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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ole of "implicit learning" in sports skill learning and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it and task accepting, compressive force, follow-up hard work and others’ influence, we 

studied the phenomenon of "implicit learning" in the study of dancesport skill. Through 

questionnaires, we found that students who have learning disabilities for sports have improved their 

ability to master skills after exerting pressure, repeating exercises, and being helped by common 

learner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re are implicit learning in sports dance,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guide can improve learn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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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内隐学习”在体育技能学习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内隐学习”与接受任务、所受

压力、后续努力及所受他人的影响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认知心理学中“内隐学习”这一概念，

研究体育舞蹈的技能学习中的“内隐学习”现象。通过问调查，分析出对于体育技能有学习障

碍的学生在施压，重复练习以及受到共同学习者的帮助引导后技能掌握情况有所提高。得出

结论：体育舞蹈中存在内隐学习现象，通过积极的心理引导可以改善学习情况。 

1．引言 

内隐学习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所指的是人类无意识地获得复杂知识的过程。

在自己未经刻意学习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某种知识，习得了某种潜在的规则。虽然很难描述，

但是这种学习的效果可以通过某种测试表现出来，是在意识层面无法觉知的一种规则。最早

“内隐学习”现象的研究开始于人工语法、序列规则以及复杂系统控制范式。被测试者在这些

实验当中，似乎能够学习到一些规则，但是要他们说出来，又无法清晰的表示出来，然而在

间接测试中却能够以高出随机的概率表现出学习到的规律。 

近年来在高校中体育舞蹈这类动作难度较大，感情色彩比较复杂的体育技能开始普及，

高校大学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较好的配合完成一支舞，甚至有人可以比较有感情有韵律的完

成。那么最初在语言学习以及复杂的艺术学习中被经常提到的"内隐学习"情况是否也在体育

技能性学习中存在?如果存在，这种"内隐学习"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对于不同学习状况的人又

有多大影响，它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又会对体育技能性运动的学习起到哪些影响，这种现象

的存在会给体育教学带来哪些影响，哪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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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设计与假设 

对于在校高校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204 份，其中在进行最基础的体能训练的大学生

中抽取 111 人进行调查，之后在学习体育舞蹈，健美操，跆拳道技能性的大学生中抽取 93 人

进行问调查。由不同难度的体育技能学习过程中得出是否在体育技能的学习中存在内隐学习

现象，然后由学习者对于自己在学习体育类技能性运动的前中后三个时的描述，及回答的相

关选择题得出在学习过程中何时“内隐学习”现象比较明显。 

假设：“内隐学习”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存在于所有的学习过程中，内隐学习现象在技

能学习后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现也更为明显。内隐学习与平时的练习程度有很大关联。此外，

内隐学习与接受任务，身边人的影响以及所受的压力因素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3．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参加体育选课的 204 名高校大学生，进行不同难度，不同类型的体育技能的

学习。 

3.2  测量工具 

3.2.1 问的编制 

以认知心理学中的“内隐学习”为理论基础，结合运动心理学相关知识，编制关于技能学

习前情况，后“隐性学习”发挥的作用，影响因素。问以选择和简答混合的方式，问中先通过

选择对答者进行引导，辅以简答题，以更清晰明确的表达被调查者的状况。 

3.2.2 问效度检验 

本实验的效度的单项与总和相关效度分析达到要求，没有产生天花板效应或者是地板效

应，就表面效度来说，研究者认为问是符合要求的。 

3.3  实验设计与操作 

测试问针对 204 名学习不同体育项目的大学生展开，其中有 111 名学生进行的是最基础

的体能训练，其余 93 名学生分别学习体育舞蹈，跆拳道，健美操技能性体育运动，将大学生

分成“前学习障碍组”和“前学习无碍组”然后对两组学生后分别分配学习任务，共同学习技能

的同学对其产生的影响，后续努力相对于前的努力的效率高低，再调查学生的技能掌握情况。

从而探究技能性学习和非技能性学习之间内隐学习的存在状况以及影响因素。统计结果如图

1、图 2、图 3、图 4 及表 1 所示。 

 

图 1  前学习障碍组的预学习过程 

表 1  障碍组和无障碍组在非技能型学习（N1）和技能型学习（N2）中的对比 

 N1 % N2 % 

前学习障碍 57 51.35 51 54.84 

前无障碍 54 61.65 42 45.16 

 N1 % N2 % 

课后增加练习 33 57.89 35 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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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课后练习 24 42.11 16 31.37 

 

 N1 % N2 % 

后进步明显 45 78.95 40 78.43 

后变化不大 12 21.05 11 21.57 

 

图 2  通过基本动作练习目标达成情况 

 

图 3  通过同伴鼓励目标达成情况 

 

图 4  通过施加压力目标达成情况 

4．研究结果 

4.1  数据分析 

在所调查大学生中，有大概一半左右存在前存在学习障碍，增加基本动作练习，收到同

伴鼓励以及接受任务，压力增加均有助于后目标的达成，其中增加基本动作练习在达成目标

的学生中占比为 80%，起到主导因素作用，其次，接受任务，感到压力在达成目标的学生中

占比为 58.28%，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共同学习者在达成目标的学生中占比为 33.26%，占比

重较小，该外在因素对于“内隐学习”现象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并非主要因素。 

4.2  “内隐学习”的影响因素整合分析 

（1）反复的基础动作练习 

（2）接受任务，压力问题 

（3）共同学习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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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讨论 

5.1  内隐学习现象特征 

关于内隐学习以及相关的内隐认知系统的特征问题，目前研究者之间仍有一定分歧。《内

隐学习：理论和实践问题》中认为内隐学习最基本的特征有五点：  

(1)强有力性：外显学习和外显记忆受心理损伤的干扰，而内隐学习和内隐记忆则不受其

影响；  

(2)年龄独立性：与外显学习不同，内隐学习没有年龄和发展水平效应；  

(3)低变异性：内隐认知能力具有较小的个体间差异；  

(4)独立性：跟外显学习不同，内隐任务成绩与标准心理测量工具测得的智力无一致性； 

(5)加工的共同性：内隐学习深层的加工过程具有物种间共同性。 

本次实验中我们在体育技能类运动的研究中，通过对体育技能类与非技能类运动的比较

中也发现“内隐学习”现象与所学技能种类基本没有关系，在技能类与非技能类的体育运动中

所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内隐学习”现象均约为 1:1。而且“内隐学习”现象在体育类运动中也是普

遍存在的，只是在一些人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对于这些表现更为明显的人所填写的调查问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解到。首先，重复练习对于技能的获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基

础性的重复练习在后成果的展现起着更为突出的表现，也就是说在“内隐学习”现象中，累积

效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共同学习者带来的影响也很重要，比如在体育舞蹈中相

当一部分人收到舞伴的影响很大。最后，在末接受到任务，有更为明确的目标之后，压力感

增加同时这种内隐学习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 

5.2  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足或有待改正之处 

本次研究中没有在生物学相关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只是得到了相关性的普适

规律，并没有研究内隐学习这种现象的存在究竟是源于什么，内隐学习是否是与某些特殊的

神经系统的协调有关，没有通过长时间试验研究具体哪些措施对于教学有建设性意义，只能

给出一些方向性建议。 

6．结论 

体育舞蹈学习存在内隐学习现象，内隐学习存在积累效应，在后的学习中体现的更加明

显。高校技能类体育运动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多关注“内隐学习”现象，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基础

性动作的练习，同时更多的关注学生在学习后的表现，在适当范围内给予一些压力。注重同

学之间的合作互助关系，此外教师在教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教学者，也要更多的在心

理方面给予学生认知上更为积极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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