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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教学法、Game Sense 体育教学模式、战术游戏模式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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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研习领会教学、Game Sense 体育教学模式及战术游戏模式有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 Game Sense 教学模式、战术游戏

模式是领会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三种教学模式皆以情景学习理论与建构主义为基础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复杂学习理论。

本文通过对这几种教学模式的简要介绍，以期为国内学界同仁进行体育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我国体育课程球类教学的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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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会教学法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体育学家邦克和桑普提出一种新型的球

类教学方式——领会教学法。该方法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比赛为

中心的教学方法，且提倡“游戏分类”的概念，帮助学生辨识游

戏间的共通特性，了解各种游戏比赛的基本结构。学者阿尔蒙德

指出，几乎所有体育课程中教到的游戏都能被归类为下列四种类

型之一：

（1）侵入类运动；

（2）隔网 / 墙类运动；

（3）领地类运动；

（4）目标类运动。

相同分类的游戏有许多共同点，可以教导学生了解其特性，

并将其迁移到同类别的运动中。像跑位、持球技巧、防守、进攻

与战术这些基本概念，便成为各种球类运动的基础，教导学生归

纳这些概念，并将它们应用于相似的运动中。

邦克和桑普（1982）提出了领会教学的六项基本要素，并用

的比赛作为教学组织的核心。

第一步——比赛。介绍游戏，游戏比赛应该是修改过游戏规则、

场地大小等条件的形式，并满足学习者的心理发展水平。

第二步——比赛鉴赏。学生应理解游戏规则，例如边界，得

分等等。

第三步——战术意识。学生必须考虑比赛的战术，例如，创

造进攻或防守空间。通过游戏规则帮助他们更好的比赛，从而提

高他们的战术意识。

第四步——作出适当的决策。学生必须专注于游戏的决策过

程。学生被问到做什么（即，战术意识），以及如何做（即，适

当的反应选择和技能的执行），以帮助他们作出适当的决策。

第五步——技术执行。在这一步中，重点是如何执行特定的

技术动作。知道技术动作并不等同于游戏表现，焦点是是否能将

技术动作内化后正确的表达。技术动作的应是在游戏的情景中进

行考量。

第六步——游戏表现。根据游戏、课程或是教学单元的目标

标准培养出有能力的运动者。

在对领会教学法的理论基础研究方面，英国学者柯克等人认

为，情景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是体育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份。

情景学习理论研究各种身体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学习背景维度之

间的关系。1991 年，拉维和温格首先指出在一定的情景下“新手”

可以通过参与特定的经历或实践，走向“充分参与”，并由此创

建新的关系圈。学习不是接受事实的知识或信息，而是真实的参

与。珀金斯则强调了建构主义的三个原则：积极主动的学习者、

社会的学习者以及创造性的学习者。作为主动的学习者，学生不

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参与到瞬时决策、批判性思维和解决

问题的任务中来。作为社会的学习者，学生通过与同伴的社会交

往来建构知识，通过教师促进学习。作为创造性的学习者，引导

学生自己发现知识，并创造他们自己对知识的理解。个体利用先

前的知识和经验来建构知识。拉维和温格认为在社会文化实践中，

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要求新手更加充分的参与。学生在体育学习中，

处于运动环境之中，即游戏或比赛的情境下十分重要。

领会教学法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各

地的体育专家都在以邦克、桑普以及阿尔蒙德的研究为基础，结

合本国的教学实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例如，桑普教授与澳大利

亚体育委员会合作，一同创建了基于领会教学法的教学模式“Game 

Sense”体育教学模式；美国体育工作者创建的战术游戏模式。

二、Game Sense 体育教学模式

1994 年到 1998 年，索普教授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与澳大

利亚体育委员会合作一道提出的适合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的新模

式——Game Sense 体育教学模式。该模式是指：基于修改后的比赛，

运用提问的方式，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一种体育教学模式。它力图

使学习者能够将脑海中的计划与比赛情景相匹配，从而执行预先

的方案，使学习者在“行动中领会”运动，旨在通过比赛的情景

培养“会思考的运动者”。该模式要求在比赛的情境中进行学习，

强调在运动情景中进行技、战术的学习并培养学生的比赛智商。

该模式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 在比赛的情境中知道做什么（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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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道怎么做（运动知识）；

