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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袁视频学习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袁动作技能类视频的学习也备受关注遥 研究

基于眼动追踪技术袁探究了三种学习策略渊想象尧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冤对中学生动作技能类视频学习效果尧学习体验尧

学习判断和视觉注意的影响遥 结果发现院相比于想象组袁动作和言语表现组的动作技评成绩最高尧对视频材料的总注视

时间最长曰动作表现组认知负荷和发球得分更高遥 进一步中介分析发现袁动作表现组通过提高学习判断尧言语表现组通

过增强学习动力以提高动作技能水平遥 以上结果表明袁动作和言语表现策略不仅使学生获得了更高的动作技评成绩袁而

且提高了学生对视频内容的注意资源投入遥 此外袁动作表现策略能够提高学习判断尧言语表现策略能够增强学习动力以

习得更好的动作技能遥 因此袁未来在动作技能类视频学习中袁应结合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策略以提高其学习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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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2022年 4月袁教育部印发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渊2022年版冤曳袁将野运动能力冶作为叶体育与
健康曳学科核心素养之一[1]遥 然而袁目前动作技能教学
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院一方面袁师资短缺尧场
地设备不足袁导致野开不齐尧开不足冶问题曰另一方面袁
课堂时间短尧教师示范不足尧学生多袁导致教学效果
难以得到保障遥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袁以多通道呈
现学习内容为特征的视频学习资源袁 不仅适用于认
知技能的学习袁而且有助于动作技能学习遥 但在以往
动作技能类视频学习中袁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不佳遥 学
习策略作为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主动使用的方法和

规则[2]袁有助于学习者学习遥 此外袁在形成动作技能的
过程中袁 学习者可能因采用的学习策略不同而导致
不同的学习效果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学习
策略对动作技能类视频学习的影响机制袁 为动作技
能类视频学习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遥

二尧相关概念和研究现状

动作技能是指通过实践或练习获得的协调自身肌

肉运动的能力[3]遥动作技能学习需要经历动作感知尧动
作表征和动作概念三个阶段袁 即学习者首先通过观
察形成对动作的认知袁之后经过不断地练习尧反馈和
调整获得动作表征和动作概念[4]遥 这与动作技能学习
中常见的想象尧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策略相呼应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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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策略的不同特点对动作技能学习的影响和作

用机制也不同遥
渊一冤动作技能的学习策略
从认知要行为角度来看袁 动作技能的学习离不

开认知和行为的共同作用遥 在认知层面袁动作技能的
学习本质上是通过观察和实践在大脑中形成的概括

性行动结构曰在行为层面袁动作技能形成的原因是刺
激要反应联结的形成和加强[5]遥根据观察学习理论袁观
察学习是由注意尧保持尧运动复现和动机四个过程组
成袁观察内容再现可以通过想象尧行为尧言语三种方
式袁想象和言语是保持的过程袁行为是运动复现的过
程袁这些活动均有助于提高观察学习的效果[6]遥 此外袁
已有研究表明袁在观察尧想象尧模拟或执行相同动作
时会激活镜像神经元袁 所记录的神经活动模式之间
会形成密切的对应关系[7]袁可以减少工作记忆中处理
瞬态信息的困难袁 强化学习者对所观察到的动作的
理解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基于动作技能学习的特点及
相关理论袁拟考察想象尧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三种常
见的学习策略对动作技能掌握的影响遥

渊二冤学习策略对动作技能掌握的影响
想象策略是心理练习的呈现袁 学习者一般通过

在头脑中重现画面来加工所学知识[8]遥 早在 20世纪
中期袁想象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提升动作技能渊如挥网
球拍冤的策略[9]袁但对学习的影响研究结果并不一致遥
例如袁 在探究学习者学习的内在注意机制中袁Liu等
利用眼动追踪技术探究绘图和想象策略对科学文本

