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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提高大学生体育素养的理论研究 

张旭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部  陕西咸阳  712100） 

摘要：通过对建构主义、体育素养等概念的梳理和分析，提出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提高大学生体育素养的理论可能性，为进行下
一步的实证研究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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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建构主义教学观是通过对知识的构建和教师的教学设计来

让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在当前的教学过程中体现出
愈发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体育素养成为学校体育研究的重点，
包括体育意识、体育品格、体育技能、体质健康、体育习惯等，
成为学生身心健康的评价标准。本研究期望通过建构主义教学
模式对大学生体育素养的培养进行理论分析，为实证研究打好
基础，最终能够达到创新教学模式、开发教学资源、完善教学
设计、充实教学方法的目的。 

2 概念解析 
2.1 建构主义 
2.1.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和学习的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

动性，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经验生成意义、建构
理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常常是在社会文化互动中完成的。建
构主义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它具有迥异于传统的学习
理论和教学思想，对教学设计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从“学习的含义”（即关于“什么是学习”）
与“学习的方法”（即关于“如何进行学习”）这两个方面进行
说明。 

学习的含义：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
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
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
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由于学习是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
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
建构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
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 

学习的方法：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
心的学习，也就是说，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
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
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
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 

2.1.2 建构主义教学模式 
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相适应的教学

模式为：“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
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
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
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在
这种模式中，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教学过程
的组织者、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教材所提供
的知识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
媒体也不再是帮助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
情境、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即作为学生主动学习、协作
式探索的认知工具。显然，在这种场合，教师、学生、教材和
媒体等四要素与传统教学相比，各自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彼此
之间有完全不同的关系。但是这些作用与关系也是非常清楚、
非常明确的，因而成为教学活动进程的另外一种稳定结构形式，
即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教学模式。 

2.2 体育素养 
2016 年 5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强化学校

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全面提高
学生的体育素养，作为未来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
标志着体育素养由学术概念转向实践操作的序幕正式拉开。 

1993 年，英国学者 whitehead 在国际女性体育教育与运动大
会上正式提出体育素养 physical-literacy,其研究认为，“体育素养
是个体在贯穿一生中保持适当水平的身体活动的动机、信心、
身体能力、理解力和知识 ”。与此同时，加拿大学者 mandigo
认为体育素养是 “个体具有参与利于促进个人发展的不同身体
活动的运动能力 ”；美国学者则解释为 “追求健康积极生活的
能力、信心和欲望 ”。尽管国外不同研究者对体育素养的界定
有所不同，但这些研究基本上以 whitehead 此前的研究为基础。
因此，对体育素养概念的研究，whitehead 是许多后续研究参考
的重要依据，体育素养按照构成维度可分为：身体域、行为域、
情感域和认知域。 

在我国，体育素养这一概念最早由赖天德教授提出，体育
素养是指“体育的文化水平 ”。体育素养的概念在我国并不统
一，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愈加成熟。李英心认为体育素养主要包
含体育意识、身体基本活动能力、体育锻炼、身体娱乐与欣赏
体育比赛的能力等 ”。余智则认为，“体育素养是在先天遗传素
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环境与体育教育的影响产生的，包括体
质水平、体育知识、体育意识、体育行为、体育技能、体育个
性、体育品德等方面要素的综合体育素质与修养 ”。杨献南和
鹿志海认为，“体育素养是指个体以先天传素养为基础，通过家
庭、学校体育教育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
身体文化和精神文化内在追求的综合性文化塑造 ”。 

3 总结 
在多样化和现代化的教学理念和教育环境中，体育素养的

提高成为体育教学目标和体育课程改革效果的重要性指标，而
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完全有可能促进和完成这一指标。建构主义教
学模式和学生体育素养的提高可能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这就需要
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教师要成为学生建构意
义的帮助者，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从以下几个面发挥指导作
用：（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学习动机；（2）通
过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境和提示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
索，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3）为了使意义建构更
有效，教师应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协作学习（开展讨论与交流）。
学生要成为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从以下
几个方面发挥主体作用：（1）要用探索法、发现法去建构知识的
意义；（2）在建构意义过程中要求学生主动去搜集并分析有关的
信息和资料，对所学习的问题要提出各种假设并努力加以验证；
（3）要把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尽量和自己已经知道的事物
相联系，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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