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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s run through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an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have a multiplier effect on teaching 
quality. Scholars such as Jin Qinchang, Wu Zhichao, and Mao Zhenming have provided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s", but the core is centered around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teaching methods used in the basketball elective class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for one 
semester, including language method, complete method and decomposition method, game method and competition 
method, hierarchical teaching method, and self-learning method, in order to explore suitable teaching methods for 
basketball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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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教学方法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对体育教学质量有着重要影响，适当的教学方法对教学质量有着
事半功倍的效果。金钦昌、吴志超、毛振明等多位学者对“体育教学方法”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但核心都是围
绕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而展开的。文章通过对湖南农业大学篮球专选班进行一学期的见习，对教学过过程中使
用频率最高的教学方法语言法、完整法与分解法、游戏法与竞赛法、分层教学法、自学法进行了总结，以探索
适合篮球课堂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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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教学方法是体育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

因素，对体育教学质量有着重要影响，行之有效的教

学方法会使得一节课的教学质量有着事半功倍的效

果。实践中教学方法的使用，要以人的发展需求为出

发点，重视学生在教学过程的的主题地位，突出教学

方法的作用。对教学方法的定义，不同时期的学者有

不同的定义，在80年代，学者金钦昌在《学校体育理

论》一书中称体育教学方法是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

法的总称[1]。90年代，学者吴志超在《现代教学论与

体育教学》中指出，体育教学方法是实现体育教学任

务或目标的方式、途径、手段的总称[2]。毛振明教授

认为其包括“教法”和“学法”两个方面[3]。各位专

家学者对体育教学方法表述不同，但总体方向是一致

的，不同教学方法最终的目的是要促进学生学习。随

着科技进步、教学理论、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发展，体

育教学方法的呈现也越发活跃，根据见习课程，将选

取语言法、完整法与分解法、游戏与竞赛法、分层教

学法进行讨论和自学法与君探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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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语言法

