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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素质教育的体育教学与学生非智力因素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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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我国基础教育工作片面注重知识的掌握,在实践上造成许多不良后果, 探讨素质教育中体育教学在学生

非智力因素培养中的意义.体育教学的开放式教学形式、体育活动丰富的内容、体育教育活动广泛的人际关系等特点, 决定

了它在素质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教师应充分发挥体育教学活动的优势, 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非智力因素得以发展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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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中,一向重视智力的开发而忽视非智力因素与青少年成长的关系. 西方心理学界对非智力因素

的科学认识,是从其对智力测验成绩的影响开始的.然而在我国非智力因素的提出是在教育实践中, 在单纯/ 开发智力0遇

到困难的背景下提出的.沈德立教授提出/ 成长过程是一个智力与非智力相互影响、又以非智力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过程0的

观点,并从理论和实践 2 个方面探讨非智力因素与成才的关系, 认为非智力因素是/ 智慧活动的推动者、调节者, 是智慧活动

的动力系统0 . 教育的实践也使人们认识到非智力因素在开发智力和学校教育中的关键作用.现代教学的理论揭示了学生

学习的成功是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共同参与下取得的.

智力因素一般包括一个人的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动手能力等, 即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素质教育中通常所

说的非智力因素,即那些不直接参与智慧活动、但能在智慧活动中具有动力和调节效能的心理因素, 主要包括动机、兴趣、

情感、意志、气质、性格等等. 它对人的智力活动起着动力、维持、调节、强化等作用.根据国内外有关智力发展的研究证明, 人

的智力因素要发挥最大的效能,必须有突出的非智力因素的作用.没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智力因素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发

展.即使智力早期阶段发展较好, 表现出发展的优势, 如果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它也会受到阻滞,甚至不能充分表现出

它在人们活动中的效能.因此, 非智力因素是促进学生成才的必要条件, 显然体育教学是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的重要途径.

1  体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体育教育做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其独特的教学形式 ,在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方面, 起着其他教育形式

难以发挥的作用.

首先,体育教学开放式的教学形式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学生在一个广阔的空间里尽情游戏运动, 其平时被意识

控制和掩盖着的心理活动、意志品质、性格特征都可以充分展示出来,还可以在各项活动中得到充分发展. 其次, 体育活动

丰富性为学生学习内容提供更多的选择性.体育教学内容的多样化, 对应于不同学生性格发展的需要. 不同项目除需要某

些共同的心理品质保证外,还需要不同的心理品质, 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教师可结合不同项目对学生进行性格

培养.第三, 体育教育活动为学生提供广泛的人际关系.体育教学打破了师生双边交流的模式, 学生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和

丰富多彩的交往形式及角色,为培养学生优良的性格特征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体育教学不同于其他教育形式的特点决定了其在育人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 体育教学也要打

破旧有意识,在传授/ 三基0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使学生非智力因素在体育运动中得到充分地发展和完善.

2  体育教学中非智力因素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2. 1 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9 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就提出: / 教学如果没有进行德育教育, 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 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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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就是一种失去手段的目的. 0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体育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 体育教材都有一定的思想

性,教师应深入挖掘教材的思想教育性. 如我国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是向学生进行学习目的性的教育以及献身祖国建设的

教育.建国初期, 清华大学就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工作 50年的提议 .在 2007年第 7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上教育部长周

济向全国的广大青少年学生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 50 年,幸福生活一辈子0的口号.因此, 教师应努力把良好的社

会规范和体育项目所反映的价值观,通过生动的教育形式传授给学生, 启发学生经常地、主动地从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

角度分析自己的思想、言行以及所从事的各项体育活动,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2. 2 培养和激发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人们认识某种事物获得某种知识或爱好某种活动的倾向. 这种倾向和一定的情感相联系, 有兴趣就能集中注意

力,积极愉快的从事某项活动. 教师要精心构思, 巧妙设计,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体育课的准备活动部分可由学生

自己组织,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堂教学中, 教师语言的生动形象性 ,不仅可以诱导学生投入极大兴趣, 还可以发展学

生的想象力,使学生的思维进入一个快乐、美妙境界,对提高学生的兴奋及动力定型的形成产生不可估量的效果. 另如果在

课堂教学中利用多媒体直观教学,也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更好地掌握运动技术动作、增强自信心、提高教学效果.

