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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 30 年，科學概念的研究，

經 由 Driver（ 許 榮 富、 黃 芳 裕，

1995）開始作有系統的分析，發

展出各種不同類型的研究，包括

迷 思 概 念（misconception）； 先 前

概 念（preconception）、 另 有 架 構

（alternative frameworks） 等 研 究 成

為科學教育的重要研究方向。這些

科學概念研究的成果對科學學習產

生重要影響。再者，科學教育受皮

亞傑及奧斯貝（Ausubel）兩人的影

響，強調學童認知結構對學習的重

要性（郭重吉，1990）。由此得知

認知心理學代表科學心理學發展程

度的新方向，已逐步為人們所承認

和接受。這並非因為心理學本身的

貧困，而是需要創立一種「新心理

學」，然而認知心理學從行為主義的

迷霧中走了出來，改變了以往行為

主義無視心理內部過程的研究，由

重視「強化」轉移到重視「結構」

方面，即在研究人的內部意願、思

維的過程中，重視人的「潛在理性

因素」的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表

現了轉變的認知態度。為此，許多

學習心理學家的研究教與學的過程

中，觀點和興趣也隨之發生了明顯

的轉變，從研究教學行為如何影響

學習成績為重點，亦即研究過程─

產物，轉變成為教學如何通過影響

學生內部過程─注意、動機、記

憶、思維等，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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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此即在研究學生的認知結構

─試圖在新知識學習和理解中的作

用。該理論與體育教學有何內在關

聯？體育教師如何根據理論原理有

效的編排組織教學活動，提高教學

的質量？對此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

以及相關的研究，敘述這方面的認

識與作法。

認知結構與體育教學的關聯

所謂認知結構，是指主體通過

一系列的認知活動與客體相互作用

而建構的知識系統。從認知角度來

研究學習的本質的理論。

體育教學是認知活動的過程，

亦是身體發展的過程。體育教學必

須以認知過程為重點獲取體育的基

本知識，掌握基本技術和技能，從

而為身體發展打下基礎，這是現代

體育教學理論看重的觀點。從這一

觀點出發，可以知道，認知結構理

論大部份能活用於體育教學。首先

運動動作概念大多與學生的日常生

活概念有某些相似的關聯。例如，

彎道跑動作技術概念，與學生既有

經驗的乘車轉彎時會發生反向的傾

斜以及物理體作圓周旋轉會產生離

心力原理相關聯。如果教師注意到

學生原有的認知結構，並採取適當

的教學方法，使學生原有的知識同

新動作技術的要求作結合，那麼，

學生就能很清楚且很快的理解彎道

導的動作概念。其次，運動動作的

操作方式也可能同學生原有的動作

影像相互對照、檢查，從而達到對

新動作意義的理解。例如，學習投

擲標槍，與學生早期投擲石子的動

作經驗很相似，教師若以擲石子的

動作方式來引導學生練習擲標槍，

那麼，就很容易喚起學生早期經

驗，而正確的體會動作操作順序以

及身體肌肉用力的方法。再如同，

學生把生活中的跑動作轉移到田徑

中的各種跑，這也是由於動作影像

的遷移作用。由以上這些現象說

明：當某種影像被激發之後，學生

將預測環境中某種訊息的出現並積

極探索所需要的訊息，一旦環境中

的刺激與學生擁有的影像吻合，影

像將被刺激得更加快速、更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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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任何複雜的運動動作都是由

