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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篮球运动中意识内涵的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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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我国心理学家关于意识的认识理论以及篮球界对篮球意识的不同理解进行分析，重新审 

视篮球意识的内涵并对篮球意识的发展进行探讨。指出：篮球意识是对篮球运动理论、规律、技术、战术、发展 

趋势的认识等，篮球意识的发展实际上是对篮球认识的扩大和深入所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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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意识(包括战术意识 )有篮球运动的“精髓 ”之美誉 ， 

是 比赛中驾驭正确行 动的“活灵魂”。运动员具备了 良好 的 

篮球意识 ，才能更好运用技术和战术，发挥个人 和集体力量 

目前我国篮球界对篮球意识的理解在理论上的认识不尽统 

一

，现就他们研究篮球 意识的理解等进行总结 ，并重新认识 ， 

使其上升为科学理论 ，指导篮球运动实践。 

1 我国心理学家对意识的研究 

我国心理学家总结各心理学流派对意识问题的观点 ，并 

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认为：(1)意识的实质是人的认 

识活动 ，是 人在生活实践中 自然具有并产生的认识 活动(不 

包括意向活动)，包括对外在事物或情境的认识活动，也包括 

对 自己的内在活动的认识活动 ，并包括对 自己的认识活动的 

认识活动；(2)意识包括感觉、知觉和思维这三种认识活动所 

构成，但以思维 为主；(3)意识与非认识活动的关 系 ，意识 必 

须依赖于注意和记忆活动；(4)意识的起源问题就是思维的 

起源问题 ，有了思维就有了意识。 

心理学把心理活动分成认识活动和意向活动 ，认为意识 

属认识范畴，包括对外界事物或情境的认识及对 自我认识活 

动的认识 ，是以思维为主的一个整体认识活动。而能力属个 

性心理，能力的差异称个性心理特征，能力偏于活动，解决会 

与不会，保证顺利地进行实际活动的稳定心理特征的综合。 

但认识与活动是统一的 ，认识离不开活动的基础，活动必须 

有认识的参与 ；认识活动和能力的核心成分都是思维。 

2 对现有篮球意识内涵的分析 

2．1 我国篮球界人士对篮球意识 的理解 

(1)是技战术水平 的综合体现 ，是在紧张 、激烈、复杂的 

比赛中迅速选择和运用技战术的瞬时决断应变能力；(2)队 

员根据比赛的客观实际，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及时运用身 

体、技、战术配合行动来实现制约对手，在争取主动权的过程 

中所发挥出来的一种神经应答 自动反射意识或动作的应答 

反应 ；(3)运动员根据场上 的情况 ，通过感觉 、观察 、思维、判 

断支配自己采取合理行动的心理过程的总和；(4)是指在从 

事篮球实践活动中，经过大脑思维而产生的一种正确反映现 

代篮球规律的特殊机能和能力 ，是经认识过程提炼积累 的一 

种正确的心理和生理机能的反射行动的总和。 

2．2 对上述篮球意识定义的分析 

(1)把篮球意识定义为能力 ，能力是指 习惯行 为和生活 

方式中所表现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显然混淆了认识活 

动与能力的差别，能力是个性心理，实际上就是混淆了心理 

活动与个心 理的差别；(2)把 篮球意识定义 为“对 ⋯一的意 

识”，根据逻辑学要求 ，“对于所下定义项不能或间接地包含 

被定义项”，不符合逻辑学的要求；(3)把篮球意识定义为“心 

理过程的总和”，把意向活动(情、意)也当成认识活动，混淆 

了心理活动的两个重要的必须分清的不同成分 ，即意 向活动 

和认识活动的区分 ，是不对的；(4)把 篮球 意识定义 为“反射 

行动”，把意识支配下的外显行为理解为意识，显然犯了传统 

唯心论意识心理学的错误，把意识到的对象当作意识的所谓 

内容，把意识到的客观对象当作意识本身的组成部分，意识 

不能与行为划等号。 

3 对篮球意识内涵和外延再探讨 

3．1 篮球意识的内涵和外延 

通过以上的分析以及我国心理学家对意识的理解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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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应定义为：是从事篮球运动 的人们(主要 是运 动员和教 

