法、榜样法等。

从表 1 可见，尽管学者们从各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分类标

准，但其最根本的分类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方法、途径与

对象。
以方法为基础的分类是主要基于教学方法自身的现象角

度所作的直观性划分，如樊临虎以“方法传习角色”为依据的分

类模式和冯晓丽以“方法层次”为依据的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比

较准确地反映了体育教学方法体系的几个侧面，简略而清晰。
但仅靠这种过于抽象的外在划分是很难体现教学方法的内在

差异，赋予教学实践的针对性不强。
以对象为基础的分类是主要基于教学目标( 或知识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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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所作的划分，如表 1 中金钦昌、张学忠和邵伟德的划分模

式。这种围绕预期教学目的的划分，针对性强，有助于教学方

法的具体实践。但三位学者对教学目标的划分并不严密，出现

了知识、技能、体能、情感等方面的纷争。同时，思想品德教育

和人文教育在体育教学中具有独特性，并不单纯地依托于某一

种教学方法，其教育功能的实现较多地贯彻于体育教学设计的

整个过程。
以途径为基础的分类是主要基于信息传递途径所作的划

分。如刘海元和毛振明的分类模式，前者基于四种不同的信息

传递途径采用了一以贯之的分类标准，后者的前三类采用三种

不同的信息感知途径为标准，后两类将复杂的教学方法归类于

“比赛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和“探究性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中。两位学者的分类模式从分类标准的范畴来看，几乎涵盖所

有的教学方法。但体育教学实践中，各个动作技能教学需要多

种信息感知途径，因此按照此分类标准，严格意义的分类是难

以实现的，同时脱离教学目标的分类也难以指导具体的教学

实践。
学者们关于教学方法分类的探索历程有成功，也有困惑。

但却为教学方法分类的研究带来了启示: 1) 以教学方法自身和

信息传递途径为标准的分类模式不能体现教学方法的内在差

异，过于抽象，难以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 2) 以教学目标或知识

的表征形式为标准的教学方法分类模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有

助于教学实践; 3) 现有体育教学方法分类模式的目标结构设置

不能为体育教学方法实践提供足够的支持，目标设置标准的结

构不合理，不符合当前学习与教学新理念。因此，探索体育教

学目标结构，深化体育教学方法的科学分类，对促进体育教学

方法的反思，提高体育教学方法的合理选择和有效运用，具有

重大意义。

2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知识观念及其现实启示

2. 1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知识观念
众所周知，不同的知识观是构建教学目标的基础，制约和