学习的影响时袁发现总注视时间越长袁学习者注意资
源投入程度越高袁取得的学习成绩越好[10]遥 但也有研
究者发现袁想象策略可能分散学习者注意力袁增加认
知负荷袁进而干扰学习[11]遥 这是由于想象策略中学习
者在脑海里生成信息是不可监控的袁 不能将知识外
化袁容易造成认知超载遥

与想象策略不同袁 动作表现策略更偏向学习者
可以直接与物品进行交互完成操作过程[12]袁通常被认
为是掌握动作技能最常用的练习方式遥根据具身认知
理论观点袁认知源自身体的体验[13]袁学习过程中身体
活动会有助于心理表征的构建袁 从而提升学习效果遥
例如袁Kraeutner 等在探究动作表现与运动想象对掷
镖任务学习的影响时发现袁动作表现策略在完成动作
过程中能够更大程度上激活大脑至关重要的区域[14]袁
有助于学习者通过执行类似动作处理运动信息袁取
得更好的成绩遥

言语表现策略袁又被称为指导型自我谈话袁一般
是指学习者结合所学知识用言语向自己进行口头解

释[15]遥与想象策略和动作表现策略不同的是袁言语表现
策略能将动作技能知识外化袁通过口头形式表达动作
技能要点袁而非动作复现遥 根据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袁
动作技能视频学习中言语表现学习策略的使用有助

于学习者对重要的信息进行选择尧组织和整合[16]遥有关
言语表现策略对动作技能学习影响的部分研究结果

表现出积极作用袁Trabelsi等人探究视频建模在体操
教学中的有效性时发现袁重复观看尧言语表现和想象
可以作为自我调节学习的工具袁并且言语表现策略在
促进学生完成体操技能任务中取得了更好的成绩[17]遥

渊三冤学习策略对动作技能掌握的作用机制
随着研究的深入袁有研究者发现袁学习策略是通

过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和学习判断袁进而影响其动
作操作技能的掌握[18-19]遥 根据多媒体学习中的社会线
索原则袁多媒体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动作尧手势等社会
线索袁能够增加学生的学习动力袁进而促进学生投入
更多的认知资源到学习任务中袁 实现其深度学习[20]遥
例如袁在探究被动观看视频和依据提示操作 VR技术
渊即动作表现冤 对学生学习内耳解剖知识的影响时发
现袁相比于被动观看视频材料袁依据提示直接操作有
利于帮助学习者构建内部表征袁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动
力进而提高学习效果[18]遥 在探究言语表现策略对学习
者学习野发动机冶知识的科学文本影响时袁Lachner等
人发现袁学习判断起到了中介效应袁即言语表现策略
是通过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判断渊自信心冤袁进而提高学
习效果[19]遥 这是由于学习者学习复杂的学习材料时袁
能够基于自己的认知图式袁通过学习判断不断进行反
思以重新组织和整合学习内容袁 形成连贯的心理表
征袁从而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结构以促进学习遥 综上所
述袁 目前学习策略对动作技能掌握的作用机制主要
聚焦于以动手操作为主的技能学习中袁 较少关注学
习策略对体育动作技能学习的作用机制遥

三尧研究问题

目前袁 学习策略与视频课程相结合被广泛应用
于动作技能类在线教学[17]遥 想象尧动作表现和言语表
现策略作为动作技能学习常见策略袁 均有助于技能
掌握遥 然而袁以往研究多为探究单个学习策略的特点
和边界条件袁部分肯定了想象尧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
对动作技能学习的积极作用袁 但缺少不同策略对动
作技能学习影响的比较和其作用机制的探讨遥 基于
此袁本研究通过眼动追踪技术袁探究学习者在动作技
能学习中使用不同的学习策略渊想象尧动作表现和言
语表现冤时袁学习效果尧学习体验尧学习判断和视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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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差异袁并尝试探索引起这种差异的机制遥
根据相关研究和理论袁提出研究问题如下院
问题 1院应用想象尧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三种学