3. 正确运用技术的能力（运动能力）。

随之，Game Sense 体育教学模式在理论基础上也有进一步的

发展，戴维斯（Davis）等人提出了复杂学习理论。这一学习理论

有三个核心思想：

（1）学习是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

（2）学习是一种社会过程。

（3）知识是一种对外部现实的内在表现，将学习视为一种理

解的过程。该理论强调学习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是非线性的、

不易量化的过程，它承认并允许身体解释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更

全面、更具包容性的论述。

三、战术游戏模式

过去几十年来，许多美国的体育教师在邦克、桑普以及阿尔

蒙德的研究基础上，不断向领会教学法学习并进行本土化的改进，

逐渐演变为较为正规的教学模式，即战术游戏模式。该模式以一

连串，有程序的、适应学生发展阶段的游戏或比赛的一种游戏形

式为基础，这些比赛专注于学生要解决的战术性问题——首先是

认知上的问题，接着才是技术动作、战术等问题。在教学实施中，

教师会以决定比赛所需的最关键战术问题作为起点，然后在各战

术领域中设计出一系列的学习活动，各领域中的第一项学习活动

都会是游戏形式，从简单的游戏形式开始，然后逐渐增加复杂度。

格里芬等人提出战术游戏模式的三阶段模型，即修改游戏规则、

通过提问的方式培养战术意识和决策能力、发展运动技能。

战术游戏模式的基本理论涵盖了许多建构主义的特点，建构

主义是一个让学习者从已有知识创造出新学习，试图促进理解力

的认知学习理论。战术性问题于游戏情境形式中得以运用，以及

对认知学习的强调。格里芬等人提出了战术游戏模式的三大基本

原理。

首先，学生对比赛与游戏形式的兴趣，会成为模式中的积极

动机。就某些意义上而言，学生都是在进行游戏或部份形式的游戏，

以维持高度的兴趣与兴奋感。

第二，认知就是赋权。学生对游戏所增加的理解能让他们

成为更出色的运动者，并减少他们在参与以及决策方面对教师

的依赖。

第三，学生可以将适用于前一场比赛中的理解力与实践操作，

转移至下一场适合同理解力与实践操作的比赛之中。由于同一类

别中的游戏涵盖了许多相似的战术性问题，所以可以教导学生将

战术意识转移至其他相近的比赛类型中，以减少他们熟悉新游戏

所需的时间。

四、几种教学模式之间的交叉关系

首先，Game Sense 体育教学模式、战术游戏模式以邦克、桑

普以及阿尔蒙德的研究为基础，不断对领会教学做出的发展研究。

不同国家模式的提出和应用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提升领会教学。

他们都是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探究为基础的方法贯穿教学并使用

提问的方式促进学习为核心理念。但在一些方面，这些模式也有

些许不同，相比于领会教学，Game Sense 体育教学模式在框架上

更加松散，领会教学更加结构化；而战术游戏模式更加注重认知

和战术意识的发展。

其次，领会教学、Game Sense 体育教学模式、战术游戏模式

等顺应了情景学习理论的内在要求，情景学习是在实践中发生的，

是学生在有意义的、有目的的、真实的任务之中进行学习。这些

教学模式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框架，以使学习活动有意

义。体育的学习发生在互动的游戏比赛或人际关系是在沟通、冲突、

交流中发生。与情景学习理论的思路相一致，领会教学法、Game 

Sense 体育教学模式、战术游戏模式有几个相似的教学原则。一是，

这些模式都倡导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学习发生在参与实践中。二是，

学习活动有可能包括社会，身体和认知学习成果。三是，学生在

小团体中学习并相互依靠来完成学习任务。四是，教师帮助学习，

通过设计学习活动旨在让学生负起责任，强调在情境中主动学习，

包括决策、社会交往和对各种体育活动的认知理解的过程。三种

教学模式皆考虑的因素包括对游戏、比赛的修改，以满足学习者

的发展需要，目的是尽可能有效的使学生感受到成功。

第三，这几种教学模式都以建构主义为核心理论，强调在情

景中的学习。在此基础上，Game Sense 体育教学模式提出了更加

概括性的术语——“复杂学习理论”作为其基础理论；格里芬等

人也提出了战术游戏模式的三大基本原理。（1）学生对比赛与游

戏形式的兴趣，会成为模式中的积极动机。（2）认知就是赋权。

（3）学生可以将适用于前一场比赛中的理解力与实践操作，转移

至下一场适合同理解力与实践操作的比赛之中。

五、结语

领会教学法开创至今已经历近四十个年头，在体育教学方面，

领会教学在诸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领会教学的引入也收到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并发展出适合本国的教学模式。我国于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引进领会教学，但在国内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本文

期望通过对领会教学及其近年来的发展进行上述简要的介绍，以

期更多同仁进行更多本土化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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