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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体育课堂教学行为

                        “弱不得”

2013年本文作者系列选题

 1.常规：体育课堂基本要求“少不得”；     2.音乐：体育课堂教学元素“多不得”

 3.口令：体育教师教学技能“错不得”；     4.掌声：体育课堂教学效果“要不得”

 5.表情：体育教师课堂观察“粗不得”；     6.提问：体育课堂师生回应“定不得”

 7.观察：体育课堂教学行为“弱不得”；     8.学法：体育课堂教学方法“偏不得”

 9.创编：体育课堂教学诚信“低不得”；    10.探究：体育课堂教学问题“假不得”

11.事件：体育课堂突发事件“造不得”；    12.安全：体育课堂防范意识“松不得”

文/于素梅

摘  要： 本文主要通过对体育课堂教学的大量观察、逻辑分析等，重点对教师的观察现象进行梳理，提出体育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重视“观察”的必要性，以及有效观察的具体方略，为进一步提高体育教学的有效性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

关键词：观察；体育课堂；教学行为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410（2013）07-0019-03  

体育课堂教学行为，既包括老师

的传授行为，也包含着学生的学习行

为，不可忽视。二者既有一定的对应

性，同时，又有各自的独特性。观察

行为在体育课堂上的表现形式具有多

样化特征。教师的观察主要是通过观

察学生的学习行为了解学习情况；学

生的观察主要是通过观察教师的传授

行为学习知识、技能和方法。本研究

重点是对教师在课堂上的观察行为的

探讨。

一、体育课堂观察若干现象

及原因分析

体育教师在课堂上的观察无处不

在，而且包含有多种形式的观察，有

的人会观察，有的人却不会观察；有

的人从观察中及时了解到了学生的学

习效果，而有的人从观察中得到的信

息并不那么全面和具体。下面，针对

观察中出现的若干现象进行归纳，并

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1.不注重观察现象及原因分析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有些体育

课堂的老师并不注重观察，只是按照

事先设计的课的教学内容和步骤完成

教学工作，好像是在机械地走程序，

我们难以看到他在某一教学环节有明

显的目光集中的时间，或在某一环节

上有停留或思考的迹象。这一现象主

要表现在，有的课上学生的学习活动

存在着明显问题，老师却没有发觉，

也未采取任何措施。因此，这样的教

学从有效性上来说，很难达到理想状

态。

有的老师之所以不注重观察，一

方面，说明对如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

或许是因为这些老师对如何有效观

察，认识上还不到位，也就是说，还

不会观察。基于此，提高对观察重要

性的认识和掌握有效的观察方法十分

重要。

2.盲目观察现象及原因分析

从观察效果上来看，有些体育课

堂所表现出的，并不是老师不观察，

而是观察的及时性和观察的内容不够

确定，基本上属于盲目观察。有的该

认真观察的，可能时间不足；有的该

即刻观察的，却延迟了；有的该观察

这些内容时，却观察的是无需更多观

察的其他内容。总之，观察没有抓到

点上，或叫做抓不住重点地观察，其

结果使得改进教学或纠正错误缺乏重

要依据。

在体育课堂上盲目观察者的出

现，究其原因主要归咎于对观察法的

了解有些欠缺，这样的老师实际上已

经认识到观察的重要性，但往往因不

知道何时观察、不知道观察什么、不

知道如何观察等而达不到观察的目

的。

3.观察不全面现象及原因分析

体育课堂需要老师全面而仔细

地观察，无论是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

发展也好，还是帮助学生掌握体育与

健康学习的方法也好，假如观察不全

面，换句话说，漏掉了某些关键教学

环节的观察，难以了解到学生哪些方

面需要帮助，哪些学生需要帮助。因

此，只是会观察还不够，还需要把握

观察的全面性。如体育课堂上，当老

师让学生自主练习的时候，在巡回指

导环节，仅仅观察到极个别学生的练

习情况，即便是发现了这些学生存在

的问题，并及时地给予了纠正，但由

于大多数学生的练习情况没有及时了

解到，因此，大多数学生得不到应有

的指导。

分析观察不全面的原因，或许

是部分老师驾驭课堂的能力还有所欠

缺。当然，也显示出观察的方法了解

的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尤其缺乏观察

的技巧，结果就很容易出现顾此失彼

观察不全面的现象。

4.观察不深入现象及原因分析

体育课堂教学中，有的老师不

是观察不全面，而是达不到理想化的

程度。也就是说，观察到了若干现象

的存在，但对哪些现象存在问题，是

普遍性问题，或是个性化的问题，以

及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缺乏及时

的、深入的分析。这种现象，从表现

上来看，可以归结为观察不深入造成

的，即看到了，但没有想到，或看到

了，没看出是啥问题、啥原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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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垫球课上，两位同学一高一低站

