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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与“外显” 集结体育课中“合伙人” 

——以人教版水平二合作跳短绳为例 

黄绢 
（南京市光华东街小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本研究探讨了在集结体育课中内化与外显的概念，并通过合伙人制度的引入进行了实践。通过实地观察和数据分析，发现合

伙人制度促进了学生在运动中的内化学习和外显表现，提高了集结体育课的参与度和效果。研究结果揭示了合伙人制度在集结体育课

程中的重要作用，为体育教学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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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背景： 

小学体育跳绳教学过程中，踌躇于学生跳绳摇臂、跳跃不一

致，手、脚、眼的协调不统一，因为跳绳练习比较单调、枯燥乏

味，学生普遍出现学练的积极性不高，将寻找体育课中“合伙人”

情境融合到本节课学练中，结合合作跳绳课学练，激活学生学练

欲望呢？笔者在一节三年级体育课上进行了尝试。 

二、案例描述： 

（一）游戏竞赛切入 

师：同学们，挑战无处不在！“换位跳比快”你们有信心挑

战成功吗！请能完成单人双手拉绳，双脚踩绳跳的挑战成功的学

生率先集结“合伙人”，拭目以待大家通过本课壮大自己的“合

伙人”队伍。 

生：（异口同声）有！根据教师提示完成挑战。 

【设计意图】通过游戏竞赛，锻炼学生控绳能力；为主教材

两人及多人合作跳做铺垫。 

（二）引入主题 

师：看老师和组长的示范！一人踩绳一人带着跳的两人合作

跳短绳，请同学试试。 

生：一人踩绳一人带着跳积极练习。 

【设计意图】教师展示双人合作跳绳动作，给学生初步建立

合作跳绳动作印象，通过 2 人的练习，提升同伴间配合力，并提

高绳子的使用率引导学生一人踩绳跳完成跟跳，保障是两人交换

带人跳连贯性，双人的合作跳绳激发学生的学练兴趣，并为之后

学习作好铺垫。 

师：同学们，边学口令：“1-2 跳跳”边观看老师的示范合

作移动跳绳！ 

生：“1-2 跳跳”! 

师：请大家仔细观察示范同学跳绳动作，找到成合作移动跳

绳 

的技巧，对比自己动作完成两人移动带绳一起跳。为集结更

多的“合伙人”做准备。 

【设计意图】通过观看教师示范让学生知道完整动作；了解

两人合作踩绳错位跳练习巩固跳的节奏；体验从踩绳跳到一人带

绳一人踩绳跳，难度递增，强化练习效果，培养学生合作意识。 

师：：“1-2 跳跳”!两人合作成功可以增加新合作伙伴。 

师：下面我们来挑战行进间合作跳，完成合作跳绳时节奏一

致的要求。你可以有多少为“合伙人”？ 

生：3 人！4 人！6 人！ 

【设计意图】利用集结更多“合伙人”情境，引导学生进间

合作跳练习，通过挑战直观引导学生在沉浸式学习合作跳绳中并

能寻找解决节奏一致方法，为之解决本课教学难度打下基础。 

师：请同学们分组 pk，提醒大家：根据双人合作完成度选

择 3 人甚至多人的组合，计时 2 分钟，看哪一个小组完成行进间

带人的个数多，才会获胜。 

生：欢呼参加！ 

【设计意图】增加“合伙人”为游戏挑战难度，学生 pk 比

赛的形式进行活动不仅有利于学生对合作跳绳动作要距离适当、

节奏一致概念的认知，也能帮助他们在运动中以赛促练的同时激

发学生竞赛意识和运动兴趣，在轻松欢乐的环境中实现有效的学

习。 

三、案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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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是在学生学习了单人跳绳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即便

