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摘 要院 主要通过实验法和数理统计法袁从学生的技能掌握水平尧具体环节动作得

分和运动情境动机得分等角度分析比较了视频分析软件教学法和传统体育教学法

下学生的成绩遥 结果显示袁在篮球教学中应用 NVIVO-8 视频分析技术提高了教学

效果袁较好地提高了学生体育技能的掌握水平袁应用前景较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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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method of experiment and statistics,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students' study re-

sults using sports video analysis software teaching to the results using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methods from the respects of students' skill level, scores of the actual movements and the exercise

situational motivation scor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applying NVIVO-8 video analysis to basketball

teaching can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students' sports skills. So this video

analysis technology has brigh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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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vo-8视频分析技术在篮球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蔡朋龙 1袁何 晋 2

随着科技的进步袁 运动视频分析软件在体育竞

赛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袁 但主要集中在高水平的体

育竞赛中袁在体育教学上则应用较少遥 在信息化尧科
技化的今天袁 只有将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深度融合

才是深化学科教学的根本途径遥目前袁国内有关多媒

体教学尧信息应用教学的研究较多袁但归结起来更多

的是趋于理论探讨袁 如王国亮以多媒体教学平台的

搭建与使用为基点袁 探讨将翻转课堂引入到体育教

学的价值与实现路径 [1]曰杨杰夫探讨了微博在高校

体育教学中的应用有点对点尧 群功能及示范教学 3

种模式 [2]曰燕国栋从计算机仿真的功能尧作用方面探

讨其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3]遥 而真正涉及多媒体技

术在体育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较少袁 如马永军以

武术课为载体袁将多媒体影像技术引入到教学中袁并
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 [4]遥 王耀东采用野视频回放冶
的方法袁探讨了体育术科教学方法革新[5]遥 国外对视

频尧 计算机等多媒体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则较

多袁如 Scott 等人研究了视频示范对于网球学习者技

术水平的影响 [6]曰Tania Cassidy 认为视频分析作为技

能学习的一个重要工具袁 可较好解决技能形成与运

用中的问题 [7]曰Aiken 等人研究了视频反馈在篮球学

习中对自我控制的影响 [8]遥 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信

息多媒体在体育教学的应用不论是理论探讨还是教

学实践研究已被越来越多地熟知和接纳袁 且可以帮

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尽快掌握动作的技术要领袁极
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遥反观我国的体育教学袁囿于软

件成本尧操作难度尧实用性以及人员配备等原因袁在
学校体育术科中应用视频技术的则不多见袁 只有国

家队及少数省队配备了一些该类设备遥因此说袁媒体

技术野涉猎冶于体育领域特别是体育教学方面深度还

不够袁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遥
目前对于动作技术的视频分析和战术过程的视

频 软 件 有 Dartfish尧Gamebreaker尧Eagle Eye 等 遥 而

NVIVO 视频分析软件是 QSR 开发设计的一款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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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袁 其最大优势是能对导入

的 PDF尧Video尧Audio 及数码图片文件进行编码和检

索等综合性处理分析袁可将众多信息汇总袁以便研究

者渊教师冤快速捕捉所需信息 [9]遥 另外袁NVIVO 软件

具备简单可行的视频分析功能袁成本低尧操作灵活多

样尧容易上手遥 本文通过篮球教学实验的设计袁尝试

性探讨 NVIVO-8 视频分析软件在体育实践教学中

的实施方法和应用效果遥

选取天津体育学院 2015 级体育教育训练学生为

研究对象袁考虑到学生自身技能掌握的情况会影响实

验效果袁 本研究按是否从事过篮球专项训练为标准袁
剔除从事过篮球专项训练的学生后袁 选取未从事者

30 人袁随机分成对照组 A尧实验组 B袁各组均 15 人遥

通过在苏州大学图书馆尧 中国知网中文数据库

期刊与论文数据库以及虎扑篮球论坛的检索袁对野篮
球教学冶野NVIVO-8 软件的使用说明冶野现代科学技

术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冶等进行查阅遥

本研究采用田宝和杨铭修订的运动情景动机量

表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试袁 进一步调查实验后学生的

学习动机遥测试分为实验前测试和实验后问卷测试袁
问卷是当场发放填写并收回袁4 个分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分别为 0.79尧0.75尧0.81 和 0.60袁 可信度较

