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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实验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 对田径课程 �元认知 � 合作 教学模式的效果进行研

究。研究表明, 田径课程实施 �元认知 � 合作 模式教学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技术达标成绩, 还能促进学生对技能的

掌握,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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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 ( m eta�cognition )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弗莱威尔

( F lave ll)于 20世纪 70年代末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近 30年

来在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元认知的实质是人对自我

认识活动的监控过程 ,它本身是一种在客体认知基础上的自

我认知。合作学习 ( Cooperative Learn ing ) 20世纪 70年代兴

起于美国, 并在 70年代中期至 80年代中期取得实质性发

展。 �由于它在改善课堂心理气氛, 大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业

成绩, 促进学生良好非智力品质的发展等方面实效显著, 很

快就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成为一种主流教学理论和

策略。 [1]

上述两种策略各有优长。 �使用元认知理论进行教学充

分发挥了学生自身能动性, 通过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定向

和自我监控, 调动了自学能力, 提高了学生的竞争意识。 [ 2]

但缺少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合作互动。缺乏集体的团结精

神和合作意识。反之, 合作教学采取的是分组教学方式, 这

样充分调动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 但教师个人精力

有限, 在指导第一组学生的同时, 其他组的学生会有所茫然,

同样导致学生学习自主性和学习主动性的缺乏。 �元认知一

合作 合二为一的教学模式弥补了上述教学模式的缺点与不

足, 既能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 又促进学生与学生、学生与

老师之间的互动, 使学生体脑并用, 让课堂呈现勃勃生机。

本研究选取跳远、110m栏、标枪 3个运动项目,对 �元认知 �

合作 教学模式与田径技能学习的关系作初步的实验探讨。

1! 实验概况
1. 1 研究对象

选取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 2008级体育教育专业 4个

田径普修男生班, 每班 23人, 共 92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两个班为实验班, 另两个班为对照班。实验开始前对学生的

元认知水平、田径技能 (跳远、110米栏、标枪 )以及教学技能

指标进行测验 ,经 t检验实验班与对照班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实验前实验班和对照班元认知能力的比较

实验班 X 1 对照班 X 2 T P

成绩 (分 ) 65. 36 # 1. 12 65. 42 # 0. 93 0. 527 > 0. 05

表 2! 实验前实验班和对照班
田径基本技术指标测试平均成绩比较 ( �x # S )

班 级 人数 /人 跳远 /m 110m栏 / s 标枪 /m

实验班 X 1! 46 5. 82 # 3. 51 17. 42 # 1. 6738. 55 # 1. 56

对照班 X 2! 46 5. 79 # 3. 72 17. 25 # 2. 2939. 47 # 1. 27

差异 (X 1 - X 2 ) 0. 3 0. 17 - 0. 92

T ! ! ! ! 1. 208 0. 430 0. 108

P ! ! ! ! > 0. 05 > 0. 05 > 0. 05

表 3 实验前实验班和对照班教学技能指标测试平均成绩比较 ( �x # S )

班 级 人数 /人
观察能力 /

分

动作示范

能力 /分

指导分析

能力 /分

实验班 X 1! 46 62. 3 # 3. 2 63. 2 # 3. 4 63. 6 # 2. 5

对照班 X 2! 46 63. 4 # 3. 3 62. 5 # 4. 1 63. 4 # 2. 6

差异 (X 1 - X 2 ) - 1. 1 0. 7 0. 2

T ! ! ! ! 1. 124 0. 526 0. 218

P ! ! ! ! > 0. 05 > 0. 05 > 0. 05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文献资料法。查阅与本课题有关文献资料 30余篇,

了解国内外关于元认知与合作学习的研究动态。

2. 2 实验法。对照班和实验班都进行田径的跳远、110m栏、

标枪 (竹制 )三项基本技术的教学实验。由同一教师授课 36

课时, 每一技术环节所用课时相同。实验开始前, 根据元认

知与合作教学理论, 将实施 �元认知 � 合作 教学模式前后学

生的田径基本技术 (跳远、110m 栏、标枪 )和教学技能 (观察

能力、动作示范能力、指导分析能力 )指标进行测试, 各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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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均采用百分制。实验步骤按以下步骤进行: ( 1)建立小组。