练员)的认识活动，是他们在篮球实践中自觉并产生的认识 

活动，既包括对篮球运动的认识，也包括他们 自己对篮球运 

动认识的认识，即他们自我意识的意识。 

篮球 意识主要是对篮球运动理论、规律、技战术 、发展趋 

势等的认识和对篮球运动认识的认识，其中对篮球运动规律 

的认识是篮球 意识 的核心。对这几方面的认识直接影 响篮 

球意识水平，比如 NBA用“懂不懂(understand)”来评价运动 

员的水平，我国篮球界总是用“技术好坏”的字样来评价运动 

员的水平。很显然，代表最高水平的篮球王国——美国把对 

篮球运动的理解作为评价的标准，他们把篮球意识放在最 为 

重要的位置 ，这就是美国篮球哲学思想。技术好坏显然不能 

代表运动水平，技术好坏是能力上的差异，缺乏意识的支配 

和指导，技战术在篮球实践中不可能发挥到最大潜力。 

对篮球运动认识的认识即 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 以主体 

及其活动为意识 的对象，因而对人的认识活动起 监控作 用， 

这样就能通过控制 自己的意识而相应地调节 自己的思维 和 

行为，认识 自身行为和 自身 内在心理活动 ，最终 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控制和调节 自身行为。认知心理学 中元认 知研究成 

果给我们进一步认识篮球意识带来启示 ，在形成篮球意识的 

过程中，自身对篮球运动认识的意识即元认知起监控作用， 

无疑元认知的成分结构元认知知识 、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调 

控对篮球意识的形成起反馈调控作用。 

3．2 根据 内涵对战术意识的分析 

战术意识是对战术的认识活动，比赛中技战术的运用都 

受战术意识的支配，战术的最终 目的技术潜能发挥 由于意 

识是由感觉 、知觉和思维这 三种认识活动所构成，其中以思 

维为主，是一种综合性的整体认识活动，没有思维，就没有意 

识。因此对战术的认识活动可分为三个层次(见图 1)： 

感知水平 思维水平 元认知水平 

战术 

种类概念 

结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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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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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应用 

反馈 l 反馈 

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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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自己思维过 

程发展 完善 

图 1 意识水平的三个层次 

对行进 间掩护进攻 为例来说明对篮球 战术认识 的三个 

层次(见图2)，④持球，⑤和⑥行进间掩护，如果仅认识到三 

个(④一个点及⑤和⑥行进 间掩护后 出现的两个进攻点 )进 

攻点中的一个或二个进攻点，那么战术意识属 第一个层 次， 

因为只认识到点到线的水平；如果能认识到每次进攻都有三 

个点，每个点上又有时间上的顺序和空间差异上的进攻，形 

成面和立体进攻，且能合理了解每个点的进攻时机，这属第 

二层次水平；在实践运用中，每次进攻后总结成功或失败的 

经验，并进行反馈调节，达到运用 自如，随机应变处理场上 晴 

况，就达到第三层次水平。 

图 2 进攻战术意识图 

(注：④为一进攻点．⑤和⑥行进间掩 护后可能产生一或二个进 

攻点，根据时机能合理选择这三个点就形成了进攻的面；在实践中④ 

⑤⑥在各 自根据时机有传突投 三种方式选择进攻，与上面的三点成 

面进攻结合灵活运 用，就形成了时间、空间、人员的三维立体进攻) 

3．3 对篮球意识发展的探讨 

篮球意识是在篮球实践中产生的，篮球意识与篮球实践 

的关系是反映被夏映的关系，篮球意1只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对 

篮球实践的认识的扩 戈和深入所构成的 ，并包括 自我对篮球 

意识的意识的深 八干̈发展 ：生活的社会 的影响 ，特别是受所 

有的文{己ft'3影响 所 以篮球 意识 的变化发展也受社会 的影 

响，因此篮球意识的发展变化应从以下几个途径着手考虑 ： 

3．3．1 篮球蒽识的发展首先取决 于运动员的实践进步和篮 

球运动发展规律和趋势发展。意识来源于实践 ．支配运动实 

践的同时 ，反过来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充实。 

3．3．2 意识由感觉、知觉和思维这三种认识活动所构成 ，其 

中以思维为主，是一种综合性 的整体认识活动 ，没有思维 ，就 

没有意识。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基础，思维能力的培养是 

关键，思维品质是突破口。 

3．3．3 篮球意识的意识也是篮球意识 的构成 ，发挥 元认 知 

的调控作用。元认知的重要心理因素是 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 

是意识的最高形式，其成熟是人的意识的本质特征。因此元 

认知的三成分和 自我意识的发展都会影响篮球意识。 

3．3．4 根据意向活动与认识活动的关系 以及意识 的变化发 

展受社会的影响，运动员对篮球运动 的认识活动 中，重视非 

智力因素的培养和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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