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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MATEL-ISM 的体育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路径研究 

叶红冰  周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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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专家访谈法识别出影响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的 17 个因素，并通过 DEMATEL-ISM 方

法对 17个影响因素属性进行分析，得出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影响因素的原因结果图，并建立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

构模型。综合分析结果表明: 影响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的因素可以被划分为四个维度，其中政策保障是最关键的根

本因素，统一领导及关注与认知程度是最重要的间接因素，教学能力是最主要的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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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xpert interview methods to identify 17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e DEMATEL-ISM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attributes of 

these 17 factors, and a cause result diagram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was obtained. The multi-leve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as established.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among which policy guarantee is the most critical fundamental factor, unified 

leadership and level of attention and cogni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direct factors, and teaching a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direct factor. 

Key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DEMATEL-ISM; implementation path 

 

引言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

与融合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同时也使得认识问题、发现与分析问题的难度大大提高。

以往知识单一型的人才已经满足不了综合性发展的社会

需求。因此，社会亟需具备沟通合作、问题解决、创新发

明的全方位综合性高阶技能人才。体育与健康课程具有综

合性、实践性的特征，不仅可以发展学生运动技能，还能

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与团结协作的能力，然而单一学科为

主的教学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定局限性。为了满足社会对

新时代人才的需求，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国家在强调学

科教育细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要求学科之间进行教学合作，

从而推动教学理念的创新，培养创新型和综合型的人才
[1]
。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明

确提出，设置有助于实现体育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多学科

交叉融合的学习主题，同时也规定了各门课程用不少于

10%的课程时间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
[2]
。在此背景下，跨

学科主题学习成为了加强学科联系，落实“五育”并举、

促进全面发展的有效学习方式
[3]
，因此，跨学科主题学习

是解决目前学科割裂痼疾的可能途径，对于课程的融合，

教学方式的转变等有重要推动作用。 

近年来关于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研究很多，但大多数都

是基于高中政治，化学，物理等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对体育跨学科主题学习方面的研究寥寥无几。当下义务教

育阶段对体育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认识尚浅，一些教师受传

统教学观念的影响，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及实施过程中依

然将知识习得作为学习的主要目标，受知识本位潜在影响

的牵制，不深入探索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可能导致主题

简单拼接、内容单纯堆积等问题以及“学用割裂”“只用

不学”“学用分离”等现象的出现
[4-5]

，与此同时，在实践

中也存在对教师要求高、评价方法少且操作困难等问题
[6]
。

课程的实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从国家、

学校、教师、学生 4 个维度出发，划分影响因素，构建影

响因素模型，并基于 DEMATEL-ISM分析法，深入探究体育课

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影响因素之间的深层关系与层次结

构，有助于提出本文的实施路径，达到体育与健康课程开展

提质增效的目标，为其他学科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提供一种科

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促进课程体系的正向发展。 

1 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的影响因素 

跨学科教学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受到极大的重视，且美

国的跨学科教学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成熟的跨学科课程

体系，但我国对跨学科教学的研究相比国外较晚且对于跨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G203&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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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主题学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教学设计及实施现状，对

于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的影响因素尚未建立较为全面的指

标体系。因此，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对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

学习实施的现状进行全面分析，初步构建影响因素模型，随

后通过德尔菲法对影响因素指标进行补充、修正，最终确定

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的 17个影响因素，见表 1。 

表 1  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影响因素 

2 构建 DEMATEL-ISM模型 

基于 DEMATEL 分析法，通过运算得到各影响因素之间

的内在关系，从而识别出关键因素，但不利于各影响因素

之间内部层次关系的确定；ISM 模型有利于呈现影响因素

内部之间的联系，得到直观的多级递阶结构图，但不利于

确定因素对整体的影响程度
[19]

。因此，本研究将两者联用，

运用 DEMATEL-ISM 分析法，在能够确定关键影响因素的同

时，呈现各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关系。 

2.1 综合影响矩阵 T 

运用德尔菲法，邀请体育教学领域的 8 名专家对影响

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用无影响（分）、低影响（1 分）、中

等影响（2 分)、较高影响（3 分)、强影响（4 分）5 个等

级进行打分
[19]

