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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看的看门道（七）：
看课与分析场地器材

体育课场地器材的有无、数量的多少、质

量的优劣、布局是否有技巧等对体育教学效果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通过看课了解场

地器材的合理性？本研究重点对场地器材在

体育课中的现存问题，对场地器材布置情况的

观察视角与方法等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为一线

教师更好地把握体育课上场地器材的合理布

局，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体育课场地器材诸现象分析
几乎任何一节体育课都要用到一定的场

地器材，只是不同的教学内容和组织方法、不

同的条件、场地器材的选择和布置方式有所

差异，但问题在于，当前无论是场地器材的大

小与多少，在选择与布置方面都或多或少地

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和提高的地方。下面从

器材的多少、场地大小的不合理运用情况进

行多维分析。实际上，当根据象限法把场地器

材按照大小和多少来归属，可以将其放在同

一个坐标系中，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不难看出，学校的场地器材有

可能存在四种情况，即场地大器材也多、场地

大但器材少、场地小却器材多、场地小器材又

少。这四种情况根据学校条件所占比例有所

不同。就场地器材的大小与多少的单个情况

来看，目前尽管有些学校器材多或场地大，但

依然存在选择和使用方面的不合理现象。相

反，对于器材少、场地小的学校，本应充分利

用现有条件合理安排或巧妙运用，但依然存

在未能有效利用这些现有条件组织好课堂的

现象，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一）器材多而闲置现象

并非所有学校都缺乏体育器材，相反，有

部分学校的器材闲置现象突出，不但同一类

器材丰富，而且种类也繁多。但就体育课堂上

利用的器材种类与数量而言，依然不是很充

分。有些教师在选择内容上未能充分考虑学校

已有器材充足的优越条件，几乎总是重复地利

用极个别类型器材。究其原因，一方面教师未

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合理利用现有的充

足的器材丰富课堂内容和组织形式；另一方面

有部分教师还依然停留在过去学生时代的专

业特长上，未能在专业技能方面有所拓展，因

此，一些新兴项目的器材利用率不高。除此之

外，随着大家安全意识的提高，体育活动中的

安全隐患教师更加谨慎，结果很多学校的体

操器材，尤其是单双杠一度被挪到靠墙站立，

或干脆被抬到器材室避免学生攀爬或翻越。

如，笔者曾经在对某市的学校体育调研中问

道：“你们上不上体操单双杠课？”教师的回答

是“谁敢上，出了问题谁负责？”这种情况也必

然会导致器材闲置现象发生。

（二）器材少而浪费现象

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各校的体育器材都或

多或少地有所不同，甚至有的差异较大，器材

少的本应充分利用有限器材组织好课堂，但实

际教学中并非完全如此，有的学校器材条件有

限，在现有的条件下仍存在着器材浪费现象，

如笔者见过的一所学校，全校仅有4个篮球，可

上课教师在组织教学时把其中的两个篮球悬

挂在半空中充当跳起摸高的标志物。因此，出

现了本来器材就不很充足还浪费的现象。

（三）场地大却不充分利用现象

除了在器材方面各校之间有一定的差异

外，实际上场地占地面积在不同类型学校中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有些学校不但有标准

体育场，还有室内体育馆，阴雨风雪天气依然

能够正常组织体育课堂。而有些学校却并非

如此，但问题在于，即便是条件优越的大场地

学校，也未必都能够有效充分地利用并较好

地组织体育课堂，有些依然是利用事先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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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很小一块场地安排相应活动。对于体育

课而言，学生的活动空间尽管不是越大越好，

但是如果有较充足的场地，还是应尽量能够

把学生活动空间安排的宽松一些，如篮球场

地较多时，应尽量分组多一些，不至于出现较

多学生等待练习的情况。

（四）场地小且不巧妙运用现象

一些学校，尤其是城市学校（大城市更

为突出），小场地较多，组织体育课或其他体

育活动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练习方式

都不得不减少，致使教师在组织体育课达到

有效教学方面受限。小场地无法在较短的时

间内得以改善，对于体育教师而言，就应该想

尽一切办法巧妙地安排，最大限度地利用现

有场地组织好体育教学。然而，在实际教学中

并非所有的小场地学校都能够被巧妙地安排

和组织。相反，有些教师一味地埋怨“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还有些教师遇到场地小上课