按照 �组内异质、组间同质 的原则进行分组, 以便分层教

学。[ 3]每小组都有成绩优、良、中、低的学生, 保证组内各成员

之间的差异互补性, 使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合作精神更能发

挥。同时教师通过观察、访谈,了解学生的籍贯、性格和学习

风格, 进行适当调整, 每组人数控制在 5~ 6人。 ( 2)培养学

生的元认知意识和合作意识。向学生输导元认知策略与小

组合作的知识, 使学生充分认识运用这些策略和方法的意

义。 ( 3)以小组合作学习五要素为原则设计学习任务。根据

教学内容,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教学计划中的学习内容。

所有小组成员在组长带领下将学习任务中的各个部分分配

给各个成员, 个人完成学习任务后再进行小组整合。通过制

定学习计划, 完成学习内容。在教师的指导下,引导学生制

定积极的、现实的学习目标, 包括技能水平、动作示范能力、

指导分析能力、教师或组长分配的任务等等。 ( 4)评价小组

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这一步骤是 �元认知 � 合作  教学模

式中的重要环节, 它既能使学生体验到小组的活力 ,也能让

他们感受到共享学习目的的乐趣;既有利于他们对自己的学

习过程进行反思、做出预期打算, 也有利于促进同学之间更

好地合作学习。

1. 2. 3 问卷调查法。试验后, 对两组学生进行课堂兴趣的问

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92份, 回收问卷 92份, 有效回收率

100%。

1. 2. 3 数理统计法。采用 SPSS操作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

计学处理。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 1 �元认知 � 合作 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田径技术的掌握

表 4! 实验后实验班和对照班

田径基本技术指标测试平均成绩比较 ( �x # S )

班 级 人数 /人 跳远 /m 110m栏 / s 标枪 /m

实验班 X 1! 46 6. 21 # 1. 53 16. 53 # 2. 13 44. 7 # 1. 15

对照班 X 2! 46 5. 93 # 2. 64 16. 94 # 3. 28 42. 6 # 1. 34

差异 (X 1 - X 2 ) 0. 28 - 0. 41 2. 1

T ! ! ! ! 6. 596 3. 753 3. 751

P ! ! ! ! < 0. 01 < 0. 01 < 0. 01

实验开始后, 对照班采用传统的 �讲解 � � � 示范 � � � 练

习 � � � 纠错 方式教学。实验班采用 �元认知 � 合作 教

学模式施教。经过 36学时教学 , 分别对实验班和对照班

的教学效果按照实验指标内容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

(见表 4) , 实验班和对照班的 3项田径技能水平均有所提

高 , 实验班的提升程度高于对照班 , 并存有非常显著性差

异 ( P< 0. 01)。

2. 2 �元认知 � 合作 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田径技能的掌握

! ! 对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教学技能指标测试成绩进行 T检

验的结果表明 (见表 5), 试验班比对照班的成绩要好, 并且

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0. 01)。从测试结果可知, �元认

知 � 合作 教学模式对促进学生田径技能的掌握有一定的帮

助。

2. 3 �元认知 � 合作 教学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表 5! 实验后实验班和对照班教学技能指标测试平均成绩比较 ( �x # S )

班 级 人数 /人
观察能力 /

分

动作示范

能力 /分

指导分析

能力 /分

实验班 X 1! 46 75. 1 # 1. 6 75. 5 # 1. 8 75. 6 # 1. 2

对照班 X 2! 46 68. 5 # 2. 2 71. 2 # 2. 1 69. 7 # 1. 6

差异 (X 1 - X 2 ) 6. 6 4. 3 5. 9

T ! ! ! ! 5. 624 3. 525 3. 522

P ! ! ! ! < 0. 01 < 0. 01 < 0. 01

试验结束后,采用不记名方式对学生进行课堂学习兴趣

的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见表 6 ), 实验班学生有 57. 8%

的学生喜欢 (非常喜欢、比较喜欢 )田径课程, 对照班却只有

28. 26%的学生, 远少于实验班。在 �不喜欢 (不太喜欢、讨

厌 )的选项中, 对照班的学生占到 34. 78% , 而实验班只有

17. 39%。调查表明, �元认知 � 合作 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

学生对田径课程的学习兴趣。

表 6! 实验班与对照班田径课程学习兴趣比较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 一般 ! 不太喜欢 ! 讨厌 !

! 人数 !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实验班 X 1 10 21. 74 17 36. 96 11 23. 91 6 13. 04 2 4. 35

对照班 X 2 4 8. 70 9 19. 56 17 36. 96 10 21. 74 6 13. 04

3 结论

综上实验研究,可发现:

( 1)使用 �元认知 � 合作 教学模式进行田径教学, 在督

促学生利用元认知知识对学习过程进行自我监督、自我评价

的同时, 创设出一种相互倾听、共同进步的学习环境, 从而大

大提高了学生的田径技能掌握程度。

( 2) �元认知 � 合作 教学模式建立了教师对学生、学生

对学生的双向监督模式, 在田径技能得以提高的同时, 学生

的讲解能力、示范能力、指导分析能力等也得到了相应提高。

对于培养复合型、综合型的体育教育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 3) �元认知 � 合作 教学模式加强了教师与学生、学生

与学生的沟通, 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学习过程中的角色互

换有利于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力, 促进他们的个性发展, 同时

也激发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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