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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使学生掌握运动动机使学生掌握运动动机使学生掌握运动动机使学生掌握运动动机（（（（一一一一））））使学生掌握运动动机使学生掌握运动动机使学生掌握运动动机使学生掌握运动动机
的定义的定义的定义的定义、、、、功能和种类功能和种类功能和种类功能和种类；；；；的定义的定义的定义的定义、、、、功能和种类功能和种类功能和种类功能和种类；；；；

（（（（二二二二））））初步具备培养和激发初步具备培养和激发初步具备培养和激发初步具备培养和激发（（（（二二二二））））初步具备培养和激发初步具备培养和激发初步具备培养和激发初步具备培养和激发
青少年学生运动动机的能力青少年学生运动动机的能力青少年学生运动动机的能力青少年学生运动动机的能力。。。。青少年学生运动动机的能力青少年学生运动动机的能力青少年学生运动动机的能力青少年学生运动动机的能力。。。。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是在人的头脑中是在人的头脑中是在人的头脑中是在人的头脑中：：：：是在人的头脑中是在人的头脑中是在人的头脑中是在人的头脑中
形成的激发或抑制某个形成的激发或抑制某个形成的激发或抑制某个形成的激发或抑制某个形成的激发或抑制某个形成的激发或抑制某个形成的激发或抑制某个形成的激发或抑制某个
行为的愿望或意向行为的愿望或意向行为的愿望或意向行为的愿望或意向，，，，它它它它行为的愿望或意向行为的愿望或意向行为的愿望或意向行为的愿望或意向，，，，它它它它
们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们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们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们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们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们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们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们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
动的内部心理动因动的内部心理动因动的内部心理动因动的内部心理动因。。。。动的内部心理动因动的内部心理动因动的内部心理动因动的内部心理动因。。。。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运动动机的概述运动动机的概述运动动机的概述运动动机的概述运动动机的概述运动动机的概述运动动机的概述运动动机的概述

一、运动动机的定义一、运动动机的定义



运动动机的定义运动动机的定义运动动机的定义运动动机的定义运动动机的定义运动动机的定义运动动机的定义运动动机的定义

运动动机运动动机运动动机运动动机运动动机运动动机运动动机运动动机：：：：是指推动学生参是指推动学生参是指推动学生参是指推动学生参：：：：是指推动学生参是指推动学生参是指推动学生参是指推动学生参

与体育学习与身体锻炼活动与体育学习与身体锻炼活动与体育学习与身体锻炼活动与体育学习与身体锻炼活动与体育学习与身体锻炼活动与体育学习与身体锻炼活动与体育学习与身体锻炼活动与体育学习与身体锻炼活动
的内部心理动因的内部心理动因的内部心理动因的内部心理动因。。。。的内部心理动因的内部心理动因的内部心理动因的内部心理动因。。。。

它是在学生体育学习和身体它是在学生体育学习和身体它是在学生体育学习和身体它是在学生体育学习和身体它是在学生体育学习和身体它是在学生体育学习和身体它是在学生体育学习和身体它是在学生体育学习和身体

锻炼活动的需要锻炼活动的需要锻炼活动的需要锻炼活动的需要，，，，与参与运与参与运与参与运与参与运锻炼活动的需要锻炼活动的需要锻炼活动的需要锻炼活动的需要，，，，与参与运与参与运与参与运与参与运

动的环境诱因的相互影响下动的环境诱因的相互影响下动的环境诱因的相互影响下动的环境诱因的相互影响下动的环境诱因的相互影响下动的环境诱因的相互影响下动的环境诱因的相互影响下动的环境诱因的相互影响下

产生的产生的产生的产生的。。。。产生的产生的产生的产生的。。。。



强身健体强身健体强身健体强身健体、、、、提高技能提高技能提高技能提高技能、、、、社会交往社会交往社会交往社会交往、、、、强身健体强身健体强身健体强身健体、、、、提高技能提高技能提高技能提高技能、、、、社会交往社会交往社会交往社会交往、、、、
情绪宣泄情绪宣泄情绪宣泄情绪宣泄、、、、追求成功追求成功追求成功追求成功、、、、展示自我等展示自我等展示自我等展示自我等情绪宣泄情绪宣泄情绪宣泄情绪宣泄、、、、追求成功追求成功追求成功追求成功、、、、展示自我等展示自我等展示自我等展示自我等
都可能是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需要都可能是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需要都可能是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需要都可能是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需要都可能是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需要都可能是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需要都可能是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需要都可能是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需要

优良的场地优良的场地优良的场地优良的场地、、、、设备设备设备设备、、、、器械器械器械器械，，，，优美的优美的优美的优美的优良的场地优良的场地优良的场地优良的场地、、、、设备设备设备设备、、、、器械器械器械器械，，，，优美的优美的优美的优美的
身体锻炼环境身体锻炼环境身体锻炼环境身体锻炼环境，，，，学校学校学校学校、、、、教师教师教师教师、、、、同学同学同学同学身体锻炼环境身体锻炼环境身体锻炼环境身体锻炼环境，，，，学校学校学校学校、、、、教师教师教师教师、、、、同学同学同学同学
的积极影响的积极影响的积极影响的积极影响，，，，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的积极影响的积极影响的积极影响的积极影响，，，，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可以成为对学生参与身体运可以成为对学生参与身体运可以成为对学生参与身体运可以成为对学生参与身体运活动活动活动活动，，，，可以成为对学生参与身体运可以成为对学生参与身体运可以成为对学生参与身体运可以成为对学生参与身体运
动有吸引作用的环境因素动有吸引作用的环境因素动有吸引作用的环境因素动有吸引作用的环境因素动有吸引作用的环境因素动有吸引作用的环境因素动有吸引作用的环境因素动有吸引作用的环境因素

学生有了从事体育活动的需要学生有了从事体育活动的需要学生有了从事体育活动的需要学生有了从事体育活动的需要，，，，就就就就学生有了从事体育活动的需要学生有了从事体育活动的需要学生有了从事体育活动的需要学生有了从事体育活动的需要，，，，就就就就
会产生满足体育活动需要的想法会产生满足体育活动需要的想法会产生满足体育活动需要的想法会产生满足体育活动需要的想法。。。。会产生满足体育活动需要的想法会产生满足体育活动需要的想法会产生满足体育活动需要的想法会产生满足体育活动需要的想法。。。。
当这种要求与运动环境及条件诱因当这种要求与运动环境及条件诱因当这种要求与运动环境及条件诱因当这种要求与运动环境及条件诱因当这种要求与运动环境及条件诱因当这种要求与运动环境及条件诱因当这种要求与运动环境及条件诱因当这种要求与运动环境及条件诱因
相适应时相适应时相适应时相适应时，，，，将成为一种驱动力将成为一种驱动力将成为一种驱动力将成为一种驱动力，，，，推推推推相适应时相适应时相适应时相适应时，，，，将成为一种驱动力将成为一种驱动力将成为一种驱动力将成为一种驱动力，，，，推推推推
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



（（（（一一一一））））发动功能发动功能发动功能发动功能

（（（（二二二二））））选择功能选择功能选择功能选择功能

（（（（三三三三））））强化功能强化功能强化功能强化功能

（（（（四四四四））））维持功能维持功能维持功能维持功能

二、运动动机的功能二、运动动机的功能

运动动机对学生的体育活动和身体锻炼运动动机对学生的体育活动和身体锻炼运动动机对学生的体育活动和身体锻炼运动动机对学生的体育活动和身体锻炼运动动机对学生的体育活动和身体锻炼运动动机对学生的体育活动和身体锻炼运动动机对学生的体育活动和身体锻炼运动动机对学生的体育活动和身体锻炼