位练习垫球，老师或许能看到这两个

同学与大家不一样的练习情节，但究

竟为什么这样站位，而不站在同样高

度练习？老师似乎未做思考，因为，

没有看到近距离继续观察或询问为什

么，更没有根据学生的这一练习现象

及时调整教法，因此可以算是不深入

的观察现象。

不深入观察的老师为什么如此？

一方面，或许是老师对该如何深入观

察不了解，或根本不知道还需要深入

观察；另一方面，或许是对教法与学

法动态发展的关系缺乏了解，甚至孤

立地看待教法与学法。实际上，不但

教法对学法有较大的影响，反过来，

学法对教法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教师

也可以根据学法及时调整教法。正如

陶行知先生所言，教的法子要根据学

的法子，学生怎么学，教师应怎么

教。

5.观察不改进现象及原因分析

体育课堂观察的主要的目的还不

仅仅是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发

现到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

并及时调整，从而实现改进教学的深

层次目的。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师在

课堂观察以后都能及时调整，改进教

学，从而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而是，

很多老师只是在巡回指导环节看到了

学生的错误动作，做到了及时纠正，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观察到某些特殊

现象，甚至是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

老师应该如何调整教学。也就是说，

从教师的角度应该有所变化，在体育

课堂上并不多见，但这恰恰是不容忽

视的，如当发现学生练习时，很快掌

握动作，是否依然需要按照事先设定

的练习时间和练习次数组织学生练

习？假如依然如此，学生的兴趣或许

就会有所减退，假如能够及时改变练

习形式，如增加练习的难度，或变换

练习的方式等，或许能够收到更好的

教学效果。由此，对于观察到的现象

或发现的问题，能够及时做出调整，

改进教学至关重要。

但是，为什么老师做到了全面

而深入的观察，却依然达不到理想的

观察效果呢？究其原因，老师对观察

的真正意义的理解还不深入，甚至可

以认为是老师教学能力的欠缺，也就

是说，发现了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

决问题，或是尚未想到可以根据学生

的学法调整教法。因此，没有改进或

不及时改进依然不能达到最有效的观

察。

二、强化体育课堂观察的必

要性

体育教学活动不只是教师的教和

学生的学的双边活动，还需要教师在

教学活动中及时而有效的观察，但为

什么观察十分必要呢？换句话说，为

什么要强化观察？观察的主要目的是

什么？

1.为及时捕捉课堂现象而观察

体育课堂上有可能出现各种现

象，其中有的现象有利于教学活动的

开展，而有的现象却恰恰相反，对教

学活动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负面影

响。具有正向影响性的现象，假如能

够及时捕捉到，要么可以通过激励措

施，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

要么对改进教法有一定启发，可以作

为调整教法的重要依据。而具有负向

影响性的现象，假如能够及时发现，

不但能够及时制止，或对学生的错误

动作及时纠正。有的不良现象，或许

蕴藏着某种大的隐患，如体育课堂上

的安全隐患，往往可以通过观察而发

现，假如及时发现并采取一定的措施

得以防范，安全事故就能有效避免。

因此，从捕捉课堂若干现象的角度来

看，强化体育课堂观察十分必要。

2.为及时调整教法而观察

教法往往是教师在备课环节就已

经选择确定的方法，多由教师支配，

但教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教学过

程中可以根据教学情况及时调整。然

而，依据什么来调整呢？那就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环节——观察，可以为

调整教法提供重要的参考。因为，

通过观察可以及时了解，原有教法

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通过观察还能够

了解，哪些教法更适合于组织某项教

学活动，尤其通过全面而深入的观察

之后，能够及时捕捉很多有价值的信

息，从而为改进教法提供依据。由此

看来，强化体育课堂观察活动依然很

重要。

3.为帮助学生掌握学法而观察

修订版《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基本理念第三条这样写到：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帮助学生学会