习策略能否促进中学生动作技能类视频学习钥 不同
的学习策略对中学生动作技能类视频学习的影响是

否存在差异钥
问题 2院想象尧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策略促进中

学生动作技能类视频学习发生的作用机制是什么钥

四尧研究方法

渊一冤研究对象与实验设计
随机选取我国中部地区某所初级中学的 91 名

学生袁其中男生 45人渊M=13.23袁 SD=0.58冤遥学生被随
机分配到三种实验条件下院渊1冤想象渊n=30冤遥 学生观
看一遍视频后袁需要在头脑中回忆视频相关内容尧动
作要领等遥 渊2冤动作表现渊n=30冤遥 学生观看一遍视频
后袁需要利用羽毛球及球拍进行动作练习遥 渊3冤言语
表现渊n=31冤遥 学生观看一遍视频后袁需要口头解释视
频学习内容遥

渊二冤实验材料与环境
1. 视频材料
视频材料主题为 野羽毛球正手握拍和正手发高

远球冶袁该材料截取了羽毛球世界冠军龚伟杰关于羽
毛球技能教学的视频片段袁 整个视频在羽毛球场实
景中录制完成遥 视频内容包括正手握拍动作讲解和
指导学员练习尧 正手发高远球动作讲解和指导学员
练习袁总时长 6分 50秒遥

2. 实验环境与设备
采用 aSee Glasses 便携眼镜式眼动仪记录学生

眼动数据袁采样频率为 120Hz遥 实验环境包括教室和
羽毛球场地袁 教学视频是在教室的计算机上进行播
放袁其分辨率为 1280伊720袁学习者佩戴 aSee Glasses
观看教学视频袁 结束后想象和言语表现组在教室完
成实验任务遥 羽毛球动作技能考核以及动作表现组
的实验任务均在羽毛球场地完成袁 羽毛球场地符合
国际羽毛球赛事场地标准遥

渊三冤研究工具
1. 基本信息问卷
用于收集学生的班级尧性别尧年龄和羽毛球学习

经验等基本信息遥
2. 身体素质测评
选取叶国家学习者体质健康标准渊2014冤曳部分测

试项目袁包括身高尧体重尧肺活量尧50米跑尧立定跳远
和坐位体前屈遥

3. 羽毛球技能动作测验
技能动作测验由羽毛球发球得分和动作技评考

核两部分组成袁该测验依据标准对照学生发 10个高
远球过程的录像进行评分袁 被用于前测和学习效果
测验遥 发球得分由两位羽毛球专项教师依据叶羽毛球
运动水平等级评定标准曳中的少儿四尧五尧六级运动员
测试科目[21]进行评分袁评分者一致性较高渊rs>0.95冤遥
正式考核之前袁每位学生有 2次试球机会袁考核中每
位学习者均有从左右两区域正手各 5次发球机会袁每
球满分 3分袁最后取平均值遥 前测和学习效果测验的
Cronbach's =0.80和 0.88遥动作技评考核依据肖杰主
编的教材叶羽毛球运动理论与实践曳[22]袁由两位专项教
师根据学习者击球飞行的弧度尧球飞行距离和技术动
作渊握拍动作尧两手配合尧发力程度尧动作完整程度冤的
规范性对其动作技评进行综合评分袁评分者一致性较
高渊rs>0.95冤遥每球满分 20分袁最后取平均值遥前测和
学习效果测验的 Cronbach's =0.83和 0.90遥

4. 学习体验量表
选取 Stull 等人编制的学习体验量表 [23]袁根据实

验需要袁分为野认知负荷冶和野学习动机冶两个维度遥 最
终问卷包括 8个题项袁采用李克特 7点计分袁总分为
8个题项得分之和袁分数越高袁表示学习者在学习过
程中学习体验越好遥 Cronbach's =0.77遥

