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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课程改革以来，任课教师

越来越多的采用新的学习方式培养学

生的学习能力。然而，在引入新的学

习方式的过程中，有些课堂却出现了

假自主、假合作、假探究等形式化学

习方式，不仅不能给体育课堂带来积

极的正面效应，还会不同程度地影响

学校效果的有效性。由此，在评学习

方式的时候，就要力求避免被虚假的

学习方式掩盖，要能够将学习方式在

选用中的真问题剖析出来，并能够找

到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的有效策略。

然而，如何通过细心观察看出学习方

式选用中存在的真问题，如何巧妙地

评学习方式？本研究重点就以上问题

展开讨论。

一、体育学习方式选用中的

若干现象

体育教学中选用学习方式，不仅

要能够有科学的依据，还需要有正确

的认识，更需要明确选用不同学习方

式所能够达到的效果。可是，在实践

中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现象，以致影

响教学的有效性。

1.学习方式选择依据不清现象

体育课堂教学选择什么样的学习

方式既与教材有关，还与学生的学习

基础及学习特点有关。但是，从诸多

体育课堂上所呈现的方式不匹配、对

象不适宜和效果不明显的现象可以看

出，有些教师在选择和确定采用什么

样的学习方式方面缺乏明确的依据，

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例如，一节小学

二年级的跳单双圈课上，本来该教材

内容十分简单，主要是以提高学生的

跳跃能力为主的教材，基于本年龄段

的学生学习能力和身心发展特点，通

过一些趣味游戏等形式，在调动学生

参与学习积极性的同时，提高其跳跃

能力以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可

是，任课教师却莫名其妙地采用了让

学生分组探究的方式，组织了多次扎

堆探究学习的环节，结果学生既探究

不出实际的效果，也影响了学生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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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高的练习，体能素质的提高也

自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2.学习方式认识存在误区现象

新课程改革以后，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方式引入体育课堂，培养学

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能力，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对体育

学习方式的认识上，很多课堂明显反

映出，在采用什么样的学习方式，以

及如何使用最佳学习方式上存在一定

的认识误区。有些课堂，把一般的分

组练习当作合作学习，把放羊式的

绝对自由当作自主学习，把简单的

问答式或一般的讨论当作探究学习

等，这样的认识显然是走进了误区。

在这种认识支配之下，体育课堂上培

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就难以实现，一

定程度上还很有可能导致教学效果偏

离其目标。如，有些课堂采用放羊式

教学，看似给了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

和空间，但由于学生在“一个哨子两

个球，学生老师都自由”的状态下，

既不能达成掌握运动技能的目标，也

难以使体能素质得到应有的锻炼和提

高。因为，对体育有较为强烈爱好的学

生，可能在自由状态下能够活动起来，

而那些尚未养成锻炼习惯、未产生浓厚

兴趣者，会趁机做自己喜欢或愿意做的

事情，甚至走出操场，走向教室，离开

阳光，完全没有了体育课的学习迹象。

为此，走出认识误区，准确、有效地选

用学习方式尤为重要。

3.学习方式使用走向极端现象

在体育新课程改革以来，尽

管《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11年版）》在实施建议部分明确

提出了“有效运用自主学习、合作学

习、探究学习与传授式教学等方法，

引导学生在体育活动中，通过体验、

思考、探究、交流等方式获得体育与

健康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培养应

对问题、自我锻炼、交往合作能力、

开展富有个性的学习，不断丰富体育

活动经验，学会体育学习和锻炼”。

但是，现实中却并非能够充分体现课

程标准的教学建议的具体落实，要么

是冲破底线的完全“放羊”，学生在

体育课上难以学到知识、技能和方

法；要么是教师仅仅利用过去一贯采

用的“传授式教学”单纯地走教学流

程，教师在主宰整个课堂，学生在体

育学习中缺乏“体验、思考、探究、

交流”的机会。这种两极分化的现

象，既不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难以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学习能力，“学会体育学习和锻炼”

也难以体现。为此，在学习方式的使

用上，需要转变关键，提高认识，研

读课标，有效施教，从而消除学习方

式使用过程中的极端化现象。

二、评体育学习方式的多元

视角选择

评学习方式的视角十分多元，从

不同的视角切入评体育学习方式，都

能够归纳学习方式使用的经验和问题

所在，为此，本文从教案、教师、学

生和教材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多元视角

的选择与切入方法。

1.从教案文本评学习方式的“表

现性”

