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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育教学中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李光华
(盐城工学院体育室

,

盐城 2 2 4 。。 3)

摘 要 根据教学实践
,

对体育教学中如何激发学习动机
、

增 强学习 兴趣等 5 个方面 的昨智

力 因素培养进行 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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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是学校体育工作中一项长期工作
,

也是一项中心工作
,

加强体育课堂教学
,

培养学生

的非智力因素是广大体育教学工作者长期潜心研

究的一个课题 .l[
“ 〕

。

本文是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

践
,

就体育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非智力 因素所撰

写的一点粗浅的认识
。

1 激发学习动机

动机在非智力因素中占核心地位
。

我们知道
:

人 的一切活动总是从一定的动机出发
,

并指向一

定的 目标
。

体育教学中教师通过反复的观察了解
,

根据学生的思想状况
,

实事求是地提出适宜的要

求与 目标
,

并采取相应的手段
,

使他们树立正确的

学 习动机
。

要根据体育教学的 目的和要求
,

提出相

应的 目标
,

以确定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
,

在新授课

上
,

可利用新知识
、

新技术采取诱导的方式
.

不失

时机地提高学生的求知欲
。

在动作技术的教学上
,

要注意趣味性和娱乐性
,

运用动机的迁移
,

重视直

接兴趣与间接兴趣的相互作用
,

使学生在愉悦 的

气氛中接受信息
,

并掌握技术动作
。

教师要对班级

群体有清楚 的了解
,

掌握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技术

掌握 的情祝
,

遵循 因材 施教
,

区别对待的教学原

则
,

依靠有效的教学手段增强学生的学 习信心和

学习动机
。

2 培养学习兴趣

兴趣是求知的起点
。

孔子曾说过
“

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
”

.

因此
,

在教学过程 中
,

要让学生轻松
、

愉

快
、

主动
、

有效地学 习
,

关键是必须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
。

心理学研究表明
,

兴趣的产 生
、

发 展
,

一般要

经历
: “

好奇 (兴趣的激发 )一趣味 (兴趣的发展 )一

乐趣 (兴趣 的巩 固 )一志趣 (兴趣的升华 ) ”
这样一

个过程
,

在教学实践中
,

教师应根据这一规律
,

采

用多样化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其兴趣
,

使其从练 习

中求得乐趣
,

以提高学生完成任务的质量
。

教师在

导入新课中要设法使学 生产生好奇
,

激发学生的

兴趣
,

如在教
“

背向滑步推铅球
”

动作技术时设问
,

“

为什么背向滑步推铅球要 比侧 向滑步推得远
” ?

让学生产生好奇心理
,

学生的注意力和上课情绪

很 自然地就会集中到新课上来
。

要注意在讲解示

范 中使学生形成趣味
,

并发展兴趣
,

使学生产生跃

跃欲试的趣味心理
。

在教学的具体方法上要针对

不同内容
,

采取不同形式的竞赛
,

如纵跳触篮板比

赛
,

多级跳比远
,

运球 比快
,

分组 圆圈接力等多种

途径提高学生参加练习的兴趣
。

还可 以采用师生

共同研究技术动作
,

共同技评打分
,

互相反馈学习

信息
,

增添学习兴趣
,

以达到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的 目的
。

3 调节情绪情感

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与少
、 的需要之间

的体验
,

是心理活动的重要方面
,

既可能是学生活

动的动力
,

又可能是阻力
。

在体育教学中
,

如果学

生对各方面感到满意
,

心情舒畅
,

大脑皮层易形成

优势兴奋 中心
,

头脑变得聪明且接受能力快
,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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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育教学中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挤 养

智力活动能 力难以充分发挥
.

会出现厌练
,

失去 自

信心
。

这时
,

教师应重视观察其情绪反应
,

适时调

节
、

控制
、

及时采取 各种相应措施
,

积极 启发学生

情感
,

以心换心
,

以情育情
,

以情激情
,

创造 良好环

境
,

促其奋进
; 同时

,

利用多样 化的动作等吸引
、

诱

发 他们
,

使其获得愉快
、

兴奋
、

满意的情绪
,

从而达

到振奋精神
,

完成动作学习的 目的
。

4 增强意志品质

意志是 人们按照既定 目标克服各种 困难
,

调

节 内外活动的心理过程
,

是完成体育教学的保证
。

但是
,

良好的意志并非每个学生都 自然具备
,

必须

经过长期的勤奋苦练
,

反复磨炼才能获得
。

首先
,

教师要有计划
、

有 目的地引导学生克服和战胜困

难
,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

荣誉感和献身精神
。

其次
,

要针对学生的意志类型
,

采取相应措施
,

对意志薄

弱
、

胆小
、

犹豫不决的学生
,

要有意识地对 他们进

行跳高
、

跨栏
、

障碍跑等项 目的训练
,

培养他 们勇

敢
、

顽强
、

果断的精神
;
对毅力差的学生

,

可通过长

跑
、

游泳等项 目训 练
,

培养他们坚韧不拔 的精神
;

对轻率
、

冒失
、

缺乏 自制力的学生
,

可通过体操
、

球

类活动和比赛
,

培养他 们控制 自己行为的能力
。

在

复杂的教学过程中
,

教师只有针对学生实际
,

并让

他们在实践 中不断磨炼
,

才能逐渐培养他们坚强

的意志品质
。

5 注意个性发展

目前
,

我 国实行的班级授课式 的体育教学是

以群体作为对象
,

学生存在着求知欲强
、

不甘落后

等个性心理明 共性
。

作为个体
,

无论是能力
、

气质
、

性格等心理发展水平
,

都存在着差异 因此
,

教师

必须针对学生的共性和个性进行教学
.

既 面向全

体
,

又 注重个性
,

给学生个性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

的空间
。

5
.

1 根据个性特点因材施教

教学中应根据学生不同的气质类型
,

发 展 良

好的品质
,

克服消极因素
。

对胆汁质类型的学生要

耐心启发
,

增强 自制性而不易激怒他们
;
对抑郁质

类 型的学生要加倍关怀和体贴
.

切 不可妄加指责

和严厉批评
; 喜爱活动的学 生要及时鼓励

、

支持
;

对不爱活动 的学生要通过各种有效手段
,

激发 他

们的体育欲望
,

增强 自信心
。

5
.

2 改进教学方式
,

创设鼓励个性发展的教学氛

围

在教学过程中
,

摒弃那种由教师讲
,

学生 听
、

教师做
、

学生机械模仿的呆板教学方法
,

提倡独立

思考
,

鼓励大胆 创新的形式
,

把
“

启发诱导
”

与
“

入

「〕发现
”
结合起来

,

培养 自我管理
、

自我挖掘
、

自我

完善的意识
。

6 小结

在体育教学 中
,

笔者的体会是 除了按照学生

的身心发展规律
,

遵循教学原则
,

增强体质和发展

智力外
,

重视学生学习动机的激发
、

学 习兴趣的培

养
、

意志品质的发展等非智力因素
,

同样显得十分

重要
,

只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营造宽松的学 习氛

围
,

才能切实有效地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

培养全面

发展的合格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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