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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动技能分为开放式与闭锁式两类。传统运动技能学习忽视了开放式与闭锁式运动

技能学习的区别，其“去情境”特征不利于开放式运动技能的学习效果。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重

视环境与本体的交互作用。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应该充分体现技能学习与情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以篮球技能学习为例，在教学设计中充分体现本体感知、环境外显特征、本体决策、本体应答行

为等 4 个阶段表现形式，以培养学生在特定情境中运动技能的决断能力与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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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skills as the subject of the conten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re divided into open style and 

closed style sports skills; the principles of the learning of these two types of sports skills are different. Traditional 

sports skill learning neglect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earning of open style and closed style sports skills; its “scene 

removed” characteristic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ffect of the learning of open style sports skills. In the process of 

open style sports skill learning, we should conside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with the subject, and should 

not be simply limited to closed style learning, breaking the conn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o the subject. In open 

style sports skill learning, we should fully embody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skill learning and scenes; taking bas-

ketball skill learning for example, in teaching design, we should fully embody the form of expression at such 4 

stages as noumenon perception, the environment’s explicit characteristics, noumenon decision making, and 

noumenon answering behaviors, so as to cultivate the sports skill decision making ability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in specific scenes.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open style sports skill；principle of learning；basketball teaching 
 

 
  
收稿日期：2010-02-23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度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原理及其实证研究”（ELA100446）。 

作者简介：柴娇（1975-），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学校体育学。 

在体育教学领域，运动技术与运动技能是一对相

互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一般认为运动技术是运

动技能的基础，运动技能是运动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

“运动技术是一个运动项目在规则的许可下所特有的

动作序列”[1]。“运动技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客观存在性，

即它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也不具备个人的

特性。运动技能则不一样，它是人经过学习后而掌握

了的具有个性化的自动化的行为方式，具有明显的个

人特征”[2]。运动技能分类方式众多，“如果以执行动

作技能中环境变化的可预见性为依据，可将运动技能

分为开放式技能和闭锁式技能两种”[3]。开放式运动技

能由于自身的特性，决定其学习的原理更复杂、学习

领域更广泛，除了基本运动技术的学习之外，还需要

发展思考、判断等多方面能力，而这些能力也是体育

新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大力提倡的内容，如探究能力、

创新能力等。在我国《体育课程标准》中提出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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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目标之一为“运动技能”，而非“运动技术”。 

最早把人的运动技能分为开放性技能和闭锁性技

能两类，是美国运动心理学家鲍尔顿于 1957 年提出的[4]。

纵观现有的体育教学内容，的确存在这两类运动技能

项目，田径、体操等是典型的闭锁性运动技能，此类

运动较少涉及外界情境因素；而球类项目由于其技术

运用依赖情境的多变性，属于典型的开放式运动技能。

对于闭锁性运动技能而言，技术完成的熟练程度是评

价重点；而对于开放式运动技能而言，除技术完成的

熟练程度外，还涉及到具体情境下完成技术的能力。 

我国学者对于开放式运动技能的研究起步并不算

晚，最早的研究始于 1985 年，欣果实等人[5]通过对篮

球行进间变向运球的实验研究证明：“在对开放性运动

技术的学习中，对外界环境变化因素的确切把握，不

仅意味着对这些变化的全面、准确认知，同时还应包

括对这些变化认知的完整(整体)性。学生单纯通过教

师的示范、讲解对环境变化形成的完整认知，对其技

能的实现无直接意义。”目前对于开放式运动技能的研

究而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开放式运动技

能外在表现形式，即哪些技能外显特征是与环境变化

交互发生的；其二为运动技能内在形成机制，即与环

境交互的技能是如何形成与提高的。目前大多数研究

局限于后者，开放式运动技能的形成机制是比较复杂

的问题，涉及到多学科理论及实证检验过程。本研究

则侧重于前者，因为开放式运动技能的学习原理至今

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同时这种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

原理与学习领域可以通过理论上的逻辑分析归纳出

来。多年来，我们在进行运动技能教学时习惯单纯从

运动项目技术结构角度展开教学，这种方式对于闭锁

性技能而言比较适宜，但由于忽视了技能形成与环境

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开放式运动技能的学习效果。本

研究是对运动技能的研究，因为单纯就运动技术而言，

是不涉及环境交互作用的。因此，开放式运动技能不

仅指技术的熟练程度，还涉及到技术与环境交互过程。

每个开放式运动项目都有独自的特性与学理，最理想

的是能够探寻到每个开放式运动项目的外在表现特征

及其学理，但显然这项任务的工作量及难度巨大，短

期内难以完成。因此，本研究通过对球类运动这一典

型的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分析，探寻开放式运动技能

基本学习原理与过程。 

 