班级多的时候干脆带学生回教室自习，这样

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当然，会有个别教师在

小场地教学中想尽一切办法有效组织教学。

如采用合班、内容调整、时间延伸、动静结合

等很多方式都能巧妙运用现有场地。

由以上现象可以看出，当前无论器材多

还是少，也无论场地大还是小，都存在着不合

理、不充分和不巧妙运用的现象，这种现象对

体育教学效果或多或少地会产生一些负面影

响，对于看课者而言，除了要能够看出不同类

型场地器材所存在的不良现象，应更能够从

中发现，哪些安排是合理的、有效的，哪些是

让人眼前一亮的，从各种信息的获取中分析

体育课如何布置场地，如何巧用器材。

二、看课与分析场地器材的视角
与方法

体育课上存在着场地器材的布置合理性

问题，但关键问题在于，能否准确把握场地器

材信息，分析其合理性，不但需要视角多元，

更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技巧。笔者将场地器

材的类型、面积、数量、方位等称其为固有要

素；将场地器材的安全性、经济性、实效性、

创造性体现称其为生成要素，如何在看课过

程中准确把握，下面逐一分析。

（一）看场地器材的固有要素

看体育课如果针对场地器材，需要看的

内容很多，而且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固有要素

场地器材大小与多少的分布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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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看与分析的最基础层，如果缺少了这些信