高遥 而针对学生篮球学习效果袁 则以考试的形式确

定袁并通过访谈高校 CUBA 篮球教练及篮球教学一

线教师来确定考评的标准遥

为了实验的准确性袁 在测试之前首先对测试对

象的篮球水平进行测试袁请 4 位专家对学生的运球尧
投篮尧 传球等基础项目水平进行评定遥 结果显示 A

组和 B 组学生的篮球技术处于同一水平 (P>0.05)遥
从篮球学习的动机来看袁A尧B 两组并没有显著的差

异渊P>0.05冤遥 从上述可知袁实验组与参照组在实验前

对篮球的学习动机尧篮球技能的掌握尧篮球水平等基

本条件均无显著的差异袁说明选取对象较为合理袁符
合研究要求遥

实验时间院2016 年 10要11 月袁共计 12 学时渊每
周 2 节大课袁每节课为 90 min 计 2 学时冤遥 体育课教

学内容基本可分为院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遥理论知识

部分的教学一般在室内开展袁 该部分可以促进学生

了解体育运动的技战术知识袁掌握相关的规则遥实践

部分的教学袁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基本技术动作袁
技术动作操作的熟练程度以迅速尧连贯尧精确和轻松

为指标来衡量[10]遥按照篮球课程教学进度袁对两组学

生实施包括交叉步尧 转身这两项篮球技术的教学实

验遥 A 组采用口头讲解尧示范尧练习纠错等常规教学

法袁B 组则采用 NVIVO-8 视频分析软件教法袁 首先

对实验组采用视频讲解袁 然后用一架普通摄像机记

录学生动作技能练习表现袁并将视频同时输入 NVI-

VO-8 视频分析袁 由于学生本身存在动作内的差异

性袁本研究对篮球交叉步动作渊蹬尧跨尧转尧放冤尧转身

动作渊中枢脚尧后蹬脚尧转身冤进行编码袁最后通过数

据输出袁将每个学生动作技术以树状节进行展示袁挑
选出每位学生的错误动作与较好的动作遥 NVIVO-8

视频分析时间控制在 15 min 左右袁 并在下课前 20

min 进行播放与纠错袁播放结束后集合下课渊图 1冤遥

图 1 对照组 A 与实验组 B 教学实施步骤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篮球技能的学习情况袁本
研究进行两次测试袁 其中对于视频解析与点评选取

同一受试者所完成的较有代表性的动作遥 实验考评

则以动作的完整性尧动作的节奏尧动作的完成质量为

标准由专门的教师进行盲考 渊参照组与混合组随机

抽取考试冤袁见表 1遥

运用 SPSS19.0 软件对收集整理的实验数据进

行处理袁进而对数据进行归纳与逻辑分析遥

为了直观尧形象地描述教学效果袁并能在课堂上

得到学生技能习得情况的及时反馈袁 利用 Nvivo-8

来进行教学视频分析袁其应用过程分为袁课前准备应

用尧课中应用尧课中整理应用及课后应用 4 个部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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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篮球考核动作评分标准

