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前言

我国对独生子女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是从上世纪

八十代开始的，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引起各方

面的高度重视，然而在体育界，特别是高校体育教育

领域，对独生子女学生的研究成果还很少见到报

道。因此，在高校转变体育教师的观念，重视独生子

女的体育教育问题，认真研究其规律性，通过体育教

学这种特殊的形式，努力纠正独生子女学生在心理

和个性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弊病，完善其人格，挖掘

其潜在能力，才可以为国家培养更多合格的接班

人。

近年来，随着高校已经形成独生子女群体，在体

育教学和其它科目的教学中，这部分学生的教育问

题往往使教师十分棘手。为此，我们对独生子女的

心理特征进行了分析，针对独生子女群体的个性特

征，采取相应的教育和教学措施，从而提高高校体育

教学的质量。

" 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特征分析

"# ! 渴望独立但存在一定的依赖心理

渴望独立是大学生心理趋于成熟、自我意识增

强的表现，对独生子女大学生而言，家庭的过分保护

导致的逆反心理也使其产生独立的渴望。这表现为

争取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听家

人、老师的建议和劝告；但另一面，上大学前，绝大多

数独生子女大学生除了学习是自己的外，其他的事

全由家人包办，有的甚至连学习计划也由父母制定，

由此使他们产生了依赖心理。

"# " 独生子女大学生普遍自制性差

对多子女家庭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意志的自觉

性、坚韧性、自制性和果断性都有较好发展。但对独

生子女大学生来说，由于家庭的过度保护和溺爱，他

们的意志发展水平不够，又特别是在果断性和自制

性上，表现为优柔寡断动摇不定，或是草率武断、盲

目从众等。

"# $ 无法正视生活、学习中的挫折

社会和家长的厚望，一方面成为大学生学习的

动力，是其产生自信心的源泉，有理想有抱负是他们

的特点。但不可忽视负面影响：如期望过高，则可能

变成一种沉重的压力。加之我国的青年人缺乏锤炼，

大多是从温室中长大的，其抗挫折的能力就差得

多。但生活中的挫折是难免的，学习上想永远一枝独

秀也不太可能。特别进入大学后，才子云集，高高在

上的体验就难感受到了，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

之间出现了较大差距，这时他们的自尊心受到挫伤，

就片面地认为自己不行了，所以无法正视挫折。

"# % 渴望交际但人际关系处理不当

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个性一般都比较开朗，和陌

生人熟悉快，但要增进一步友谊则比较困难。原因在

于他们在交往中以自我为中心，交往中功利性成分

较多且自我防卫和自我保护心理较强。他们的这些

缺点又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和同学间的相处中，不懂

得谦让。他们考虑问题不是先人后己，而是先己后

人，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得失，而非站在别人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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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轻易就和同学闹僵。有部分

