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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教学中如何激发和
培养学生体育动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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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摘　要：　通过阐述影响体育动机的因素�分析了如何激发和培养学生体育动机的途径�从而指出积极正确的体育动机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对体育活动学习的效率�也是进一步提高体育课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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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教学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体育教育又是一个
庞大而系统的一个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学生不但要获得
一定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的技能、技巧�而且要充分
发展学生的智力、体力�还要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形成
良好的思想品德、健康的审美情趣�以及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完美个性。 进入新世纪�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加强�体育
课标准和健康课程标准出台�改变了过去一刀切的缺陷�使
教师在构建课程结构和选择教学内容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

权。 这种变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扩大教师自主权�
激发教师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给教师工作带来了
工作上的难度。 因此�如何提高体育教学质量是摆在每个体
育教学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 而在体育教学中学生表现
出不同的个体差异�他们在参加体育运动时就有各种各样的
体育动机�带着不同的目的参加体育活动。 此时�教师如何
对新课程标准的理念和目标向操作层面转移、如何激发和培
养学生的体育动机�采取有效的对策�是体育教学活动中保
证教学质量的关键。

　　一、体育教学的概念

　　教学是以课程内容为中介的师生双方教和学的共同活

动�是学校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 ［1］ 。 教学就是指教的人
指导学的人进行学习的活动�进一步说�指的是教和学相结
合或统一的活动 ［2］ 。 而体育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相
统一的活动�是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下�积极主
动地学习与掌握体育、卫生保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技能�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发展运动能力�培养思想品
德�塑造完美人格的一种有组织的教育过程 ［3］ 。 也就是说�
体育教学是指在学校内�在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的有组织有
计划的教学活动。

　　二、影响学生体育动机的因素

　　（一）体育动机的概念
动机是指激励人们去行动的内部动力。 所谓体育动机

是指推动、停止或中断学生参加体育学习和身体锻炼的内部
动力 ［4］ 。 动机在人的一切心理活动中有着最为重要的功能�
它是引起活动的直接机制。 当人的行为与其动机一致时�行
为总是在动机的指引下向既定的目标前进�而放弃其他目
标。 动机越强烈�人的行动目标也越明确�它对体育学习和
身体锻炼行为起着定向、始动、调节、强化和维持的功能�对
体育活动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 体育动机是在运动需要
的基础上产生的�当运动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时�才能成为
推动一个人参加体育运动的内部动力�即体育动机的形成。
体育动机的形成对运动技能的掌握和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运动学习的效率。
（二）影响学生体育动机的因素
1．参与体育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个体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

倾向�它表现为个体对某种事物、某项活动的选择态度和积
极的情绪反应 ［5］ 。 也是指学生力求积极认识和优先从事体
育学习和身体锻炼的心理倾向�它是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要
素之一 ［6］ 。 兴趣带有情绪色彩�人在从事他所感兴趣的活动
时�总是处在愉快、满意、兴致勃勃状态�如果在没有兴趣的
时候从事某项工作�他会觉得枯燥无味�整日处在烦闷和苦
恼之中。 因而�积极的体育兴趣在体育教学和训练中具有重
要的意义�它影响学生体育活动的方向和强度�是学生坚持
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的条件�它能把学生愉快
的心情和注意与具体的体育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能够在活动
中产生实际的效果。 具有积极兴趣的学生不是停留在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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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而是为获取兴趣的对象去积极活动�它对未来活动有
准备作用�对正在进行的活动有推动性作用�对创造性活动
有促进作用。 消极的体育兴趣是被动性质的兴趣�它只是使
人“心向往”而已�在人们的活动中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

2．参与体育锻炼的态度
态度是个人对待人或事物较一贯、较固定的心理倾向。

而体育态度是指个人对体育活动所特有的评价�体验和行为
倾向的综合表现�是个体在长期的社会环境影响下形成的�
并随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发展、变化。 例如�学生
对体育活动的目的任务不明确�参加活动的自觉性不高�通
过启发教育�改变了态度中的思想认识部分�但感情扭转不
过来�他们对体育活动不感兴趣�只津津乐道但不积极参与
体育活动；有时情感上发生了变化�而思想认识跟不上；有时
被迫改变了行为倾向�但并不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得过且过�
思想不通�情感并未转变。 此时�学生在教师正确的引导下
通过体育活动�使他们的身心得到锻炼�体格健美�从而有助
于他们完成学业任务和满足参加各种活动的需要�这就有助
于学生形成喜爱体育活动的态度�会对学生的体育参与行为
及其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3．教学质量及场地器材对体育动机的影响
目前学校体育课的教学模式在内容和方法上比较单调、

乏味�许多体育教师采用注入式教学模式�使课堂气氛沉闷
呆板�体育教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和体育项目缺乏针对性的
体育运动引导。 这样大多数学生处在被动参与和盲目参与
体育活动�对体育课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影响学生锻
炼的效果。 另外�大多数学校在体育师资、场地和设备等方
面受到限制�在学生主体需要和个性发展方面受到极大的影
响�使学生难以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体育动机�直接影响学
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三、培养学生体育动机的途径

　　（一）激发学生参与运动的兴趣�改变学生对体育的态
度�培养学生的体育动机

体育运动的魅力之一就是具有鲜明的挑战性和趣味性�
并使之集于一体�它是乐趣式的。 体育教学的安排不能对学
生提出过高的要求。 如果要求高�就会剥夺学生练习的兴
趣�导致运动积极性下降。 因此�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加强体
育学习目的的教育�必须要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的共同性
和差异性�积极有效地培养和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 另外�
根据学生的需要引导他们对实现自我价值�体验成功与失
败�表现才能与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以及从我国的教育方
针和体育目的任务出发�以具体的例子教育启发学生端正体
育态度�要充分发挥人际关系的影响�通过学校和班级活动�
提高学生对体育的功能的认识。 从而改变学生对体育的态
度�培养学生的体育动机。

（二）从实际出发�增强学生的运动能力�培养体育动机
在体育教学活动中�体育教师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

技术�不失时机地向学生详细介绍学习该内容的意义�以及

该项目对强身健体的具体作用�采取科学、合理地练习方法。
另外�体育教师特别要注重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运动能力
在体育活动中往往被看成体现个人价值的关键。 学生运动
能力的大小�能够影响学生的体育动机。 在实际教学中�要
培养学生的自我锻炼能力�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技术和科学
锻炼的身体方法�使之具备自我锻炼的条件。 还要教他们学
会对锻炼效果进行自我评价�正确评价自己的运动能力�能
够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同时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及时给予学生
适宜的反馈信息�使学生不断地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有成效
的�这种反馈和学生的自我评价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充分感
受到成功所产生的愉快的情感体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体育
动机 ［7］ 。

（三）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体育动机
体育课教学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和要

求�开展各种形式不同�内容不同、各具特色的具有较高锻炼
价值而又受学生欢迎的项目课程内容。 要突破传统的以竞
技运动为主的教材内容�代之以健康体育为主导的教材体
系�开展各种类型�各种项目的体育课�充分提高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应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改进和丰富教学方法�变换教学组织
形式�合理地选用游戏�并适当安排竞赛性的练习�有效地刺
激学生参与竞争的意识�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体育动机是学生接受体育教育、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动

因。 而影响体育动机的因素主要有体育兴趣、体育态度、教
学质量以及教学情景、场地�器材、天气等。

（二）建议
在体育实践活动中�体育教师必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

手段�激发和培养学生积极正确的体育动机；打破传统的体
育教学模式�创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能够培养创造型人才的
教学模式�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尊重学生的主
体作用�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认识的主体和发展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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