影响着人们对教学目标的设置，因此知识的表征形式能够把教

学目标的结构清晰地呈现出来。20 世纪上半叶，尽管行为主义

心理学家把学习理论作为自己活动的主要舞台，并提出了“学

习是反应的强化”的观点，但知识的界定还是遵循西方哲学传

统，表征为一个客观的、现存的，且独立于认识者的“真理世

界”。20 世纪 60 年代，针对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不足以反映知

识的复杂性和认识主体能动性的情况，许多心理学家在分析哲

学流派的影响下，采用了新的学习理论来解释更高级的认识活

动，于是心理学领域出现了所称谓的“认知心理学革命”。认知

心理学家在学习理论和知识结构领域做了出色的、有重大影响

的工作，尽管其间成功中也有困惑，但人类学习的建构本质、参
与本质和社会协商本质，以及许多新颖的知识观也越来越清晰

又有条理地显现出来。奥苏伯尔的《有意义言语学习心理学》
是教育心理学中认知心理学革命的标志，奥苏伯尔认为教学中

学生的课堂知识学习主要是有意义言语材料的意义学习，他提

出用“同化论”来解释有意义的学习。20 世纪 60 年代后，认知

心理学分为两派: 信息加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者( 或结构主义

者)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信息加工心理学家以计算机信息传

递为参照分析了信息传入、传出至外显反应所经历的阶段及其

规律，把教学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

三种类型，提出“学习是知识的获得”的学习隐喻，但该隐喻仅

将学习者视作孤立个体的信息处理者，简化了人类的复杂行为

而被质疑。建构主义者强调学习是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结构基

础上主动建构的过程，强调知识的建构性、社会性、情境性等特

点。心理学家加涅吸收了建构主义的思想，并在反思行为主义

和认知的信息加工理论的前提下，通过对知识获得的研究，形

成了新学习理论———学习层级理论，同时依据人类学习的习得

性性能，提出了作为教育目标的五类学习结果，阐述了人的各

种学习与教学法之间的联系。
2. 2 认知心理学知识观的现实启示

认知心理学知识观认为: 促使教师在教学过程的某一环节

上改变教学方法最主要的理由是，关注所要传授的知识表征类

型; 学习是一个具有连续的认知过程，通过低级的学习所获得

的能力为逐次获得比之前更高一级的能力提供支持; 预期教学

目标的学习结果具有层次之分，高层级的学习结果建立在低层

级的学习结果之上。从学习原理层面看，从接触知识到知识的

灵活运用可划分为接近、辨别、重复、强化到迁移等形式。从教

程及其目标层面看，教程可以有多个目的，一门人文科学的教

程也许试图给学习者提供描述、鉴赏、兴趣等性能，而一门自然

科学可能希望学习者建立掌握、验证、参与解决问题等性能。
低级的习得性能为高级习得性能的掌握提供支持; 同样，每种

性能的获得都是构建在业已掌握的一种或几种低级性能基础

之上。所以，作为教学目标的学习结果可以依据人类学习行为

的不同表征形式，而划分成具有层次性的多种习得性性能。上

述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结论对体育教学方法的分类模式创新具

有重要启示。这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因素。一是体育教学

方法具有典型的习得性特征。二是体育教学方法的这种习得

性特征存在层级性。三是体育教学方法的这种层级性的转化

必须经历“接近、辨别、重复、强化和迁移”的过程。所以，认知

心理学的知识观可以成为现代体育教学方法分类模式创新的

立论基础。

3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体育教学方法的分类模式及创新阐释

3. 1 体育教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体育教学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分工深化、教学

活动合理化和精细化的产物，因而具有教学的一般特征。但体

育教学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要手段的教育活动，具有“人体活动”
属性的特点，因此体育教学方法与其它学科的教学方法相比，

还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1) 身、心、智全面发展的统一。体育的英文称谓为“Physi-
cal education”，直译为身体教育，指的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要手段

的教育活动。在体育教学方法实践中，学生既需要运用视觉、
听觉接受信息，又需要通过位觉、触觉、本体感觉等感知自身动

作，还需要大脑的整合与分析，并指挥身体进行相应动作。这

种多种器官参与体育教学活动，不仅有助于机体按照技术要求

掌握动作，也有助于发展学生观察、感知、想象与创造思维能

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另外，体育教学活动中，学生需

要承担一定的运动负荷，适宜的运动负荷能促进学生生理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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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提高其健康水平。
2) “言语陈述”与“图象呈现”的统一。大多数学科的教学

方法主要以言语陈述的方式把知识呈现给学习者，而体育教学

涉及许多动作技术，教师不仅需要进行必要的讲解，而且需要

进行必要的动作示范或图象演示，所以“言语陈述”与“图象呈

现”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两者互相依存、
互相补充。

3. 2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体育教学方法分类的构建模式

体育教学方法种类繁多，体育教学方法的传习对象、方法

来源和方法层次等方面并不相同，但都是为实现一定的教学目

的而进行的教学设计。按照加涅的观点，教学设计必须要寻找

出识别“人类性能”的途径，这些人类性能导致了称为“教育目

的”的结果［9］。这主要表现为要把笼统、复杂的教学目的转化

成逐渐具体的目标，确保教学中的每个单元教学都使学生能够

逐步靠近长远教学目的。因此，结合体育教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和认知心理学相关的研究成果，体育教学方法可以分为具有层