体育与健康学习。”但如何才能帮助

学生学会学习？学生在怎么学？哪些

学习方法是有效的，哪些学习方法是

需要改进的等都是老师最先需要掌握

的，否则，就难以指导学生掌握有效

的学习方法。观察是了解学生学习行

为的最有效方法，通过观察不但能够

及时了解到学生在怎么学，而且对于

已经掌握了观察方法的老师，还能够

对学生的学习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从而对学生的学习做出有效的指导，

如学生会不会观察，当老师做示范的

时候，确实表现出有的学生会观察，

有的学生不会观察，而对于不会观察

的学生究竟是在怎么观察？哪方面出

现了问题？是观察的顺序没有掌握，

还是观察态度不够端正？或是观察目

的不够明确？无论哪种情况，只要老

师认真观察学生的各种表现，就能做

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从而指导学生如

何观察。基于此，课堂中教师的观察

不容忽视。

三、体育课堂有效观察的主

要方略

体育课堂中或许会出现这样或那

样的现象，强化课堂观察环节十分必

要，但究竟应该如何有效的观察呢？

下面重点从观察的时机、程序、内

容、反思和回应五个方面讨论观察的

主要方略。

1.体育课堂观察时机的把握

有人说：“当讲解、示范的时

候来不及观察。”有人说：“当老师

巡回指导时，看似有很好的观察时

机，但往往由于学生人数较多，很难

观察到全体学生的练习情况。”还

有人说：“备课阶段已经充分考虑到

了该如何教和该如何学，在做大量的

观察显得有点多余”等等。以上各种

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都存在一

定的认识误区。当老师讲解时且不可

只顾自己讲而忽视学生的听，边讲还

要能够边观察学生是不是都在听，如

果不是，哪些在听，哪些已经溜了

号。对于那些没有认真听讲的学生来

说，教师该如何及时发现这一情况，

并调整讲解的方式，语速上、语调上

或是讲解的内容上做一调整，从而提

高讲解的实效性。另外，对于示范也

是如此，几乎所有的示范，都需要老

师在示范前明确做出观察法的指导，

也就是说，事先要告诉学生该如何观

察。尽管如此，往往在示范时，依然

会有学生不会观察，基于此，老师还

要在示范的时候能够用余光了解学生

的观察活动，对于不会观察或没有

观察的学生要能够给予及时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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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将这些观察归纳为“边教