1  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原理 
根据开放式运动技能的概念，环境的变化性是开

放式运动项目技能学习的核心特征，从外界环境变化

到动作技能本体应答，这个学习的过程与原理在诸多

开放式运动技能中是相通的。据此，可以从本体感知、

环境外显特征、本体决策、本体应答行为 4 个阶段来

理解开放式运动技能的形成过程与原理(见图 1)。 

 

 
 

图 1  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过程与原理 

 

如图 1 所示，以篮球项目的运球技能学习为例，

运球技能始于对对手防守、同伴意图等环境因素的感

知与预判，这个环节虽然是隐性的，但却是十分重要

的环节；之后是对环境变化的感知与确认，这个环节

已经属于外显行为，包括同伴的跑位、对手的防守动

作等；之后是本体根据对手外显行为进行决策环节，

运球突破、投篮或是传球给同伴，采用最合理的技术

完成；最后是本体采取的技能外在变现行为。上述过

程是一个完整的开放式运动技能完成过程，在大多数

情况下，开放式运动技能都需要经过上述 4 个阶段，

且这 4 个阶段是循环发生作用的系统。 

传统的运动技能教学较为重视最后阶段，即学生

的本体表现——基本技术，这种单一的技术学习忽视

了前 3 个阶段的内容，人为地割裂了技能学习的完整

信息体系。传统运动技能学习往往是“去情境”的，

认为技能可以脱离具体情境进行学习，学生掌握的各

种技能可以自然地迁移到具体情境中。这种教学的结

果表现为学生基本技术扎实，但对运动技术实际运用

能力较差，造成运动技能难以提高。“但是，情境总是

具体的、千变万化的，抽象概念和规则的学习无法灵

活适应具体情境的变化”[6]。 

开放式运动技能的学习原理并不否认学习基本技

术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在整体环境交互中学习基本技

术。近年来，球类教学出现许多新方法，如领会教学

法就是根据开放式运动技能特点产生的。“它把体育课

的着眼点从传统的强调动作技术的发展转移到培养学

生的认知能力、瞬时决断能力及兴趣”[7]。因此说，对

于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而言，其基本技术的学习是伴

随着具体情境发生的，在主体的自我建构、决断中提

高技能水平。 

 

2  篮球运动技能学习内容与表现形式 
上述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的 4 个阶段包含哪些内

容？这些内容能否成为可操作性的教学内容？下面以

篮球技能学习为例展开说明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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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内容与表现形式(见表 1)。 

 
表 1  篮球技能学习内容与表现形式 

阶段 内容 表现形式 

对手意图的预判能力 防守者可能的意图 本体感知、

预判 同伴意图的预判能力 同伴可能的接应点 

对手的动作表现 防守者的防守动作 
同伴的动作表现 同伴的位置 

环境外显

特征 
器材变化的预判能力 球的速度、空间位置

选择合理的行为 选择最佳的途径 
本体决策 

选择合理的技能 选择最佳的技术 
器材的驾驭能力 对球的控制 
非常规技术运用能力 背传、抛投 本体应答

行为 位移能力 各种变向、变速移

动、转身 
   

 

1)本体感知、预判阶段的表现形式。 

    本体的感知、预判阶段是一项运动技能的第一环

节，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环节。该环节在高水平的运

动员身上是非常重要的，如篮球运动员的抢断球往往

始于对传球意图与线路的感知与判断。某些球星在比

赛中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合适的位置，实质上始于

对客观环境的感知、预判。 

2)环境外显特征阶段的表现形式。 

    该阶段环境因素已经呈现出外显特征，是本体的

视觉信息感知阶段，如对手做出了什么防守动作、同

伴跑向哪里接应、球的运行特点等。这需要本体对环

境信息有较强的解读能力，即信息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有研究表明：“篮球专业的学生与体操专业的学生在认

知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篮球专业的学生认知方式更

多地倾向场依存型，而体操专业的学生则倾向场独立

型”[8]。由于开放式运动技能外部环境变化莫测，需随

时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动作，需要在日常学习中加强

该环节的练习，如设计运动感知觉的练习，特别是要

提高本体视觉、知觉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3)本体决策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上述两个环节的环境变化，本体要在短时间