息，后续的分析就难以展开。看固有要素是最

为简单的，而且基本上无需有思路拓展，只需

记录下看到的客观现实。如就类型而言，需要

了解所看课选择了哪类器材，是体操的双杠、

单杠，还是技巧的垫子等。如果是武术课，要

看有无武术器械，是什么样的器械，是刀枪还

是棍箭等。用的是哪块场地？是室外篮球场、

排球场，还是体育馆等室内场地？就面积而

言，本次课用了多大的场地，是一个标准的或

不标准的田径场，还是一块或多块篮球场？就

数量而言，篮球课用了多少个篮球，多少根标

志杆？如果是体操的双杠课，用了多少块垫

子，多少副双杠，有无辅助器械，如，北京市索

老师的双杠课上还用了自制的保护支持带，北

京市王老师使用了双杠上支撑摆动的标志物

等。就方位而言，场地器材的摆放朝向何方？

若干器材是一个方位还是多个方位等等。

然而，有些教师在看课时，或许缺乏对

场地器材的专题关注，因此，就会忽略其基

本信息，笔者认为，假如要对场地器材进行

专题分析，不但要如实记录下类型、数量、规

格、方位等，还要能够将其在教学中发生的变

化（如器材位置的变动）情况及时做一记录，

以便分析变化的合理性。

（二）看场地器材的生成要素

在看课过程中，除了要看其固有的不变

或少变（位置在教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要素以

外，更多的是要对其生成要素进行综合分析

和准确把握。如果说看场地器材的固有要素

是看“是什么”的话，那么看生成要素就是要

了解“为什么”了。就体育课而言，需要考虑的

场地器材的生成要素，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

来切入，即场地器材的安全性、经济性、实效

性、创造性。

1.看场地器材的安全性

基于当前部分一线教师对上课过程中存

在的安全隐患的忽视，也为了进一步引起大

家对场地器材安全防范的重视，本研究首先

将场地器材布局是否安全作为重中之重的内

容来分析。

在一节体育课上，器材摆放在了场地的

什么位置，场地是否平整无障碍，器材与器

材之间是否相互影响等都是看课者所要看的

关键环节。场地器材的安全问题主要有两大

类，一类是人为的，另一类是非人为的。也就

是说，有场地器材本身的问题，有任课教师对

场地器材的布局问题。但就体育课安全事故

而言，无论是属于哪一类原因所导致的安全

事故，教师都有难以逃脱的责任，因此，安全

事故的防范从场地器材这一块，任课教师在

课前课中都要引起高度重视。

看体育课时，要能够及时了解到任课教

师在课前是否对场地器材有安全检查，如单

双杠是否有松动、沙坑是否应该翻动平整、

跑道上是否有小石块、跳高架后面的垫子是

否放置合适、篮球课是否事先准备有场上固

定球之物等等。看课过程中，着重看一看器材

的摆放和使用是否有安全隐患，教师对安全

隐患是否有预案，课中是否是由于场地器材

出现安全事故，以及任课教师对安全事故的

处理方法等都是看课时所应该捕捉的信息。

2.看场地器材的经济性

体育课上所用的场地器材是否经济，也

就是说该堂课场地的大小、器材的多少是否

是恰到好处，即无浪费、不短缺，这也是任课

教师在课前进行教学设计时应考虑的问题。

对于看课者而言，有一个最直观的感觉

就是场地器材的选择与运用已经取得了最好

的教学效果。场地再小些会影响到教学效

果，大些也不一定能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器

材也是如此，再少或许会显得过于紧凑，再多

也未必能效果更佳。如篮球课是用一块篮球

场好还是用两块好？田径课是仅用一个直道

好还是用整个田径场好？跪跳起课是用5块垫

子好还是用10块好？“恰到好处度”的把握会

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看课者从多个角度综合

判断，如班级人数、学校总场地大小、某类器

材学校总数量、上课班级数、教学内容、单元

位置等。因此，看课时，看场地器材的经济性

并非就是最小最少就会最好，判断的依据应

是多元化的，只是一种凭直觉简单地判断有

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当然人的直观感觉

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判断依据。

3.看场地器材的实效性

在体育课上仅仅考虑场地器材的安全性、

经济性，还不能足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有

时，几个方面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场地器材

的多少与出现安全事故的可能性成正相关，越

少也会显得越节省。但体育教学除了要考虑安

全性、经济性以外，其实际效果更应引起大家

的重视，这一点从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方面场地

器材的有效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看课过程中，了解场地器材的选择、布局

与使用的实效性，需要看场地器材是否在课

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当然，是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之下，而且还要考虑到经济的情况判断

其效果。如篮球课上，关于40个学生需要几

个篮球的问题，就要看篮球课学习的具体内

容，如果是熟悉球性、练习原地的或行进间的

运球，当然是多一些好，如果能够一人一球就

更好；如果是学习传球，篮球数量是人数的

一半就足矣，如果是学习篮球战术，再少一

些也能满足上课的需要。因此，判断场地器材

是否最好地发挥了作用，不但要结合具体的

教学内容，还要看班级人数、组织的练习形式

等。有效的场地器材布局，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相对较高，学习的效果较为明显，安全系数有

所保障，又不会显得有浪费现象，基于此看场

地器材的实效性也需要多元化考虑。

4.看场地器材的创造性

场地器材有诸多固有要素，看课者也不

难从课中看出场地器材的诸多生成要素，并

较为准确地判断其产生的效果。但还有一点

是看课者不容忽视的，即场地器材的创造性。

也就是说，在体育课上是否有任课教师的创

造性劳动，即场地器材是否有所创新、拓展，

当然，其前提也应是确保安全的，而且在有效

促进教学效果方面也应是积极正向的。

场地器材的创造性，不仅仅是一种创造性

的劳动，而且是具有智慧的创造性劳动，当然，

并非所有教师都能有该智慧，也并非所有教师

都愿意做出具有一定智慧体现的创造性劳动，

因为，这种劳动是要额外多付出时间、精力，甚

至经济（如自己购买原材料）代价的，因此，安

于现状不愿意多付出的教师就很难具有这种

创造性劳动。但是，就提高教学质量而言，有时

部分任课教师所做出的创造性劳动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如有些教师就地取材自制器材弥

补了学校器材的不足；有些教师在场地器材的

使用上采取了“一物多用”的方法有效组织了

课堂；还有些教师为确保安全自制了保护带；

还有些教师用各种自制的器具进行多种辅助性

练习等。总之，看场地器材是否具有创造性，

其视角也是多元的。创造性的场地器材的有无

或多少往往是我们在看课时应把握的重点，因

为，它将能给大家带来诸多的启发，激励人们

举一反三，提高教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