2. 3 诱发体育活动的动机

学习动机是学生学习的一种内在动力,它能够引起并维持学生的学习活动, 并使学习活动指向一定的目标. 学生在学

习动机内容和性质上存在差异,但从学习动机内容的指向性来看,大都表现为间接性动机. 良好的学习动机是学习知识技

能、提高运动能力和锻炼意志的前提, 也是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育教学中, 教师要通过引导学生

正确认识学习的社会意义来激发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 启发学生明确身体好对学习好、工作好的重要意义, 激励他们努力

学习,提高学习积极性. 通过启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愉快的情感和积极的态度, 从而产生探求知识的

欲望;通过对学习结果给予正确的评价, 使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以及动作正确与否, 完成动作质量的好与差, 这不

但能强化学生的学习,而且能激起进一步学习的欲望,自觉地主动地学习.

2. 4 激发学生的情感动力

情感是主体对有意义客体的关系在头脑中的反映, 是主体认识结构中最活跃的、恒常的、必不可少的非智力因素. 深厚

而强烈的情感能成为加深人的认识、推动人的行动的力量. 情感的动力主要体现在激励、调控、渲染、动力、强化等方面. 体

育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体育活动自身的特性为情感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并能给人以各种体验和激发

起各种情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 充分利用情感因素,有利于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尽快进入角色, 在愉快、

兴奋、乐于接受的情感中学会动作, 发展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 因此, 教师应创设适合学生身心特点的适宜的教学节奏, 在

教学中将教材的趣味性和难度性有机结合,使学生产生想学、想练、乐学、爱练的积极向上的志向, 获得愉悦欢乐的情感体

验;热情关心学生, 并以良好的教态来传递爱生之情, 提高学生智力活动能力, 加速对动作概念的理解, 缩短学习技术动作

的时间,提高学习的效率; 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采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 运用鼓励性的评价, 激

发学生学习知识技能的强烈欲望和改进动作的信心; 通过运用竞赛、评比给学生创设一个你追我赶的学习情境, 从而使学

生产生积极的心理体验,获得愉快、兴奋、满意的情感, 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 使学生喜欢体育,乐于学习, 积极向上.

2. 5 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

人的意志品质是根据某种动机支配人的行动、思维、身体去克服困难, 达到预定的目标的一种心理过程. 它表现为自觉

性和果断性,即遇事能当机立断, 毫不犹豫.此外, 意志品质还表现在勇敢、机智、顽强、不畏艰苦、勇于克服困难等方面. 意志

品质是意志的具体表现,是非智力因素的核心. 良好的意志品质是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重要保证. 在体育教学中应针对学

生的意志类型,采用相应措施, 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调动内在潜力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 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 首先,

不同的运动项目所需要的意志品质不同,选择适当的体育项目可培养学生不同的意志品质. 如: 球类运动等集体合作的项

目能培养学生强烈的进取心、高度的纪律性、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勇敢拼搏、不畏强手的意志品质; 队列练习则可以培养学生

的目的性、纪律性、坚韧性.由此可见, 只要合理地选择各种不同的运动项目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就能使他们的意志

品质得到全面的培养.其次, 在教学中运用和创设复杂、困难的学习环境, 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 培养克服困难的能力. 例

如:利用气候条件培养学生不怕吃苦、勇于拼搏的精神; 运用疲劳负荷法培养学生毅力和恒心. 此外,教学的设置要难易适

度,循序渐进. 教学目标不宜过低,学生不经努力就达不到; 也不宜过高, 使学生丧失信心. 教学目标要使学生经过努力后才

可以达到,使学生的意志和信心随着各阶段的任务而树立起成功的信念 ,并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提高运动的负荷量和难

度,以培养学生勇敢顽强、吃苦耐劳的精神.

