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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看的看门道（九）：看课与分析特点与亮点
于素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100088）

体育课，无论是好的还是差的，或是一

般水平的，都会呈现出自身的特点，部分好

的体育课或多或少地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

特点，这样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亮点。看课不

但要能够看出问题与干扰项，而且通过认真

观察和分析，还要能够总结课所反映出的特

点，如若有一个或多个亮点，也要能够通过

看课发现这些亮点。关键在于，如何总结出

课所具有的特点和发现亮点，本研究将重点

对该问题展开讨论。

一、体育课的特点及看课视角与
方法

（一）不同条件下的体育课特点

体育课，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组

织与要求上来分析，都会呈现出一定的特点。

1.内容不同或许体育课的特点各异

体育教学活动，因所教授或学习的内容

不同，或许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有可能呈

现哪些特点呢？通过大量的看课并认真观察

获悉，简单且熟悉的内容的学习，学生积极性

并不是很高；有一定难度内容的学习，学生积

极性稍有提高；难度相对较高且日常生活中

不常见到内容的学习，无论是从听讲、观察环

节，还是自主练习环节，学生都表现得较为积

极。也就是说，学生对简单且属日常动作技能

的学习，有可能会因“熟视”而出现“无睹”

现象，进而所出现的各种学习行为中也会有

消极、被动现象。相反，对于那些难度相对较

高，学生通过努力或克服一定的身心障碍才

能掌握的运动技能的学习，因好奇或因接受

挑战往往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一面。因此，

我们可以从内容的难易度上来分析体育课所

表现出来的特点，即从会与不会有区别、会与

不会无区别、中间型三种难度类型的课来分

析判断。

除此之外，就内容而言，还可以从不同项

目类型上来观察与分析。通过看各种项目内

容的课会发现，除不同的性别群体男女生对

项目类型的兴趣点有所不同外，相同的性别

群体，如男生或女生对项目类型的兴趣点也

会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体育课堂上就会

看到，学生在体育课上的学习行为表现并非

完全相同。有的很积极、主动，有的却自始至

终都表现出消极、被动的状态。当然，学生在

体育课上的不同表现，也会受其他诸多因素

的影响，但当我们再进一步调查，以及从与学

生的讨论中发现，学生确实存在对教学内容

的兴趣偏好。

2.方法不同或许体育课的特点各异

体育教学无论内容是否相同，都可以

采取不同的方法组织教学活动。如，有的

内容教学适合于“探究学习”，有的内容适

应于“领会教学法”，还有的内容仅选择了

“讲解——听讲”、“示范——观察”、“指

导——练习”等方式完成教学活动。从方法

来看，选取不同方法的课会有不同的特点呈

现。至于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所体现出的特

点差异性何在？则需要认真观察并加以总

结。如，两节同样用“探究学习”方式的体育

课，一节是任课教师事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在

课堂上探究答案，或是有关体育知识学习的，

或是运动技能掌握的，无论是哪方面的问题

学生都要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形

式采用了分组讨论，并呈现出了分散——集

中——再分散——再集中的反复“扎堆”的

探究方式，而且给予学生的分散讨论的时间

相对较短，学生几乎不能对该问题有一个相

对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因此，这样的教学活

动，尽管也采用的是探究学习，但表现出的

特点是“过于形式化”，这种形式化的探究学

习既不能让学生掌握真正意义上的探究学习

方法，也难以在形式上的探究学习过程中探

寻到理想的答案。而另一堂课，教师没有事

先给学生们提出需要探究的问题，而是学生

在课堂上自发地进行探究活动，如一节排球

课，教师讲解示范后，让学生们两人一组练习

正面传球，课堂上出现了一组学生不一样高

度站位的传球练习方式，究其原因，两个学

生是在探究“不同高度站位传球能否持续得

更久些，连续传球的次数是否能够更多些？”