无论在体育课堂上选用何种学

习方式，按照常理，都应该在教案上

有所体现，要么写在“师生活动”要

素栏中，要么在“组织与要求”部

分，假如只是在课堂上见到了采用某

种学习方式，而未能在教案中体现，

多种情况下，课堂上的运用会带有一

定的随意性，说明未能经过精心设

计。因此，通过看教案上是否有学习

方式使用环节的文本，就能够初步判

断学习方式选用合理与否。学习方式

在教案上的表现通常有几种情况：一

是丝毫没有呈现，既看不到具体的某

种学习方式的名词体现，也没有具体

的环节定位，即“全无型”。二是仅

仅有某种学习方式名称提及，而没有

具体的操作步骤和方法，这种情况可

以归结为“半有型”。三是不仅有学

习方式名称，还有具体的学习方式在

教学中的操作步骤，也可以将其称之

为“规范型”。例如，在教案的教学

步骤与方法要素栏中，提及了“自主

学习”，并在接下来的具体方法描述

中进一步说明了哪个环节采用自主学

习，以及自主学习的内容和具体要求。

学习方式在教案中的不同表现，一方面

说明任课教师对学习方式选用中的重视

程度，另一方面反映出对规范的教案文

本格式与内容的把握水平。

2.从教师施教评学习方式的“引

导性”

体育学习方式尽管是学生学习

的方式，但是，也可以从教师施教的

情况来反映学习方式选用是否合理。

假如从教师施教的角度评学习方式，

主要可以看教师在施教过程中引导作

用发挥的情况，能够反映出教师对学

习方式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对学习方

式的引导性体现无外乎三种情况：一

是在安排学生运用某种学习方式进行

体育学习的时候，教师完全不进行引

导，让学生自我控制，这种情况下，

学生运用某种学习方式进行学习的效

果有可能不太明显。二是学生在学习

之前提出了要求，但学习过程中未能

发挥引导作用，在采用某种学习方式

学习的效果上有一定的体现。三是全

程调控，能够把握住学习方式实施过

程中的关键，引导学生有效学习，并

能够注重培养学生学习的能力。这些

情况都是需要认真观察和分析方能准

确判断和区分，但这一观察和评课视

角不容忽视，因为，学习方式的使用

不仅学习者是主体，而且，教师的主

导作用直接影响着学习方式作用的发

挥程度和学习效果。

3.从学生学练评学习方式的“实

效性”

体育课堂上无论采取用何种学

习方式进行学练，都不在于形式，关

键在于操作过程和能够达到的实际效

果，因此，评学习方式的时候，从学

生学练的角度重点要看“实效性”，

学习方式所能达到的效果越明显，说

明适应性越强，操作过程越合理。但

如何才能判断其实效性发挥的程度

呢？首先，要看学生对某种学习方式

使用中的反应，是积极主动的还是消

极被动的，参与的态度决定着能否发

挥学习方式应有的作用，即“能否积

极地用”。其次，要看学生在学练过

程中对学习方式的正确把握，即“会

不会用”，理解能力强且到位的学习

者，能够按照教师提出的具体要求，

采用某种学习方式进行有效学练；理

解不到位的学习者，尽管也十分认真

地进行学练，但是，效果却不会十分

明显。最后，需要看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是否有所拓展或是否有创造性，有

些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而有些学生只

是认认真真地执行着教师的学习方式

操作要求，那些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拓

展或具有一定创造性地使用学习方式

者，往往可以顺利达成甚至超越预设

的学习目标。例如，教师让学生进行

合作学习时，有些组除了教师提出的

合作方式以外，还有更多的形式得以

尝试，不仅充分发挥了学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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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够在合作能力方面得到提升。由

此可见，从学生学练的角度看学习方

式所能发挥的实效性，是最为重要的

观察与评课视角。

4.从教材类型评学习方式的“针

对性”

不同的教材有自己所适宜的学习

方式，而且，教材处于单元的课次位

置，学习方式的适应性更为凸显。因

此，从教材类型评学习方式的时候，

可以从所选学习方式与教材的对应性

上来判断学习方式选用的合理性。那

么，学习方式与教材的对应性该如何

观察与判断呢？首先，从教材的难易

程度上来看，教材难度不同，适宜的

学习方式各异。其中，简单的教材适

宜于自主、合作学习，复杂的教材适

宜于接受式学习，中等难度的教材则

可以采用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等。为

此，在看课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教

材的难易程度来判断学习方式选用是

否合理、有效。其次，可以结合教材

特性来看，由独立完成的项目、双人

完成的项目、多人合作完成的项目等

来确定学习方式。对于独立完成的项

目而言，在学习的时候比较适宜于自

主、接受式学习，根据独立完成项目

难度再进行细分。而对于双人或多人

一起完成的项目，比较适宜于选择合

作、探究学习，也会因难度不同倾向

于不同的选择。在看课的时候，假如

选用的学习方式与教材内容难度、特

点不匹配，学习效果也难以得以呈

现，可以大致归结为是学习方式针对

性不强而引起的。

三、评体育学习方式应把握

的关键点

准确评学习方式，除了要找准

切入点，充分了解学习方式选用的目

的，更要把握好几个关键点。

1.评自主学习关键看是否有“真

自主”

