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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技能迁移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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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对体育教学质量进行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同时提出更高要求。教

师在实际教学中要积极转变教学思想理念，创新体育教学模式，加强运动技能迁移的应用，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和素养，实现

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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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技能迁移在体育教学中被广泛应用，有助于学生更

加迅速熟练地掌握新体育运动技能。体育教师在实践教学过

程中，要正确引导学生掌握运动技能迁移的方法，充分运用

其特性，提高运动技能学习质量和效率。

1 运动技能迁移阐述

1.1 概念

运动技能迁移主要是运动技能和理论知识学习中容易

出现的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将已经形成的运动技能对其

他相关体育运动技能的影响称为技能迁移。体育教学活动过

程中，教师充分利用运动技能迁移的规律，全面有效提高体

育教学质量和效率。运动技能迁移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呈

现出一定的消极作用，其正迁移主要是掌握相关体育运动技

能对新技能的学习实现积极促进的作用，如学生掌握篮球相

关运动技能，能够在手球技术学习上奠定良好的基础；负迁

移主要是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对于新技能的学习造成不同程

度的消极干扰影响，如人们学会骑自行车，同时进行三轮车

学习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不适应，甚至相比较不会骑自行

车的人更好掌握骑三轮车的技能，原本就会骑自行车的技能

产生一定的运动技能负迁移。

1.2 主要形式

①运动技能迁移主要包含两侧迁移的形式，主要是动作

技能通过身体一侧迁移到身体另一侧，即锻炼身体某一侧的

肢体，同时相应地提升了身体另一侧肢体的运动技能，进而

通过两侧迁移形式对人体的手脚部分进行有效迁移。但是，

我们根据相关实践研究进行分析，该种迁移不一定呈现出对

称进行的状态，一般情况下优势肢体向非优势肢体迁移出现

较大的迁移量。

②运动之间的相互迁移。学生以往学习掌握的体育运动

技能在他们学习新体育运动技能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程度的

作用，存在积极促进或者消极阻碍的影响。如，学生在以往

学习过关于单杠运动技能，掌握一定的运动技术，进而在学

习双杠运动技能的过程中相对更加简单，起到良好的积极促

进作用[1]。但是，学生掌握一定的篮球技术，进而在学习足

球体育运动技能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消极影响。

③语言训练和运动迁移。体育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

正式开展相关体育活动训练之前，通常对学生开展语言训

练，传授相关运动的专业理论知识，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体育运动技能。如，体育教师对学生的反应速度进行训

练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教师发出的相关信号指令，迅速准确

地做出针对性的运动动作，在该种教学训练的情况下，通过

语言训练学生的反应能力，相比较于没有经过训练的学生要

强。

2 体育教学现状

2.1教学理念落后

现阶段，部分体育教师在是实践教学对自身岗位职责没

有正确认识，缺乏高度重视。同时，部分学校更加关注学生

专业学科的教学质量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体育教学

成效，甚至占用体育教学时间开展相关主要专业学科的教学

课程，大大减少体育教学时间，不利于学生更好地进行体育

运动训练。另外，教师对于运动技能迁移没有深入分析和了

解，不能充分发挥其在重要价值和优势。教师缺乏学习和引

进新时期先进体育教学理念，造成体育课堂沉闷无趣，降低

学生学习兴趣和激情，不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

惯，形成终身体育思想意识，进而降低体育教学成效。

2.2教学方式单一

部分体育教师缺乏教学方式的创新和改革，采用单一的

教学模式，在课堂上进行简单的讲解相关体育运动的理论知

识，对学生进行一定的示范，同时开展常规的跑步、伸展和

体操运动，消耗大量的时间让学生自由活动，不利于学生体

育学科核心素养和综合体育运动能力的培养。教师对运动技

能的正向和负向迁移没有正确把控，对于各个体育运动之间

存在的内在关联性没有详细分析和了解，进而不能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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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运动技能的正迁移，无法有效达成体育教学目的。

2.3 体育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部分学校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缺乏针对性及有效的教学

评价体系，进而对教师的行为规范不能起到良好的监督约束

作用。部分体育教师自身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不足，缺乏创

新意识和能力，同时在日常工作中没有积极通过多种途径学

习更多的专业知识和运动技能，进而在实际教学中存在一定

不足。同时，体育教学针对教师运动技能迁移的具体应用成

效缺乏相应的评价体系，从而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学习成效

不能正确评估。教师和学生不能结合全面准确的评价结果，

对自身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进行适当调整和优化，难以获

得更好的体育教学和学习质效。

3 运动技能迁移在体育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3.1 转变教学理念、注重运动技能迁移应用