的问题。因为，两位学生在同样高度站位的传

球练习时连续传球的次数较少，也就是说，传

一两个来回，球就会掉下来。通过观察和分

析发现，原来站在高处的那位学生身材较矮

小，而另一位学生身材较高大，高低站位是为

了缩小两人之间的高度差。这种探究学习的

方法，明显是具有实效性的探究，是真正意

义上的探究学习。

3.从组织与要求看体育课的特点

任何一节体育课都可以从中看出有各自

的组织方式，并有学习要求提及。有时，即

便是同样内容的课，因组织形式与提出的要

求不同，也会反映出不同的特点。如，篮球

单手肩上投篮课，有的教师先讲解、示范，

后指导学生做徒手模仿、有球模仿练习，再

分组有序地进行投球练习。而有的教师讲解

示范后，让学生解散自由结合自主练习，教

师巡回指导。还有的教师未先讲解示范，而

是直接每人一球，让学生去体验原地投篮动

作；然后，根据学生在体验后提出的问题，如

“我怎么一次都投不进？”“我每次都撞到

篮板了但为什么都未能弹入篮筐？”“我是

不是力量太小了点？”等问题，组织讲解可

能存在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讲解正确的动作

要领，同时提出观察要求后做完整的动作示

范；再让学生自由练习，进一步体验。如此

反复多次，完成了一堂单手肩上投篮课的教

学。还有位教师，在准备活动结束以后就组

织学生分四队两个场地上打比赛，5分钟后

比赛队员与其余未上场的学生轮换，等每位

学生都能完成5分钟比赛实战体验后，教师

组织学生讨论，并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们

思考诸如“你们认为比赛中决定胜负的关键

技术是什么”等，学生根据刚才的体验和观

察，有回答运球、传球的，有回答投篮的，还

有回答队员之间配合的等。教师分析了学生

们的答案，并最后指出，如果每一个队员在

场上只是有娴熟的运球、传球技术，而未能

掌握熟练的投篮技术，不具备在赛场上的投

篮技能的话，即便是有N次投篮机会也难以

命中取胜。因此，篮球比赛，不但需要队员

之间的密切配合，每一个队员需要掌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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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球、传接球技术，更要练出投篮的真功