行为起着动力和定向的作用行为起着动力和定向的作用行为起着动力和定向的作用行为起着动力和定向的作用，，，，具体地讲具体地讲具体地讲具体地讲，，，，包包包包行为起着动力和定向的作用行为起着动力和定向的作用行为起着动力和定向的作用行为起着动力和定向的作用，，，，具体地讲具体地讲具体地讲具体地讲，，，，包包包包
括发动括发动括发动括发动、、、、选择选择选择选择、、、、强化和维持的功能强化和维持的功能强化和维持的功能强化和维持的功能，，，，并对体并对体并对体并对体括发动括发动括发动括发动、、、、选择选择选择选择、、、、强化和维持的功能强化和维持的功能强化和维持的功能强化和维持的功能，，，，并对体并对体并对体并对体
育活动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育活动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育活动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育活动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育活动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育活动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育活动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育活动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一一一一））））发动功能发动功能发动功能发动功能（（（（一一一一））））发动功能发动功能发动功能发动功能

学生想要运动的愿望学生想要运动的愿望学生想要运动的愿望学生想要运动的愿望学生想要运动的愿望学生想要运动的愿望学生想要运动的愿望学生想要运动的愿望
达到一定水平达到一定水平达到一定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就成就成就成就成达到一定水平达到一定水平达到一定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就成就成就成就成
为心理动力推动自己为心理动力推动自己为心理动力推动自己为心理动力推动自己为心理动力推动自己为心理动力推动自己为心理动力推动自己为心理动力推动自己
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

这就是运动动机对学这就是运动动机对学这就是运动动机对学这就是运动动机对学这就是运动动机对学这就是运动动机对学这就是运动动机对学这就是运动动机对学
生体育学习和身体锻生体育学习和身体锻生体育学习和身体锻生体育学习和身体锻生体育学习和身体锻生体育学习和身体锻生体育学习和身体锻生体育学习和身体锻
炼行为的发动功能炼行为的发动功能炼行为的发动功能炼行为的发动功能。。。。炼行为的发动功能炼行为的发动功能炼行为的发动功能炼行为的发动功能。。。。



运动动机不仅能发动体育运动动机不仅能发动体育运动动机不仅能发动体育运动动机不仅能发动体育运动动机不仅能发动体育运动动机不仅能发动体育运动动机不仅能发动体育运动动机不仅能发动体育
活动行为活动行为活动行为活动行为，，，，而且还能使学而且还能使学而且还能使学而且还能使学活动行为活动行为活动行为活动行为，，，，而且还能使学而且还能使学而且还能使学而且还能使学
生的运动行为具有稳固而生的运动行为具有稳固而生的运动行为具有稳固而生的运动行为具有稳固而生的运动行为具有稳固而生的运动行为具有稳固而生的运动行为具有稳固而生的运动行为具有稳固而
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内容，，，，使他们的运使他们的运使他们的运使他们的运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内容，，，，使他们的运使他们的运使他们的运使他们的运
动行为趋向一定的活动目动行为趋向一定的活动目动行为趋向一定的活动目动行为趋向一定的活动目动行为趋向一定的活动目动行为趋向一定的活动目动行为趋向一定的活动目动行为趋向一定的活动目
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二二二二））））选择功能选择功能选择功能选择功能（（（（二二二二））））选择功能选择功能选择功能选择功能



运动动机通常还决定着学生体育运动动机通常还决定着学生体育运动动机通常还决定着学生体育运动动机通常还决定着学生体育运动动机通常还决定着学生体育运动动机通常还决定着学生体育运动动机通常还决定着学生体育运动动机通常还决定着学生体育
参与行为的努力程度参与行为的努力程度参与行为的努力程度参与行为的努力程度参与行为的努力程度参与行为的努力程度参与行为的努力程度参与行为的努力程度

活动愿望强烈的学生活动愿望强烈的学生活动愿望强烈的学生活动愿望强烈的学生，，，，在体育学在体育学在体育学在体育学活动愿望强烈的学生活动愿望强烈的学生活动愿望强烈的学生活动愿望强烈的学生，，，，在体育学在体育学在体育学在体育学
练过程中表现出兴趣浓厚练过程中表现出兴趣浓厚练过程中表现出兴趣浓厚练过程中表现出兴趣浓厚、、、、情绪情绪情绪情绪练过程中表现出兴趣浓厚练过程中表现出兴趣浓厚练过程中表现出兴趣浓厚练过程中表现出兴趣浓厚、、、、情绪情绪情绪情绪
高昂高昂高昂高昂、、、、注意集中注意集中注意集中注意集中、、、、肯于付出的特肯于付出的特肯于付出的特肯于付出的特高昂高昂高昂高昂、、、、注意集中注意集中注意集中注意集中、、、、肯于付出的特肯于付出的特肯于付出的特肯于付出的特
点点点点，，，，遇到困难时遇到困难时遇到困难时遇到困难时，，，，克服困难的决克服困难的决克服困难的决克服困难的决点点点点，，，，遇到困难时遇到困难时遇到困难时遇到困难时，，，，克服困难的决克服困难的决克服困难的决克服困难的决
心也较大心也较大心也较大心也较大。。。。而在体育活动中情绪而在体育活动中情绪而在体育活动中情绪而在体育活动中情绪心也较大心也较大心也较大心也较大。。。。而在体育活动中情绪而在体育活动中情绪而在体育活动中情绪而在体育活动中情绪
低落低落低落低落、、、、注意分散注意分散注意分散注意分散、、、、怕苦怕累怕苦怕累怕苦怕累怕苦怕累、、、、遇遇遇遇低落低落低落低落、、、、注意分散注意分散注意分散注意分散、、、、怕苦怕累怕苦怕累怕苦怕累怕苦怕累、、、、遇遇遇遇
难而退的学生难而退的学生难而退的学生难而退的学生，，，，往往运动动机不往往运动动机不往往运动动机不往往运动动机不难而退的学生难而退的学生难而退的学生难而退的学生，，，，往往运动动机不往往运动动机不往往运动动机不往往运动动机不
足足足足足足足足

（（（（三三三三））））强化功能强化功能强化功能强化功能（（（（三三三三））））强化功能强化功能强化功能强化功能



（（（（四四四四））））维持功能维持功能维持功能维持功能（（（（四四四四））））维持功能维持功能维持功能维持功能

运动动机与体育活动坚持运动动机与体育活动坚持运动动机与体育活动坚持运动动机与体育活动坚持运动动机与体育活动坚持运动动机与体育活动坚持运动动机与体育活动坚持运动动机与体育活动坚持
时间的长短也有直接关系时间的长短也有直接关系时间的长短也有直接关系时间的长短也有直接关系时间的长短也有直接关系时间的长短也有直接关系时间的长短也有直接关系时间的长短也有直接关系

当学生参加自己乐于进行的体育活动时当学生参加自己乐于进行的体育活动时当学生参加自己乐于进行的体育活动时当学生参加自己乐于进行的体育活动时，，，，持持持持当学生参加自己乐于进行的体育活动时当学生参加自己乐于进行的体育活动时当学生参加自己乐于进行的体育活动时当学生参加自己乐于进行的体育活动时，，，，持持持持
续的时间就较长续的时间就较长续的时间就较长续的时间就较长，，，，即使在疲劳的状况下也还即使在疲劳的状况下也还即使在疲劳的状况下也还即使在疲劳的状况下也还续的时间就较长续的时间就较长续的时间就较长续的时间就较长，，，，即使在疲劳的状况下也还即使在疲劳的状况下也还即使在疲劳的状况下也还即使在疲劳的状况下也还
能坚持一定时间能坚持一定时间能坚持一定时间能坚持一定时间。。。。能坚持一定时间能坚持一定时间能坚持一定时间能坚持一定时间。。。。

