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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全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JD) 中的运动技能学习反馈研究进行了文献分析 , 发现反馈研究的文献数量

变化不大 , 主要为原理介绍与经验总结 , 并针对一些运动专项进行了研究。一些“反馈”研究提出和应用了一些

新的理论模式 , 采用了一些新的仪器和技术 , 运用了生物反馈的原理和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深度不够 ,

实验与技术研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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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反馈在运动技能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 我国的教练

员、体育教师及学者们都很关注反馈问题 , 并努力在体育

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中去进行研究和应用 , 发表了许多关

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文献。笔者通过文献分析 , 以了解国内

运动学习中的反馈研究 , 从中总结研究成果并发现研究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检索与分析法。文献检索主要在中国期刊网

(http : / / www1cnki1net ) 上进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JD) 以收录期刊多 , 检索方式多样、灵活 , 检索结果准

确而闻名 , 是国内权威性的学术文献数据库 , 我国的一些

主要体育期刊以及各高等院校学报大多收录其中。

检索方式如下 : 在全文数据库中以“篇名”为字段 ,

检索词为“反馈”, 检索文献日期设为“1994 - 2002 年”

(实际上 , 2002 年期刊的论文还未录入数据库 , 不排除 2001

年部分数据未收全) , 在“文史哲辑专栏目录”下选择“体

育学”为检索条件 , 进行检索。检索后得到篇名包含“反

馈”的体育学类文献 101 篇 , 这些文献主要分布在体育类

期刊和师范类高校的学报上。随后 , 通过人工核对 , 排除

了 5 篇不属于运动技能学习的反馈研究 , 保留 96 篇论文。

表 1 　1994 - 2001 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体育学“反馈”研究的文献数量及比例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总计

文献数量 (篇)

文献比例 ( %)

10

1014

10

1014

11

1115

10

1014

17

1717

7

713

20

2018

11

1115

96

100

3 　研究结果

311 　文献分析

31111 　文献数量及比例

检索结果表明 , 8 年 (1994 - 2001) 来所发表的有关

“运动技能学习中的反馈研究” (以下简称“反馈”) 文献 ,

其数量及相应比例见表 1。

如表 1 所示 , 1994 - 2001 年期间有关反馈研究的文献

共计为 96 篇 , 每年平均约为 12 篇左右 , 文献数量逐渐增

加 , 其中在 1998 年和 2000 年发表的文献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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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2 　文献的性质

研究按照论文的性质将其分为原理介绍类、经验总结

类、实验与技术研究类文献。原理介绍类文献主要是对反

馈的定义、原理、特点、机制等进行简要地介绍 , 并对其

在体育教学和训练领域中的可能应用进行了阐述。经验总

结类文献主要是结合某一具体运动项目 , 根据教学与训练

经验总结反馈的作用。上述两类研究多为简单思辨与经验

总结。实验与技术研究类文献主要是通过教学实验来考察

某种反馈方法的效果 , 或是运用反馈的一些新仪器和新技

术来进行研究。这类研究具有较好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统计结果表明 , 在总计 96 篇“反馈”文献中 , 原理介

绍类研究为 46 篇 , 经验总结类研究为 35 篇 , 实验与技术类

研究只有 15 篇。

在有关“反馈”的研究中 , 原理介绍类和经验总结类

研究分别占到了总研究的 4719 % 和 3615 % , 两类研究合计

比例达到了 8414 % , 而实验与技术类研究只占总研究的

1516 %。这表明 , 国内当前的反馈研究大多还是肤浅的、

重复性的、经验水平的研究 , 缺乏严谨的教学实验与创新

的技术研究。这也说明 , 我国的“反馈”研究总体上还处

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此外 , 这些文献中 , 没有对已有研

究进行总结与评价的综述性文献 , 许多文献引文数量少

(少于 5 篇) , 很少有文献引用外文文献。这提示我国学者

的研究多是盲目的 , 无具体研究方向 , 未能在已有研究的

基础上将研究不断推进见图 1。

图 1 　各类“反馈”研究文献数量的变化

31113 　研究所针对的运动项目

一些经验总结类研究针对不同的运动项目 , 对反馈的

作用作了介绍。在实验与技术类研究中 , 一些研究者也针

对具体运动项目展开了研究。涉及运动项目的文献共有 46

篇 , 其中有 2 篇泛指耐力性项目 , 其它 44 篇文献的运动项

目分类如下 :

如图 2 所示 , 涉及体操项目的文献最多 , 有 15 篇。需

要指出的是 , 这其中还包括了艺术体操、健美操和体育舞

蹈在内。涉及田径项目的文献有 9 篇 , 主要分布在跑步、

跳远、铅球和铁饼专项上。篮球和排球分别有 7 篇和 5 篇

文献 , 武术 (含太极拳) 和足球各有 3 篇 , 而游泳和健美

最少 , 只有 1 篇文献。

图 2 　涉及各运动项目的“反馈”文献数量

勿庸置疑 , 虽然反馈的普适性决定了它在任何项目中

都能产生作用。但结合项群理论 (田麦久 , 1998 年) , 笔者

认为在技能主导类难美性项群 , 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项

群 , 以及体能主导类快速力量性项群上 , “反馈”的文献较

多。这提示 , 反馈在某些运动项群技能学习中的作用可能

更为明显。

312 　研究的特点

31211 　提出或应用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式

在运动技能学习的反馈研究中 , 我国学者也提出和应

用了一些新的反馈模式 , 如即时反馈强化控制模式 (曹湘

英 , 姚卓 , 1996 年) 、自息反馈教学法模式 (张庆宝 , 1997

年) 、“启导演练”反馈控制 (候柏晨 , 迟振国 , 1994 年)