夫，否则一场比赛胜利就难以把控。这样一

个组织方式，完全是从学生的体验与需求开

始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有所不同，学

生还会带着问题来学习，因此，组织方式不

同，所反映出的教学特点也会各有不同。很

显然，从需要角度考虑教学组织形式的话，

更能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主动性。

（二）看课与分析体育课特点的视角与

方法

看课并分析体育课的特点，会有若干个

视角，而且，也会有不同的方法总结特点，下

面介绍两个主要的视角与方法。

1.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体性看特点法

任何一节体育课，无论是小学的还是中

学的，也无论是选择何种内容的体育课，作为

一节体育课，都应该是结构完整的，从开始

部分的集合整队，到结束部分的收还器材，

各个环节都不可少。如果有缺少，无论是缺

少常规，还是缺少教与学的某一环节，都不

能称其为完整的体育教学。凡是完整的体育

课堂，我们都可以从开始部分看起，按照时

间的顺序，观察了解各时间段安排的教学环

节，连贯性地看完以后，综合概括本节课所

表现出的特点有哪些，以及有别于其他课的

突出特点是什么。如，一节体育课在时间的利

用上，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看不出明显的节

点，非常流畅，显现不出有任何时间上的浪费

现象，因此，可以将此课的组织称为是无缝隙

性组织。又如，从课的各部分内容的安排上

来看，准备活动、放松活动与基本部分主教材

的学习关系非常密切，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也

就是说，可以归纳出内容连贯且具有一致性

特点等。

2.从教学专题的局部性看特点法

很多情况下，我们在看课的时候，往往

都会看完整的一节课，但是在专题研究时，

往往会以某一专题活动为主要视角观看，并

总结分析所表现出的特点。有时课的特点是

普遍性的，有时表现出了独特的性质。这就

要求看课者根据需要重点把握。如，想分析

了解关于体育教师讲解示范的环节，无论是

想发掘问题，还是想总结讲解示范的经验，

都可以重点对教师体育课上的讲解示范活

动中语言、动作的具体表现形式与方法进行

有针对性看课。当然，在看课过程中，或许

某一节课或多节课未能发现突出的特点，

或突出的问题，而是很常见的教学组织，但

是，我们从分析特点的角度来看的话，即便

是没有明显的独特性，也可以将细微的不同

归纳出来。也就是说大体上雷同的，看细节

的不同。如，尽管都是讲解动作要领与示范

运动技术，但不同的教师采取的顺序会有所

不同，有的采用先讲解后示范，有的采用先

示范后讲解，还有的采用边讲解边示范的方

式。除此之外，就讲解示范而言，有的教师

在讲解示范前未对学生提出任何特殊的要

求，而有的教师则略有提及，还有个别教师

较为认真、详细地进行了学法指导，显然，

不同的讲解示范方法，学生所获取的信息会

产生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

细节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分别进行归纳，假

如，我们把先讲解后示范设定为“正序”教

授的话，先示范后讲解的就可以称为是“反

（或倒）序”教授，而边讲解边示范的方式

就变成了“同步”教授了。就讲解示范前有无

具体的学法指导而言，可以将其分为有明确

指导、有轻微指导和无指导三种表现形式。

假如我们从听讲和观察的效果来看，对那

些有指导的效果明显的听讲与观察，可以称

为高效讲解示范，相反为低效讲解示范。因

此，可以从专题出发，分析体育课某一教学

专题活动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只有能够从

体育课上总结出课的特点，才能更好地促进

对体育课堂的有效把握。

二、体育课的亮点及看课视角与
方法

（一）体育课的亮点分析

任何一节体育课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来分析其特点，但并非所有的课都有亮点，

亮点从感觉上看，是在看课的过程中，突然让

你眼前一亮，有的是语言，有的是动作，有的

是器材的运用，有的是练习方式……如，北京

一位教师在教学生前滚翻的时候，让学生“低

头看天”，就让看课者眼前一亮，马上就会在

大脑中浮现出若干个为什么，“低头能看到天

吗？”“怎么才能在低头的时候看到天？”“为

什么要采用低头看天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前

滚翻？”等一系列问题，结果发现，这种让学

生低头看天的教学，确实是亮点，因为这种教

学组织方式，起到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

用，还促进了让学生快速掌握低头团身的技

术动作等。无论是哪一方面，让你体验到了与

众不同。作为有亮点的教学环节，或多或少地

会表现出一定的创新设计，而且，这种有创意

的设计往往会给看课者一定的收获或启发。

具有收获和启发的看课效果，体现出了所看

课的观摩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具有明显亮

点的体育课大多出现在观摩课或评优课上，

进一步说是“做课”的结果。而较少出现在常

态课中，基于此，如果想获取更多的亮点，建

议多观看一些观摩课或评优课，哪怕只有观

摩课光盘也值得一看。尤其是那些在观摩活

动中被作为优质课推出的更是收获亮点的好

机会而不容错过。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在看

课过程中发现亮点，甚至比别人发现更多的

亮点呢？下面对看亮点的具体视角与方法进

行讨论。

（二）看课与分析体育课亮点的视角与

方法

在看体育课的时候，发现亮点与总结特

点有一定的关联性、互通性，但也并非完全是

一回事儿，因为，亮点并非堂堂课都有，亮点

的发现也并非人人都能，因为，有无亮点和能

否发现亮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教师的观察判断能力的集中体现。当然，

看亮点的视角与方法也与一般常规看课略有

不同，本研究大体上将其分为有意和无意两

种看亮点的方法。两种所看亮点的结果都能

让看课者感觉到眼前一亮，但有意看是在看

课前就已有心理准备的，而无意看是在看课

过程中无意之中所获取的，有意外惊喜之感。

具体看法分述如下：

1.整体性无意看亮点法

整体性地看课所获取的亮点，往往具有

无意识性，也就是说，如同前文所述是属于

无意收获。当然，这种亮点的收获，也取决

于看课者的水平和认真态度，因为，有时候，

亮点仅仅反映在教师的一句教学语言上，如

果不是十分认真或倍加关注每一个教学细

节的话，就很有可能漏掉这些信息，也就难

以收获亮点。也就是说，看课时，整体中有

部分，全局中有细节地看，才能不落下细节

中的亮点。当然，有时候亮点源于整体的设

计，等到课全部看完以后才会豁然开朗，有

“原来如此”的感觉。但是，无论是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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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是在把握全局以后发现的亮点，都源于