独生子女大学生是自私的。他们的自私不仅表现在

物质的吝啬上，而且表现在情感和心理上。由于情

感上的片面自私心理作祟，独生子女大学生不能形

成稳固的、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良好的人际关系

能使人产生归宿感，有增强人的自信心的作用；而不

良的人际关系，容易使人丧失归宿感和自信心，使人

变得冷漠、孤独而无自信，甚至产生过激行为，违法

而悔恨终身。另一方面，他们在交友中夹杂了较多

的娱乐成分，能一起玩、互相壮胆，就是好朋友，而这

种友谊不会促其上进，只会拉其后退。对近年来退

学的独子学生的调查表明：$"% 的同学是沉迷于游

戏和娱乐而退学的。

& 依据独生子女心理特征开展高校体

育教育

目前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家长、学校

和社会所重视。作为学校体育教学，我们应针对他

们性格上的个性与共性，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开展高

校体育教学，以提高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

&’ ! 因材施教，逐步树立以独生子女为导向的体育

教学观

在独生子女家庭条件下成长的学生集合在一

起，形成的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思维定势的教育对象

群体，因此，必须更新传统的体育教育思想，树立我

国国情的独生子女体育教育观。要辩证地看待独生

子女，一方面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发

挥他们的有利条件，如优生优育的身体条件和智力

优势；另一方面，要注意纠正独生子女不同程度存在

的孤独、自大、任性、不合群、依赖性强、意志薄弱等

不健康的心理特点，从而使我们的体育教育既遵循

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又遵从独生子女成长

的特殊规律。

&’ ( 修订与充实以独生子女为目标的高校体育教学

大纲

增加体育活动类项目、情感交流类项目和协作

完成类项目。其中，进行集体项目练习，独生子女大

学生可以接触频繁、交流迅速、配合多样，是对其进

行潜移默化教育的最好机会。其次，充实独立思考

和实际操作的教学内容。众所周知，体育教学以实

践机会较多见长，因此，在课堂上要让学生既动脑又

动手，并注意逐步提高练习要求，为独生子女们创造

一个不断克服困难、持续提高水平的锻炼氛围。最

后，适当提高高校体育教学的运动负荷。

&’ & 改进教学方法，增强独生子女体育意识

学习是一种有目的、有任务的复杂活动，学习活

动要求学生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自觉行动。体育意

识是现代人完整人格的具体表现，它与商品经济和

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着及其密切的关联。体育中

人表现出来的参与意识、竞争意识、拼搏意识、合作

意识、审美意识、创新意识和交往意识等，都是现代

社会所需要的意识，也是对 (! 世纪培养合格人才的

基本要求。因而体育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应注重

对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

此外，独生子女容易产生孤独寂寞感，使得天性

难以抒发，童心释放不足；同时，独生子女由于缺乏

与同龄人交流、比较的机会，往往很难正确认识自

己。进行集体项目的练习，是潜移默化教育的最佳机

会；在个人练习项目中，通过保护与帮助、比赛等组

织手段，增强团队意识，增进友谊。在练习中，要让学

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道如何做，还知道为什么这

样做。采取多种措施以提高练习兴趣，从而提高练习

密度。逐步提高练习要求，使练习具有一定的难度，

为独生子女创造一个分析、判断、勇于进取的锻炼氛

围。运动负荷以每位学生体育课后有惬意的疲劳感

为宜。课上应有系统的主要内容并服务于课外活动，

使学生在课外具有专项性质的活动中，不断提高技

艺，形成一种专长、一种爱好，服务于终身。

&’ ) 增加独生子女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

尽管有相关措施出台，增加了学生的课余时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和时间增加

了。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有吸引力的措施，把学生请

到体育场上，诸如开放体育场馆、组建体育俱乐部、

开展小型多样的体育比赛、成立单项体育协会等吸

引学生参加活动，让独生子女走出家庭、增强体质、

发展个性。近年来，社区体育有了长足的发展，鼓励、

支持独生子女大学生参加社区体育活动，这不仅有

利于增进健康，而且有助于学生融入社会。

&’ * 开展艰苦体育项目以磨练独生子女学生的意志

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弱点绝大多数表现在个性心

理和意志品质上，如不同程度存在的孤独、任性、意

志力薄弱和依赖性强等。与其他课程相比，体育教学

在完善学生的个性心理和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上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体育教学中，除了强调

身体素质练习和培养终身锻炼思想外，还应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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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实现学生意志品质和个性心理的提高。在体育

教学中安排一些比较艰苦的具有挑战性的练习，如

单、双杠练习、技巧练习、定向越野跑和障碍跑等，可

以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磨练他们的

意志品质。在球类教学和比赛中，可培养集体主义精

神；在中长跑等耐力练习中，可磨练顽强的意志品

质。另外，还可以在假期组织学生参加夏令营和野外

生存训练，不仅锻炼学生的体能、意志品质以及遇到

困难时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更能增强大学生的

团队精神以及乐于合作、相互帮助的协作精神。

#$ % 教师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教

现代独生子女有着较好的家庭与学习环境，他

们渴望更优秀的教育与生活质量。所以体育教师应

具有良好的爱岗敬业精神，必须热爱自己的学生。师

生之间建立真挚的感情，这是完成教书育人的重要条

件。教师要以身作则，无论服装、仪表、态度、语言都要

对学生起到表率作用。对个别不遵守纪律的学生，不

能姑息迁就，要严格要求。对优生与差生应该一视同

仁，反复教导，决不能挖苦讽刺，伤其自尊。只有提高

学生的信任感，才能提高体育课的教学效果。

& 结语

学生独生子女化是高校教育对象的基本特征，

高校体育教师要把握这一特征，在锻炼身体的同时，

重视独生子女群体的心理品质磨练。通过近年来的

体育教学实践，同学们对体育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

普遍喜欢体育课。独生子女的消极性格得到了改变，

增强了体制，净化了心灵。实践证明：体育教学必须

依据当前学生的心理特征，以培养新世纪人才为目

的，合理安排教材。努力使体育教学内容多元化，使

教学内容新颖化。只有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

能提高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体育

教学的质量，为终身体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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