5. 学习判断问卷
本研究采用 Lindner编制的学习判断问卷[24]遥 该

问卷共有 3个题目袁采用百分制计分袁其最终得分为
3个题目的平均分袁得分越高袁表示学习者对视频学
习以及动作完成越有信心遥 Cronbach's =0.87遥

6. 视觉注意分配
采用 aSee Glasses便携眼镜式眼动仪袁 实时记录

视频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眼动轨迹袁选取学习者对视
频内容区域的总注视时间和总注视次数指标袁反映学
习者对特定学习内容的注意资源投入和加工程度[10]遥

渊四冤实验流程
本研究在某中学的教室和羽毛球场地中进行遥

实验开始前袁 主试通过基本信息问卷了解学生是否
系统学习过羽毛球袁 并告知学生采用何种学习策略
进行学习的实验内容尧流程和注意事项袁学生明白实
验内容后完成前测渊身体素质测评尧羽毛球发球得分
和动作技评考核冤遥 学生被随机分配到想象尧动作表
现和言语表现三个组中袁 随后引导学生在教室佩戴
便携式眼动仪观看视频袁 在视频学习过程中同步记
录学生的眼动轨迹遥 学习结束后袁学生需要完成羽毛
球发球得分和动作技评考核袁 并同时填写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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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习判断问卷遥 实验流程如图 1所示遥

图 1 实验流程

五尧研究结果

为了研究不同学习策略对中学生动作技能类视

频学习的影响袁对各因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袁结果表
明各因变量均基本服从正态分布遥 因此袁本研究以学
习策略的类型渊想象尧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冤为自变
量袁以身体素质尧先前技能水平得分尧羽毛球技术动
作测验得分尧学习体验得分尧学习判断得分尧总注视
时间和次数为因变量袁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遥 各因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遥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袁在身体素质方面袁三
组之间身高[ 渊2袁88冤=0.15袁 =0.859袁 =0.003]尧体重
[ 渊2袁88冤=0.25袁 =0.781袁 =0.01]尧肺活量[ 渊2袁88冤 =
0.30袁 =0.742袁 =0.01]尧50米跑 [ 渊2袁88冤=0.05袁 =
0.947袁 =0.001]尧立定跳远[ 渊2袁88冤=0.70袁 =0.499袁

=0.02]尧坐位体前屈 [ 渊2袁88冤=1.43袁 =0.245袁 =
0.03]无显著差异曰在羽毛球先前技能水平方面袁三组
之间在发球得分[ 渊2袁88冤=0.41袁 =0.662袁 =0.01]和
动作技评考核[ 渊2袁88冤=0.30袁 =0.740袁 =0.01]上无
显著差异袁 即三组学生先前羽毛球技能处于同一水
平遥 因此袁可以排除三种学习策略下学生的身体素质
和先前技能水平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遥

渊一冤想象尧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组的实验结果
对比分析

1. 羽毛球技术动作学习效果
为探究学习策略对学生羽毛球技能学习效果的

影响袁 对三组学生的羽毛球发球得分和动作技评考
核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袁结果发现袁学习效果中的发
球得分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 渊2袁88冤=3.24袁 =0.044袁
= 0.07]袁 事后检验发现袁 动作表现组比想象组
得分更高渊 =2.82袁 =0.013冤袁其他组间无显著差异
渊 >0.05冤遥 学习效果中的动作技评成绩组间有显著
差异 [ 渊2袁88冤=3.61袁 =0.031袁 =0.08]袁 事后检

验发现袁 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组比想象组得分更高
渊 = 6.03袁 =0.017曰 = 5.41袁 =0.030冤袁 其他组间
无显著差异渊 >0.05冤遥以上结果表明袁学习策略影响
了中学生羽毛球动作技能的学习袁 具体表现为相比
于想象策略袁 使用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策略的学生