，随后将数据采用求平均值处理，以避免人

为打分的误差。得到直接影响矩阵 A=(𝑥𝑗𝑗)𝑛×𝑛，采用行和

最大值归一化得到规范化的直接影响矩阵 B
[20]

，公式如下： 

B=
𝑥𝑗𝑗

max(∑ 𝑥𝑗𝑗)
𝑛
𝑗=1

                （1） 

为表示系统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通过式（2）

计算得到综合影响矩阵 T，公式如下： 

T=(B+ B2 +∙∙∙+ Bk)=∑ B𝐾∞
𝑘=1 =B(I − B)−1  （2） 

式中，I 为单位矩阵。从而得到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

学习实施的影响因素综合影响矩阵 T，如表 2 所示。 

2.2 中心度和原因度 

在计算出综合影响矩阵 T 的基础上，求出各影响因素

的影响度𝐷𝑖、被影响度𝐶𝑖、中心度𝑀𝑖和原因度𝑅𝑖。若原因

分析维度 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国家维度 

统一领导 X1 [7-8]、[9] 

课程方案 X2 [10] 

政策保障 X3 [11]、[12] 

学校维度 

关注与认知程度 X4 [7,13]、[14] 

课程开发水平 X5 [9]、[11]、[12] 

课程领导水平 X6 [7]、[14] 

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 X7 [8]、[11] 

合作与交流程度 X8 [10]、[7]、[14] 

案例研究程度 X9 [10]、[11]、[15] 

校园文化氛围 X10 [10]、[12] 

时间与资源保障 X11 [4-5,8]、[12]、[16] 

教师维度 

认知程度 X12 [9-11] 

主动意识 X13 [9]、[11-12]、[15] 

教学能力 X14 [11,14]、[4,6] 

协作意识 X15 [9]、[13] 

学生维度 
学习态度 X16 [16]、[17] 

身心发展 X17 [15]、[18] 

表 2  综合影响矩阵 T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 0 0 0.01 0.25 0.25 0 0.06 0.06 0.25 0.06 0 0.19 0.06 0.1 0.02 0.02 0.02 

X2 0 0 0 0 0.25 0.25 0 0 0.06 0 0.06 0.02 0.14 0.04 0 0 0 

X3 0.25 0.25 0.01 0.25 0.13 0.06 0.19 0.06 0.08 0.06 0.02 0.05 0.1 0.23 0.02 0.02 0.02 

X4 0 0 0.01 0 0 0 0.25 0.25 0 0.25 0 0 0.25 0.21 0.06 0.08 0.08 

X5 0 0 0 0 0 0 0 0 0.25 0 0 0.06 0 0.02 0 0 0 

X6 0 0 0 0 0 0 0 0 0 0 0.25 0 0.06 0.02 0 0 0 

X7 0 0 0.02 0 0 0 0 0 0 0 0 0 0 0.25 0 0 0 

X8 0 0 0.02 0 0 0 0 0 0 0 0 0 0 0.25 0 0 0 

X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25 0 0.06 0 0 0 

X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6 0.25 0.33 0.33 

X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25 0.06 0 0 0 

X12 0 0 0.02 0 0 0 0 0 0 0 0 0 0 0.25 0 0 0 

X13 0 0 0.02 0 0 0 0 0 0 0 0 0 0 0.25 0 0 0 

X14 0.02 0.02 0.06 0.02 0.01 0 0.01 0 0.01 0 0 0 0.01 0.01 0 0 0 

X15 0 0 0.02 0 0 0 0 0 0 0 0 0 0 0.25 0 0 0 

X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7 0.27 

X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27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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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𝑅𝑖为正，则因素 i 为原因因素；反之则为结果因素。计

