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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主观因素对高校弱势群体学生体育
活动影响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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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常规统计法
,

对主观因素对高校弱势群体学生体育活动现状进行调

查
。

将高校弱势群体大学生关于体育活动的认知
、

情感状况进行量化处理
。

探讨主观 因素对体弱病残学生体

育活动的影响
,

可以为体育教学提供必要的依据和参考
,

对促进体弱病残学生的身体素质
,

促进终身体育的

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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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 0 0 4 年
,

全 国普通高校的平均录取率已由

36
.

3% 上升到 60 % 以上
,

特别是 19 98 年大学生人

学体格健康标准的修订
,

使许多体弱病残的学生能

有机会进人大学深造
,

.

形成了 目前高校特有的体质

弱势群体
。

我国《体育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 “

学校

应 当创造条件为病残学生组织适合其特点的体育

活动
。 ”

高校弱势群体主要是指体弱病残的大学生
。

在高校体育教育研究领域里
,

主观心理因素对弱势

群体大学生体育活动的影响的研究几乎是空 白
,

我

在查阅相关资料中发现
,

我国对体弱病残学生体育

保健课程建设
、

教材建设
、

教学教法
、

教学质量评估

标准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而对影响弱势群体学生

体育活动的主观心理因素研究较少
。

本文探讨一些

主观因素对体弱病残学生体育活动的影响
,

可以为

体育教学提供必要的依据和参考
,

对促进体弱病残

学生的身体素质
,

促进终身体育的发展都具有积极

的意义
。

,
.

2 研究方法

1
.

2
.

1文献资料法

查阅大量的国内有关学校弱势群体学生体育活

动的有关文献报道
,

并对与本研究有关的内容作综

述研究
。

1
.

2
.

2 问卷调查法

向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

安徽财经大学
、

安庆师范

学院
、

安徽中医学院四所高校的体育部发放《高校弱

势群体大学生人数和种类调查表》4 份
,

回收调查表

4 份有效回收率为 1 00 %
。

根据各校弱势群体大学生

人数由各校体育教师发放的 《高校弱势群体大学生

体育活动认知
、

情感和体育活动情况调查表》
,

共发

放问卷 4 5 2 份
,

回收 4 52 份
,

有效问卷 4 29 份
,

有效

率 9 4
.

9% 了解弱势群体大学生体育活动的相关情

况
。

1
.

2
.

3 数理统计法

采用 sP ss 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处理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
.

1研究对象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

安徽财经大学
、

安庆师范

学院
、

安徽中医学院四所高校的 4 29 名弱势群体学

生
。

2
.

1弱势群体学生人数及分类

调查结果显示
:
在所调查的 4所高校中

,

学生共

有 4 2 8 8 8 名
,

其中弱势群体大学生人数为 4 52 人
,

占

全体学生总数的 1
.

05 %
。

本文将高校弱势群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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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病况分为身体虚弱者 ; 先天性心脏病 ; 残疾者 ;

患有慢性疾病者四类
。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弱势群体

学生当中占比例最多的是患有慢性疾病者
,

占弱势

学生百分比 35
.

4 0% ;其次是身体虚弱者
,

占弱势学

生百分比 31
.

6% ; 再次是残疾者
,

占弱势学生百分

比 2 8
.

3% ; 最后是先天性心脏病
,

占弱势学生百分

比 6
.

1%
。

虽然他们在学校所占的比例很小
,

但他们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

而弱势群体学生作为全体

学生中的特殊群体
,

学校和教师更应该多加关注
。

(表 1 )
。

表 1 弱势群体学生种类调查情况一览

种 类
病况类别

身体虚弱者 先天性心脏病 残疾者 患有慢性疾病者

2072761了
O八一、ù男

女

合 计

占全体学生百分比

占弱势学生百分比

14 3

0
.

3 3

3 1
.

6

0
.

0 6

6
.

1

1 10

l 8

12 8

0
.

3 0

2 8
.

3

8 5

6 9

16 0

0
.

3 6

3 5
.

4 0

2
.