自主学习其关键是看是否有“真

自主”。自主并非自由，是有组织且

有明确学习目的的自我控制过程与内

容的学习。体育课堂上真假自主的区

分在于教师是否给学生独立控制学习

过程与内容的时机，假如教师安排让

学生自己练习，但是，如果学生练习

的手段与内容依然是按照教师严格要

求下进行的，学生没有自主变换手段

与内容等的可能，依然不能算作真正

意义上的自主学习，最多称其为“半

自主”。例如，教师讲解、示范完篮

球行进间运球技术以后，要求学生每

人一球以篮球场的两个边线为界往返

运球5个回合，学生按照此要求完成

了运球练习任务，这种情况下的练习

就是半自主形式。假如还以篮球运球

为例，教师示范完以后，提出的要求

是：下面大家自由选择练习场地，自

主确定练习路线，进行行进间运球练

习，学生在这种要求下完成的练习，

基本上可以算是自主练习。因为场

地、路线距离和线路走向都是学生自

主确定的，自我能够控制。学生可以

根据学校场地情况和个人素质与技能

基础选择直线或曲线的形式练习。在

体育教学中，我们适当给学生一定的

自主学练机会，以更好地发挥学生学

习的主观能性。

2.评合作学习关键看是否有“真

合作”

评合作学习的时候，要把握的关

键是看是否有“真合作”。真假合作

的区分点是合作学习成员有无任务分

工，任务的完成要靠各团队成员的共

同努力实现，离开了任何一个成员都

会影响到任务完成的速度和质量。而

那些尽管进行了分组练习，但是个体

任务并不明确、缺少任何一个成员都

不会对练习结果造成影响的分组学习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学习。例如10

个学生一组进行篮球运球练习，当让

学生围成一个圆，每人一球原地运完

自己的球以后，向前走动一步依次运

前面同伴运起的球，如此完成的运球

练习就可以称其为合作练习，因为10

人10球，且大家运完球以后，都是同

时移动交替运前方同伴的球，造成了

人走球不走的合作练习，其中缺少了

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人不移动，这

项练习就无法完成，这样的合作便可

以称其为真合作。而同样是10人一组

运球练习，假如10人围成一个圆，每

人只在原地运自己所持的篮球，尽管

从形式上也是10人、圆形、运球，但

是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球无交替、人不

移动。这10人中撤出任何1个或多个，

练习依然可以持续，不会影响到练习

效果，因此，这种情况下的分组练习

就不具有真合作，难以体现出“合

作”的特性。体育课堂教学要培养学

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就需要多

安排具有真正合作意义的练习方式。

3.评探究学习关键看是否有“真

探究”

体育课堂上选用的探究学习方

式，从操作过程和结果上来看，是否

是真正的探究学习，最根本的是要把

握探究的真实性，那些不值得探究的

假问题，那些难以探究的真问题，从

难易度上不适宜于使用探究学习方

式，如何在课堂上出现这样探究，其

探究的实效性难以体现；那些不理解

探究的低年级，那些不便于探究的新

教材，假如在体育课堂上选择了探究

学习方式，也难以有明确效果；那些

只重形式忽略内容的探究，那些有头

无尾的探究，也很难看到探究的价值

所在。以上多种情况的探究学习方式

假如被引入课堂，由于难以达到理想

的探究学习效果，因此，在某种意义

上都可以归结为虚假探究。体育课堂

上的“真探究”所具有的特点可以大

致归结为：一是探究的内容多元，要

么探究答案，要么归纳问题，探究不

仅是对现有问题寻找答案，也可以从

现象中发觉问题。二是探究的形式多

样，可以是一人探究，两人探究，甚

至是多人一起的小组探究，参与探究

的人数多少，与探究内容的难易度相

匹配。三是探究的过程合理，安排的

探究时间要充足，指导探究的时机要

把握，调控探究的过程要随机。四是

探究的结果明显，真正意义上的探究

一定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也

能够表现出学生的参与度高，探究活

动积极，无论是探究答案还是归纳问

题都能够看到实效。除此之外，属于

“真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师对学生

探究结果的评析也需要及时跟进，即

整个探究过程是完整的。

四、结束语

学习方式在体育教学上的选用力

求达到理想的效果，需要引起高度的

重视，关键是要避免学习方式使用过

程中的形式化虚假现象。看评体育课

时，要想在学习方式上评出水平与技

巧，就要能够区分何为真假自主、合

作、探究等学习方式，否则，评课就

难以把握核心与关键，也很有可能停

留在流于形式的泛泛地评，甚至还有

可能出现评错现象。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100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