但若是进行不愿从事的体育活动但若是进行不愿从事的体育活动但若是进行不愿从事的体育活动但若是进行不愿从事的体育活动，，，，持续的时持续的时持续的时持续的时但若是进行不愿从事的体育活动但若是进行不愿从事的体育活动但若是进行不愿从事的体育活动但若是进行不愿从事的体育活动，，，，持续的时持续的时持续的时持续的时
间就较短间就较短间就较短间就较短，，，，想让他们保持较长时间也比较困想让他们保持较长时间也比较困想让他们保持较长时间也比较困想让他们保持较长时间也比较困间就较短间就较短间就较短间就较短，，，，想让他们保持较长时间也比较困想让他们保持较长时间也比较困想让他们保持较长时间也比较困想让他们保持较长时间也比较困
难难难难。。。。难难难难。。。。



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
因是以生物性需要因是以生物性需要因是以生物性需要因是以生物性需要，，，，还是以社会性需要为基还是以社会性需要为基还是以社会性需要为基还是以社会性需要为基因是以生物性需要因是以生物性需要因是以生物性需要因是以生物性需要，，，，还是以社会性需要为基还是以社会性需要为基还是以社会性需要为基还是以社会性需要为基
础础础础，，，，可将运动动机分为可将运动动机分为可将运动动机分为可将运动动机分为础础础础，，，，可将运动动机分为可将运动动机分为可将运动动机分为可将运动动机分为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
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

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
因主要由自身内在需要转化而来因主要由自身内在需要转化而来因主要由自身内在需要转化而来因主要由自身内在需要转化而来，，，，还是由外还是由外还是由外还是由外因主要由自身内在需要转化而来因主要由自身内在需要转化而来因主要由自身内在需要转化而来因主要由自身内在需要转化而来，，，，还是由外还是由外还是由外还是由外
界条件诱发而来界条件诱发而来界条件诱发而来界条件诱发而来，，，，可以分为可以分为可以分为可以分为界条件诱发而来界条件诱发而来界条件诱发而来界条件诱发而来，，，，可以分为可以分为可以分为可以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内部动机和外部内部动机和外部内部动机和外部内部动机和外部内部动机和外部内部动机和外部内部动机和外部
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动机

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根据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的心理动
因是指向于体育活动过程因是指向于体育活动过程因是指向于体育活动过程因是指向于体育活动过程，，，，还是指向于体育还是指向于体育还是指向于体育还是指向于体育因是指向于体育活动过程因是指向于体育活动过程因是指向于体育活动过程因是指向于体育活动过程，，，，还是指向于体育还是指向于体育还是指向于体育还是指向于体育
活动的结果活动的结果活动的结果活动的结果，，，，分为分为分为分为活动的结果活动的结果活动的结果活动的结果，，，，分为分为分为分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

三、运动动机的种类三、运动动机的种类



为了获得刺激为了获得刺激为了获得刺激为了获得刺激、、、、眩晕眩晕眩晕眩晕、、、、运动愉快感运动愉快感运动愉快感运动愉快感为了获得刺激为了获得刺激为了获得刺激为了获得刺激、、、、眩晕眩晕眩晕眩晕、、、、运动愉快感运动愉快感运动愉快感运动愉快感
觉和宣泄身心能量觉和宣泄身心能量觉和宣泄身心能量觉和宣泄身心能量，，，，满足个体的生满足个体的生满足个体的生满足个体的生觉和宣泄身心能量觉和宣泄身心能量觉和宣泄身心能量觉和宣泄身心能量，，，，满足个体的生满足个体的生满足个体的生满足个体的生
理性需要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理性需要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理性需要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理性需要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理性需要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理性需要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理性需要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理性需要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
属于属于属于属于属于属于属于属于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

（（（（一一一一））））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一一一一））））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生物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

1.1.1.1.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生物性动机或原发性动机



2.2.社会性动机或继发性动机社会性动机或继发性动机社会性动机或继发性动机社会性动机或继发性动机社会性动机或继发性动机社会性动机或继发性动机社会性动机或继发性动机社会性动机或继发性动机

为了在体育活动中与同伴接为了在体育活动中与同伴接为了在体育活动中与同伴接为了在体育活动中与同伴接为了在体育活动中与同伴接为了在体育活动中与同伴接为了在体育活动中与同伴接为了在体育活动中与同伴接
近近近近、、、、交往交往交往交往，，，，得到认同得到认同得到认同得到认同、、、、发展发展发展发展近近近近、、、、交往交往交往交往，，，，得到认同得到认同得到认同得到认同、、、、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友谊友谊友谊友谊，，，，追求完美追求完美追求完美追求完美、、、、施展才能施展才能施展才能施展才能、、、、友谊友谊友谊友谊，，，，追求完美追求完美追求完美追求完美、、、、施展才能施展才能施展才能施展才能、、、、
获得成功获得成功获得成功获得成功、、、、赢得荣誉赢得荣誉赢得荣誉赢得荣誉，，，，满足满足满足满足获得成功获得成功获得成功获得成功、、、、赢得荣誉赢得荣誉赢得荣誉赢得荣誉，，，，满足满足满足满足
个体的社会性需要而参加体个体的社会性需要而参加体个体的社会性需要而参加体个体的社会性需要而参加体个体的社会性需要而参加体个体的社会性需要而参加体个体的社会性需要而参加体个体的社会性需要而参加体
育活动的动机育活动的动机育活动的动机育活动的动机，，，，属于社会性属于社会性属于社会性属于社会性育活动的动机育活动的动机育活动的动机育活动的动机，，，，属于社会性属于社会性属于社会性属于社会性
动机或继发性动机动机或继发性动机动机或继发性动机动机或继发性动机。。。。动机或继发性动机动机或继发性动机动机或继发性动机动机或继发性动机。。。。





1.1.1.1.1.1.1.1.内部动机的定义内部动机的定义内部动机的定义内部动机的定义内部动机的定义内部动机的定义内部动机的定义内部动机的定义

源于学生自身好动源于学生自身好动源于学生自身好动源于学生自身好动、、、、好奇或好胜的心好奇或好胜的心好奇或好胜的心好奇或好胜的心源于学生自身好动源于学生自身好动源于学生自身好动源于学生自身好动、、、、好奇或好胜的心好奇或好胜的心好奇或好胜的心好奇或好胜的心
理理理理，，，，如渴望从体育活动中获得身体上的如渴望从体育活动中获得身体上的如渴望从体育活动中获得身体上的如渴望从体育活动中获得身体上的理理理理，，，，如渴望从体育活动中获得身体上的如渴望从体育活动中获得身体上的如渴望从体育活动中获得身体上的如渴望从体育活动中获得身体上的
快感快感快感快感、、、、乐趣乐趣乐趣乐趣、、、、刺激刺激刺激刺激，，，，以及希望满足自尊以及希望满足自尊以及希望满足自尊以及希望满足自尊快感快感快感快感、、、、乐趣乐趣乐趣乐趣、、、、刺激刺激刺激刺激，，，，以及希望满足自尊以及希望满足自尊以及希望满足自尊以及希望满足自尊
心心心心、、、、上进心上进心上进心上进心、、、、荣誉感荣誉感荣誉感荣誉感、、、、义务感义务感义务感义务感、、、、归属感归属感归属感归属感心心心心、、、、上进心上进心上进心上进心、、、、荣誉感荣誉感荣誉感荣誉感、、、、义务感义务感义务感义务感、、、、归属感归属感归属感归属感
和自我实现等心理需要的动机和自我实现等心理需要的动机和自我实现等心理需要的动机和自我实现等心理需要的动机，，，，属于内属于内属于内属于内和自我实现等心理需要的动机和自我实现等心理需要的动机和自我实现等心理需要的动机和自我实现等心理需要的动机，，，，属于内属于内属于内属于内
部动机部动机部动机部动机。。。。部动机部动机部动机部动机。。。。