生活中掌握的基本動作和簡單動作

綜合起來的，這些基本動作通過不

同訓練和組合，進而形成各種不同

的技術。因此，在教學過程當中，

教師應該根據動作技術的構成要

點，向學生講解清楚各種基本動作

之間的內在關聯，並通過反覆的回

饋（包括內再回饋、外在回饋、分

析回饋），使學生在練習過程當中

發展部分動作或連續動作，消退不

要的部分動作或連續動作，最後形

成一個最佳的動作技能。這實際上

也涉及到教師的認知概念問題，包

括對動作技術構成的認知，如何保

持學生對吸收訊息的連續性和有效

性，使學生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有

效率的完成體育教學任務等。

由上述很明顯知道，認知結

構理論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學習者的

認知結構上，認為學習行為受到複

雜的認知系統控制。此系統作為學

習者的內部心理狀態，任何練習和

外在的獎賞，必須經過此內部心理

狀態來起作用，沒有內在動機、注

意、思維和訊息的編碼，就不可能

有學習的行動。這無疑是對體育教

學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也對體育

教學的改革提共重要的心理學依

據。

體育教學策略

綜合上述得知，運動學習過程

不是從感覺經驗本身開始，而是從

對該經驗的選擇性注意開始，然而

選擇性注意是受到長期記憶中原有

的認知結構的影響。由於學生原有

的認知結構和需求的不同，對於運

動學習會產生接受、不完全接受甚

至有抵制情況發生，因此，教師要

慎重選擇體育教學策略，以提高學

生學習成效。

一、備課先「備人」

以往教師備課時，首先考慮到

的是選擇教材、組織教材、場地器

材安排等，卻忽略了體育教學的對

象主體是「人」這一重要因素。由

於學生的內部心理狀態對體育教學

的效果有顯著影響，因此，筆者認

為備課首先應「備人」。這裡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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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人」是指再決定授課前，要了解

學生原有的認知結構、基本運動能

力、學習體育的態度、動機、興趣

等心理特點，進而制定最適宜的教

學方案。經由「備人」，可以使教

學活動更具針對性、科學性和實效

性，以確保體育教學任務的完成。

二、對教材進行心理學分析

由於學生原有的認知結構不

同，學生們並非都能夠同樣的感知

和操作同一運動教材。也就是說，

學生在學習新概念、掌握新動作的

過程中，對動作技術構成的認知、

運動感知能力和訊息處理能力等方

面存在差異，因此，對教材進行心

理學分析是十分必要的。這裡指的

心理學分析，是指確立教材的問題

性程度和學生在獨立認知活動中的

心理準備情況。要做好這項工作，

教師應當確定在形成動作技能的各

個階段設計問題情境的方法；確定

加強教材的創意性，激發學生練習

興趣的手段；確定指出什麼樣的問

題，能夠影響學生思維過程的結構

及其變化；確定學生在新動作技術

學習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情緒─心理

狀態。心理分析可以使教師在備課

時考慮到具體班級、具體學生的實

際情形，從而實現因材施教的原

則。

三、�新舊知識的關聯與教學方法的

選擇

新舊動作概念或動作技術之間

存在著直接關聯和間接關聯。一般

來說，直接關聯比較容易實現化，

能夠提供學生直接連結到新知識學

習的可能性。以師生的相互關係和

活動方面而言，此種過程只需要簡

單的啟發講解（「問─答」或「要求

─執行」）即可實現。如果原有概

念或動作技術與新概念或動作技術

有關聯的結構因素越多，那麼，學

生嘗試錯誤學習就越少，短期內掌

握正確概念和動作技術的可能性越

大。對此設計是可以選擇限制探索

答案空間的教學方法，諸如問題性

的講述法、提示法、比較訓練法、

競賽法等，都是可以取用的。如果

新舊知識有間接關聯，並且要經過

一連串的步驟才能達到對新動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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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和理解（例如：打排球與打籃

球），那麼，教師可以選擇問題性

程度較高的教學法，諸如啟發式教

學法、探究式教學法等。綜合上述

得知，動作技術的學習關係到教學

方法的選擇，然而在選擇具體方法

時，教師還要視其學生的認知結

構、教學條件以及教師本身的教學

技巧而定。

結　語

以往的體育教學著重在行為主

義的教學模式上，卻忽略了學習是

雙向的溝通，造成單向的給與而形

成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不佳。而認知

結構理論的竄起，使教學者了解到

學習行為是受到受到複雜的認知系

統控制，而開始重視學習者的內在

動機、注意、思維和訊息的編碼。

因此體育教師要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首先須了解學生的認知結構、

基本運動能力、學習體育的態度、

動機、興趣等心理特點，再者，體

育教師必須了解到在實施體育課程

教學時可能發生的問題情境，來編

制合適的教學策略，進而提升教學

效能，最後體育教師必須隨時充實

自己的專業能力，並使自己的專業

能力能運用在教學策略上，讓學生

得到適性的快樂學習！養成運動的

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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