次结构的以下四类( 如图 1) 。

图 1 体育教学方法分类一览

从图 1 可见，言语图表信息类教学方法，即主要通过以言

语、书面或图象呈现给学习者获得知识的方法。包括概念名称

类和学习事实类方法，前者通过以命名方式对学习客体或客体

类别获得言语反应和图象反应能力的方法，后者获得以两个或

两以上有名称的客体或事件之间关系的言语陈述和图象呈现

能力的方法。体育教学实践中，对获取动作的表现形式，可以

有动作的直观呈现，也可以采取语言陈述，还可以采用文字和

图象呈现的形式，发展学生这些能力的方法归类为言语图表信

息类教学方法。这类教学方法是体育教学中最基本的、初级的

教学方法。如讲解法、直观法、示范法等。
智慧技能类教学方法是学习者通过对符号或观念的使用

同个体自身的情景发生相互作用来获得认知的方法。加涅认

为智慧技能的学习有辨别、具体概念、定义性概念以及高级规

则四种能力［10］。在体育实际教学中，学习者为了解决学习中

的一些问题，需要获得一些复杂规则，复杂规则的建立需要学

生习得相关的一些概念，而为准确地掌握这些概念，学习者必

须将习得的概念与业已掌握的概念进行“辨别”，从而获得准确

的认识。如武术中“马步冲拳”的教学，教学中一般会先进行马

步和冲拳的复习，然后进行完整动作的教学，这样的教学就简

单高效。常采用的教学方法有: 分解教学法、变换练习法、递进

教学法等。
认知策略类教学方法是学生运用业已获得的某些具体策

略来处理实践中的学习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相对复杂、高级

的方法，需要培养学生独立完整的完成学习任务。体育教学既

是新旧经验的互动，也是学生对经验世界的组织，这才能达到

认知的适应功能。如健美操教学中，规定动作、成套动作、编排

原则等的学习，只是教学中的使能目标，最终目标是能够为一

定对象编制系统的、科学的成套健美操。常采用的教学方法有

探究式教学法、表象训练法、启发式教学法等。
信念类教学方法是学习者在体育教学中获得生理、心理、

精神等方面的满足感，如个性培养法、激励法等。信念是认知、
情感和意志有机的统一，是人们认定的思想，但不等于所有的

思想，只有当思想与人们的认知、情感发生共鸣并为主体确认，

内化为自身的精神时，才称其为信念［11］。合理使用信念类教

学方法就能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与教学，培养终身体育

的习惯。
3. 3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体育教学方法分类模式的创新阐释

就图 1 中四个层次关系的体育教学方法而言，言语图表信

息类教学方法是最初级的、根本的教学方式，它必须以业已掌

握了的具有一定有组织的言语图表信息、智慧技能和认知策略

为前提; 智慧技能类教学方法属于次高级的教学方式，它的实

施以先前获得了的言语图表信息为前提，并发展和强化业已掌

握的言语图表信息; 认知策略类教学方法的实施以先前获得的

言语图表信息、智慧技能为前提，同时规范和发展先前的言语

图表信息和智慧技能; 信念类教学方法属于一类“弱方法”，基

于自动和受控制视角区分的一种程序性知识，它以先前获得的

认知策略为前提，同时强化先前习得的认知策略。
以上体育教学方法的分类是较系统、科学的，也符合分类

学的观点。一方面，这种归纳分类肯定了体育教学方法发展、
繁荣和分化的事实，避免了脱离教学实践为分类而分类的不良

现象，也避免了体育教学方法分类中所出现的混乱。这样的分

类遵循了教学设计的基本理论和学习原理，从而达到了清晰

化、条理化的目的。另一方面，从实践意义看，更有逻辑性和层

次性。在教学中，教程由若干教学单元组成，每个教学单元有

终点目标和各种对终点目标有提供支持和帮助作用的使能目

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教学方法，才能保

证体育教学顺利、高效的进行，同时各层级的教学方法相互促

进、互为发展。因此，这样的分类便于一线体育教师准确掌握

教学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

4 结论

众所周知，尽管体育教学方法分类多种多样，各分类方法

也均有各自的独到之处，但只能是人们从不同视角对教学方法

进行探索、研究而形成的分类形式，并且随着教 ( 下转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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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多倍，许多青壮年都不甘心于在渝东南日落而息日出而耕

