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OO3年 9月 

第 l2卷 第 3期 

高等建筑教育 
Journal 0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nsitufiom of Higher~aming 

Sept．，2OO3 

V0I．12 No．3 

篮球教学的信息特征及反馈控制模型 

李 锦 

(重庆大学 体育学院，重庆 4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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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现代 科 学 技术 的不 断 发 展 。信 息 论 、控 制 

论 、系统论 的有 机结 合 ，使人 类进 人信 息化 的时代 。 

篮球教 学实践 的发展要求 引进 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 的新成 就 、新 思想 和新方 法 。为 了提 高篮球 教 

学质 量 ，就应 在传统 的教学方 法上有 所突破 ，我们在 

总结传 统教学经 验 的基础 上进 行改 革 ，探求 篮球教 

学发展 的趋 势和规 律 ，运 用现 代 的横 断科学——信 

息论 、系统论 、控 制论 的理 论 和方法 ，对篮球教 学 过 

程 中的信息 特征进行探讨 与研究 。 

一

、主要研究对象及方法 

1．教 学情报文献研 究法 

2．调 查 法 

① 调查 对象 ：部 分 师范学校 体育 系篮球教 师和 

毕业学生 。 

②调查 内容 ：篮球教 学 目的 、知识 内容重 点 、能 

力 培养 、认识 能力层 次及其权 重 、测试方 法等。 

3．比较 与 分 析 、归 纳 综 合 的逻 辑 椎 理 方 法 

二、主要研究结果和讨论 

1．篮球教 学的信 息特征 

篮球教学是 一个 完整的控制 系统 。这个系统是 

由教 师和学生共 同组成 的，教 师和学生均是信 息源 。 

在这个控 制 的系 统 中 ，要 求教 师 和 学 生 要 “同题 ”、 

“同步 ”。所 谓 “同 题 ”就 是 教 师 和 学 生 的 目标 要 一 

致 。所谓 “同步 ”就 是在 同题 的前 提下 ，教 师 和学 生 

之间 的双边关系 的联 系要处在 最佳状态 。如何处在 

最佳状态 。这就需要信 息 的传递 。在 篮球教学 中 ，一 

切与提 高教学质量 和效果 的有 关信息 的集 合汇成一 

个信息源 ，不断反馈 和输 出 以提高 教学 质量 和 教学 

效 果 。 

篮球 教学是 一个 结构 复杂 、多输 人 、多 输 出、动 

态 的开放巨系统 。信息 的存在 和传 递是 以物质 运动 

为条件 的 ，而事物 的特性 不 只是 通 过一种 信 息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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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 。而是以多种 形 式来表 现 的。篮球教 学 正是 这 

种情况 ，它主要是 由身体 素质 、技术教学 、技能训练 、 

心 理 、思 想 意 志 、训 练 作 风 、团 队精 神 、管 理 教 育 、医 

务监督 等因素构成 。它们 在教学 中各有 自己特定的 

地位 和作 用 。形成 一 个多 因素 、多层 次 、多级 结构 的 

复杂 系统 ，具有 多种结果 的可 能性 。有着很大 的随机 

性 和多 向性 。例 如 ，不 同 的学 生 ，由于身体 素质 、身 

体形 态及心理索 质 的差别 ，在 接受 教师 输 出的信息 

量上有着 明显 的差异 。反 映在 教学 效果 上也有 着很 

大的差异 。此 外 ，各层 次、各级别 的因素 的作用和影 

响 ，又 往 往 不 是 瞬 间 的 ，一 次 就 能 够 完 成 的 ，而 是 需  

要多 次作 用 。分 阶 段 完成 。具有 一 定 的时 间上 的延 

滞 。甚至贯穿在 整个教学 的全过程 中 ，这种作 用和影 

响在 时间上 的特点 ，是篮球教学复杂性 的又一表 现。 

篮球教 学 是 一个 可控 制 的动 态过 程。虽 然在 

篮球教 学 中 ，信 息 的发生 是 复杂 的、偶 然 的、不 确定 

的 ，但是篮球 教学 中的信息具有偶 然的、不确定 的同 

时 ，也 蕴 含 着 某 些 必 然 的规 律 。例 如 在 教 学 中 让 同 

等水平 的学生 甲、乙分别 在技 术动 作和 团队组 织方 

面 加 强 训 练 ，通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教 学 。就 会 出 现 甲在 技  

术动作 方面优 于 乙，而乙在 团 队组 织 能力方 面优 于 

甲 ，说 明篮球教 学过程 是一个可控制 的动态过程 。 

任何信 息的传 递 和处理 。都 是 为 了控 制。篮球 

教学是教 与学的双边过程 ，教师是信息 的输 出者 。学 

生是信息 的接受者 ，同时教 师也 接受 学生在 各方 面 

情况 的信息反 馈 ，并 且不断进行加工处理 ，形成 新的 

信息源输 出 ，构成 一个系统 的信息源 (如 图 1)。 

教 采集信息 

师 归蚺信息 

做 出选择 

信 

息 

图 l 篮球教学信息流程 

篮球教学不仅 是认识运动 ，而且也是身体运动 。 

以教育 学的观点来 看 ，篮 球教 学过 程与其 他课 的教 

学一样 ，都 是教师 、学 生 、教材 、手段 、环 境等相 互适 

应 ，把 知 识 、能 力 、思 想 转 化 给 学 生 为 特 点 的认 识 运 

动 。 然 而 ，在 这 共 性 的基 础 上 ，篮 球 教 学 还 有 不 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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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就是它不仅是认识 运动 。而且更重要是 身体 运 