语言法是指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运用语言讲解的

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学习。语言沟通是一种个人能

力，要求个人表达和理解要统一。每个人都会表达，

但是表达能力的强弱不尽相同，带来的教学效果也

各有特色。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个人的准确用词、

逻辑清晰、语义明确都有较高要求。在体育教学过程

中，要严格规范专业用词，避免给学生带来理解上的

偏差。语言法教学是体育教学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教学

方法，适合在教学过程中讲解教学目标、动作要领、

规则要求、问答讨论、练习中的辅导, 分组轮换交

替、技术、战术成绩的评定、各种教法的应用和整体

性的配合、学生的心理、生理活动的调整、课后作业

的布置等，在授课过程中，单单动作示范还不够，还

需要配以适当的语言讲解来实现课程目标。在使用该

方法时，教师不仅需要注意学生的记忆力，还要考虑

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再授课过程中，要求体育教

师声音洪亮、语言精炼、重点突出、能够深入浅出的

将教学内容的核心与精髓传递给学生，讲解时可直接

陈述、分段描述、对比讲解等[5]。比如教篮球“肩上

投篮”这个动作时，在示范动作之前，要将动作要领

分步骤进行讲解。第一，右臂屈肘右手持球，手腕后

翻置于肩膀上方，双腿微屈，右脚靠前，重心落于前

脚掌，两眼注视篮圈或着力点；第二，持球的手型，

五指自然张开呈空心状去托篮球的后下部分；第三，

投篮时，身体随着脚掌的蹬力使得身体向上伸展，用

手部的力量将球投出，同时脚跟要微微抬起，呈离地

状态。通过见习课发现，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动作无

法量化，只能通过讲解描述动作要领，在讲解过程中

不仅要生动形象，精简扼要，同时要注意讲解的时机

与效果，练习时对学生要加以鼓励，并及时指正孤僻

动作。简言之，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平和的语气、精

炼的语言和合适的时机。

1.2 完整法和分解法

完整法是指技术动作或战术配合从开始到结束，

不分部分与段落，完整的讲解、练习某项动作的方

法。完整法适用于讲解动作难度较低或各个动作练习

紧密不宜分解的动作，对于有一定难度思维动作可

以先将动作进行分模块简化练习，再将各模块连贯起

来进行完整练习；使用完整法教学不会破坏动作的完

整结构，有利于学生掌握动作的线路和运动轨迹，不

足之处是学习难度较大，不利于掌握动作中难度较大

的环节。分解法是将一个完整的技术动作或战术配合

过程，合理的划分为几个部分和段落，教师逐个进行

讲解、示范练习的方法，方便于突破教学内容中的重

点和难点，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内容。在运用过

程中，要给学生讲清楚每一个动作和部分之间的内在

联系和上下关系，使动作的展示更加行云流水，在最

后，分解法要与完整法相结合，使学生对动作内容的

掌握更加明了[6]。但是在分解教学中，如果使用不当

会使得动作的整体结构破坏，扭曲各个动作之间的内

在联系，影响学生对该动作的掌握程度。在教学过程

中，通常会把两者结合使用。在技术动作教学过程比

较复杂或完整法不易于学生掌握的技术、战术动作时 

，运用分解法将动作分段教学可降低难度，简化教学

过程，提高学习信心，使学生较快的掌握各部分动作

要领，进而掌握整个动作的要点。但是，分解动作教

学要考虑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不能改变动作的结

构 ，使学生清楚的知道所分解的部分在整体中的定

位。比如在讲解“急停跳投”这一动作时，因其难度

系数较高，为使学生更好的接受，可采用分解法进行

教学，将教学内容分为两部分“运球急停”和“原地

跳投”，将这各个动作的要领学会后，再将两部分结

合起来，运用完整法进行连贯动作练习[7]。

1.3 游戏法与竞赛法

游戏法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个人主

动性和创造性，完成预定任务的方法。比赛法指在比

赛的条件下，组织学生进行练习的方法。借助游戏的

方式可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参与其中的

积极性，提升教学效果。在运用游戏法进行教学时，

内容和组织形式要根据学生水平进行选择，方向要与

教学内容相一致，并对应适当的游戏规则。通过观察

发现，要提升传球动作的准确性，可通过篮球传球接

力或借鉴高尔夫球的规则进行传接球投篮训练，练习

学生的临场反映能力可以通过“抢杯子”游戏来提升

（“抢杯子”游戏：学生面对面站两排，中间放置一

列杯子或篮球做道具，听老师指令，摸头、耳朵等，

听到指令为“抢杯子”时，迅速反映抢夺中间的道

具，抢到的一方为胜利者）。竞赛法是指模拟比赛环

境，组织学生进行练习的方法。运用竞赛法时，在比

赛之前要做好合理的分组，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竞争意

识，同时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要明确组织目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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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重结果，这就要求竞赛中的各项流程要能够辅助完

成教学任务，体现其功能和价值；因为竞赛法有较强

的对抗性和竞争性，要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以及避

免大负荷负重练习和长时间静力性憋气练习。游戏法

和竞赛法的组织，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在教学过程

中穿插使用游戏法和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

识、竞争意识和行为规范意识；有利于丰富课堂教学

内容，用趣味性的手段替代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增

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欢快的氛围中获取知识，提升

整体教学效果[8]。

1.4 分层教学法

分层教学法是指根据授课学生的个人情况，对照

课程教学内容，将学生进行合理的分层，针对不同层

次学生的能力水平，采取对应的授课方法。分层教学

法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因材施教”这一特点，避

免了教学过程中不同水平的学生“一把抓”，让学生

成为主导课程进度的主角，而教师负责引领和辅助，

使得运动能力在不同水平的学生在对应的小组和同

学共同进步，这样，在培养了特长学生的同时，提高

了普通学生的技术水平，增加了学习体育的兴趣，促

进了教学目标的达成；运用分层教学法，还要求教师

有一定的的教学能力、应变能力，且教师在课前对学

生的性格、爱好、运动水平有充分的了解，为教学中

的“分层”工作奠定基础，做好分层教学的组织者
[9][10]。以篮球专项班教学为例，授课时，教师根据学

生身高和个人能力，将180cm以上的学生划分为第一

组，180cm以下的为第二组；第一组180cm以上的学生

在比赛时主要负责打前锋和中锋，要防守、抢篮板、

投篮以及与队友的里外对应，练习内容以传接球后快

速投篮、假动作摆脱、抢篮板等为主要练习内容；第

二组180cm以下的学生在比赛时通常负责打后卫，控

球能力要好，要负责把球从后场安全地带到前场，再

传给其他队友，争取得分机会，练习时，以1对1攻防

练习、3分球投篮为主；两组学生都需要攻防兼备且

拥有很好的随机应变能力。

1.5 自学法

学生自己学习，比如参考网上的视频、和同学进

行探讨或者模仿其他同学进行动作学习等。比如篮

球的学习，原地高运球、体前交叉运球、原地V字运

球、原地滚球运球、行进间V字运球、原地胯下8字

绕球等等，软件上有很多教学视频很系统，或者其他

项目比如体能游戏、韵律操等，只要有心学习，用心

去找资料就可以找到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在见习课

上，课余时间学生在班长的带领下进行1对1 传球练

习，过程中监督对方传球时发力的手指和球离手后手

腕的姿势；或者班里对某项动作比较熟练的同学帮带

其他需要进步的同学，将自己对动作要点的理解分享

给同学，再不断练习，提高班级的整体技术水平。

2 总结

新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可以使得体育课堂更有

活力，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收获知识，针

对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师需要从学生的兴趣点着手，

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过程中感受体育带

来的乐趣和收获[11]。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师也需

要不断转变思想，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整体教学水

平。

未来社会是学习化的社会，是人的主体性、创造

性和灵活性充分凸现的社会，个体要生存，也必须要

学会学习。因而，学生怎样有效学习受到了广泛的关

注和重视。基于此，现代教学方法不仅强调教与学的

辩证统一，而且开始从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这一原理出

发，更加强调学生的学习方法，并把它作为创立现代

教学方法完整体系的前提，体育教学亦是如此。随

着体育教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体育教学内容的不断丰

富，人们普遍认识到学生体育学习方法对教学活动过

程的重要意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观点被

当前体育教育界的工作者所推崇，主张把“教”建立

在“学”的基础上，因此，体育教学方法的运用，既

重视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主导作用的发挥，又重

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

挥和体育教学中学生的认知性学习，使其知其然，更

知其所以然，全面提高和培养学生自学、自练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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