内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推动力内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推动力内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推动力内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推动力内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推动力内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推动力内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推动力内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推动力
量较大量较大量较大量较大，，，，维持的时间也较长维持的时间也较长维持的时间也较长维持的时间也较长。。。。量较大量较大量较大量较大，，，，维持的时间也较长维持的时间也较长维持的时间也较长维持的时间也较长。。。。

（（（（二二二二））））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二二二二））））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2.2.2.2.2.2.2.2.外部动机的定义外部动机的定义外部动机的定义外部动机的定义外部动机的定义外部动机的定义外部动机的定义外部动机的定义

由学生自身之外的诱因转由学生自身之外的诱因转由学生自身之外的诱因转由学生自身之外的诱因转由学生自身之外的诱因转由学生自身之外的诱因转由学生自身之外的诱因转由学生自身之外的诱因转
化而来的动机化而来的动机化而来的动机化而来的动机，，，，如教师的表如教师的表如教师的表如教师的表化而来的动机化而来的动机化而来的动机化而来的动机，，，，如教师的表如教师的表如教师的表如教师的表
扬扬扬扬、、、、同学的赏识同学的赏识同学的赏识同学的赏识、、、、竞争获胜竞争获胜竞争获胜竞争获胜扬扬扬扬、、、、同学的赏识同学的赏识同学的赏识同学的赏识、、、、竞争获胜竞争获胜竞争获胜竞争获胜
的奖励的奖励的奖励的奖励、、、、荣誉荣誉荣誉荣誉，，，，或因为迫于或因为迫于或因为迫于或因为迫于的奖励的奖励的奖励的奖励、、、、荣誉荣誉荣誉荣誉，，，，或因为迫于或因为迫于或因为迫于或因为迫于
压力压力压力压力、、、、避免惩罚与升学考试避免惩罚与升学考试避免惩罚与升学考试避免惩罚与升学考试压力压力压力压力、、、、避免惩罚与升学考试避免惩罚与升学考试避免惩罚与升学考试避免惩罚与升学考试
等原因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等原因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等原因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等原因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等原因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等原因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等原因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等原因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动
机机机机，，，，为外部动机为外部动机为外部动机为外部动机。。。。机机机机，，，，为外部动机为外部动机为外部动机为外部动机。。。。

外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的外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的外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的外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的外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的外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的外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的外部动机对学生参与体育的
推动力量相对较小推动力量相对较小推动力量相对较小推动力量相对较小，，，，持续作持续作持续作持续作推动力量相对较小推动力量相对较小推动力量相对较小推动力量相对较小，，，，持续作持续作持续作持续作
用的时间也较短用的时间也较短用的时间也较短用的时间也较短。。。。用的时间也较短用的时间也较短用的时间也较短用的时间也较短。。。。



直接动机的定义直接动机的定义直接动机的定义直接动机的定义：：：：直接动机的定义直接动机的定义直接动机的定义直接动机的定义：：：：指向于体育学指向于体育学指向于体育学指向于体育学指向于体育学指向于体育学指向于体育学指向于体育学
习和锻炼活动的内容习和锻炼活动的内容习和锻炼活动的内容习和锻炼活动的内容、、、、方法或组方法或组方法或组方法或组习和锻炼活动的内容习和锻炼活动的内容习和锻炼活动的内容习和锻炼活动的内容、、、、方法或组方法或组方法或组方法或组
织形式等当前织形式等当前织形式等当前织形式等当前、、、、直接特征的动机直接特征的动机直接特征的动机直接特征的动机。。。。织形式等当前织形式等当前织形式等当前织形式等当前、、、、直接特征的动机直接特征的动机直接特征的动机直接特征的动机。。。。

直接动机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直接动机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直接动机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直接动机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直接动机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直接动机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直接动机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直接动机与体育学习和锻炼活动
本身相联系本身相联系本身相联系本身相联系，，，，动机内容相对具动机内容相对具动机内容相对具动机内容相对具本身相联系本身相联系本身相联系本身相联系，，，，动机内容相对具动机内容相对具动机内容相对具动机内容相对具
体体体体，，，，行为的直接动力作用较大行为的直接动力作用较大行为的直接动力作用较大行为的直接动力作用较大，，，，体体体体，，，，行为的直接动力作用较大行为的直接动力作用较大行为的直接动力作用较大行为的直接动力作用较大，，，，
不失为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不失为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不失为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不失为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不失为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不失为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不失为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不失为推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
有效力量有效力量有效力量有效力量。。。。有效力量有效力量有效力量有效力量。。。。

（（（（三三三三））））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三三三三））））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



间接动机的定义间接动机的定义间接动机的定义间接动机的定义：：：：间接动机的定义间接动机的定义间接动机的定义间接动机的定义：：：：指向于体育活动可能带来指向于体育活动可能带来指向于体育活动可能带来指向于体育活动可能带来指向于体育活动可能带来指向于体育活动可能带来指向于体育活动可能带来指向于体育活动可能带来

的生理的生理的生理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延迟心理和社会的延迟心理和社会的延迟心理和社会的延迟、、、、间接结果的动间接结果的动间接结果的动间接结果的动的生理的生理的生理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延迟心理和社会的延迟心理和社会的延迟心理和社会的延迟、、、、间接结果的动间接结果的动间接结果的动间接结果的动
机机机机，，，，是间接动机是间接动机是间接动机是间接动机。。。。机机机机，，，，是间接动机是间接动机是间接动机是间接动机。。。。

间接动机虽然相对遥远间接动机虽然相对遥远间接动机虽然相对遥远间接动机虽然相对遥远，，，，与当前体育活与当前体育活与当前体育活与当前体育活间接动机虽然相对遥远间接动机虽然相对遥远间接动机虽然相对遥远间接动机虽然相对遥远，，，，与当前体育活与当前体育活与当前体育活与当前体育活
动的直接联系较少动的直接联系较少动的直接联系较少动的直接联系较少，，，，但它与长时间活动但它与长时间活动但它与长时间活动但它与长时间活动动的直接联系较少动的直接联系较少动的直接联系较少动的直接联系较少，，，，但它与长时间活动但它与长时间活动但它与长时间活动但它与长时间活动

后产生的最终结果和社会意义相联系后产生的最终结果和社会意义相联系后产生的最终结果和社会意义相联系后产生的最终结果和社会意义相联系，，，，后产生的最终结果和社会意义相联系后产生的最终结果和社会意义相联系后产生的最终结果和社会意义相联系后产生的最终结果和社会意义相联系，，，，
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较长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较长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较长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较长，，，，能使学生更自觉地能使学生更自觉地能使学生更自觉地能使学生更自觉地、、、、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较长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较长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较长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较长，，，，能使学生更自觉地能使学生更自觉地能使学生更自觉地能使学生更自觉地、、、、
持久地进行体育活动持久地进行体育活动持久地进行体育活动持久地进行体育活动。。。。持久地进行体育活动持久地进行体育活动持久地进行体育活动持久地进行体育活动。。。。

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具有相互联系、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具有相互联系、