算公式如下： 

𝐷𝑖 = ∑ 𝑡𝑖𝑗
𝑛
𝑗=1                 （3） 

𝐶𝑖 = ∑ 𝑡𝑗𝑖
𝑛
𝑗=1                 （4） 

𝑀𝑖 = 𝐷𝑖 + 𝐶𝑖                （5） 

𝑅𝑖 = 𝐷𝑖 − 𝐶𝑖                （6） 

通过上述公式计算得到DEMATEL指标值，如表3所示。

影响因素因果图如图 1 所示，以中心度𝑀𝑖为横坐标、以

原因度𝑅𝑖为纵坐标进行绘制。 

 
图 1  体育与健康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影响因素原因结果图 

2.3 确定可达矩阵 

通过式（7）得到整体矩阵 E，公式如下： 

E=T+I=（eij）n×n
           （7） 

式中，I 为单位矩阵。 

为便于层次结构的划分，减少主观性。引入阈值 λ，

采用统计分布的均值(α)与标准差(β)之和计算阈值
[21]

，

阈值计算公式如下： 

λ=α+β                 （8） 

求得 λ=0.112， 

使用阈值对整体矩阵 E 进行处理，可以得到可达矩阵

M
[20]

，公式如下： 

M=(mij)n×n={
1, eij≥λ（i,j=1,2,⋯,n)

0, eij＜λ（i,j=1,2,⋯,n)

     （9） 

2.4 构建多级递阶结构图 

依据式（10）将可达矩阵计算处理可得可达集Ｒ(Xi)、

先行集 A(Xi)、共同集 C(Xi)、最高集 L(X)，公式如下： 

R(𝑋𝑖)={𝑋𝑖|𝑋𝑖 ∈ 𝑋,mij=1，i=1,2,⋯,n} 

A(𝑋𝑖)={𝑋𝑗|𝑋𝑗 ∈ 𝑋,mij=1，j=1,2,⋯,n} 

C(𝑋𝑖)={𝑋𝑗|𝑋𝑗 ∈ 𝑋,mij=1，mji=1,i=1,2,⋯,n,j=1,2,⋯,n} 

L(𝑋)={𝑋𝑖|𝑋𝑖 ∈ 𝑋，R(𝑋𝑖) = 𝐶(𝑋𝑖), i=1,2,⋯,n}（10） 

将原因结果图与划分出的层次化处理结果结合，可得

到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

构模型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影响因素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图 

表 3  DEMATEL计算指标值 

DEMATEL 计算指标值  要素权重值 

 影响度 D值 被影响度 C 值 中心度 D+C 值 原因度 D-C值（R）   影响度 D值 被影响度 C 值 中心度 D+C 值 权重 

X1 1.36 0.298 1.658 1.062  X1 1.36 0.298 1.658 0.08 

X2 0.827 0.298 1.125 0.529  X2 0.827 0.298 1.125 0.06 

X3 1.818 0.193 2.011 1.626  X3 1.818 0.193 2.011 0.1 

X4 1.468 0.548 2.016 0.92  X4 1.468 0.548 2.016 0.1 

X5 0.331 0.649 0.98 -0.318  X5 0.331 0.649 0.98 0.05 

X6 0.331 0.325 0.655 0.006  X6 0.331 0.325 0.655 0.03 

X7 0.294 0.536 0.83 -0.242  X7 0.294 0.536 0.83 0.04 

X8 0.294 0.387 0.681 -0.093  X8 0.294 0.387 0.681 0.03 

X9 0.324 0.656 0.979 -0.332  X9 0.324 0.656 0.979 0.05 

X10 0.99 0.387 1.377 0.603  X10 0.99 0.387 1.377 0.07 

X11 0.324 0.331 0.655 -0.008  X11 0.324 0.331 0.655 0.03 

X12 0.294 0.576 0.87 -0.282  X12 0.294 0.576 0.87 0.04 

X13 0.294 0.882 1.176 -0.588  X13 0.294 0.882 1.176 0.06 

X14 0.176 2.081 2.257 -1.905  X14 0.176 2.081 2.257 0.11 

X15 0.294 0.347 0.641 -0.053  X15 0.294 0.347 0.641 0.03 

X16 0.333 0.796 1.129 -0.462  X16 0.333 0.796 1.129 0.06 

X17 0.333 0.796 1.129 -0.462  X17 0.333 0.796 1.129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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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与实施路径 