边观察”，当然，这是从教师出发

的。还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是“边学边

观察”，体育教学活动，有的是教与

学一一对应的，如讲解与听讲，示范

与观察，但有的是以学习为主的，如

学生在练习环节，学生练的怎么样？

哪些同学会练，哪些同学不会练？教

师完全可以从学生练习中发现这些现

象，并及时纠正。

2.体育课堂观察程序的了解

课堂观察的程序应该从观察课

堂上的现象开始，体育课堂上有可能

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现象，有的现象是

具有积极影响意义的，而有的现象影

响性可能是负向的成分较大，但无论

是什么样的影响，了解现象至关重

要，为此，本阶段的观察可以称其为

是“现象观察”。第二步就要进入问

题诊断阶段，教学环节中的某一现象

是否存在问题，假如有问题，是什么

问题？判断是否是问题，以及分析问

题的根源，这一步可以称其为是“问

题观察”。发现了问题，并分析问题

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后，就要进入下一

个环节，即找到改进的策略，或现场

调整教学活动，或为以后的有效教学

提供改进依据，该阶段的观察可以概

括为“策略观察”。假如教师在教学

中仅仅完成了第一步，或只是到了第

二步，都不能称其为完整的或有效的

观察，因为，前者仅仅看到了一种或

多种现象，而不知道为何有这些现

象，更不知道该如何消除；后者尽管

分析了问题和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但未采取任何策略做出合理的调整和

改进，观察的意义也不能充分得以体

现。因此，观察从程序上来看，应该

包含三个阶段：现象观察阶段、问题

归因阶段和调整改进阶段。只有这

样，观察的价值才更加凸显。

3.体育课堂观察内容的确定

体育课堂观察什么？从哪开始观

察？先观察什么后观察什么？都是体

育教师应该十分明确。当然，教师的

观察应以观察学生在体育教学活动中

的各种行为表现为主，借助于教师的

听、看等感觉器官对学生的学习的各

种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为了提高体

育课堂观察的有效性，下面谈一谈对

学生听讲、观察、练习、讨论等的学

习环节的观察。

首先，对学生听讲的观察，学生

在听讲的时候，教师究竟应该观察什

么？学生的听讲表现会有很多，如有

的学生皱着眉头盯着老师听，有的学

生满不在乎地时而转移视线地听，有

的学生低头一直不看老师地听等等，

因此，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的表

情、眼神、动作等及时了解学生听讲

的情况。

其次，对学生观察的观察，学生

在观察老师的示范动作时，也会有不

同的表现，有的表现在面部表情上，

有的表现在眼神变化上，还有的表现

在多余动作上等等。无论是什么情

况，只要老师能够从这些方面及时了

解学生观察的信息，就能掌握学生的

观察问题，便于及时调整教法或做出

有效的学法指导。

第三，对于学生练习的观察，有

的学生按照老师的要求不停地在练，

有的学生练练停停左右看看，还有的

学生自始至终都没有练。在观察学生

练没练的情况之后，对于那些练习的

要继续观察练的动作是否正确；对于

那些练练停停的，要能够进一步观察

为何停下来；对于那些一直不练的学

生，更需要观察、询问学生为什么不

练等。假如没有观察，学生的练习环

节就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第四，对于学生讨论的观察，很

多体育课堂教师都在组织学生讨论，

但讨论环节，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够

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讨论式学习，这

就需要老师认真观察学生们在讨论环

节出现了什么情况，哪些是需要及时

纠正给予指导的，哪些是需要鼓励和

表扬的。假如通过观察，发现有个别

学生在讨论时总是很被动，教师要能

够关注到这些学生，并及时引导，假

如不注重讨论环节的观察，或许就很

难了解学生是否在讨论，在怎样讨

论，也就难以达到真正的讨论目的。

4.体育课堂观察反思的协同

体育课堂观察活动不是走走形

式，而是具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观

察，因此，观察环节就少不了反思，

没有反思，观察毫无意义，没有反

思，改进策略就无从谈起。观察时需

要老师反思的，一是对问题的反思，

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

题？二是对教法的反思，假如有问

题，假如有些问题明显与教法有关，

教师就需要反思其教法，教法的选择

怎么了？如何调整教法？三是对改进

策略的反思，前文中已经多次谈到，

观察的实效性需要观察有深度，还要

求观察程序完整，因此，对改进措施

的反思至关重要，只有找到了具体改

进的策略，观察才富有意义。除此之

外，还有许多需要反思的东西，如对

教学内容的反思，对场地器材布置的

反思，对教学目标设计的反思等等。

5.体育课堂观察回应的跟进

体育课堂观察并不是最终目的，

关键的环节是要做出适当的回应。该

如何回应，回应什么等都应引起我们

高度的重视。凡是观察，都需要或多

或少地做出回应，只不过有的回应较

及时，有的回应不那么及时。其次，

回应是有层次的，从小的少的回应，

到大的多的回应。小问题，小回应；

问题少，少回应；问题大，大会应；

问题多，多回应。但回应是必须要有

的。小的回应，例如个别同学在练习

的时候存在错误，教师根据观察到的

问题，给予及时的纠正。较大的回

应，如在示范单手肩上投篮的时候，

发现大部分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篮

板或篮圈上，没有真正观察到示范动

作顺序和方法，此时，老师就要对学

生的观察法做出指导，讲明有效的观

察法之后，再次做示范，学生观察的

效果会有所改变。又如，遇到刮风的

体育课堂，让学生做游戏跨越障碍

（对折立起的垫子）时，受风力的影

响，多次出现将垫子扶起又倒下现

象，也就是说，风大时垫子难以站

稳。当老师观察到这一现象以后，就

应该及时调整垫子的摆放方式，如平

放跨越等，依然可以把游戏组织得很

好。但有的老师尽管观察到这一现象

了，依然让学生扶来扶去的，耽误很

多时间，这样的观察就缺少有效的回

应环节，是不彻底的观察。

四、结束语

体育课堂观察十分重要，尤其是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行为的观察更加有

意义。因为，通过观察我们可以了解

很多课堂上的不良现象，并能够及时

做出调整，从而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但掌握观察的方法至关重要，不但要

把握好观察的时机，还要了解观察的

必要程序，更需要了解观察的内容。

除此之外，观察中的思考，观察后做

出什么反应，对于评价是否是有效地

观察都不可缺少。由此，体育课堂教

学行为，尤其是教师的观察行为“弱

不得”。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100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