2. 6 培养和完善学生的优良性格

性格是非智力因素结构中的核心成分,决定着个体活动的方向和性质. 所谓性格是指一个人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 它

体现在个体对待现实的稳固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的方式之中. 性格对人的智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良好

的性格特征对智力的发展和智力活动的进行有促进作用, 对智力方面的缺陷有补偿作用. 相反, 不良的性格特征会阻碍智

力的发展.中外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学生良好的性格特征有助于学业成功,而学习上的成功又会增强学习者的信心,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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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心境,学习更加勤奋. 对学生进行良好的性格培养有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 因此, 素质教育应从培养学生良好的性格

特征着眼,让学生掌握对待外界事物的正确态度和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 再进行生动具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良好的

体育态度和适当的运动有助于学生培养积极、乐观的性格特征.

2. 7 加强心理品质方面的教育

心理品质虽然是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但也是相互影响与补充的.通过智力培养,特别是创造力的培养, 可以发展学生

认识方面的性格特征,通过培养性格以外的非智力因素,可以发展学生情绪、意志以及态度方面的性格特征. 在体育教学

中,适时讲解有关的心理学基础知识, 让学生逐步掌握一定的心理学规律和心理自我调节的方法, 可以促进性格特征和心

理品质的发展与完善.

2. 8 实现学生自我教育

非智力因素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这是教育的内化和深化, 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教师

要教育学生自我认识、自我评价与反省. 一个人要经常地反省自己的言行和思想, 学会客观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既要善

于发现自身的长处,还要勇于承认和正视自身的缺点和不足. 另外, 还要在正确自我认识和评价的基础上, 学会自我调节,

发挥自身优势,并勇于改正缺点和错误. 具体到体育教学, 应教育学生遵守课堂常规、遵守竞赛规则、学会自律, 同时要正视

比赛成绩与结果,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境, 在努力提高身体素质和技、战术水平的同时,完成自我教育.

3  结语
心理学研究表明,非智力因素的动力功能是十分复杂的.在人的智慧活动中, 各种非智力因素分别独立地发挥作用, 某

因素水平的高低不一定影响基本因素的水平. 非智力因素优异者,并非是其各因素都优异. 所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必求

全,要因人而异, 因材施教.另外, 还应明确非智利因素的功能是双向的, 只有保持适度水平才能在智慧活动中起良好作用,

其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妨碍智慧活动的顺利进行, 甚至起相反作用.

总之,教育要促进学生身心的发展, 培养出智力、创造力、个性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才, 非智力因素是促进学生成长的

必要条件,而体育教学过程是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重要途径. 随着体育教学实践的发展, 体育教师应根据教学的任务和学

生特点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和原则, 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的认识活动,自觉地调节自己的兴

趣和情感.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完成/三基0教学的同时,努力为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把学生学习动

机的确立、情感的熏陶、意志的锻炼、兴趣的培养、性格的优化寓于体育教学之中, 教育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思考、

学会关爱,学会在创造过程中促进发展, 成为一个身心全面发展具有完善人格的现代化高素质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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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Non- Intelligence Factor

Cultivation in Quality Education

ZHAO 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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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one-sided emphasis of basic educat ion on mastery of know ledge and the adverse

consequence in pr act ice, the paper explo res the significance o f physical educat ion fo r non- intelligence fac-

to r cult ivat ion in quality educat ion. T he open teaching form, abundant physical act ivit ies, and the bo rad

interpersonal relat ionship of physical educat ion ear n its special status and funct ion in quality educat ion.

Teachers should g iv 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physical act ivit ies so that students. non- tel lig ence fac-

to rs can be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in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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