2 弱势群体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情况

体弱病残学生是体育教学中特殊群体
。

在被调

查的弱势群体学生中
,

他们大多希望像正常的学生

一样参加体育活动
,

并从体育活动中获得锻炼身体
,

使自己身心得到发展
。

但是
,

由于他们参加体育活

动受到制约而感到自卑
,

优虑
,

怀疑
。

这种心理使他

们不愿和普通学生一起参加体育活动
,

从而使自己

远离体育
。

本文对 1 22 名弱势群体学生参加体育运

动活动情况
。

(表 2)

表 2 弱势群体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次数情况一览

次 / 周 人数 % 分钟 / 次 人数
一

%

7 9 2
.

0 >9 0 2 0
.

4 7

6 6 1
.

4 3 1 一 6 0 7 1
.

6

5 10 2
.

3 2 1 一 3 0 3 1 7
.

2

4 1 1 2
.

6 1 6 一 2 0 2 9 6
.

8

3 2 5 5
.

8 1 1 一 15 4 6 10
.

7

2 7 4 1 7
.

2 6 一 10 10 6 2 4
.

7

1 17 3 4 0
.

3 <5 2 0 4 8
.

5

0 12 2 2 8
.

4

调查发现
,

弱势群众学生每周进行三次以上身 分 )
。

体锻炼的次数 (表 2) 14
.

2%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
,

高 2
.

3
.

1 弱势群体学生的认知状况对体育活动影

达 9 2
.

7% 弱势群体学生每次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 响与分析

少于 30 分钟的
。

这说明大部分学生进行体育运动是 通过对弱势群体学生对参加体育活动认知状况

随意性的
,

缺乏充分的准备和安排
。

主要的原因是 包括体育保健和康复的作用
、

重要性和体育保健和

弱势群体学生主观心理因素影响
。

康复的知识与方法的掌握等内容的调查
。

调查结果

2
.

3 主观心理因素对高校弱势群体学生体育活动影 显示
,

弱势群体学生对体育活动认知状况情况 良

响 好
。

弱势群体学生多数认同适当的体育运动具有康

本研究设计了 《高校弱势群体大学生体育活动 复医疗作用 ; 认为体育运动对 自己的积极促进作

认知
、

情感和体育活动情况调查表》
。

采用五级评分 用
。

从以上调查中可以发现学生对参加体育活动的

法记分依次为 A 完全正确 ( 4 分 )
,

B 正确 ( 3 分 )
,

C 认知状况 良好
,

所有受试者 的认知总平均分为

不清楚 ( 2 分 )
,

D 不正确 ( 1分 ) E 完全不正确 ( 0 37
.

25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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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伤残体弱学生对体育活动认知状况和参加体育活动情况一览

次 /周 认知得分 结果

0
.

6 8 17 P > 0
.

0 5

02232585869503318.38.3.73.7.3736..36.733
76
一、à4,
、à
210

人是有意识
、

有目的
、

有计划地调节和支配 自 通过对弱势群体学生对参加体育活动情感状况

己行动的
,

主观因素会影响身体活动行为产生的动 包括对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情况
、

体育活动对自己

力
。

林秉贤认为
: “

认知就是我们在毕生中习得的符 自信
、

自尊
、

自强和 自豪感的影响和其他人对自己看

号思想过程
,

它影响着人们在不同情景下的行为方 法等内容的调查
。

调查结果显示
,

伤残体弱学生对

式
” 。

毫无疑问
,

没有对客观对象的认识
,

不会产生 体育活动情感状况情况水平偏低
,

得分为 31
.

37

相应的行为的
。

我们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弱势群体学 分
。

大多数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必要性能做出很好的

生对体育活动的认知程度却并没有和每周进行身 评价
,

而对周围的人对自己的看法的情感则表现出

体锻炼的次数和时间呈 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 P > 较低的水平
。

这主要是一方面
,

体育锻炼能促进身

0
.

05 )
。

因此也不会对其体育活动的情况产生相应 心健康发展和对机体具有康复治理作用
,

是体育教

的影响
。

弱势群体学生对参加体育活动认知水平只 学中的一项重内容
,

其被列人体育理论课的学习内

是反映了其在体育活动知识方面的受教育程度
,

不 容
,

学生对此早己耳濡目染
。

学生有关理论知识掌

能反映出他们对体育活动行为实现的真正理解
。

这 握较好
,

反映了体育教学的成果
。

而另一方面伤残

是造成不 同认知状况对身体素质水平没有产生显 体弱学生 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
,

