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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正确地引导学生,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学习兴趣, 对于培养学生养成

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试运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从激

励学习动机、教与学、教学的艺术性及信息反馈等方面,讨论如何激发学生学习

体育的兴趣,以期能对我们的体育教学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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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 21 世纪教育的发展趋势和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学校体育的教学指

导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片面的生物学评价向完整体育评价转变、

从“阶段性体育”向“终身体育”转变、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

因此如何提高人的社会竞争力，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势必成为学校体育教学中

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激励学习动机  

  众所周知，学习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是影响学习效果最稳定、最根

本的因素，而动机与兴趣则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加强学生

对学的认识，激励学习动机。对于学习动机的培养，认知心理学认为：不仅直接

从事认知活动和从中体验到成功的愉悦是有效的手段，改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

也能促进内在学习动机的发展。  

  1、改善中学生的自我认知水平  

  从自我认知的角度看，对学习动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对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

学习任务的认知（自我效能感），对自己在学习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主体意

识），对自己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的认知（归因方式）。  

  自我效能感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价值和期望相成，就等于学习动机的强

度；没有期望值，动机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学生对自己是否胜任学习任务的认

知，直接影响学习动机的强度。实验证明，自我效能水平高的学生确信自己只要

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他们认为自己是学习的主人，敢于正视困

难，冷静分析学习中经受的挫折，因而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外，由于教师是

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直接强化学生的学习行为，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有

很大的影响。因此，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应努力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和认知水平。  

  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源泉，影响学习动机的激

发与维持。作为体育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对主体意识角色的认知。

诸如责任感、自信心、自觉性、独立性、坚持性等。但遗憾的是，在教学实践中，

我们往往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将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使学生充当着一个被动

的群体角色，成为学习的奴隶，这对于学习动机的激发是非常有害的。  

归因方式。何谓归因，简言之，就是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及结果产生原因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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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方式的不同，学习动机的强度也就不同，因而在体育教学实践中，对学生进

行认知水平的提高和归因训练，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可忽视的作用。  

  2、 改善中学生的社会认知水平  

  所谓社会认知，指涉及到与人交往的认知能力，它包含很多方面，本文主要

谈谈学生对成就动机的认知。无论是那类课程的学习，学生课堂学习的动机都主

要集中在成就动机上。心理学家阿特金森认为：成就动机包含两类：（1）追求

成功；（2）逃避失败。从表面看，两者都能促进学习，但是在情感体验上和学

习效果上却大不一样。前者在竞争中将成功归因于能力和勤奋，把失败归因与努

力程度不够，因而不论成功与否都可显示出较强的学习动机；而后者则仅仅是为

了逃避失败，对学习仅求及格、过关了事，显得消极被动。在教学实践中，不可

否认个体存有先天的差距，竞争总会有失败者，不断的失败体验将引起逃避、厌

学，极大地伤害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 、高度重视教与学的有机结合  

  现代心理学的认知理论认为，不仅要研究教学操纵和结果操作等外部事件的

关系，更要重视外部事件和内部事件之间的关系。内部事件主要指学生心理特征、

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提出了相对的教学思想，即过程中心、认知中心、学生中

心。可以看出，认知心理学把教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更重视学的作用，对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过程中心  

  在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时，注重结果还是注重过程很重要，因为它决定学习结

果的质量。注重过程（即内在动机），学生会更多地注意如何去完成任务，因此，

学习会变得更深入，并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相反，如果动机聚焦于学习结果带

来什么，那么，重要的事情就不是学习本身了，而是获得奖励或逃避惩罚，学习

成了消极被动的活动，这样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2、认知中心  
  众所周知，认知心理学特别重视学生头脑中的认知因素的作用，提出只有认知因素才是

决定学习结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因素；认知动机是一种内在的学习动机，比物质奖励等外部

强化激发的外在学习动机更持久、更有效。  
  3、学生中心  
  学生的学是决定学到什么的最关键、最直接的因素。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要求我们必须

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明确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而服务的。因此，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必

须以学生的学的特点、学的心理来设计（即学法是教法的依据）。教法应力求生动多变，趣

味性、刺激性、科学性、实效性都非常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才能充分发挥学生内在学习

的主体作用。实践证明，只要教法得当，将学生从教室里吸引到体育技术动作的学习中去，

积极投身体育锻炼，全面完成教学任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三、注意加强教学中的艺术性  
  近代大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教学是一种“教来使人感到愉快的艺术”；法国教育家斯多

惠则指出：“教学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可见教学的艺术性对激发学

生体育学习的兴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教学语言的艺术性  
  教学语言是知识传授的主要载体，教师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语言，既能提高学生体育

学习的兴趣，又能愉悦学生的身心，活跃课堂气氛，减少疲劳感和厌倦情绪，使体育学习苦

中有乐，乐在其中，其乐无穷，学生在愉悦的情感中学习并掌握了一定的技、战术。有了技、

战术，体育比赛才更加有意义。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学体育教学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2、教师的管理艺术  
  在高校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除了以饱满的热情、端庄的仪表、准确优美的示范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必须通过“言传”“身教”，通过管理的技巧，来营造一种良好的课堂心理

氛围。教师在课堂上强烈的情感色彩，必然会感染学生；教师的一言一行，也一定对学生起

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作为体育教师，应该注意自己的仪表、教态，善于运用自己的身

体语言和人格魅力来调动学生学习体育的兴趣。  
  激发中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在高校的体育教学实践

中，激发学习兴趣的方法很多，而且往往需要综合运用，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这就需要我

们不断地去探索与实践、改进与提高、创新与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水平与教育质量，为国家

培养出大量的有文化、有理想，体格健壮、心理健康的 21 世纪的高级人才。总之，体育具

有别的学科和别的事物所不具有的乐趣，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人类要如痴如狂地从

事体育运动的现象了。因此体育教师更应该认真学习，及时更新观念，挖掘学生的潜力，发

挥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与爱好，为学生终身体育观的形成做出应有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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