在网站 www.fiba.com 下载专业运动员的动作

视屏袁制作好教学视频课件遥 根据技术动作特点袁将
视频分为完整技术和分解动作的分层教学资料遥 在

针对实验组讲解动作之前袁根据视频的动作演示袁可
将教学内容快速有效地展示给学生袁 加深学生对动

作的理解遥 然后袁确定教学的目标和技术的关键点袁
为课中 NVIVO-8 视频分析编码做准备遥

集合队伍后袁 教师按照传统的体育教学方法过

程袁讲解示范要学生自主练习要纠错的教学流程遥所
不同的是袁老师准备的视频统一给实验组学生播放袁
使学生了解技术结构袁时间为 5 min 左右遥 视频播放

后老师将完整动作尧 分解动作和关键技术进行演示

和讲解袁使学生对动作学习方法尧要点及关键环节有

清楚的了解遥 在练习时袁摄像机对准上课的学生袁记
录学生上课的表现袁 要求每一组配对练习的学生均

在镜头前练习 2~4 次袁同时将固定在三脚架上的摄影

机连接到电脑袁建立课堂学生学习渊练习冤数据库袁将
课堂练习视频输入到软件袁 在软件中对其进行整理袁
建立节点系统袁一般常用到的节点形式是自由节点和

树状节点袁自由节点是进行试探性的质性分析所建立

的节点袁树状节点能被分类且具有树状结构 [11]袁本研

究采用树状节点对学生动作的性质进行分类编码袁
分为中枢脚尧蹬跨尧转体尧放渊交叉步冤曰中枢脚尧后蹬

脚尧引尧转身渊转身动作冤袁根据关键字搜寻尧比较尧分
析袁对学生动作技术进行第二层次的编码渊图 2冤遥

图 2 NVIVO-8 视频分析的编码图

编码束后袁集合所有学生到老师电脑前袁播放所

有学生的动作袁 让学生观看自己的技术动作并指出

错误袁接着老师指出所有错误袁然后再次观看教学视

频袁使学生能更好地加深对动作的理解袁改正自身动

作遥 为了激励学生袁提升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袁老师

选择性地播放动作较好的学生练习视频遥 图 3 图 4

为教学摄像一部分截图遥

图 3 同学 A 练习表现图片

图 4 同学 A 视频分析后的纠错图片

考评要点 评定标准 评定等级 

准备动作正确、技术动作充分 好（2.5~3 分） 

准备动作较好、技术动作较充分 中（1.5~2.5 分）

动作完整

性 

准备动作差、技术动作不完整 差（0~1.5 分） 

动作流畅、身体协调性好、技术

要点衔接 

好（2.5~3 分） 

动作较流畅、身体协调性较好、

技动作较衔接 

中（1.5~2.5 分） 

动作的节

奏性 

动作不流畅、协调性差 差（0~1.5 分） 

动作技术熟练、协调、完全按技

术要求完成 

好（2.5~3 分） 

动作基本正确、较协调、技术动

作较小错误 

中 （ 1.5~2.5

分） 

动作的完

成质量 

动作不正确、不协调、技术动作

明显错误 

差（0~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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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学生 A 练习时袁中枢脚渊右脚冤离地面过

早且不以中枢脚前脚掌做轴袁做突破瞬间未提踵袁造
成走步违例袁同时造成后蹬无力遥 图 4 为同学 A 视

频分析后纠错图片袁通过 NVIVO-8 视频分析动作出

现的节次尧 视频回放的讲解使学生可以明确动作的

要领并加以改正遥

课后建立课堂学生学习渊练习冤数据库袁以便进

一步分析学生动作差距的原因袁 形成即时反馈进而

优化教学遥 同时将学生的动作学习视频进行网上分

享袁 这样能进一步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和主动

性袁以便在课后进行动作的改进尧巩固与发展遥

对于学生篮球转身和交叉步掌握情况进行考

核袁每单项成绩为 10 分袁评价标准根据专家评定标

准进行结果测算渊表 2冤遥
表 2 对照组和实验组篮球技能考核成绩对比一览表

注:* 为统计结论差异具显著性袁** 为统计结论差异具高

度显著性

由表2 可知袁实验组的总成绩要远远高于对照

组成绩袁其经过 t 检验袁且显著性都达到了高度显

著性差异渊P＜ 0.001冤遥 从单项成绩来看袁转身成绩

达到高度显著性差异渊P＜ 0.001冤袁虽然交叉步并

非高度显著渊P＜ 0.05冤可能与技术动作难度大尧教
学时间短有关遥 但从总体来看袁实验组要远远好于

对照组袁说明 NVIVO 视频分析软件可以提高学生

对动作的掌握程度袁 也说明该教学法提高了教学

效果遥

为了进一步了解 NVIVO 视频分析软件教法对

于哪些环节起到了影响作用袁本文对对照组 A 与实

验组 B 考核各环节情况进行了分析渊表 3尧表 4冤遥

表 3 对照组 A 与实验 B 组转身各环节得分对比一

览表

注 :* 为统计结论差异具显著性袁** 为统计结论差异具高

度显著性

表 4 对照组 A 与实验 B 组交叉步各环节得分对比

一览表

注 :* 为统计结论差异具显著性袁** 为统计结论差异具高

度显著性

从表3 和表 4 可知袁转身尧交叉运球技术无论是

动作的完整性还动作的完成质量上都具有显著的差

异渊P＜0.05冤袁可见袁NVIVO-8 视频分析软件教法是行

之有效的遥 而转身尧交叉运球在运动节奏的技术评分

成绩上无显著差异袁可能与教学实验时间和技术本身

难度有关袁学生需要在长期训练中才能灵活运用遥

动机是构成人类大部分行为的基础袁 是由一种

目标或对象所引导尧 激发和维持的个体活动的内在

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遥 运动动机就是以运动目标为

引线袁 推动学生参与体育学习与身体锻炼活动的内

部心理动力 [12]袁它对于激发体育技能学习尧提高运动

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本文借用 叶运动情景量表曳
渊2004 年田宝和杨铭修订冤 对实验后的学生动机水