身体残疾的学生跑

著性影响的主要原因
。

这主要是学校对弱势群体学 跳不便
,

患病的学生力不从心
,

在体育活动上躲躲闪

生体育活动教育理论知识和实践脱节
。

这就要在教 闪
,

怕旁人看
,

怕人笑话
,

自尊受到挫伤
,

情感状态出

学中
,

采用多种多样教学方法
,

使理论知识和活动 现了消极性
,

转而产生 自卑感
,

行动上的冷漠
、

怠慢
、

实践有机结合
,

从而使良好的认知水平有相对应的 疑虑
、

厌倦等现象
,

以消极态度对待体育活动
。

学生

行为倾向
。

的实践比较少
,

反映了在体育教学中对伤残体弱大

2
.

3
.

2 弱势群体学生的情感状况对体育活动影响 学生没有足够的重视
。

表 4 伤残体弱学生对体育活动情感状况和参加体育活动情况一览

次 / 周 情感得分
r

结果

0
.

9 3 3 7 P ()<
.

0 1

27
丹J
26
工fùl

ù、é
6
一、é
O
一X4
ù、à4,

、à22111
门J弓、à弓J八、é,J门j弓、àǐ了6

.fù
4
勺,à
21

0 3 1
,

1 2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 体育活动的情感状况和参加锻炼的次数和时间呈现

生的体验
。

从表 4 中我们可以看到
,

弱势群体学生对 显著的相关性
,

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 P 动
.

01 )
。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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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学生的情感状况是主要影响他们参加体育活

动
。

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
,

身体残疾的学生跑跳不

便
,

患病的学生力不从心
,

在体育活动上躲躲闪闪
,

怕旁人看
,

怕人笑话
,

自尊受到挫伤
,

心理状态出现

了消极性
,

芳而产生 自卑感
,

行动上的冷漠
、

怠慢
、

疑

虑
、

厌倦等现象
,

以消极态度对待体育活动
。

这就要

我们在教学中
,

了解他们心理活动
,

激发他们的学习

动机
,

使他们开朗起来
,

参加适当的体育活动
。

在教

学实践中我们选择学生喜爱
,

练起来简便易行
,

容易

长期坚持体育活动如民族传统项 目
:
太极拳

,

太极

剑
,

气功等
。

还可以选择活动量不大的乒乓球等小

球活动教学中贯彻医疗保健的教学特点
,

运动量适

中
,

注重因病情施教
,

教学形式应多样
,

突出介绍练

习方法
。

使他们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到体育活动的好

处并从中受益
,

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

形成对体育活

动的积极情感
。

3
.

结论与建议

3
.

1 弱势群体学生对体育活动的认知状况良好
,

不

同认知程度对体育活动的情况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

响
。

我们要在教学中利用弱势群体学生对体育活动

的良好认知
,

让他们去理解适当的体育活动对他们

的机体的康复是有利的
,

要用具有科学性
、

趣味性的

方法指导实践
,

促使其参加体育活动
。

3
.

2 弱势群体学生对体育活动的情感状况不好
,

这

主要是他们对自身没有正确得认识自己
,

使其产生

轻视 自己的心理现象
,

在体育活动上不同程度地丧

失了 自信心
,

使对体育活动没兴趣
,

不愿参加体育活

动
。

我们在教学中要对他们多鼓励
、

多帮助
、

多启发
、

多肯定
、

少批评
,

策略地向学生表示理解
,

使学生感
J

清上得到安慰
。

还要利用多种形式
、

多种方法
、

多种

手段吸引和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调整学生情绪
,

提高

学生学习信心
,

并进行必要的心理品质训练
。

使他们

在体育活动中获得成功和 自信
,

亲身体验到体育疗

法的作用
。

3
.

3 在体育活动中
,

弱势群体学生的认知因素和情

感因素共同影响其心理活动
,

而他们的心理活动的

变化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体育活动情况
。

在体育教学

中
,

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

使体弱病残的学生良

好认知水平和行为一致 ;注重了解他们的心理活动
,

加强师生的情感沟通
,

帮助学生缓解精神负担
,

使他

们从自卑感中解脱出来
,

重建自尊心
,

主动地学习
,

自觉地锻炼
,

使其形成对体育活动的积极情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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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 n fe ir o r G ro u P o f S t u d e n t s i n C o l l e g e s A n d U n i v e r s i it i e s

w A N G C h u a n 一 y o n g , ,

H AN Y o n

扩

了1
.