的日子，纷纷外出打工。向氏武术的相关传人、原有练习者也

受到了这种村寨社会里主要潮流的影响而到经济发达与生活

质量更高的城区工作或者定居。主要参与人群的重要流失对

于向氏武术原有的传承体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社

会变迁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虽然带动了少数民族村寨原有文化

的进步，更使许多外来现代文化涌入。当外来文化进入到文化

体系相对保守的渝东南地区后，给予了世居在这里人们在思维

观念上极大的冲击，尤其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处于萌芽期的青少

年，大多数对于外来现代文化事物一种完全接受的表现形式，

极度的热爱现代文化，对于传统则是嗤之以鼻，这种情况就造

成了为何向氏武术传人年龄都在 40 之上，青少年传承人群体

较小的重要原因。
在社会变迁加快且文化主动性更强的今天，向氏武术的发

展要利用好时代变迁优势的同时，更要保持自身传统的魅力。
首先是更好的利用向氏武术成为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身份大做文章。各种情况表明，向氏武术成为市级( 省级) 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后，无论从人们的认同还是文化传承与发展都得

到了很好的重视，所以向氏武术要在此基础上争取申报更高一

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才能为向氏武术在快速的社

会变迁中争取到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其次是要提升向氏武

术的知名度。作为一项已经传承了三百余年的武术体系来说，

现今其影响力还是仅限于重庆地区。向氏武术要借着现今社

会变迁给民族村寨带来的各种现代化信息手段上的优势，把向

氏武术内容进行进一步的传播，把其优秀的武术技击与文化内

容在全国甚至是世界范围内推广，只有知名度的提高才能更好

的适应社会不断的变迁。最后是要加强向氏武术的理论研

究。［4］脉络清晰，内容完整且丰富，但是现今关于向氏武术相关

的学术研究成果确十分稀少。相关学术论文仅有一篇，而且至

今没有相关书籍出版。社会的整体发展势必会促进社会整体

性文化的需求，在重庆区域未来的发展中对于文化的需求肯定

会不断的提升，所以为了迎合时代的变化，向氏武术学术理论

研究层次的加强，可以更好的挖掘向氏武术文化内涵，强化文

化价值功能，使向氏武术这项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以焕发新

的生命。

5 结语

社会变迁对于传统村寨之中的文化事物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向氏武术受到了整个区域经济、文化的影响后无论从运动

形式再到价值功能都发生了重要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虽然

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其总体趋于一种良性的变迁形

式。总之，向氏武术从一种只是流行于村寨之中的肢体活动到

现今的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做是社会变迁对于传

统民族文化的一种发展的积极促进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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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论的发展，将会呈现更多的体育教学方法。运用认知心理

学关于知识表征类型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体育教学目标进行解

构，建构了与其对应的四级体育教学方法分类模式: 言语图表

信息类教学方法、智慧技能类教学方法、认知策略类教学方法、
信念类教学方法。该分类方法具有显著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便

于体育教师教学中选择和运用，可作为当下体育教学方法分类

研究及实际应用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霍军 . 体育教学方法实施及创新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
学报，2013，36( 1) : 84

［2］金钦昌 . 学校体育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樊临虎 . 体育教学论［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

163 － 187
［4］张学忠 . 学校体育教学论［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2: 222
［5］邵伟德，查春华，徐真英 . 体育教学方法分类体系的反思与

再认识［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20( 4) : 99
［6］冯晓丽 . 体育教学方法分类研究［J］. 体育科学，2004，24

( 1) : 53 － 55
［7］毛振明 . 体育教学论［M］( 第二版)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 171
［8］刘海元 . 学校体育教程［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1: 67
［9］加涅，Ｒ. M. ，布里格斯，L. J. ，＆ 韦杰，W. W. 教学设计原理

［M］. 皮连生，等，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 42
［10］加涅，Ｒ. M. ，布里格斯，L. J. ，＆ 韦杰，W. W. 教学设计原

理［M］. 皮连生，等，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
55

［11］刘文霞 . 教师教育哲学的主题、视野与风格［J］. 内蒙古
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3) : 71

07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第 34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