平进行测量遥
结果发现渊见图 5冤袁实验组与参照组在鉴别动

机尧外化动机及缺乏动机等方面差距不大袁基本把持

相同水平遥而实验组的内部动机远远高于对照组袁说

项目 对照组得分 实验组 t Sig.(2-tailed) 

转身 7.032 ±0.567 8.196±0.231 -4.253 0.003** 

交叉步 7.080±0.650 7.870±0.521 -2.101 0.027* 

总分 14.112±1.217 16.066±0.752 -4.519 0.002** 

 

对照组 A 实验组 
考核的环节 

交叉步 交叉步 
t 

Sig. 

(2-tailed) 

动作的完整性 2.36±0.0216 2.63±0.173 -2.56 0.017* 

动作的质量 2.41±0.02 2.81±0.161 -2.19 0.033* 

动作的节奏 2.31±0.232 2.552±0.057 -0.617 0.235 

 

对照组 A 实验组 
考核的环节 

转身 转身 
t 

Sig. 

(2-tailed) 

动作的完整性 2.444±0.117 2.73±0.077 -2.101 0.027* 

动作的质量 2.244±0.227 2.81±0.097 -2.077 0.071* 

动作的节奏 2.344±0.237 2.656±0.057 -0.717 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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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NVIVO-8 视频分析教法的引入袁极大地激发了学

生的归属需要袁使学生在学习中寻找到了快乐袁并诱

发出他们对体育学习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遥 另外这种

方式将转变学生被动接收体育技能的角色袁 更多体

会到学习当中的自我关注遥

图 5 对照组与实验组运动情境动机得分

特里维斯渊Travis冤在早期的野转盘追踪冶实验表明袁
在有观众的情况下袁被试的练习成绩会有所提高[5]遥 也

就是说袁在技能学习中袁当某种因素介入的时候袁在
某种程度会提高技能学习水平遥 如当教学课程有老

师听课学生会更加专注和认真袁 因而实验组配置电

脑尧 摄像等软件正是利用这种学生的心里因素来提

高教学水平遥 当然袁NVIVO-8 视频分析软件教法袁通
过视觉直接刺激感觉器官袁 能进一步加速动作表征

的形成袁加深动作记忆的深度遥而传统教学中的以口

头提示或示范只是在声像记忆中袁 但是这种声像记

忆较图像记忆的信息加工及储存较弱遥再者袁传统教

学中袁教师讲解和示范更为抽象袁而通过自身技能视

觉反馈更容易使自身的动作逐步走向自动化遥另外袁
通过 NVIVO-8 视频分析软件分析学生的做得较好

的动作时会形成良性反馈袁 会不断增加学生对篮球

技能学习的积极性袁从而形成良好的运动情绪袁因而

提高学生上课学习技能的效果遥

教育环境是影响教学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袁而
教育的信息环境则打破了原有的物理环境袁 将教育