相互补充的作用。相互补充的作用。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运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运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运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运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运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运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运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运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动机的培养是指促使学生动机的培养是指促使学生动机的培养是指促使学生动机的培养是指促使学生动机的培养是指促使学生动机的培养是指促使学生动机的培养是指促使学生动机的培养是指促使学生
从没有运动活动动机到形从没有运动活动动机到形从没有运动活动动机到形从没有运动活动动机到形从没有运动活动动机到形从没有运动活动动机到形从没有运动活动动机到形从没有运动活动动机到形
成运动动机的过程成运动动机的过程成运动动机的过程成运动动机的过程成运动动机的过程成运动动机的过程成运动动机的过程成运动动机的过程;;;;;;;;

动机的激发是指将学生已动机的激发是指将学生已动机的激发是指将学生已动机的激发是指将学生已动机的激发是指将学生已动机的激发是指将学生已动机的激发是指将学生已动机的激发是指将学生已
经形成的潜在动机充分调经形成的潜在动机充分调经形成的潜在动机充分调经形成的潜在动机充分调经形成的潜在动机充分调经形成的潜在动机充分调经形成的潜在动机充分调经形成的潜在动机充分调
动起来的过程动起来的过程动起来的过程动起来的过程。。。。动起来的过程动起来的过程动起来的过程动起来的过程。。。。



（（（（（（（（11111111））））增加运动活动的趣味性增加运动活动的趣味性增加运动活动的趣味性增加运动活动的趣味性））））增加运动活动的趣味性增加运动活动的趣味性增加运动活动的趣味性增加运动活动的趣味性

（（（（（（（（22222222））））启发学生的好奇心启发学生的好奇心启发学生的好奇心启发学生的好奇心））））启发学生的好奇心启发学生的好奇心启发学生的好奇心启发学生的好奇心

（（（（（（（（33333333））））满足学生的归属需要满足学生的归属需要满足学生的归属需要满足学生的归属需要））））满足学生的归属需要满足学生的归属需要满足学生的归属需要满足学生的归属需要

（（（（（（（（44444444））））增强学生的自主要求增强学生的自主要求增强学生的自主要求增强学生的自主要求））））增强学生的自主要求增强学生的自主要求增强学生的自主要求增强学生的自主要求

一、一、充分重视和利用学生的各种需要充分重视和利用学生的各种需要充分重视和利用学生的各种需要充分重视和利用学生的各种需要充分重视和利用学生的各种需要充分重视和利用学生的各种需要充分重视和利用学生的各种需要充分重视和利用学生的各种需要

（（（（一一一一））））提高学生的内部动机提高学生的内部动机提高学生的内部动机提高学生的内部动机（（（（一一一一））））提高学生的内部动机提高学生的内部动机提高学生的内部动机提高学生的内部动机



教师利用表扬教师利用表扬教师利用表扬教师利用表扬、、、、批评或奖批评或奖批评或奖批评或奖教师利用表扬教师利用表扬教师利用表扬教师利用表扬、、、、批评或奖批评或奖批评或奖批评或奖
励励励励、、、、惩罚等外部手段来刺惩罚等外部手段来刺惩罚等外部手段来刺惩罚等外部手段来刺励励励励、、、、惩罚等外部手段来刺惩罚等外部手段来刺惩罚等外部手段来刺惩罚等外部手段来刺
激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激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激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激学生参加体育运动，，，，但但但但激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激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激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激学生参加体育运动，，，，但但但但
要避免奖励和惩罚的要避免奖励和惩罚的要避免奖励和惩罚的要避免奖励和惩罚的要避免奖励和惩罚的要避免奖励和惩罚的要避免奖励和惩罚的要避免奖励和惩罚的““ 过当过当过当过当过当过当过当过当
效应效应效应效应效应效应效应效应””

（（（（二二二二））））激发学生的外部动机激发学生的外部动机激发学生的外部动机激发学生的外部动机（（（（二二二二））））激发学生的外部动机激发学生的外部动机激发学生的外部动机激发学生的外部动机



成就动机成就动机成就动机成就动机成就动机成就动机成就动机成就动机：：：：是一种较高级的社会是一种较高级的社会是一种较高级的社会是一种较高级的社会：：：：是一种较高级的社会是一种较高级的社会是一种较高级的社会是一种较高级的社会
性动机性动机性动机性动机，，，，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从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从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从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从性动机性动机性动机性动机，，，，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从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从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从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从
事自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活动事自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活动事自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活动事自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活动，，，，事自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活动事自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活动事自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活动事自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活动，，，，
并力求达到完美并力求达到完美并力求达到完美并力求达到完美、、、、取得优异成绩取得优异成绩取得优异成绩取得优异成绩并力求达到完美并力求达到完美并力求达到完美并力求达到完美、、、、取得优异成绩取得优异成绩取得优异成绩取得优异成绩
的心理倾向的心理倾向的心理倾向的心理倾向。。。。的心理倾向的心理倾向的心理倾向的心理倾向。。。。

它是在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它是在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它是在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它是在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它是在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它是在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它是在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它是在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
的的的的，，，，在社会交往中习得的内在推在社会交往中习得的内在推在社会交往中习得的内在推在社会交往中习得的内在推的的的的，，，，在社会交往中习得的内在推在社会交往中习得的内在推在社会交往中习得的内在推在社会交往中习得的内在推
动力量动力量动力量动力量。。。。动力量动力量动力量动力量。。。。

二、提高学生的体育成就动机二、提高学生的体育成就动机

（（（（一一一一））））什么是成就动机什么是成就动机什么是成就动机什么是成就动机（（（（一一一一））））什么是成就动机什么是成就动机什么是成就动机什么是成就动机



（（（（二二二二））））体育成就动机的培养体育成就动机的培养体育成就动机的培养体育成就动机的培养（（（（二二二二））））体育成就动机的培养体育成就动机的培养体育成就动机的培养体育成就动机的培养

意识化意识化意识化意识化意识化意识化意识化意识化

常摸参照常摸参照常摸参照常摸参照

更多的成功机会更多的成功机会更多的成功机会更多的成功机会

体验化体验化体验化体验化 概念化概念化概念化概念化

自我参照自我参照自我参照自我参照自我参照自我参照自我参照自我参照



三、适当展开竞争，积极组织合作三、适当展开竞争，积极组织合作

（（（（一一一一））））适当展开竞争适当展开竞争适当展开竞争适当展开竞争（（（（一一一一））））适当展开竞争适当展开竞争适当展开竞争适当展开竞争

竞争是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竞争是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竞争是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竞争是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竞争是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竞争是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竞争是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竞争是激发学生体育学习
动机和提高体育活动效果动机和提高体育活动效果动机和提高体育活动效果动机和提高体育活动效果动机和提高体育活动效果动机和提高体育活动效果动机和提高体育活动效果动机和提高体育活动效果
的一种有效手段的一种有效手段的一种有效手段的一种有效手段。。。。的一种有效手段的一种有效手段的一种有效手段的一种有效手段。。。。

