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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厌学体育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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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兴趣是积极认识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本文针对当前普通高校中

的部分学生在体育学习中缺乏兴趣的现状，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培养厌学体育学生的

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出若干措施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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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是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场所，能否培

养出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体育也是至关重

要的一方面。厌学体育作为人的一种行为表现，是指

对体育活动的一种消极怠工行为。当代大学生对体

育学习的态度是好的，动机是正确的，但也应看到，

在为数不少的学生中的确存在着厌学体育的行为倾

向。学生体育学习兴趣不高的原因是怎样形成呢？我

们应怎样培养厌学体育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提出

个人观点，以供同行在开展学校体育工作过程中加

以参考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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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漫长

的封建社会里，广泛流传的是重文轻武的思想，这种

思想的存在一直直接或间接地束缚着现代教育思想

的传播，再加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家

长、老师认为体育学好学坏无所谓，导致学生应有的

体育锻炼时间被剥夺，学生上体育课往往不思进取、

好逸恶厌劳、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对完不成学习任

务缺乏应有的耻辱感，更不要说培养起体育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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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发展的性别差异大于智力发展的性别差

异，男女学生在身体发育的不同时期，身体形态、机

能水平、运动素质、运动功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

和各自的特点，而且男女学生在运动中的心理状态

也有很大的不同，往往受情绪影响而淡薄参加体育

运动的兴趣。再加上学生自身的体育意识淡漠、应试

教育一直占主导地位，学生平时绝大部分时间被占

用，想玩不会玩，可以说学生本身就没有主动参与体

育运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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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是“师本教育”，其核心是以教师为本，

过分突出教师的主体作用，重视由教师单向传授知

识，再加上教师业务水平不高、教学方法不科学、不

新颖、责任心不强等因素，对学生没有吸引力。有些

体育老师不仅吝于给学生微笑，而且经常讽刺、挖

苦、斥责学生，甚至侮辱、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于

是，学生对体育的学习兴趣、信心、乐观豁达的态度、

创造力等等，往往就这样被泯灭了，师生公开对抗的

情况屡见不鲜。致使学生产生枯燥乏味，甚至反感消

极的情绪，这哪还能产生学习兴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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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的学生在逻辑思维、观察、想象、记忆

等方面都有了较高的水平，通过一定的理论知识的

传授和体育教学，学生会明白体育对增强体质的科

学依据和作用，以及体育锻炼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从而他们产生积极肯定的情感，增强了体育锻炼的

自觉性，在教学上将产生良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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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技术是体育教学的基础。没有一定运动技

术的人是很难体会运动的乐趣的。因此，在教材的选

择中，须具有一定的知识性、技木性和增强体质的实

效性，以利于发挥技术的吸引作用，使学生产生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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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教学中，一个优美的腾空，一次气势磅礴

的用力，一段节奏明快的连动，都会给人以美的享

受，美感既决定于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也决定于人

的审美能力，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对体育学习中运

动技术、技能的审美能力，培养对美的表现力和动作

过程的自我欣赏能力产生审美的情感体验，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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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思想积极，充满活力，在走入社会之

前，他们对各类有意义的活动有强烈的参与意识。运

动俱乐部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校园团体，它是建立在

体育银炼和比赛的基础上，让学生管理自己的新兴

活动团体。它能有效地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让他们

有计划、有目的、有发展的参加体育锻炼，使其既强

健体魄、陶冶情操，同时加强了学生之间的联系，对

学生的身心发展都相当有利。运动俱乐部为学生积

极参加体育锻炼创造了良好的体育环境，对对提高

厌学体育学生的学习兴趣有着越来越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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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是人类的认识活动，它依赖物质条件，学生

主动能力性的形成和增强必须要有体育场馆设施作

保证，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由场地

缺乏，而导致他们刚燃起的体育学习和锻炼激情熄

灭了。因而，普通高校应根据学生的人数，新建或补

充体育活动场地、器材等，以满足广大学生体育学习

和锻炼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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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在学校获得的知识

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教师那儿得到的，教师水平的高

低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效果，教师在教学中的讲课

艺术、组织练习能力、传授知识的准备性和深度，决

定学生接受信息的范围、兴趣和教学效果，因而，加

强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是提高厌学体育学生学习

兴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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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随着运动条件与学习结果的差

异，会使学生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一方面由于客体

的吸引作用和意义而产生积极肯定的情感，另一方

面可能会由于挫折、失败、产生失望、自弃的消极情

感，对于好的情感我们要保持、培养。而对于有损学

生主观能动性的消极情绪，则应尽量避免或帮助消

除，在教学中，对于那些难度大、技术复杂的教材内

容，采取精讲多练、循序渐进、区别对待、减量（减少

动作的距离、速度、负重等）的方法，使学生通过一定

的努力，能克服困难，最终掌握动作要领。同时，比赛

法、游戏法等对抗性较强的练习方法能让学生乏味

疲倦的情绪有积极的作用。最后，加强学习练习中的

保护与帮助，增强他们的安全感，也是一项行之有效

的措施。

综上所述，厌学体育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培养在

体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对于提高教学质量、

开发学生潜能、改革教学方法都有深远的影响。更有

利于全面培养人才。因此，我们必须从教与学两方面

着手，努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积极

性。使其在学习中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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