任课教师的精心策划和课前的有创意的设

计，而不是凭空而来的意外效果。因此，对

于上课者而言，为了上出有亮点的课，需要课

前在教学设计环节多下工夫；对于看课者而

言，为了能看出课的亮点，需要在看课过程

中，几乎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环节，哪怕只是

教师的一句教学语言或一个练习方法的指

导；此外，还需要在看课过程中开动脑筋，

边看边思考，除了思考看到的“是什么”？还

要能够判断“怎么样”？更要能够认真思考

分析“为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收获更多的

亮点。

2.专题性有意看亮点法

除了在一般意义上的看课过程中收获亮

点，还应该掌握专题性有意看亮点的方法。

因为，有些研究者或教育教学能力提升者，想

就某一专题获取经验，而所获得的经验并非

时时处处都是直接经验，很多时候可以从别

人那里获取一些间接经验，同样会对自我教

育教学能力的提高或某项专题研究以及理论

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如要想研究学生的

学法，可以观察与记录课上学生所有的学习

行为，及时捕捉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特殊表

现，当然，这些特殊表现有些是教师课前经

过精心设计的，而有些是学生自发的，因为，

学法的来源，一方面源于教师的正确引导，一

方面源于学生对教法的内化，还有很重要的

一方面不可忽视，但体育课上又常常被忽视

的一点就是学生的自主性学法。无论学生的

学法源于何方，当我们看课的时候，把主要

精力集中在有特殊表现的学生身上的时候就

能够收获一般人看而难获的亮点。如，前文

中所提到的“高低站位传球”的一组学生的

探究学习，当课后与任课教师交流的时候，任

课教师却显得很诧异，并说“还有这样的学

生？”这足以说明，这样的探究学习方式，并

非是任课教师课前所设计。同时，出现有这样

的学习方式的环节，也未能引起任课教师的

关注。还有就是，并非所有的看课者都看到

了这样的场面。因此，看课收获亮点，只要是

从专题出发，就更加要求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和分析判断能力，并能够把不明白的、不清楚

的亮点，通过有效途径搞清楚、弄明白。如，

当发现这样站位的传球练习但又不明白为什

么的时候，就需要进一步咨询学生，或在课

堂练习中，或在课中练习结束后，或是在课后

与学生交流中获得相关的信息，以求证是否

是亮点的判断结果。

看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看什么、怎

么看不但困扰着看课者的看课计划与行动

的有效实施，而且，通过看课总结特点和收

获亮点，更加重要或困难。其重要性在于只

有通过看课总结出每一堂课的特点和收获亮

点，才能更加有效地组织体育教学活动；其

困难在于，只是积极主动地看课，而不掌握

看课的方法和技巧，很难在看课过程中通过

各环节的表现总结出课的特殊性，以及在有

意或无意看课中收获亮点。总之，看课并不

难，难就难在是否会看，“会看的看门道，不

会看的看热闹”，在看体育课的特点与亮点

时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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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场馆设施与器材手册》
为了配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中学体育器材设

施配备目录》、《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的实施，更好地为教育、为学校、为政府服

务，中国教学仪器设备行业协会学校体育装备专业委员会于2010年4月出版了既实用又方便

的工具书——《学校体育场馆设施与器材手册》。

该书内容共包括12章节，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田径、体操、球类、民族体育、举重、击剑、

拳击、射箭射击、游泳、休闲体育等运动项目的设施和器材，以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测试的器材，并就学校体育场馆设施与器材的配置、安装等内容做了概述。本书既是体

育器材设施生产厂家的规范要求，同时也是学校以科学的态度、公正的标准和相对经济的

眼光来清晰地判断信得过的体育器材和设施的标准，是学校必备的教学、采购的工具书。

定价：6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