等。例如 , 曹湘英和姚卓设计出武术教学中的即时反馈强

化控制模式 , 其核心是建立一个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

之间的信息交换网络 , 以保证对每个学生的练习过程实施

有目的、有保证的观察、提示和控制。达到快速不断的信

息交换和连续不断的纠错。教学实验表明 : 通过施控者加

强学生之间的微观调控和有针对性的信息交换 , 使学生成

绩提高非常显著 , 实现了 100 %的即时强化机率。

31212 　采用了一些新的仪器与技术

在反馈研究中 , 我国学者们研制了电子同步反馈器

(张国生 , 1994 年) , 并通过摄 (录) 像的技术 (夏秀珍 ,

1996 年 ; 郭强 , 2000 年 ; 王顺堂 , 魏丕来 , 岳志刚等 ,

2000 年 ; 李双成 , 罗跃兵 , 连佑群等 , 2001 年) 来进行反

馈研究。例如 , 张国生 (1994 年) 借助现代电子科学技术 ,

依照击球时 , 控制脚及脚部位准确性的动作要求设计并研

制了反映脚的部位正确与错误的电子同步反馈器 , 以促使

学生尽快建立时空、肌肉本体等综合性运动感觉 , 最终达

到正确掌握关键技术环节 , 完善运动技术的目的。这一发

明有效地解决了击球瞬间足背直立和保护足背直立向前平

移的技术难点和教学难关。

摄 (录) 像反馈教学 , 就是借助摄 (录) 像这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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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生练习时的技术动作记录下来 , 再通过电视录像当场

放给练习者看 , 由他们自己判断自己的动作是否符合动作

规范 , 从对比中发现错误动作或多余动作 , 在下一轮练习

中加以纠正。上述研究结果均表明 : 摄 (录) 像反馈教学

反馈及时、准确 , 纠正具体 , 可以准确无误地矫正动作 ,

使动作精确并起到强化和巩固正确动作的作用。此外 , 这

种反馈教学还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 增加了学生对学习

的满意程度 , 丰富了学生的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 , 发展了

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1213 　运用生物反馈的原理与方法

生物反馈是利用电子仪器将与心理生理过程有关的机

体生物学信息 (如肌电、血压、心率、皮温) 加以处理 ,

并进行信息反馈 , 训练人们有意识地控制自身的心理生理

活动。我国在生物反馈方面开展的研究较多 , 但研究多将

生物反馈与放松训练的技术结合起来起使用 , 主要考察生

物反馈的情绪效应 (水宾 , 邱波 , 刘春才等 , 1994 年 ; 郭

明方 , 邓小丁 , 刘送宝等 , 1998 年 ; 崔思栋 , 刘华 , 1998

年) 。王会泉和郭秀萍 (1998 年) 在考察国内运动员生物反

馈放松训练的基础上 , 提出了影响运动员生物反馈放松训

练效果的一些主要因素 , 即生物反馈仪、放松方法、运动

员被试、训练时间和次数等 , 并对这些因素逐一进行了分

析。

4 　小 　结

综上所述 , 国内关于运动技能学习的反馈研究文献表

现出一些特点 , 但也存在着理论深度不够 , 实验与技术研

究缺乏的问题。例如 , 绝大部分“反馈”研究都是原理介

绍和经验总结 , 表现为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一些教学实

验也没有能够触及“反馈”研究的前沿领域。国外“反馈”

研究中最为关注的反馈类型 (结果反馈与表现反馈) , 反馈

频率和反馈时间等 , 在国内的研究中少有涉及。此外 , “反

馈”的实验与技术研究缺乏。研究者认为 , 教学实验由于

能够揭露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 测量与统计精确、客观以

及实验过程的可操作化和可重复研究 , 理应成为反馈研究

的主要手段。但目前“反馈”的实验研究却极其缺乏 , 仅

有的一些研究也暴露出研究设计、实验方法和变量控制和

统计检验中的问题 , 研究结果和结论缺乏说服力。

研究者还注意到 , “反馈”的技术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

问题。以生物反馈为例 , 它不仅具有调整情绪状态、消除

过度紧张、改善机体各器官系统机能的作用 , 而且还可以

提高运动感知能力 , 加速运动技能形成 , 使技术动作更为

协调。例如 , 在运动员练习动作时 , 利用肌电仪让运动员

在示波器上观察肌电变化 , 可以提高运动员的肌肉用力感

觉 , 精确区分完成运用的用力肌肉、用力时间和用力强度 ,

从而加速运动技能的形成与完善。但遗憾的是 , 目前有关

研究多关注生物反馈的放松训练效果 , 生物反馈促进运动

技能的研究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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