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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体育教学中的人文管理

周幼明

（阳明中学，浙江 余姚 %!&’((）

【摘 要】体育与健康新课程标准已经实施，在体育教学中如何实现以育人为本，以学生身心发展为中心

这一目标，发挥教学民主和实施人文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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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和《体育与健康》新课

程标准的实施，体育教学不再仅局限于拓展学生的

知识领域、开发学生的智力及传授学生的运动技能

上，而越来越强调学生的健康意识、主体性意识，以

及创新和民主意识，强调以育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

中心。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在良好

的人际关系中教学，师生间彼此能接纳对方，心理相

容，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那么我们在实施新课程

教学的过程中，如何去落实、如何去创造这种良好的

民主平等氛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我

想作为教师除了转变旧的教育观念与意识外，还必

须在平时的教学中牢记 “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实

施一系列的人文管理，使教育教学活动更趋温情与

民主色彩。这种轻松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的学习情

绪更为稳定，更为兴奋，更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

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一、实施人文管理的背景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部分体育教师中依旧存在

着按部就班，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的好恶来评价学

生的三段式教学模式，重钻研教材，轻了解学生的具

体情况，特别是学生个体的差异和能力培养等。将

教师的意愿强加于学生，正所谓 “教者发令，学者强

应，身顺而心违”。这样势必造成学生在体育活动

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参与的强烈愿望，因此新课程

标准中提出的一些目标和任务也就很难得到真正的

落实，课程改革也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同时，现在

的学生已不象过去的学生，他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渠

道已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他们的自我意识更为

强烈，需要我们教师尊重他，并且在教学活动中能平

等民主的对待，给他们更多的关心、爱护和肯定，让

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进入 0! 世纪，“人类可

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展观，以及 “以人为本”的新理

念，已开始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的发

展观及新理念的指导下，在我们体育教育教学活动

中实施人文管理是实施《体育与健康》新课程标准的

必然趋势。

二、实施人文管理教师要提高自己的修

养意识

人文管理是强调被管理的对象、主体性的一种

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是一种人性的管理，也称作人

本的管理，它从人的情感、需要、发展的角度来思考

管理的方式，是一种软性的管理。在体育教学活动

中，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实施有效的人文管理，对

我们教师来说应着重加强以下几种意识的修养。

!, 平等意识

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师生的关系、地位应该是平

等的。新型的师生关系，应该象著名教学家魏书生老

师所倡导的“平等互助”关系。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在人格上的平等，教师没有压制学生的权利，师生

双方彼此“互助”，即一方面教师要帮助学生学会，另

一方面学生也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

0, 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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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教学民

主，突出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传统的教

学活动中，教师往往只注意其自身的地位、形象，所

谓师道尊严，人为地与学生拉开了距离，有一种高高

在上的感觉。另一方面，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忽视，学

生在课堂上的一切活动都被严格限制在教师规定的

范围内，学生在参与教学活动时受到一定的束缚，有

一种压抑感，其参与运动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再则，

学生与教师的对话与沟通也往往是纸上谈兵。新课

标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求教师放下架子，在课堂

中营造出一种融洽、和谐的教学环境，给学生创造必

要的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教师的主导作用不是

主宰和强制，而是对学生正确的管理、启发和指导。

$% 关爱意识

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参与学生都可能有不同的

需求。作为教师，我们除了平等对待，尊重学生人格

外，还应该深入充分地了解学生，特别是一些体质较

弱，体育基础较差，或被某些教师划为另册的所谓

“后进生”等，这些学生往往在心理上比较自卑，所以

在课堂上表现为缺乏自信，不敢去尝试新的运动项

目，以至在上课时出现不想活动的现象。我们体育

教师对这些学生更应去关心、爱护，去保护他们的自

尊，并积极鼓励他们主动参与，及时、真诚地肯定他

们的进步，使其体会到我们教师对他的尊重和关怀，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体会到参与运动的乐趣和

获得成功的喜悦，而不是恐惧、沮丧和无力感，尽快

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

&% 个性意识

社会心理学家凯洛维奇 "# 世纪 ’# 年代的研究

表明，从总趋势看，现代青年的服从性变得更低，更

具有独立性。

个性是指人的精神面貌，也是一个人与其他人

区别所在。在体育活动中个性的倾向性主要表现在

需要、动机、兴趣等。

其兴趣也围绕他的需要（特别是近期需要）而发

生改变。如 "# 世纪 (# 年代我国足球甲 ) 联赛的实

行，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强劲的足球热，学生对足

球的兴趣也骤然升温。而前几年全国篮球甲 ) 联赛

的推出，再加上王治郅、姚明、巴特儿入选 *+)，校

园内的篮球迷就多了起来。作为教师应该因势利导，

满足学生的愿望，对一部分球迷学生加强篮球练习，

注重学生运动爱好和特长的形成，奠定学生终身体

育的基础，同时使其个性得到张扬，心理得到满足。

三、实施人文管理的途径

在体育教学活动中，我们教师可通过以下几方

面来实施人文管理，让让学生有尊严地学习，增强内

心对愉快、自由和幸福的追求。

!% 在思想意识上，要转变体育教学的指导思想

即抛弃过去的“以掌握技术为主”的指导思想，

树立“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关注并满足他们的需要，

关注并保护他们的权利，并以此来指导体育教学的

各个方面。

"% 在制订体育教学目标时要体现出人文的基本内

涵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 & 个方面：)、通过体育教

学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对体育的需要；+、通过

体育教学向学生传授体育、保健的知识和技能；,、

通过体育教学发展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良好的品

德和社会交往能力；-、通过体育教学促进学生的身

心正常发育和健康发展。

$% 在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必须要考虑教学内容

的可接受性

即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学生的兴趣爱好；是否符

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是否与学生

的社会和生活经验相联系；是否为学生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基础。

&% 在体育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上应该以 “学生为

中心”，以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基

本原则，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

同时，体育教学方法的人文性还应以学生的个

性差异因材施教。从尊重每一个学生个体的角度出

发，体育教学方法的运用应体现出不同年龄、不同身

心发展水平、不同个性特征的学生的差异，对不同学

生提出不同要求，从而使每个学生得到最佳发展。

.% 在对学生的教学评价时应该重视学生个体的差

异性和发展性/ 不要过分追求评价结果的绝对客观

性和定量化，而是应该更具全面性

不仅要包括学生对运动技能、体育知识的掌握

情况，而且要包括学生的学习态度、体育课出勤率、

体育习惯的养成程度和合作精神等，一改以往以教

师为主的单一评价主体的现象，变成自评、互评、组

评和教师评的多元化的评价形式。另外，针对学生的

差异，评价时不仅要注重学习效果的评价，而且更应

该重视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让一些原来体育基础

较差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和积极参与也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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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好的成绩，体现成功的喜悦。

#$ 要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一是建立合作与互动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师应

该既是学生的师长，又是学生的朋友和伙伴，教师

应从成人立场转向儿童立场，走进学生的心灵世

界，对学生应该倾注满腔的热情，在课堂中要体现

出平等的师生关系和民主、活跃的教学气氛。二是

体育教学环境的布置要体现出对学生的关怀，要考

虑活动环境是否卫生、安全，教学器材、设施是否

符合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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