体育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充体育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充体育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充体育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充体育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充体育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充体育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充体育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充
满了不同形式的竞争满了不同形式的竞争满了不同形式的竞争满了不同形式的竞争，，，，如如如如满了不同形式的竞争满了不同形式的竞争满了不同形式的竞争满了不同形式的竞争，，，，如如如如
能合理利用能合理利用能合理利用能合理利用，，，，学生体育学学生体育学学生体育学学生体育学能合理利用能合理利用能合理利用能合理利用，，，，学生体育学学生体育学学生体育学学生体育学
习的成就动机会更加强烈习的成就动机会更加强烈习的成就动机会更加强烈习的成就动机会更加强烈。。。。习的成就动机会更加强烈习的成就动机会更加强烈习的成就动机会更加强烈习的成就动机会更加强烈。。。。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1)(1)(1)(1)(1)(1)(1)(1)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多样化，，，，以使每个以使每个以使每个以使每个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多样化，，，，以使每个以使每个以使每个以使每个
学生都有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学生都有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学生都有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学生都有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学生都有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学生都有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学生都有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学生都有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2)(2)(2)(2)(2)(2)(2)(2)以团体间竞争为主以团体间竞争为主以团体间竞争为主以团体间竞争为主。。。。以团体间竞争为主以团体间竞争为主以团体间竞争为主以团体间竞争为主。。。。

(3)(3)(3)(3)(3)(3)(3)(3)进行个体间竞争时进行个体间竞争时进行个体间竞争时进行个体间竞争时，，，，应当按应当按应当按应当按进行个体间竞争时进行个体间竞争时进行个体间竞争时进行个体间竞争时，，，，应当按应当按应当按应当按

照能力分为高照能力分为高照能力分为高照能力分为高、、、、中中中中、、、、低三组低三组低三组低三组。。。。照能力分为高照能力分为高照能力分为高照能力分为高、、、、中中中中、、、、低三组低三组低三组低三组。。。。

(4)(4)(4)(4)(4)(4)(4)(4)竞争活动要适量竞争活动要适量竞争活动要适量竞争活动要适量。。。。竞争活动要适量竞争活动要适量竞争活动要适量竞争活动要适量。。。。

(5)(5)(5)(5)(5)(5)(5)(5)提醒学生在竞争中注意发挥和展示能提醒学生在竞争中注意发挥和展示能提醒学生在竞争中注意发挥和展示能提醒学生在竞争中注意发挥和展示能提醒学生在竞争中注意发挥和展示能提醒学生在竞争中注意发挥和展示能提醒学生在竞争中注意发挥和展示能提醒学生在竞争中注意发挥和展示能
力力力力，，，，相互鼓励相互鼓励相互鼓励相互鼓励、、、、团结互助团结互助团结互助团结互助，，，，胜不骄胜不骄胜不骄胜不骄、、、、败不败不败不败不力力力力，，，，相互鼓励相互鼓励相互鼓励相互鼓励、、、、团结互助团结互助团结互助团结互助，，，，胜不骄胜不骄胜不骄胜不骄、、、、败不败不败不败不
馁馁馁馁，，，，防止骄傲情绪和自卑心理的出现防止骄傲情绪和自卑心理的出现防止骄傲情绪和自卑心理的出现防止骄傲情绪和自卑心理的出现馁馁馁馁，，，，防止骄傲情绪和自卑心理的出现防止骄傲情绪和自卑心理的出现防止骄傲情绪和自卑心理的出现防止骄傲情绪和自卑心理的出现



11111111．．．．小组目标小组目标小组目标小组目标、、、、计分与奖励计分与奖励计分与奖励计分与奖励．．．．小组目标小组目标小组目标小组目标、、、、计分与奖励计分与奖励计分与奖励计分与奖励

22222222．．．．个人责任个人责任个人责任个人责任．．．．个人责任个人责任个人责任个人责任

33333333．．．．成功机会均等成功机会均等成功机会均等成功机会均等．．．．成功机会均等成功机会均等成功机会均等成功机会均等

44444444．．．．组间竞争组间竞争组间竞争组间竞争．．．．组间竞争组间竞争组间竞争组间竞争

55555555．．．．交往技能交往技能交往技能交往技能．．．．交往技能交往技能交往技能交往技能

66666666．．．．注重个人需要注重个人需要注重个人需要注重个人需要．．．．注重个人需要注重个人需要注重个人需要注重个人需要

（（（（二二二二））））积极组织合作积极组织合作积极组织合作积极组织合作（（（（二二二二））））积极组织合作积极组织合作积极组织合作积极组织合作



反馈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反馈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反馈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反馈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反馈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反馈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反馈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反馈的形式有多种多样：：：：

社会性评价社会性评价社会性评价社会性评价（（（（教师当着全班同学的教师当着全班同学的教师当着全班同学的教师当着全班同学的社会性评价社会性评价社会性评价社会性评价（（（（教师当着全班同学的教师当着全班同学的教师当着全班同学的教师当着全班同学的
面表扬某个学生面表扬某个学生面表扬某个学生面表扬某个学生）；）；）；）；面表扬某个学生面表扬某个学生面表扬某个学生面表扬某个学生）；）；）；）；

象征性评价象征性评价象征性评价象征性评价（（（（教师在成绩单上给某教师在成绩单上给某教师在成绩单上给某教师在成绩单上给某象征性评价象征性评价象征性评价象征性评价（（（（教师在成绩单上给某教师在成绩单上给某教师在成绩单上给某教师在成绩单上给某
个同学画了个小红旗个同学画了个小红旗个同学画了个小红旗个同学画了个小红旗）；）；）；）；个同学画了个小红旗个同学画了个小红旗个同学画了个小红旗个同学画了个小红旗）；）；）；）；

客观性评价客观性评价客观性评价客观性评价（（（（教师根据学生的技术教师根据学生的技术教师根据学生的技术教师根据学生的技术客观性评价客观性评价客观性评价客观性评价（（（（教师根据学生的技术教师根据学生的技术教师根据学生的技术教师根据学生的技术
或能力表现给予的分数或能力表现给予的分数或能力表现给予的分数或能力表现给予的分数）；）；）；）；或能力表现给予的分数或能力表现给予的分数或能力表现给予的分数或能力表现给予的分数）；）；）；）；

标准性评价标准性评价标准性评价标准性评价（（（（教师以排名次的方法教师以排名次的方法教师以排名次的方法教师以排名次的方法标准性评价标准性评价标准性评价标准性评价（（（（教师以排名次的方法教师以排名次的方法教师以排名次的方法教师以排名次的方法
给学生打分给学生打分给学生打分给学生打分）。）。）。）。给学生打分给学生打分给学生打分给学生打分）。）。）。）。

四、及时反馈，肯定评价四、及时反馈，肯定评价



表扬的效果优于批评表扬的效果优于批评表扬的效果优于批评表扬的效果优于批评表扬的效果优于批评表扬的效果优于批评表扬的效果优于批评表扬的效果优于批评
的效果的效果的效果的效果，，，，表扬更能提表扬更能提表扬更能提表扬更能提的效果的效果的效果的效果，，，，表扬更能提表扬更能提表扬更能提表扬更能提
高动机的水平高动机的水平高动机的水平高动机的水平；；；；高动机的水平高动机的水平高动机的水平高动机的水平；；；；

表扬和批评都是以促表扬和批评都是以促表扬和批评都是以促表扬和批评都是以促表扬和批评都是以促表扬和批评都是以促表扬和批评都是以促表扬和批评都是以促
进学生的努力和进步进学生的努力和进步进学生的努力和进步进学生的努力和进步进学生的努力和进步进学生的努力和进步进学生的努力和进步进学生的努力和进步
为目的的为目的的为目的的为目的的为目的的为目的的为目的的为目的的