因变量 想象渊n=30冤 动作表现渊n=30冤 言语表现渊n=31冤

身体素质

身高渊cm冤 168.60渊7.68冤 167.93渊7.79冤 169.00渊7.34冤
体重渊kg冤 56.93渊12.39冤 58.87渊12.59冤 58.98渊13.11冤
肺活量渊ml冤 3085.10渊580.91冤 3128.43渊962.15冤 3225.35渊572.22冤
50米跑渊s冤 7.86渊0.75冤 7.80渊0.94冤 7.86渊0.63冤
立定跳远渊m冤 2.02渊0.28冤 2.10渊0.33冤 2.08渊0.22冤
坐位体前屈渊cm冤 5.31渊5.57冤 7.49渊6.33冤 7.33渊4.69冤

先前技能水平
发球得分 1.30渊1.93冤 1.73渊1.98冤 1.56渊1.66冤
动作技评 11.50渊4.26冤 12.20渊3.36冤 12.02渊3.15冤

羽毛球技术动作测验
发球得分 6.72渊3.85冤 9.53渊4.64冤 7.95渊4.37冤
动作技评 42.80渊8.49冤 48.83渊9.15冤 48.21渊10.91冤

学习体验
认知负荷 7.47渊1.38冤 8.47渊1.48冤 8.06渊1.36冤
学习动机 32.00渊6.51冤 32.67渊5.38冤 31.97渊6.56冤

学习判断 66.08渊18.72冤 75.90渊18.10冤 70.27渊18.99冤

视觉注意
总注视时间渊s冤 182.25渊87.17冤 218.01渊49.19冤 243.81渊53.65冤
总注视次数 613.07渊314.02冤 816.57渊145.33冤 880.68渊217.66冤

表 1 各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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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习动力的中介效应检验路径系数图

图 3 学习判断的中介效应检验路径系数图

羽毛球动作技能学习效果更好袁 使用动作表现策略
的学生会取得更好的发球得分遥

2. 学习体验
在学习体验方面袁认知负荷维度上组间有显著差

异[ 渊2袁88冤=3.83袁 =0.026袁 =0.08]袁 事后检验发

现袁 动作表现组的认知负荷显著高于想象组 渊 =
1.00袁 =0.007冤袁其他组间无显著差异渊 >0.05冤遥学习
动机维度上组间无显著差异 [ 渊2袁88冤=0.12袁 =
0.884袁 =0.003]袁但其中题项野我感觉在学习过程中
很有动力冶组间有显著差异[ 渊2袁88冤=3.12袁 =0.049袁
= 0.07]袁 事后检验发现袁 言语表现组学生的学
习动力显著高于动作表现和想象组的学生 渊 =
0.56袁 =0.029曰 =0.53袁 =0.040冤袁其他组间无显著差
异渊 >0.05冤遥 以上结果表明袁学习策略影响了学生的
学习过程体验袁具体表现为相比于动作表现组袁想象
组会产生更少的认知负荷曰与言语表现组相比袁采用
其他两种策略的学生进行学习时动力更低遥

3. 学习判断
为比较不同学习策略对学生学习动作技能视频

时学习判断的影响袁 对三组学生的学习判断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遥 结果发现袁 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渊2袁88冤=2.10袁 =0.128袁 =0.05]遥

4. 视觉注意
在视觉注意方面袁 三组学生对视频内容的总注

视时间组间有显著差异[ 渊2袁88冤=6.80袁 =0.002袁 =
0.13]袁 事后检验发现袁动作表现组和言语表现组
的总注视时间显著长于想象组渊 =35.76袁 =0.037曰

=61.56袁 <0.001冤袁 其他组间无显著差异 渊 >
0.05冤遥 总注视次数有显著组间差异[ 渊2袁88冤=10.64袁

<0.001袁 =0.20]袁 事后检验发现袁动作表现组和
言语表现组的总注视次数显著多于想象组 渊 =
203.50袁 =0.001曰 =267.61袁 <0.001冤袁 其他组间无
显著差异渊 >0.05冤遥以上结果表明袁采用不同学习策
略会影响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注意资源投入和加工程