3.1 DEMATEL 分析 

DEMATEL 法能够识别出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

施的关键影响因素，由相关指标计算值可知： 

（1）影响度：统一领导、政策保障、关注与认知程

度为排名前三的影响因素，意味着这三种因素对其他因素

的影响较大。 

（2）被影响度：主动意识、教学能力、学习态度和

身心发展为排名较高的四种影响因素，意味着这四种影响

易受其他因素影响。 

（3）中心度：中心度强调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

名前三的因素依次为政策保障、关注于认知程度、教学能

力。可以看出这三种因素对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

至关重要。 

（4）原因度：政策保障为排名第一的原因因素，教

学能力为原因度最小的结果因素。 

综上，运用 DEMATEL 分析法有助于 7 个关键因素的确

定，加强对 7 这个关键因素的系统管理，能有效促进体育

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顺利实施。其中包括统一领导 X1、

政策保障 X3、关注与认知程度 X4、主动意识 X13、教学

能力 X14、学习态度 X16 和身心发展 X17。 

3.2 ISM分析 

ISM 法能够直观呈现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

析结果指出： 

（1）根据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可知，所有影响因素被

划分为 6 个层面，3 个层次。其中政策保障位于第六层，

是根本影响因素，对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施起到

关键作用。 

（2）中心度较高三个的因素是 ISM 中的间接因素。

教学能力以及学生身心发展位于第一层，属于直接因素，

对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施有直接推动作用。 

综上，政策保障是影响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

的关键根本因素；统一领导、关注与认知程度为重要性较

大的间接因素；教学能力、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身心发展水

平为重要性较大的直接因素。 

3.3 实施路径 

基于以上系统分析，属于关键根本因素的政策保障和

间接因素统一领导属于国家维度，属于直接影响因素的教

学能力属于教师维度。为促进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

实施，本研究从国家、学校、教师和学生四个维度出发，

划分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实施路径： 

（1）国家层面：第一、提供政策支持。制定支持跨

学科主题学习实施的政策，明确体育课程在整体学科体系

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加大资源投入。首先，提供足够的

财政和人力资源支持，以确保体育课程能够有充足的时间

和空间来整合跨学科主题。其次，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培训

机会和交流平台，做好新教师入职的培训工作，以此提高

他们在跨学科教学方面的能力。第三、建立评估体系。建

立科学的评估体系，旨在评估跨学科主题学习实施的效果。

通过合适的评估方法，鼓励中小学校在体育课程中积极开

展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第四、完善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

培养方案，逐步增添综合化课程，培养跨学科素养。 

（2）学校层面：第一、提高课程设计。重新设计体

育课程，保证教师有足够的时间设计和实施跨学科学习主

题，确保不同学科内容能够有机地融入到体育课程中，形

成学科有机整合。第二、加强团队合作。鼓励不同学科教

师之间积极合作交流，评估和改进课程，组建跨学科教学

团队，形成跨学科知识网络，确保整合性的学科知识顺利

传递。第三、加大设施支持：提供所需的体育设施和资源，

支持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施，积极营造浓厚的跨学科学习

氛围。第四、设置激励机制。设立激励机制，对在体育课

程中成功实施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教师提供奖励。这可以包

括荣誉、奖金或其他形式的认可， 

（3）教师层面；第一，参与专业培训。积极参与国

家和学校提供跨学科教学专业培训，主动更新自身的教育

理念、教学方法，同时学习多学科知识，使自身具备设计

和实施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第二，资源共享。教师之间积

极分享成功案例和教材，通过教学研讨会、网络平台等形

成一个共享资源的社群，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第三、

做好教学设计。根据学生学情设计出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

教学主题，创造真实的运动情境，通过问题驱动，促进学

生积极探究。 

（4）学生层面：学生积极参与到跨学科主题学习中，

通过合作交流运用以往已学过的知识从而解决教师提出

的问题。 

4 结语 

为促进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顺利实施，本文通

过文献研究和专家访谈确定了体育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

实施的 17 个影响因素，并通过 DEMATEL-ISM 方法确定构

建了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图。通过分析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以及影响程度，将 17 个因素划分为根本因素、间接因素

和直接因素三个层次。通过系统分析得出：政策保障为关

键根本因素；统一领导、关注与认知程度为间接因素；教

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身心发展水平是直接因素。针

对以上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路径，以期为今后体育课

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施提供依据与参考，为其他学科跨

学科主题学习的开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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