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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体育教师对学生的技术动作进行评价时，有一个“会”与“不会”的指标，

可以通过技术动作的性质来区分，例如学生在做头手倒立时，能够做出前额

和双手的“三点支撑”并且身体其他部分离开地面，即视作“会”。这是一

个比较显性的指标，很容易评价。那么当学生达到“会”的最低标准后，随

着不断练习，会逐渐使技术动作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经济性、实效性的要

求时，体育教师又该如何精准、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动作呢？应该对“会”的

程度按技术特征进行相匹配的区分，将“会”的程度量化，以便于教师的观

察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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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会”的评价标准

在“会”的基础上，因人而异的存在“规格”的差别，通俗地讲就是做得

好与不好。所以体育教师在教学中首要任务是让学生“会”，然后再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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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逐步精进。假设当学生都已经达到了“会”，又该如何从“规格”的角度来

区分评价呢？应该要量化“规格”，用量化后的各项指标对应评价“会”的程度。

例如某学生已经能够做出肩肘倒立的动作，但是稳定性不够，屈髋，脚面没有

绷直，在评价时只能认定他仅仅是“会”但做得不好。通过练习之后，该学生

的展髋动作依旧不好，但是稳定性大大提高，脚面也绷直了，那么同样可以认

定他的动作规格提高了。可见，“规格”是由众多指标集合而成的，学生在这

些指标中达到的越多，“会”的规格就越高。“会”的规格高低是由指标达成

多少来决定的。

“会”的规格和“规格”的指标数或内容都是没有上限的，“会”的规格

随着不断练习和运用而逐渐提高，“规格”的指标数或内容也可以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2  教“会”的评价策略

由于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基础差异、地域差异、兴趣差异等学情差异的

客观存在，所以中小学体育课中不能将技术动作的评价规格设定为固定不变的

标准，而是应该先根据不同项目特征有所区分，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评价方式

并提前设置一个基本评价标准：

2.1  单个技术动作的评价策略

常见的单个技术动作仰卧推起成桥、肩肘倒立、燕式平衡等，假设此类

动作的考核以 100 分为满分，60 分为动作性质的判定分，则剩下 40 分应该

根据动作的技术特点划分为若干个得分点，具体分值的分配由教师根据实际

情况提前制定并告知学生。以肩肘倒立为例，只要学生能做出肩、肘支撑，

背部及下肢离地的动作保持 3 秒以上的，即视其做出了肩肘倒立动作，可以

得 60 分，然后将动作规格细分为：并腿 5 分、直腿 10 分、展髋 10 分、绷脚

面 5 分、撑手部位 5 分、稳定性 5 分，教师以此为依据，只要学生做到即给

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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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平二肩肘倒立评分表

Table 1 Reververted score table of horizontal two shoulder and elbow

学号 姓名
稳定性 撑手部位 绷脚面 展髋 直腿 并腿 做出动作保持 3 秒以上 总分

5 分 5 分 5 分 10 分 5 分 10 分 60 分
 1 王 **
2 李 **
3 张 **

2.2  单个技术动作 + 完成数量的评价策略

体育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单个技术动作考核时，通常会增加完成次数的要求：

如足球脚背正面射门 5 次、排球上手发球 5 次、篮球单手肩上投篮 5 次等。此

类动作的评价，应先确定每人考核的具体次数，再根据次数平均分配每次获得

的分值，然后将每一次的分值再分为技术性质分和完成分。以足球脚背正面射

门考核为例，满分 10 分，学生共进行 5 次射门，每次用脚背正面进球得 2 分，

用脚背正面未进球得 1 分，未用脚背正面的情况均不得分（如表 2）。

表 2  足球脚背正面射门评分表

Table 2 Forward shot score table of football instep

学号 姓名

第一次 第二次 次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总分脚背

正面
是否
进球

脚背
正面

是否
进球

脚背
正面

是否
进球

脚背
正面

是否
进球

脚背
正面

是否
进球

1 分 1 分 1 分 1 分 1 分 1 分 1 分 1 分 1 分 1 分
1 王 **
2 李 **
3 张 **

2.3  组合技术动作的评价策略

在体育教学中，组合技术动作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考核时也要有

相应的方法。组合动作大致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由若干个上述第 1 点组合

而成的动作（如后滚翻成跪立 + 跪跳起），第二种是由上述 1、2 两种性质组合

而成的动作（如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 单手肩上投篮）。教师在遇到这两种情



·414·
体育教学教“会”的评价策略 2021 年 12 月

第 3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scps.0304036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况时都应将分值根据实际考核项目和学情进行合理划分，提前告知学生评分依