内做出最佳的决策，这里涉及到两个因素，一是决策

的时间长短，在竞技比赛中，机会瞬间即逝，必须具

备短时间内决策的能力，有时即使本体决策正确，但

决策时间过长，同样会贻误战机。二为决策的合理性，

在众多的路径中选择最佳行为，即瞬时决断能力。以

篮球传球为例，在运球过程中，哪个同伴得球后将对

防守方形成更大的威胁，即是传球的最佳选择。在比

赛情境中，本体决策阶段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的，如

有些时候，由于过分地依赖同伴中核心球员，往往忽

视了位置最好的同伴，做出错误的决策。 

4)本体应答行为阶段的表现形式。 

本体应答行为是运动技能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

以往教学中最重视的环节。该环节同样涉及到两个因

素，一为运动技术的熟练性，在以往教学中得到重视，

熟练的技术是本体最终动作表现质量的保证。二为技

术的多样性，这个环节同样重要，却是常常被忽视的

因素。在多变的情境中，本体常常要做出非常规的技

术动作完成应答行为，最为典型的是篮球投篮技术，

在 NBA 赛场上，会经常看到进攻球员根据防守变化做

出匪夷所思的投篮动作。 

 

3  篮球运动技能学习策略及案例分析 
3.1 以整体的视角审视篮球技能学习 

    篮球运动是典型的开放式运动技能项目，其比赛

过程中的情境多变性导致其技术运用的随机选择性。

以往重视对篮球技术动作的学习，而忽视了技术学习

之外的战术意识、情境变化等因素，人为地割裂了运

动技能系统的整体性。从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原理角

度对技术学习进行审视，需要建立整体学习观念，使

学生不仅学会技术动作，而且要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

什么情境下合理使用。 

3.2  重视学生认知学习能力 

    在运动技能学习过程中，学生认知能力体现在两

个方面：其一为对运动技术本身的认知，主要体现在

对技术结构的理解；其二为情境认知，主要体现在复

杂情境中本体的决策能力。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重

视前者，虽然运动技术是体育学习的核心内容，模仿

与练习是掌握运动技术最有效的方法，但单存地模仿

与练习忽视了技术之外的情境因素，而这些因素能够

培养学生良好的认知能力。对于篮球运动技能而言，

如果学生没有对篮球运动特点、规律、技术应用情境

等内容进行认知学习，就很难掌握真正意义上的篮球

运动技能。 

3.3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以整体的视角学习篮球运动技术，使学生理解每

项技术在整体中的意义与作用，避免了以往盲目机械

学习技术动作的弊端，因而能够提高学生在技术学习

过程中的主动探究欲望。此外，由于开放式运动技能

学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外界情境的因素，而情境因素是

复杂多变的，需要学生根据特定情境创造性地完成技术

动作，因此，将激发学生的灵感与临场应变能力。 

3.4  篮球技能学习教学设计案例 

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要根据表 1 中的各种因素体

现在具体的教学中。下面以篮球学习为例，设计出开

放式运动技能的学习过程案例。 

如图 2 所示，每 6 人一个小组进行变向运球及传

球练习，学生 A 运球依次通过 B、C、D、E，在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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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B、C、D、E 时，B、C、D、E 随机侧向移动对 A

进行防守，A 要变向运球从相反一侧持球突破。当 A

运球通过 B、C 后，B、C 迅速插切入篮下，成为进攻

方，来接应 A。当 A 运球突破 D、E 后，D、E 成为 B、

C 防守者，A 根据对环境的判断，包括防守者 F 的动

作、队友的位置等，短时间内做出最佳的技术选择(突

破或传球)。显然图 2 中 C 的位置更具威胁。通过此案

例可以看到，练习者的练习过程是开放式运动技能学

习原理指导下进行的，强调环境与练习者的交互作用，

培养了学生的瞬时决断能力。在教学评价环节，教师

要把学生传球方向、传球时机、传球技术等决策能力

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在这一案例中，6 个成员都会

得到提高，都要根据环境变化及自我角色要求做出相

应的变化。该教学设计突出了情境在技术学习中的重

要性，充分体现了情境与本体的交互作用。 

 

  

  

 

 

 

 

 

 

 

 

 

 

 
图 2  篮球变向运球、传球练习示意图 

 

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原理的研究将对体育教学产

生深远的影响，其重要价值在于能够培养学生在环境

交互中掌握运动技能，因此不仅是运动技能学习理论

的丰富，更是学习方式的改变。虽然当前对于运动技

能学习理论基础的讨论相当热烈，如行为主义、认知

主义、建构主义等，但这种讨论如果没有建立在对运

动技能性质合理判断基础上，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对

于开放式运动技能学习，上述几种学习理论都将交互

产生作用。综上所述，由于环境的多变性，开放式运

动技能学习原理与机制是复杂多变的，本研究虽然对

此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其理论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探

究，教学实践中有待更多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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