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2)2020,1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PBL教学模式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中的实验设
计研究

李冬颖

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PBL教学探索最早源于医学课程的研究,随后逐渐在各学科中开始运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这
门高校体育专业基础是为了指导学生进行毕业论文设计以及体育科学研究学习而设置的。课程内容里有

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环节,尤其是论文选题环节。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希望通过应用PBL教学模

式,运用其特有的问题教学模式吸引学生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学习,用问题来解决选题、实验设计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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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作为一门教授学生如何进

行体育科学研究的课程,更加注重学生的“提问”、
“剖析问题”的能力,在学会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

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能力,这与PBL教学模式的初

衷不谋而合。相信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中运

用PBL教学方法将会改变学生对于理论课程学习

的认识,改变以往《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抽象、难理解

的刻板教学印象,在“问题”的学习中掌握课程的

精髓。

1.1 研究对象:PBL教学模式在《体育科学

研究方法》课程中的运用
1.2 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准实验法

2.1 PBL教学模式设计理念及框架
PBL教学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离不开以下四个

要素:情境问题设计、学生自主学习思辨、小组团队

合作讨论分析、教师与学生的反思与评价。整个教

学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由一个优选出来的情境问题

开始,能引导学生向着以教学内容为铺垫的整个导

向开始学习。学生在问题的启发下,开始围绕着问

题的相关知识点开始学习思考、收集材料、整理思

路。随后进行分组学习讨论,把大家学习后的观点、
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进行头脑风暴,教师在小组讨

论中不断的抛出新的问题,师生共同讨论。最后一

个环节是评价环节,教师对学生们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给予肯定和鼓励,整个内容的学习既有教师评价

的环节、也有学生自评、互评的环节,运用过程性的

评价。
2.1.1 设计理念

(1)情境问题为开端,分解分析问题为过程

问题是整个PBL教学模式的核心,是体育科研

方法关于选题学习的起始点。问题的设置必须与学

生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这样才能充分的调动起学

生渴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情境问题呈现

的方式多样化,教师可以从影像化的资料(比赛视

频、训练视频),文字资料(赛事报道、新闻报道)或者

图片资料甚至是去到学生训练场地等呈现相关问题

情境。在情境问题的提出阶段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引

导,向学生提出问题后分析问题,从资料中抓住矛盾

点,围绕教学内容的学习和分析就开始向学生为主

导倾斜。
(2)以学生为中心搭建学习小组,团队合作

设定学习小组为的是让学生们解决学习过程中

存在的疑难问题或者有争论的问题。这时候的学习

小组有两种方式,根据大家讨论的内容的不同,一种

是组建相同观点的小组讨论,随后正反双方辩论探

讨,另外一种是以固定小组的模式,每次团队讨论都

是固定人员,在讨论中进行角色的划分,展示观点,
相互学习,在讨论中巩固知识点的学习。

(3)团队解决方案结果展示

相同的问题,在不同小组的讨论下给出的解决

方案不同。由于我们的分组有时候是固定分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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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对不同的解决方案就需要进行团队展示来集思广

益。在经后很多工作情景中,大家都需要有方案展

示或者个人发言的环节,那么在团队解决方案展示

的环节可以让学生提前感受下在众人面前对自己的

研究成果进行分享的过程,提升了学生的个人表达

能力,也是对团队合作成果的一种肯定。
在小组的讨论过程中,教师也需要根据学生的

讨论进程提出新的问题情境,对讨论的主题方向有

一个归拢,将讨论偏离的小组拉回到主题内容的探

讨,最终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和答案。
(4)评价与反思

在问题讨论结束后,评价和反思是必不可少的

环节。这个环节不是教师用来判断谁对谁错,而是

与学生进行过程性的评价,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讨

论中理性的分析出个人、小组中的成果的合理性和

可靠性,同时也在分析的过程中指出需要改进的地

方、问题解决方法的不断完善的方向,突破自身的局

限性。
2.1.2 运行框架

2.2 PBL教学模式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课程的设计流程

2.2.1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分析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是体育类各专业的一门

专业理论必修课。其目的是使学生了解体育科学研

究工作的基本理论知识,初步掌握选题的原则与方

法、研究计划的制定方法、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方法、
资料的分析方法、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提高学生的

科学素养和培养学生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技

能。教学重点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方法、研究计划

的制定方法。课程的教学目标为:(1)通过整本教材

的教学内容的学习,初步掌握体育科学研究的理论

知识和研究方法;(2)培养学生的基础科研能力及科

学研究素养;(3)培养学生对科学问题的提出和科研

的兴趣,提高学生面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
(4)为完成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及论文答辩做好准备。

我们这次实验研究采用的是黄汉升主编的《体
育科学研究方法》,整本书一共有十章内容,我们把

这十个章节一共划分成为了四个部分。其中第一

章、第二章、第三章是体育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部

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体育科学研究

方法部分;第八章、第九章是体育科学研究的实践教

学部分;第十章是体育科学研究素养的培养环节。
教材的第一板块是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重点介绍