一方面，学校要加强对教师教学思想转变的引导，进行

运动技能迁移教学培训，提升教师的综合素养和综合能力，

正确地认识到运动技能迁移对学生的重要影响作用。学校可

以组织体育教学经验分享会议；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运动技能

迁移相关教学知识的讲座；为教师提供学习进修的平台和机

会，鼓励他们进行自我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教师自身要

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理念，积极响应国家教育新课程的改

革，根据学生体育学习的实际需求和自身教学的经验高效应

用运动技能迁移，发挥其最大应用价值和作用。教师可以通

过互联网、阅读书籍、参加培训等不同的方式进行自我能力

和素养的提升。教师在体育课堂上要转变自己的位置，将学

生转变为课堂的主体，自己适当地做好引导工作。教师要了

解学生心理和身体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学生精心设计体育活

动，培养他们对体育的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

3.2 创新运动技能迁移教学应用措施

3.2.1 加强原有运动技能的巩固

运动技能迁移的正、负迁移一般都是以学生已经掌握的

运动技能开展。因此，体育教师要高效利用运动技能的正向

迁移，加强学生原有运动技能的巩固，同时有效衔接新旧技

能学习，保证正迁移的形成。体育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让学生

学习一种运动技能，在学生熟练掌握该项运动技能之后，选

择和其具有一定关联的运动技能加强学习，发挥正迁移的作

用[3]。但是，学生对原有运动技能存在不理解、掌握不熟练

等问题，对新体育运动技能学习的过程中，就会受到原有运

动技能的消极影响，进而产生新旧运动技能之间产生负迁

移。体育教师要高度重视学生运动技能掌握状况，科学合理

地安排技能学习和锻炼，保证运动技能迁移的正迁移作用全

面发挥出来，有效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和效率。

3.2.2明确运动技能概念、分析运动规律

体育教师要正确认识到理论知识和运动技能的重要作

用，在体育运动理论教学过程中，要明确运动技能概念，保

证概念讲解的精准性，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正确地理解运动

技能，采用理论知识全面深入的分析运动技能，对其更加深

层次地了解。学生掌握运动技能的过程中，分析和了解各项

体育运动技能之间的关联系，对新运动技能的学习起到积极

促进的作用，更加直观地表现出运动技能正向迁移。

3.2.3增强运动技能之间的分析对比

体育教师开展体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对运动技能

之间进行详细正确的分析和对比，明确不同体育运动技能的

核心内容，利用各项运动技能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发挥运

动技能的正向迁移作用。例如，体育教师针对不同体育运动

技能的标准要求、目的、条件和锻炼形式等多个方面，全面

对比和分析各项运动技能，确定技能之间存在的关系和异

同，便于学生结合自己掌握运动技能的实际情况，更加迅速

地学习新运动技能。

3.2.4教师和学生正确认识运动技能迁移

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应用运动技能迁移的过程中，要充分

发挥自身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正确认识运动技能迁移，进而

有效提升体育教学效果。教师要深入分析和掌握各项体育运

动技能要点，了解各项技能之间的内在关联，减少学生走弯

路，更加快速有效地学习新运动技能要领。同时，教师要理

解运动技能迁移的根本原理，针对性地创建新旧运动技能的

联系，向学生更加直观地展现出运动技能迁移，便于运动技

能学习和训练。另外，学生在体育教师的正确引导下要积极

探究和了解运动技能迁移特点，根据自身运动实践，科学合

理地调整学习训练方式，发挥运动技能正迁移作用，减少体

育学习阻碍，更好地熟练掌握新运动技能。

3.3完善体育教学训练评价

体育教师要客观评价教学训练活动，判断学生运动技能

真实掌握情况，确认运动技能之间形成正迁移。通常情况下，

教师应用迁移测试的手段，确定教学内容的影响，采用迁移

测试进行教学评估活动，明确教师教学成果，同时根据评估

结果适当规范地调整教学内容，进一步发挥运动技能迁移的

正向迁移，提高运动技能迁移的应用效果。

结束语

运动技能迁移属于常见的体育教学措施。体育教师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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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识运动技能迁移，在实践教学中巩固学生原有的运动技

能，详细分析对比运动技能，制定完善的体育教学训练评价，

提高运动技能迁移应用效果，获得预期的体育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汪选合.浅析运动技能迁移在体育教学训练学中的应用[J].当代体育科技,2019,9(018):39,41.

[2] 叶秋霞,娄会娟.运动技能迁移在体育教育训练中应用研究[J].体育世界:学术版,2019,000(009):184-185.

[3] 陈业铭.运动技能迁移在体育教学训练中的方法探究[J].百科论坛电子杂志,2019,000(020):724-724.

作者简介：郑权升，出生年月：1992 年 3 月，性别：男，民族：汉，籍贯：安徽，学历：硕士，职称：助教，研究方向：体

育教育训练学，工作单位：贵州商学院，单位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麦沙大道 1 号，单位邮编：5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