度袁 具体表现在使用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策略的学
生对视频内容的认知资源投入和加工更深入遥

渊二冤学习策略对动作技能学习的作用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学习策略对动作技能类视频学习的

作用机制袁 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和学习效果中的动作
技评成绩分析结果袁分别以策略渊想象=0袁言语表现或
动作表现=1冤为自变量尧以学习动力或学习判断为中介
变量尧 以动作技评成绩为因变量袁 采用 Hayes 的
PROCESS程序对学习动力和学习判断的中介效应进
行检验袁并采用 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
行检验袁学习动力中介效应检验路径系数如图 2所示遥
结果表明袁 学习动力完全中介了言语表现策略对动作
技评成绩的影响袁即相比于想象组袁言语表现组可以通
过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袁进而提高学生的羽毛球动作
技能水平 [a*b=0.0542袁95%C.I.=渊0.0001袁0.1312冤]曰而
学习动力对动作表现组学生的动作技评成绩并没有

起到中介作用 [a*b =-0.0144袁95% C.I. =渊-0.4222袁
0.4439冤]遥 学习判断中介效应检验路径系数如图 3所
示袁结果表明袁学习判断完全中介了学习策略对动作
技评成绩的影响袁即相比于想象组袁动作表现组可以
通过提高学习判断水平袁以提升羽毛球动作技能[a*b=
1.0674袁95% C.I.=渊0.0543袁 2.3627冤]曰而学习判断对言
语表现组学生的动作技评成绩并没有起到中介作用

[a*b=0.2633袁95% C.I.=渊-0.3318袁0.9903冤]遥

注院*表示显著水平 < 0.05遥

注院*表示显著水平 < 0.05袁**表示显著水平 < 0.01遥

90



2023年第 4期渊总第 360期冤

六尧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想象尧 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策略
对动作技能类视频学习的影响遥 研究结果发现袁相比
于想象组袁 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组中学生的动作技
评成绩最高袁对视频材料的总注视时间最长曰动作表
现组认知负荷和学习效果中发球得分更高袁 言语表
现组学习动力最强遥 进一步中介分析发现袁动作表现
组学生通过提高学习判断尧 言语表现组学生通过增
强学习动力袁进而提高了动作技能水平遥 这一研究发
现为动作技能类视频教学中的学习策略使用提供了

一定理论参考遥
渊一冤学习策略对动作技能类视频学习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袁 学生采用动作表现策略进行学习

时袁获得的发球得分和动作技评成绩更好袁采用言语
表现策略进行学习时袁 能够获得更好的动作技评成
绩遥这一结论与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25]遥首先袁根
据具身认知理论观点袁想象尧动作表现和言语表现策
略有助于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袁引起更强烈的运动皮层
活动袁从而促进更深的概念加工渊特别是运动表征冤遥
然而袁动作表现策略通过模拟视频中的动作袁帮助学
生获得感觉运动信息袁并构建相应的感觉运动信息心
理模型[16]袁从而有助于学生获得更好的发球得分和动
作技评成绩遥其次袁根据认知负荷观点袁动作表现策略
需要学生先在头脑中形成表征袁再通过动作操作实物
进行外化袁 因认知过程外化和与实际动作匹配度高袁
减少了认知加工需求袁 可能会增强相关认知负荷[12]袁
这一结论与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26]遥 最后袁眼动
数据表明袁采用动作表现策略进行学习时袁对学习内
容的认知资源投入增加遥 这一结论和以往的实证研
究结果一致[10]遥学习材料的总注视时间和总次数与学
生的注意资源投入和加工成正比遥

言语表现策略相比于想象策略产生了积极的作

用袁这与生成性学习理论观点一致袁言语表现策略有
助于学生有效地选择和组织动作要点袁 整合成正确
的动作技能心理模型[16]袁从而促进学生获得更好的动
作技评成绩遥 此外袁根据学习动机理论中自我效能感
观点袁当个体对完成的任务比较自信时袁学生可能会
有足够多学习动力积极参与学习[27]遥本研究中言语表
现策略是学生学习过程中较为常用的策略之一袁相
比于动作表现策略和想象策略袁 学生在熟练使用言
语表现策略完成学习任务时袁主动参与活动性增强袁
因此袁学生的学习动力显著提高遥