了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核心的部分是第二章和第

三章,第二章介绍了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选题,也是

我们可以与进行PBL模式最为接轨的一个章节,很
多内容都与问题有关;第三章内容介绍了关于假设

也是我们进行实验教学的重点章节,告诉学生如何

提问,完成问题的提出与分析。
2.2.2 PBL教学模式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

的流程设计

在实施PBL教学模式过程中我们分为四个环

节,第一个环节是知识点的启发。这个环节主要是

由教师介绍知识点的一些背景、发展情况,随后开始

为相关问题的抛出做铺垫。第二个环节就是情境问

题的讨论和分析环节,学生围绕情境问题开始分析

和探索背后的知识内容,再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对问

题和背后引申出的教学内容进行探讨。第三个环节

到了问题解决方案的展示环节,学生以小组的方式

进行本组答案的解决方案的陈述,在此环节教师进

行一定的点评和学生提问。第四个环节是教师在课

程结尾部分的评价和课下的反思环节,对PBL教学

模式在运用过程中所面临到的问题与学生进行讨论

和修正。

2.3 PBL教学模式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课程中的实验应用方案

2.3.1 实验方案

(1)实验目的: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中

进行PBL教学模式的尝试,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教师

自身的感受来看PBL模式是否可以提升《体育科学

研究方法》的教学、学生对体育科研理论知识学习的

兴趣,能否提升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完成论

文撰写的能力以及学习过程中学生团队合作意识、
能力能否提高。在整个实验实践中,发现运用PBL
教学模式的不足,为下一阶段的教学实验研究提出

改进和完善的策略。
(2)实验对象:选择了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

2018级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校园足球、专升本专业

的学生为实验应用研究对象。根据学生的上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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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自然将选课的180名学生分成2个班,每个班

90人,其中1班为实验班,2班为对照班。两个班里

均有各专业的学生。
(3)实验方法:对《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和PBL

教学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后,将课本的部分

章节结合PBL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实验,采用准实验

中的不相等控制组前后测实验设计。在实验过程

中,保证两组学习内容、学习起点、使用教材、教学周

时均一致,尽量消除无关变量的影响。两个组均由

同一位教师任教,实验组进行PBL教学,对照组使

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实验组、对照组在课程进行过

程中都有过程性的评价,教学结束后对比两班的测

验成绩,对实验班进行针对性的问卷调查与访谈。
2.3.2 案例应用

(1)案例说明:我们把《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第二

章“体育科学研究选题”第四节“课题的来源”进行了

教学设计,将PBL教学模式应用于课堂教学中。我

们将体育科研的选题进行了逐层分解,在循序渐进

的学习过程中通过问题的引导学生了解体育科研选

题的来源,学生们在小组讨论中,能够逐渐掌握到最

适合他们、最容易的课题来源于体育运动实践和他

们的兴趣爱好,力求通过PBL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从

身边就能把毕业论文的选题初步筛选出来,提升学

生对体育科研的兴趣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案例内容:
A.教材内容:“课题的来源”主要介绍了体育研

究的问题来源于哪些方面,通过科研的途径获得新

发现、新观点。大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最难迈

出的第一步就是选题,选题成功了论文就成功了

一半。
B.教学目标:掌握体育科学研究选题的方法,初

步具备体育科学研究选题的基本能力。
C.教学过程:情景导入,以提问的方式“大家在

自己平时上课或者训练中都碰见过什么样的难题引

起过自身的关注”,比如说:训练中,教练的训练量是

如何安排的? 我的某个技术动作出现了什么问题导

致我的发球老是下网? 由此导入体育科学研究课题

的来源,进一步引导学生提出自己发现的问题。
活动1:教师以一堂网球训练课为引导,提出自

己在训练课中寻找到的问题,随后将学生进行分组

讨论,每位成员讲述自己在网球课堂中围绕自己发

现了什么问题,小组讨论后将每组最有代表性的选

题进行讲述,教师对选题进行点评,随后针对学生提

出的选题及逆行问题的反问引出课题来源的内容。
活动2:体育科研的选题来源于多个方面,学生

在活动1中已经实践了来源于身边体育活动的选题

讨论,活动2中教师引导学生再进行选题的提出,随
后根据学生的选题,教师进行分类,引导学生对课题

的来源进行分类。
活动3:学生在最后一个活动中,以小组活动为

单位,根据教师的小组内的组员提出的问题进行解

读分类,教师对有疑问的小组进行现场解答,在解答

的同时,继续引导学生对课题来源的认识,看是否能

继续提出不同的课题来源分类。
总结,在完成3个活动后,教师与学生共同总结

课题的来源分类,带领学生课题的选择不是局限于

体育教学,而可以来源于各方面,只要对身边的小事

多留意、多提问,本科论文选题的难题不再是挡在学

生面前的拦路虎。

3 结束语
论文选题一直是大家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的比较

头疼的部分。通过PBL教学模式,我们把问题层层

深入,让基础水平不同、解决问题能力不同的学生进

行小组讨论,既然学生相互影响提升解决问题的主

动性,又培养了学生的合作能力;同组学生对问题的

探讨以利于对不同选题、不同观点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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