动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 。它 较 之 其 他 课 程 就 更 为 复 

杂 。 

2．篮 球 教 学控 制 系统模 型 (图 2) 

图2 篮球教学过程的控制系统模式 

在篮球教学 中建立整体 的以及各个子 系统 的模 

型 ，对 于我 们 清 晰地 思 考 教 学 中 的 问题 ，对 于 把 教 学 

的某 些过程高度地抽象化 、典型化 ，舍去那些无 关紧 

要的部分 ，从 而得 到某些 具有 规 律性 的认 识 是 十分 

重 要 的 。 

①篮球教学是一项 复杂 的动态系统工程 。我们 

运用控制论方法 ，在篮 球教 学 系统 的控 制过 程 和教 

学信息 的传输及反馈 过 程 中 ，可 以解 决 控制 与被 控 

制的矛盾 ，使 教学处于最佳状态并能保 持其稳定性 。 

在总体培养 目标 、课程教学 目标 和教 学计划控制下 ， 

由教 师对学生实施恩想 品德 、理 论与技 术 、技 能的综 

合性教育 ，并及 时反馈 其 目标 效果 ，不断 加 以控铡 ， 

达 到 优 化 的教 学 目的 。 

http://www.cqvip.com


篮球教学的信息特征及反馈控制模型 

②篮 球教学 的五级反馈 控制系统 。篮球教学过 

程 的控 制主要表 现为教 学系统 内部两大方面的信息 

交换 和反 馈过程 。我们 可 以通 过课 堂教学 、学 期考 

核 、结业 考核 、教育 实 习以及从事篮球教学 工作这 五 

个方面形成 五级反馈控制 系统 (如 图 3)。 

篮球擞 学 

图 3 五级反馈控制系统 

第一级 反馈主要是来 自课 堂教学 ，这是最基本 、 

最及时 的信 息 反 馈 。其 目的是 通 过这 种 信息 的反 

馈 ，教师可 以更 清楚 了解学生 的全 面情况 ，掌握学生 

的身体 、心理素质 、技术 技 能及个 性差异 ，及时改 进 

教法 ，以提高课 堂教学效果 。 

第二级反馈来 自学期考核 ，通过考核检查 ，总结 

在 这 一 阶 段 中教 学 上所 出 现 的 问 题 ，及 时 调 整 教 学  

进 度和计划 ，改进教法 ，提 出合理科学 的教学控制计 

划 。 

第 三 级 反 馈 主 要 通 过 篮 球 课 的 结业 考 试 ，总 结 

在整个篮球教学 中对 大 纲实施 的效 果如何 ，发现其 

不足 之处 ，从而调整 大纲 的要求和 比例 ，提 出更加完 

善 的教学 大纲 内容 ，以实施最优化 的教学控制过程 。 

第 四级反 馈 主要是来 自教 育实 习 ，这一 阶段 反 

馈 能 及 时发 现 篮 球 教 学 中 的 不 足 之 处 和 教 学 效 果 的 

好坏 ，能具体反映 出学 生在 技术 技能 和综合 运用 教 

法 的能力 ，以及 如何 有效合理组织篮球 教学 的能力 。 

第 五级反馈 主要来 自学生毕业后 从事篮球教学 

工作 的信 息反馈 。它能反馈 教师在 中学篮球项 目方 

面所渴求 的某 方 面 的知 识 ，在某 种程 度 上它 指导 了 

教学 目标 、大纲的制定和修改 ，在教学重点方面提供 

了可靠的依据 ，为如何 全 面培养 合 格的 体育 人才 指 

明 了方 向 。 

有 了这 五级反馈 控制系统就能 明确 篮球教学 目 

标 ，制定科 学的大 纲 ，设 计 最佳 的教 学计 划 和 内容 ， 

选 择 最 优合 理 的 教 法 。这 样 篮 球 教 学 效 果 才 能 实施  

最优化控 制 ，从 而推进 篮球教 学更 加科 学 化 和现代 

化 。 

三、建立快速有效的信息反馈控制系练 

由于篮球教 学是 一个 动态复 杂 的系统 ，信 息 的 

来源具有多样性 、随机性 、多向性 、偶 然性 ．以及 可控 

制的特点 ，因而在 接受信 息反 馈 时必须 注 意 以下 几 

个 方 面 ： 

一 是教 师要 明确 信 息反馈 的特 点 ，及 时 有效 地 

根据在 教学过程 中出现 的不 同情 况 ，找 出反馈 的 信 

息 ，通过 处理 、分类 、加工 ，快速 反馈 给学 生 ，特另q是 

课堂教学 中要注意信息反馈 的及 时性 。 

二是教师对所获得 的信 息反馈要建立档案 资料 

的统计 、分类 、评估 和综 合 ，为 以后 教学 工作 提供 依 

据 。 

三是 减少信 息传递 流通 的堵塞 ，定 期 召开学 生 

座谈会 ，掌握教学动态 ，做到教学 中有 目的性 和针对 

性 ，要坚持观察学生在教育实 习中所 出现的 问题 ，找 

出差 距 ，提 出合理化 的建议 。 

四是教 师要加强 教材 教法 的研究 ，提高教 师 本 

身 的业 务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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