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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科的高阶思维应是体现在以身体运动为基础，以提高

运动能力为目的，在一定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具有问题求解、决

策制定、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足球运动是在思维

活动参与下的身体运动，其高阶思维特征在兼具体育学科高阶思

维特征共性的基础上，还具有其特殊的表现。

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培养学生的足球意识是指在思维层面上

对体育运动的认知。足球比赛要求运动员时刻在动态的比赛中具

有分析比赛形势，评价攻防策略，创造得分时机等能力。运动

员所处的复杂的瞬息万变的比赛环境是对体能、技术、思维全方

位综合的考验。足球运动员在场上从开始的观察，接着到选择如

何跑位接应，再到接应之后的选择，对场上比赛做出的分析、决

策就符合高阶思维。

1  足球训练中注重高接思维的渗透

在身体灵敏性训练中，我大多采用跳绳梯的训练办法。最

初，学生按照我示范的几个动作像高抬腿跳、快速抬腿跳、开合

跳、侧身跳等几个动作进行练习，在学生掌握熟练之后，开始让

学生自己思考，尝试编出一些不同于老师示范的练习动作。有些

学生碍于面子，不敢大胆展示，为了激发学生的胆量和发掘他们

的才智，我都把身上的糖、饮料等摆出来，作为对展示学生的奖

励，也会让学生把问题带回家里思考并尝试。学生通过小时候玩

过的游戏，结合自己的想象，编制出了许多不同的动作，不仅如

此，很长一段时间学生还不断地变出花样来向我展示，充分发挥

了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学生还喜欢练习，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

学生身体的灵敏性性明显改善，突出了体育学科高阶思维的问题

求解主题。

2  通过多种练习方法解决高阶思维的决策制定问题

针对高阶思维设计的问题应是开放的、引起多种解决途径的

问题，而不是封闭的或选择式的问题。例如，在训练足球初学者

运球时总是跟学生提醒“抬起头运球”，实际效果却是学生很快又

开始低头运球。如何让学生去思考“队员在哪里”、“场上的形势

如何变化”，这样能促使学生集中精力观察场上情况，否则他们没

有办法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选择

性或判断性的，通过这些问题，让学生从一个机械的动作“抬起

头”，变成了主动的思考和专注的学习方式，挖掘了学生的潜能。

3  通过开发技术的联合动作，提升学生的技术能力

在比赛与练习中教师不能直接和学生说这个动作该如何运

用，而是可以询问说“你在比赛中遇到多个防守队员该如何完成

动作？”或者“你如何面对多名防守队员？”这些开放式、没有

现成答案的、具有穿透力的问题是辅导和培养学生的最好方式，

可以促进学生思考和提升他们运用技术的能力。而那些封闭式的

问题，要求绝对标准的答案，是与否的答案，学生不会对细节进

一步探索，让学生缺少了思考。

在单个技术练习中，学生通过长时间不间断的练习，能较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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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认知能力。它在教学目标分类中表现为分析、综合、评价和创
造。高阶思维能力主要由“问题解决、决策、批判、创造”四大能力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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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掌握单一的的拉球、拨球、扣球等等，老师在引导学生决策并

做出判断的同时，可以结合比赛场上的情景，让学生在单一动作

的基础上，把动作加以整合，让学生思考一套联合动作，这样，学

生们就开始动起脑筋，有学生把拉球、假动作、快速拨球等整合

一起，有学生把扣球、拉推球、踩单车组合一起，学生们每天根

据比赛场景，开发出多种多样的联合动作加以练习，不仅提高了

脚下技术水平，也很大幅度提升了学生在场上的心里承受力。

4  注重学生在体育品德方面的培养

思维的发展是隐性的，在体育品德方面，让学生积极参与

互助与合作，观察、欣赏、判断、评价个人和集体的运动行为，尊

重集体活动中的规则及扮演其中的不同角色。在运动行为方面，

判断身体的极限，预防和控制危险、伤害的发生，形成终身体育

的意识。训练结束后，老师把学生们集合在一起，让学生回顾在

场上是如何受到伤害的，伤害后自己的想法，以及如何避免等情

况进行总结，并从对手的角度剖析自己，做出自己的回答。老师

要合理正确的引导，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让学生在真实

环境下做出自己的选择：尊重对手，尊重同伴，尊重裁判，尊重

教练，在运动场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提高学生们的在体育品德

方面的修养，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专注于比赛上，用良好的心态对

待比赛，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5  提高规则的认知程度，为比赛服务

了解足球规则，把握比赛的节奏，提高球队的整体进攻和

防守能力。规则的了解通常老师采取讲解示范的方法，在这个基

础上，为了提高学生的认识，老师可以采用手旗的方法进行练习。

首先让学生了解规则和旗式的含义，吹哨举旗，学生带球观察，

指向远端，表示最远处进攻队的队员越位，学生快速跑到远端的

边线后回到中间继续控球。指向中间，学生按要求做前滚翻、立

卧撑、高抬腿等练习（在训练前和学生交代清楚）。指向近端，学

生快速运球到近端边线再返回中间，加深学生对越位的认识。通

过不断地练习，学生对规则有了清晰地认识，在比赛中偶尔可以

有效地进行造越位战术，快攻战术等，并且对足球技战术的认识

不断提高，符合体育学科高阶思维中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

能力。

总之，教师要在足球场上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的意识和能力，

通过在真实的比赛情境，将技战术学习与技战术运用紧密结合起

来，运用高阶思维促进学生在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逐渐

获得，为学生终身体育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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