据（如表 3、表 4）。

表 3  后滚翻成跪立 +跪跳起评分表

Table 3 After the roll into kneeling and kneeling jump scoring table

学号 姓名
后滚翻成跪立 跪跳起

总分后倒主动 低头团身 翻掌贴肩 推手 脚背压垫 摆臂制动 提膝收腹 重心稳定
5 分 15 分 2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20 分 10 分

1 王 **
2 李 **
3 张 **

表 4  双手胸前传接球 +单手肩上投篮评分表

Table 4 Double-hand chest pass the ball and one-handed shoulder shot scoring 

table

学号 姓名
双手胸前传接球 单手肩上投篮

总分
持球 伸臂 抖腕 拨指 主动迎球 曲臂缓冲 动作 进球 动作 进球
1 分 1 分 1.5 分 1.5 分 1 分 1 分 1 分 0.5 分 1 分 0.5 分

1 王 **
2 李 **
3 张 **

2.4  实战技术运用的评价策略

实际运用能力应该是对学生学习成果最高维度的评价，是在比赛或游戏

中检验技术运用能力的评价，这个评价标准应该和学生实际掌握的技术水平

相结合。以足球脚内侧传球考核为例，可以采用 3 对 3 小场地比赛或游戏的

形式，要求学生必须在比赛中尽可能多地使用脚内侧传球作为转移球的方法，

并按照使用的次数和成功率给予评分（比如在 5 分钟的比赛里，使用脚内侧

传球每次 1 分，如传球成功再得 1，无上限得分。也可以在统计所有学生最

终得分基础上，按照 3 ∶ 4 ∶ 3 的比例划分优、良、合格，分别给予 90、

80、70 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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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几种评价策略要求教师要以单元的视角去分析处理教材内容，合

理设置考核项目，可以简化的尽量简化，可以整合的尽量整合，以尽量不给教

学和评价添麻烦为原则。

3  教“会”的教学评价设计

对学生进行“会”的技术规格评价标准是相对的也是可以灵活调整的。

这里仍然以肩肘倒立为例，水平二和水平四都有肩肘倒立这个教材内容，那

么应首先确定考核中的动作性质基础分，水平二可以以 60 分为动作性质基础

分，水平四的动作性质分应该不高于 40 分，剩下的分数则根据学段不同而调

整比例。分值比例的调整还可以在不同性别之间进行，根据技术动作的难易

程度以及男女生之间的生理差异，也可以在评价指标的分值工作相应的调整。

分值比例的调整也可以在某一单元教学的不同阶段，根据学生掌握情况适时

调整分值。

表 5  水平四肩肘倒立评分表

Table 5 Horizontal four-shoulder-elbow inverted score table

学号 姓名
稳定性 撑手部位 绷脚面 展髋 直腿 并腿 做出动作保持 10 秒以上

总分
10 分 5 分 5 分 20 分 15 分 5 分 40 分

1 王 **
2 李 **
3 张 **

通过表 5 与表 1 的对比可以发现，教师要根据不同项目特征提前设计相应

评分表，根据不同学段调整各个得分点的分值，评价时只需要根据学生是否达

到各得分点在表格对应下方打钩，最后统计总分即可。打分的同时应秉持一个

原则：做到即给分。学生不是专业运动员，做动作难免会有失误，而体育教学

始终是以育人为主，评价的最终目的也是以评促学，在很多技术评价时，可以

适当降低难度要求，只要学生能够及时调整，挽救失误，教师还是应该抱着鼓

励态度给出相应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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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技术教学评价是体育教学中检验学生技术掌握情况的重要手段，与单纯

以时间、距离、数量、重量等指标来评价学生成绩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它的

标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采用何种更加客观的评价方式是所有体育教师

都应该积极探索的。本文的观点是在“会”的基础上，将“会”的规格指标

量化，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的评价方式，每种方式都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而灵

活调整，具有相对客观、指标清晰、便于学生了解、易于教师打分的优点。

这些评价方式对于教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评价前要对所评价的技术有

全面深入的了解，设计出相应易于操作的评量表，才能客观又高效地对学生

进行评价，而有了客观量化的评价标准，学生的练习也就有的放矢、事半功

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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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eaches the 
Evaluation Strategy of Passing

Jiang Shiang

Ningbo Jiangbei District Foreign Language Art School Ningbo

Abstract: Whe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valuates the students’ technical 

movements, the criterion of passing or failing them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nature of the technical movements. For example, when doing headstand, to 

pass it means the students can make the “three-point support” by the forehead 

and hands, with their body leaving the ground. This is a clear indicator, easy to 

evaluate. When the students meet the minimum standard of doing technical 

moments, they will be gradually adept at them by continuous practice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economy and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how should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evaluate the students’ actions accurately and 

objectively? To facilitate teacher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students’ ability 

should be quant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technical movements.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o pass; Evaluation; Strate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