此外袁本研究没有发现想象策略的积极作用袁可

能的解释是袁首先袁想象策略一方面要求学生进行动
作的内在加工袁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学生的外化行为袁
这一过程需要学生花费额外的认知资源进行控制袁
而学生的认知容量是有限的袁 容易引起认知超载[28]遥
其次袁想象策略的作用效果也受到学生的学习经验尧
学习策略使用偏好等因素影响袁 以往研究表明想象
策略对于低经验者并没有产生积极作用[29]袁而本研究
的学生均为羽毛球初学者袁 这可能也是想象策略没
有显著优势的原因之一遥

渊二冤学习策略对动作技能类视频学习效果的影
响作用机制

基于学习策略对视频学习影响的相关研究袁本
研究通过中介分析袁 发现动作表现组通过提高学习
判断尧言语表现组通过增强学习动力袁进而提高动作
技评成绩遥这与以往研究结论并不一致[29]袁究其原因袁
一方面袁与动作技能视频内容和其复杂度密切相关袁
另一方面袁 不同学习策略和动作技能视频内容的匹
配度也会影响学生学习效果遥 本研究的视频学习材
料主要以动作技能的羽毛球学习为主袁 动作表现策
略能够将羽毛球技能动作学习外化袁 学生通过相应
的动作练习袁自信心渊即学习判断冤得到提升袁并且在
不断修正错误的羽毛球技能动作过程中袁 有助于形
成正确的心理模型表征[16]袁进而提高动作技评成绩遥

言语表现组通过增强学习动力进而提高动作技

评成绩袁 这是因为言语表现策略作为学习者日常学
习过程中较为常用的学习策略袁 学习者的适应程度
较高袁学生在主动学习过程中其学习动力不断增强袁
因其高任务需求投入度促进了学生投入更多的认知

资源到学习任务中袁实现其深度学习 [20]袁学生在外化
技能动作过程中不断修订尧 组织并整合成正确的动
作技能袁心理模型就渐趋完善[16]袁因此袁取得了更好的
动作技评成绩遥

七尧结 语

本研究通过眼动追踪技术袁 比较中学生在动作
技能类视频课程中使用不同的学习策略时学习效

果尧学习体验尧学习判断和视觉注意的差异遥基于研究
结果袁进一步凝练出使用学习策略在动作技能类学习
中开展实践教学的建议遥 第一袁促进动作表现策略与
动作技能视频学习融合发展遥 本研究发现袁当动作技
能视频学习与动作表现策略相结合时袁不仅提高了学
生对视频内容的注意资源投入袁而且使学生获得了更
好的学习效果遥 因此袁两者融合发展可以实现有效的
认知加工袁提升学习质量遥 第二袁提高学生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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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earning Strategies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Video Learning of
Motor Skills and Its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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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video learn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and video learning of motor skills has also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ased on eye-tracking
technolog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ree learning strategies (imagination, action performance and
verbal performance)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learning experience, learning judgment, and visual attenti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video learning of motor skills. The results find that, compared to the imagination
group, the action and verbal performance group have the highest performance on motor skills assessment
and the longest total gaze time on video materials, and the action performance group has higher cognitive
load and scores. Further mediat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action performance group improve their motor
skills by increasing their learning judgments and the verbal performance group by enhancing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ction and verbal performance strategies not only enable
the learners to obtain higher scores in motor skills assessment, but also improve the learners' attention
input to the video content. In addition, the action performance strategy can improve learning judgments
and the verbal performance strategy can enhance motivation to acquire better motor skills.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action performance and verbal performance strategies should be combined in videos of motor skills
to improve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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