刀〔护日材切 en t of .hP 邓 i c al e
du

c a tz’( ” l ,

uH
a ,’b e,’ oC al ln

〔 h l s

勿 aeT hc 二 公边醚粥
,

uH确 e,’ A n h iu

么 几卿元盯 。 汀亡uer D el 劝咖 en t X i’c 6 a
gn 。淤岁

,

犬比石a
叮 5 i’c h u

8n 耐 , 笑想夕

Ab s t r a ct : By m e a n s o f i n fo r m a ti o n e o ll e e ti o n q u e s t i o n n a i er a n d e o m m o n s ta ti s t i e s ,
th e a u t h o r h a s i n v e s t ig a t

(下转 14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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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ve a n al y s e d t h e pre s e n t t e ac h i n g s i t u at i o n o f
“ s po rt h y gi e n e ” i n s o m e c o l l e g e s a n d u n i ve rs it i e s

.

I t e o m e s t o t h e

e o n e lu s i o n t h a t t h 。 t e a e h i n g of
“ s po rt h ygi

e n e ”
fo r ph y s i e a l e d u e a t i o n m aj

o rs s h o u la b e u 吧e n il y s t re n 群h e n e d
.

K e y W Ord S : SPo rt h y gi
e n e : P h y s i e al e d u e a ti o n a n d h e al th

出守 亡匀亡闷 多刁之召 之召 之月 色匀电月亡 闷合月 吧召 亡布 之纬
、 巴布吧编也月心` ; 吧编 之编粤 ; 之升 竺几 之石

\ 出习吧多矛色扁绝呀矛生李卜出月吧多补 七扁吧乡补巴闷绝多矶多宁忿布 吧拼卜七石又鉴令巴万入当布义写补巴芬矛之好公吧多补巴月吧鉴二吧匕二吧匕 ; 、
多补色编卜巴月吧匕月色 编卜巴汽么七布、 出布吧多补巴月吧多补 巴获六多宁

(上接 129 页 )

W AN G Li
,

Z E N G Ju n ,

SH A N G H on g

了刃 刀匀妞月切 en t X i’c 石日月9 oC l左岁 为动
a口9 51 亡hua n

曰夕火份夕

Ab s tar ot : D e v e l o p i n g S t u d e n t s
,

C h a ar e t e ir s ti e s 15 t h e n e e e s s i ty o f m o d e
nr

s o e i e t y
,
t he gu id i n g id e as o f m o d e rn

e d u e at i o n er fo mr
,

th e im p o rt a n t g u a ar n te e o f PE
.

T h i s art i e l e i n t or d u e e s s o m e m e t h o d s a n d er q u i er m e n t s
.

Ke y w o dr S : PE t e a e h i n g : S t u d e n t : C h a ar e t e ir s t i e s : F u n e t i o n : M e t h o d

(上接 137 页 )

e d t h e e u

err
n t s i tu a t i o n Of p h y s i e al a e ti v i t i e s o f i n fe ir o r g or u p o f s t u d e n t s i n e o l l e g e s a n d u n i v e sr i t i e s

.

M a t h e m at i e al ly

d i s p o s e th e i r e o g n t i o n a n d a
ffe

e t i o n of t h e p h y s i e a l a e t iv i ti e s
.

By di s e u s s i n g th e i nfl
u e n e e o f t h e s u

bj
e e t i v e af e t o r o f

p h y s i e al a e ti v i t i e s o f d e b i l it a t e d a n d d i s a b l e d s r u d e n t s
,

i t e a n o
ffe

r t h e n e e e s s a yr ig
s t a n d er fe er n e e t o t h e p h y s i e al

e du e a ti o n t e a e h i n g
.

A t t h e s a m e t im e ,

i t t a k e s o n th e a e t iv e s i g n i if e a n e e o f p or m o ti n g t h e i n fe ir o r s t u d e n t s p h y s i e a l

q u al i t y an d t h e 盯 m n a ist e d e v e l叩 m e n t fo r l i fe
.

K e y w o dr s : C o l l e g e s t u d e n t ; Ifen ir o r

脚
u p p hy s i e a l a e t iv i t i e s : C o g n i t i o n a

ffe
e t i 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