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是个体对是个体对是个体对是个体对是个体对是个体对是个体对是个体对
待外界对象待外界对象待外界对象待外界对象待外界对象待外界对象待外界对象待外界对象
（（（（包括人和事包括人和事包括人和事包括人和事（（（（包括人和事包括人和事包括人和事包括人和事
物物物物））））较为稳固较为稳固较为稳固较为稳固物物物物））））较为稳固较为稳固较为稳固较为稳固
的的的的，，，，由认知由认知由认知由认知、、、、的的的的，，，，由认知由认知由认知由认知、、、、
情感情感情感情感、、、、行为意行为意行为意行为意情感情感情感情感、、、、行为意行为意行为意行为意
向三种成分构向三种成分构向三种成分构向三种成分构向三种成分构向三种成分构向三种成分构向三种成分构
成的内在心理成的内在心理成的内在心理成的内在心理成的内在心理成的内在心理成的内在心理成的内在心理
倾向倾向倾向倾向倾向倾向倾向倾向

五、端正体育态度五、端正体育态度

（（（（一一一一））））什么是态度什么是态度什么是态度什么是态度（（（（一一一一））））什么是态度什么是态度什么是态度什么是态度



态度的认知成分态度的认知成分态度的认知成分态度的认知成分态度的认知成分态度的认知成分态度的认知成分态度的认知成分：：：：：：：：指个体对某种事物指个体对某种事物指个体对某种事物指个体对某种事物指个体对某种事物指个体对某种事物指个体对某种事物指个体对某种事物
的知觉的知觉的知觉的知觉、、、、理解和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理解和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理解和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理解和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的知觉的知觉的知觉的知觉、、、、理解和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理解和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理解和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理解和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
或信念或信念或信念或信念或信念或信念或信念或信念

态度的情感成分态度的情感成分态度的情感成分态度的情感成分态度的情感成分态度的情感成分态度的情感成分态度的情感成分：：：：：：：：是个体对态度对象评是个体对态度对象评是个体对态度对象评是个体对态度对象评是个体对态度对象评是个体对态度对象评是个体对态度对象评是个体对态度对象评

价后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价后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价后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价后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它是态度的核它是态度的核它是态度的核它是态度的核价后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价后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价后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价后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它是态度的核它是态度的核它是态度的核它是态度的核
心因素心因素心因素心因素心因素心因素心因素心因素

态度的行为意向成分态度的行为意向成分态度的行为意向成分态度的行为意向成分态度的行为意向成分态度的行为意向成分态度的行为意向成分态度的行为意向成分：：：：：：：：指个体对态度对指个体对态度对指个体对态度对指个体对态度对指个体对态度对指个体对态度对指个体对态度对指个体对态度对
象的行为反应倾向象的行为反应倾向象的行为反应倾向象的行为反应倾向，，，，即行为的准备状即行为的准备状即行为的准备状即行为的准备状象的行为反应倾向象的行为反应倾向象的行为反应倾向象的行为反应倾向，，，，即行为的准备状即行为的准备状即行为的准备状即行为的准备状
态态态态，，，，其程度取决于态度的认知和情感其程度取决于态度的认知和情感其程度取决于态度的认知和情感其程度取决于态度的认知和情感态态态态，，，，其程度取决于态度的认知和情感其程度取决于态度的认知和情感其程度取决于态度的认知和情感其程度取决于态度的认知和情感
成分成分成分成分成分成分成分成分 。。。。。。。。



体育态度体育态度体育态度体育态度体育态度体育态度体育态度体育态度：：：：：：：：是学生在长是学生在长是学生在长是学生在长是学生在长是学生在长是学生在长是学生在长
期的社会环境影响期的社会环境影响期的社会环境影响期的社会环境影响期的社会环境影响期的社会环境影响期的社会环境影响期的社会环境影响
下下下下，，，，从一定的直接经从一定的直接经从一定的直接经从一定的直接经下下下下，，，，从一定的直接经从一定的直接经从一定的直接经从一定的直接经
验和间接经验中习得验和间接经验中习得验和间接经验中习得验和间接经验中习得验和间接经验中习得验和间接经验中习得验和间接经验中习得验和间接经验中习得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它指向于具体的体育它指向于具体的体育它指向于具体的体育它指向于具体的体育它指向于具体的体育它指向于具体的体育它指向于具体的体育它指向于具体的体育
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内容和方内容和方内容和方内容和方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内容和方内容和方内容和方内容和方
法法法法，，，，形成后会对个体形成后会对个体形成后会对个体形成后会对个体法法法法，，，，形成后会对个体形成后会对个体形成后会对个体形成后会对个体
的体育参与行为及其的体育参与行为及其的体育参与行为及其的体育参与行为及其的体育参与行为及其的体育参与行为及其的体育参与行为及其的体育参与行为及其
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体育价值观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价值观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价值观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价值观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价值观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价值观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价值观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价值观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

个体对体育活动价值的认识不同就个体对体育活动价值的认识不同就个体对体育活动价值的认识不同就个体对体育活动价值的认识不同就个体对体育活动价值的认识不同就个体对体育活动价值的认识不同就个体对体育活动价值的认识不同就个体对体育活动价值的认识不同就
会产生不同的体育态度会产生不同的体育态度会产生不同的体育态度会产生不同的体育态度。。。。会产生不同的体育态度会产生不同的体育态度会产生不同的体育态度会产生不同的体育态度。。。。

体育价值观就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体育价值观就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体育价值观就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体育价值观就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体育价值观就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体育价值观就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体育价值观就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体育价值观就是体育态度的认知基
础础础础础础础础

CainCainCainCainCainCainCainCain经过研究经过研究经过研究经过研究，，，，提出了体育活动具提出了体育活动具提出了体育活动具提出了体育活动具经过研究经过研究经过研究经过研究，，，，提出了体育活动具提出了体育活动具提出了体育活动具提出了体育活动具
有的六个价值有的六个价值有的六个价值有的六个价值，，，，即健康和健身即健康和健身即健康和健身即健康和健身、、、、社社社社有的六个价值有的六个价值有的六个价值有的六个价值，，，，即健康和健身即健康和健身即健康和健身即健康和健身、、、、社社社社
会交往会交往会交往会交往、、、、感官刺激感官刺激感官刺激感官刺激、、、、美感体验美感体验美感体验美感体验、、、、情情情情会交往会交往会交往会交往、、、、感官刺激感官刺激感官刺激感官刺激、、、、美感体验美感体验美感体验美感体验、、、、情情情情
绪宣泄和磨炼意志绪宣泄和磨炼意志绪宣泄和磨炼意志绪宣泄和磨炼意志绪宣泄和磨炼意志绪宣泄和磨炼意志绪宣泄和磨炼意志绪宣泄和磨炼意志

（（（（二二二二））））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二二二二））））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体育态度的认知基础



为了健康和健身为了健康和健身为了健康和健身为了健康和健身
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

作为社会体验作为社会体验作为社会体验作为社会体验
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

作为刺激追求作为刺激追求作为刺激追求作为刺激追求
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

体育活动体育活动体育活动体育活动

作为美感体验的作为美感体验的作为美感体验的作为美感体验的
体育活动体育活动体育活动体育活动

作为情绪宣泄作为情绪宣泄作为情绪宣泄作为情绪宣泄
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

作为磨练意志作为磨练意志作为磨练意志作为磨练意志
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的体育活动

价值价值价值价值1111 价值价值价值价值2222 价值价值价值价值3333

价值价值价值价值4444 价值价值价值价值5555 价值价值价值价值6666



1111．．．．体育态度的形成体育态度的形成体育态度的形成体育态度的形成

体育态度的形成实际上是学生体育态度的形成实际上是学生体育态度的形成实际上是学生体育态度的形成实际上是学生体育态度的形成实际上是学生体育态度的形成实际上是学生体育态度的形成实际上是学生体育态度的形成实际上是学生
通过观察和模仿等社会学习方通过观察和模仿等社会学习方通过观察和模仿等社会学习方通过观察和模仿等社会学习方通过观察和模仿等社会学习方通过观察和模仿等社会学习方通过观察和模仿等社会学习方通过观察和模仿等社会学习方
法获得体育价值观和相应行为法获得体育价值观和相应行为法获得体育价值观和相应行为法获得体育价值观和相应行为法获得体育价值观和相应行为法获得体育价值观和相应行为法获得体育价值观和相应行为法获得体育价值观和相应行为
方式的社会化过程方式的社会化过程方式的社会化过程方式的社会化过程方式的社会化过程方式的社会化过程方式的社会化过程方式的社会化过程