如此，跳绳是基本体操单元一直是教学中难啃的骨头，学生完成

度不一致，教师难教。 

看合作跳绳一课的重难点我们不难发现，本课共有两

“难”。第一“难”，学生们对于多次合作跳绳“失败”不接受

而造成心理上的难。学生在学练中因缺少挑战而没有提高合作跳

绳技能的动力。第二“难”，节奏不一致的难。学生虽然都有一

定跳绳的基础，但是大部分学生的跳绳动作的幅度、力量的控制

等都不一致，因此对于初次的合作跳绳动作的完成度是很低的。 

本节课的教学中，教师充分利用学生的学练基础，从大单元

结构化教学视角下设计本课，改变传统枯燥地教单一的跳绳动作

技术，结合单一的跳绳动作技术进行迁移拓展相匹配的合作跳绳

学练内容，让学生在技能掌握与运用中不断进行“内化”和“外

显”，让知识与技能之间形成多维碰撞。在解决真实情境中的合

作跳绳问题时，学生能根据核心问题找到问题根源、找准思考视

角、运用所学技能解决合作跳绳要距离适当、节奏一致的难点，

从而更好的推进学生会跳绳能跳得很多更能参与多元的跳绳竞

赛。 

（一）基于学情 有机整合 

体育教育教学中应将所学的体育健康知识和技能与之后学

习的知识与技能，以及实际运用有机整合。使前面的知识与技能

学习之后的学习奠定基础，之后的学习有意识地运用前面已学的

内容，使前后学习之间有机联系、融会贯通。 

本节课中整合开始部分的游戏竞赛，引入巩固单人踩绳跳动

作，既能锻炼学生控绳能力，又能为学生在两人交换跳竞赛做铺

垫，从而能更好的为学生建立合作跳绳的意识。在开始部分中切

入游戏竞赛后，竞赛中设置两人交换位置跳比快的竞赛要求，从

单人踩绳跳动作到两人踩绳跳动作行进间互换位置，让学生能更

好地利用原有的跳绳技能和知识进行内化。依据学生的实际适度

整合教学内容，能让学生对跳绳更有关注力。 

(二)聚焦难点 有效突破 

著名教育学家布鲁姆在评价碎片化教学时指出“在学习特定

主题或技能之前，没能在一个更大的基础性框架背景下认清这些

主题或技能的情境，这样的教学是不经济的。”这对笔者的跳绳

教学很有启发的。在学习合作跳绳的过程中，开展以认知跳绳原

理和方法为基础的结构化教学，本课教师将合作跳绳动作进行分

解。第一环节主讲双人合作跳绳动作，给学生初步建立合作跳绳

动作印象，通过 2 人的练习，提升同伴间配合力，并提高绳子的

使用率引导学生一人踩绳跳完成跟跳，保障是两人交换带人跳连

贯性，双人的合作跳绳激发学生的学练兴趣，并为之后学习作好

铺垫。第二环节主讲两人合作踩绳错位跳，先借助练习巩固跳的

节奏，再在利用体验从踩绳跳到一人带绳一人踩绳跳过程，然后

难度递增为多人完成，强化练习效果，最后使学生懂得合作跳绳

中距离适当，以及节奏一直的基本方法等。这样两步走，既分散

了教学难点，又让学生将合作跳绳中各技术环节练习置于认识合

作跳绳的价值、原理与方法的背景之后，进而自觉、主动进行合

作跳绳学练，提高学生跳绳的实践运用能力。只有聚焦难点进行

有效的突破，才能让学生的学习更有生长力。 

（三）依托情境 有效构建 

从教学的角度讲“所谓知识的情境化，就是指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有意识地引入或创设一定的情境，把知识转化为与知识产生

或具体运用的情境具有结构相似的组织形式，让学生参与、体验

类似知识产生或运用过程的情境，从而直观地、快乐地、富有意

义地理解知识乃至创造知识。把知识还原到情境中，会使学习者

直观地感受到知识的原始形式，增强感受力，也同时增强理解力，

甚至还会增强创造力。” 

合作跳绳的起始教学虽然难，但学生并不是没有任何基础

的。首先，教师依托“合伙人”情境除了巩固跳绳动作要求，还

引导学生利于将“合伙人”比赛的要求与自我跳绳技能建构的知

识有机结合，最后，教师没有要求每一位学生完成 6 人组的合作

跳绳，而是让学生根据自己完成度集结“2 人、3 人、4 人....”不

同人数的“合伙人”。形成具有个性化的学习经验，提高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运动能力，以及调动学生的参与度。 

总之，本节课从学生角度出发，从外在知识学习与学生发现

并建构的知识有机整合，创新具有个性化的教学设计，让学生解

决实际运动技能问题的实践运动能力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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