活动的知识尧活动性信息进行传递尧加工及组合袁以
一种无形的环境融入到教育活动当中袁 并以自身独

特的功能和结构影响着教学信息的传递遥 因而在篮

球教学中袁教者以野视频分析冶的方式袁将与教学相关

内容和有效信息转变成符合学生多种感官接收特点

的内容和信息 [5]袁这种传递不仅实现了信息的输送

者与接收者的互动有效性袁 且为有效地传递教学信

息增加了新的动力遥 另外袁教师在教学中袁由于很多

技术动作在一瞬间完成袁 细微之处用肉眼难以辨别

判断遥因而以野视频分析冶的方式应用于篮球教学中袁
不但能减少学生这瞬间的表征错误袁 同时又能防止

教者因年龄增长尧 身体素质降低造成的技能示范的

不规范遥

在强调教学手段多元化的今天袁 多媒体在体育

教学中应用的兴起己经越来越普遍 遥 然而对于

NVIVO-8 视频分析技术的应用多以课堂教学为主袁
且重在理论探讨遥 NVIVO-8 视频分析技术在体育课

堂教学中的应用优势如下遥

与其他学课相比袁体育教学除了野教与学冶袁需要

学生更多身体参与袁因而其具有独特的学科特性遥现
代视频等媒体在示范动作结构方面有着传统教学媒

体不能比拟的优势袁但是袁多媒体技术并不仅仅在于

其演示功能 [13]袁必须建立正确的视动表象袁帮助学生

看清楚每一瞬间动作的技术细节袁加深其对概念尧原
理的理解袁进而提高教学效率遥 NVIVO-8 视频分析

技术袁可以多渠道提供信息袁直观真实反映学生动作

学习的运动参数变化特征袁 并能通过对学生频繁的

视觉刺激尧图像比较袁加快他们对技术动作的理解袁
这明显优于单纯的视觉和听觉媒体遥

NVIVO-8 视频分析技术通过视频讲解尧数据分

析与纠错以达到技术知识与技能目标的实现袁 因而

具有野工具性冶的特点曰通过对学生动作学习进行技

能编码尧性质分析及技能纠错袁进而对学生完成体育

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之后做出学习效果评价袁 也充分

体现出体育教学过程的个性化和人本化特征遥另外袁
通过视频解析袁 学生能较直观地观察到自己的动作

与预期目标的差距袁同时经过教师的指导袁容易发现

问题之所在袁指导后的针对性练习袁有利于提高动作

质量袁能最大程度减少练习次数袁显然针对性极强袁
指导效率高 [14]遥

NVIVO-8 视频分析较传统的视频回放尧视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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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体育课堂教学是一种革新袁一是它通过快捷尧直
观影像和关键技术的运动学参数袁 对教学和练习进

行及时信息反馈袁 将改变教师仅凭借视频讲解尧演
示尧回放对学生技术动作进行指导的教学方法遥二是

根据学生运动参数的重点难点环节组织学生不断练

习袁并针对学生暴露出的问题及时进行纠偏袁拓宽了

传统的视频回放尧视频讲解容量袁提高了教学的直观

性和科学性袁 进而丰富了教学的反馈机制和方法手

段袁 从而使教与学所表现出的形态和结果出现了质

的改变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NVIVO-8 是一件定性与定

量结合的视频分析软件袁 他对于体育教学要素的组

合是动态的而非固化的袁教者可根据教学的目的尧需
要进行编码袁 可随时调整各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以

实现特定的教学目的遥
NVIVO-8 较 Sports motion, gnarl system 等视频

分析软件相对廉价袁操作灵活多样遥 但从目前来看袁
NVIVO-8 应用在体育教学活动仍存在诸多问题遥 一

是体育教学术科多样性袁NVIVO-8 并非是针对体育

专业领域袁 如果操作不当可能得出的数据准确率不

高遥 二是袁NVIVO-8 对于计算机多媒体处理能力具

有较高的要求袁 但因为种种原因教师对计算机媒体

处理尧 编码的能力并不高袁 也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阻

碍袁因此笔者认为袁只有提升体育教师的计算机尧多
媒体软件的应用能力袁NVIVO 视频分析才能得到广

泛应用遥

渊1冤 在篮球教学中 NVIVO 视频分析技术提高

了教学效果袁 能较好地提高学生体育技能的掌握水

平遥实验组的总成绩要远远高于对照组成绩袁且显著

性都达到了高度显著性差异渊P＜ 0.001冤袁对照组 A

与实验 B 考核各环节中运动节奏的技术评分成绩

无显著差异袁源于技术本身难度遥
渊2冤学生心理因素尧教学环境成为 NVIVO-8 视

频分析篮球教学效果得到提高的主要原因遥
渊3冤强调教学手段多元化的今天袁将 NVIVO 视

频分析软件应用于篮球教学是体育教学的一种尝

试袁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体育教学的固有模式袁使之更

加符合现代学生的要求袁使学生从学习中寻找快乐袁
激发学生的兴趣袁 对于培养学生终身体育观念有着

重要的意义遥
渊4冤NVIVO 视频分析软件能否广泛的应用体育教

学取决于老师的计算机尧媒体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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