体育态度的观察学习是指学生体育态度的观察学习是指学生体育态度的观察学习是指学生体育态度的观察学习是指学生体育态度的观察学习是指学生体育态度的观察学习是指学生体育态度的观察学习是指学生体育态度的观察学习是指学生
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他人的行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他人的行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他人的行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他人的行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他人的行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他人的行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他人的行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他人的行
为表现为表现为表现为表现，，，，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为表现为表现为表现为表现，，，，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
新经验的过程新经验的过程新经验的过程新经验的过程。。。。新经验的过程新经验的过程新经验的过程新经验的过程。。。。

（（（（三三三三））））体育态度的端正体育态度的端正体育态度的端正体育态度的端正（（（（三三三三））））体育态度的端正体育态度的端正体育态度的端正体育态度的端正



体育态度模仿的三种类型体育态度模仿的三种类型体育态度模仿的三种类型体育态度模仿的三种类型：：：：体育态度模仿的三种类型体育态度模仿的三种类型体育态度模仿的三种类型体育态度模仿的三种类型：：：：

一是直接模仿一是直接模仿一是直接模仿一是直接模仿，，，，学生通过榜样行学生通过榜样行学生通过榜样行学生通过榜样行一是直接模仿一是直接模仿一是直接模仿一是直接模仿，，，，学生通过榜样行学生通过榜样行学生通过榜样行学生通过榜样行
为的示范为的示范为的示范为的示范，，，，直接学到积极的体育直接学到积极的体育直接学到积极的体育直接学到积极的体育为的示范为的示范为的示范为的示范，，，，直接学到积极的体育直接学到积极的体育直接学到积极的体育直接学到积极的体育
态度和行为方式态度和行为方式态度和行为方式态度和行为方式；；；；态度和行为方式态度和行为方式态度和行为方式态度和行为方式；；；；

二是象征性模仿二是象征性模仿二是象征性模仿二是象征性模仿，，，，学生通过模仿学生通过模仿学生通过模仿学生通过模仿二是象征性模仿二是象征性模仿二是象征性模仿二是象征性模仿，，，，学生通过模仿学生通过模仿学生通过模仿学生通过模仿
报刊报刊报刊报刊、、、、广播广播广播广播、、、、电视电视电视电视、、、、电影等媒介电影等媒介电影等媒介电影等媒介报刊报刊报刊报刊、、、、广播广播广播广播、、、、电视电视电视电视、、、、电影等媒介电影等媒介电影等媒介电影等媒介
所展示的榜样来形成自己的体育所展示的榜样来形成自己的体育所展示的榜样来形成自己的体育所展示的榜样来形成自己的体育所展示的榜样来形成自己的体育所展示的榜样来形成自己的体育所展示的榜样来形成自己的体育所展示的榜样来形成自己的体育
态度和行为态度和行为态度和行为态度和行为；；；；态度和行为态度和行为态度和行为态度和行为；；；；

三是创造性模仿三是创造性模仿三是创造性模仿三是创造性模仿，，，，学生将各种榜学生将各种榜学生将各种榜学生将各种榜三是创造性模仿三是创造性模仿三是创造性模仿三是创造性模仿，，，，学生将各种榜学生将各种榜学生将各种榜学生将各种榜
样的体育态度和行为方式综合成样的体育态度和行为方式综合成样的体育态度和行为方式综合成样的体育态度和行为方式综合成样的体育态度和行为方式综合成样的体育态度和行为方式综合成样的体育态度和行为方式综合成样的体育态度和行为方式综合成
全新的态度体系表现出来全新的态度体系表现出来全新的态度体系表现出来全新的态度体系表现出来。。。。全新的态度体系表现出来全新的态度体系表现出来全新的态度体系表现出来全新的态度体系表现出来。。。。



22222222．．．．体育态度的转变体育态度的转变体育态度的转变体育态度的转变．．．．体育态度的转变体育态度的转变体育态度的转变体育态度的转变

体育态度的转变包括方向和强度两个方面体育态度的转变包括方向和强度两个方面体育态度的转变包括方向和强度两个方面体育态度的转变包括方向和强度两个方面：：：：体育态度的转变包括方向和强度两个方面体育态度的转变包括方向和强度两个方面体育态度的转变包括方向和强度两个方面体育态度的转变包括方向和强度两个方面：：：：

体育态度从消极转向积极体育态度从消极转向积极体育态度从消极转向积极体育态度从消极转向积极，，，，这是方向上的转这是方向上的转这是方向上的转这是方向上的转体育态度从消极转向积极体育态度从消极转向积极体育态度从消极转向积极体育态度从消极转向积极，，，，这是方向上的转这是方向上的转这是方向上的转这是方向上的转
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从较积极转向很积极从较积极转向很积极从较积极转向很积极从较积极转向很积极，，，，这是强度上的转变这是强度上的转变这是强度上的转变这是强度上的转变从较积极转向很积极从较积极转向很积极从较积极转向很积极从较积极转向很积极，，，，这是强度上的转变这是强度上的转变这是强度上的转变这是强度上的转变

方向上的转变与强度上的转变密切相关方向上的转变与强度上的转变密切相关方向上的转变与强度上的转变密切相关方向上的转变与强度上的转变密切相关方向上的转变与强度上的转变密切相关方向上的转变与强度上的转变密切相关方向上的转变与强度上的转变密切相关方向上的转变与强度上的转变密切相关

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既是方向上既是方向上既是方向上既是方向上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既是方向上既是方向上既是方向上既是方向上
的转变的转变的转变的转变，，，，又是强度上的转变又是强度上的转变又是强度上的转变又是强度上的转变，，，，而且表明强度而且表明强度而且表明强度而且表明强度的转变的转变的转变的转变，，，，又是强度上的转变又是强度上的转变又是强度上的转变又是强度上的转变，，，，而且表明强度而且表明强度而且表明强度而且表明强度
上的变化很大上的变化很大上的变化很大上的变化很大上的变化很大上的变化很大上的变化很大上的变化很大



1.1.1.1.1.1.1.1.如何从体育教学的内容如何从体育教学的内容如何从体育教学的内容如何从体育教学的内容如何从体育教学的内容如何从体育教学的内容如何从体育教学的内容如何从体育教学的内容
和方法出发和方法出发和方法出发和方法出发，，，，提高学生体提高学生体提高学生体提高学生体和方法出发和方法出发和方法出发和方法出发，，，，提高学生体提高学生体提高学生体提高学生体
育学习的积极性育学习的积极性育学习的积极性育学习的积极性？？？？育学习的积极性育学习的积极性育学习的积极性育学习的积极性？？？？

2.2.2.2.2.2.2.2.怎样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怎样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怎样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怎样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怎样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怎样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怎样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怎样使学生树立正确的
体育价值观体育价值观体育价值观体育价值观？？？？体育价值观体育价值观体育价值观体育价值观？？？？



［［11］］ 张力为、毛志雄。运动动机的培张力为、毛志雄。运动动机的培
养与激发。全国应用心理学专业系列教养与激发。全国应用心理学专业系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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