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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我国《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

版）》颁布并实施，将“核心素养”首次引入课程标准，提出体育

与健康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为

有效促进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深入推进、以及学生体育与

健康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中小学体育课程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仍

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改革与探索。

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T e a c h i n g  G a m e s  f o r

Understanding）由英国拉夫堡大学的Bunker和Thorpe在20世纪

80年代初期提出，它以学生在球类学习中的认知活动为主线，将

理解球类运动项目的特性和培养战术意识作为教学重点，提高学

生在球类运动比赛中技战术运用水平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球类

运动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众多国家、地区的学校

体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党林秀等，2020）。

目前，国外关于中小学体育教学应用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促

进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提高、运动技能发展、战术意识和复

杂性思维培养、情感态度及社会行为等发展等研究，已取得较为

丰富的成果。本研究以国外中小学体育教学应用理解式球类教学

模式相关实证研究的主要成果为对象，从培养学生体育学科核心

素养的角度考察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为我国小学球类课程教学

改革提供有益参考，对落实与推进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与健康课

程改革具有一定价值。

1  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的基本概述

1982年，英国拉夫堡大学的Bunker和Thorpe针对球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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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存在种种弊端的传统“技术教学法”（Technique-led

Approaches）提出了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认为球类运动教学

应该尝试教授游戏或者比赛的基本原理，使学生真正理解每种球

类游戏的基本结构和战术、以及必要的比赛技能。这种模式还

强调要针对各个年级开发和设计相适应的球类游戏，而不是使用

适用于成人的正式比赛。同时，Bunker 和 Thorpe（1982）提

出了球类游戏分类的概念，通过识别相似类别游戏之间的共同属

性来帮助学生理解各个球类游戏的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Almond

（1986）提出将球类运动分为对抗类运动、隔网类运动、棒垒球类

运动、目标类运动。经过近40年的发展，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不

断完善，对世界各地的学校球类运动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

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已加入到北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英国的课程计划中，成为球类运动的主流教学模式之一。

根据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的关键特征，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将

构建主义学习理论作为解释其有效教学过程的理论基础。建构主

义理论认为（陈琦等，2009）：（1）学习是学生以自身方式对知识

进行自主建构，而非被动地接受教师教授的知识或技能；（2）学

生可以从以前的知识中进行新的学习，试着理解并且与教师交流

沟通，而不仅仅是回忆记忆的事实或执行静态技能；（3）学习是

以学生本人为主体，在游戏情境中不断积累经验并且主动学习、

探究学习、发现学习。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以游戏和比赛作为组

织教学单元的中心，其教学流程包括如图所示的六个阶段

（Bunker &  Thorpe，1982）：①项目导入，②比赛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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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战术意识培养，④瞬时决断能力训练，⑤技能执行，⑥运动表

现（如图所示）。

2  国外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相关研究现状

2.1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对学生运动能力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体能、

运动认知与技战术运用、比赛表现。首先，在体能方面，研究显

示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PA）水平（Harvey et al.2016）。理解式球类教学模

式能够有效促进学生体能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理解式球类教

学模式中的游戏设置可能促使学生的运动机会大大增加，在激烈

的比赛环境之下，能够产生更多的全身空间移动和大负荷的身体

肌肉运动。其次，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运动认知、技

战术运用方面具有正向影响。学生需要通过制定和运用自己的想

法来解决游戏问题，因此，在技能执行、决策、游戏理解等方面

的能力会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同时，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为学

生创造了合作学习的环境。在团队合作过程中，学生有机会听取

其他人的想法与观点并重新思考自己的行动，在学习过程成为积

极的参与者。

2.2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对学生健康行为的影响

研究表明，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可能对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

产生积极作用，进而影响其健康行为。在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

教学过程中，当教师强调了战术策略和游戏过程的反思，学生

会对获得下一阶段的知识产生自主学习动机（Koekoek et al.

2015）。自我决定理论（SDT）表明（Deci et al.2000），

当学生的内在需求，如能力、自主性和关联性得到满足时，他们

会变得自主动机，从而激发高质量的动机。而学生在理解式球类

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所受到对手、比赛的刺激以及同伴、教师的

激励会促使他们的游戏表现力增加。比如，Bracco（2019）对6名

约14岁的女学生进行为期2周共6次课的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干

预，发现以游戏形式的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是令人愉快的，这种

方式可以让学生有机会获得未来参与体育活动的信心，增强体育

锻炼意识。

2.3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对学生体育品德的影响

研究认为，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能有效促进儿童体育品德素

养的发展（Mandigo et al.2018），具体体现在以小组为单位的

游戏设定促使学生与队友团结合作，规则设定促使学生积极进取、

遵守规则、自尊自信，进而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比如，有研究通过对55名约15岁的学生采用交叉设计实验

进行为期16 次课排球项目的教学，使用西班牙版的运动心理量

表测量结果表明，学生在通过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的干预下与队

友合作意识、对规则的遵守意识以及责任感意识有了极大地提升

（Gil-Arias et al.2017）。

3  启示

在基于核心素养背景的课程改革目标下，我国中小学体育课

球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尚有待更多、更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国

外中小学体育教学应用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相关研究成果的探讨

分析可见，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在提升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

平、体能、运动技战术运用、促进情感态度及社会行为发展方

面具有积极作用，与我国提出的促进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

为、体育品德的培养的理念与要求一致。相比国外，我国关于

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应用于学校体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尚不

足，仍有待更多的研究，对落实与推进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与

健康课程改革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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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解式球类教学模式的教学流程(Bunker，Thorpe，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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