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期

收稿日期：2008-08-11
作者简介：丁燕玲（1981- ），女，广东茂名信宜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

意识、习惯与能力已经成为广大体育教师正在努力

实践的目标。想要使学生获取终身体育锻炼的能

力，必须养成锻炼的习惯，而体育课及课外体育活

动正是培养这种习惯的有效途径。然而，众多资料

表明，当代高校女生厌倦体育课的现象较为普遍。

尽管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但目前的现状仍然

不容乐观。笔者试图通过对高校女生厌学体育课

的成因进行调查分析，找出造成学生厌学的根源所

在，并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

议，为增强体育课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深

化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探索新路。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我校一、二、三年级女生中随机抽取200人为

研究对象。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3份，回收率为

96.5%,有效问卷188份，有效率为94%。

1.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

法和专家访谈法进行研究。

2 结果与分析
2.1 我校女生厌倦体育课的致因分析

厌学体育也称不喜欢体育课，是人的一种行为表

现。是指对体育课中表现出的消极逃避行为，主要表

现在：上课无精打采，注意力不集中，畏难情绪较大，

完成任务勉强，考核只求及格，课外活动较少参加，没

有喜欢的活动项目，怕出汗、冷漠、拒绝或反感、讨厌

等行为表现的心理现象。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通过综合调查问卷、专家意见和自己多年教学中

的所见所闻，大概归纳为以下原因（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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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校女生厌倦体育课的因素统计表（n=188）多选

对体育课缺乏认识 身体素质差 意志品质薄弱 自卑心理 逆反心理 场地因素 教材教法 教师因素 其他

人数 20 25 62 32 28 147 132 64 17

比例 10.6% 13.3% 33% 17% 14.9% 78.2% 70% 34% 9%

2.1.1 主观原因

2.1.1.1 学生对体育教育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

从统计结果来看，有10.6%的学生是由于对体

育教育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而产生厌倦。一些

中、小学重智轻体，片面追求升学率，体育课被挤占

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高校部分女生中存在着

片面的认识，认为体育课可有可无，上体育课也只

不过是蹦蹦跳跳，玩玩而已。她们对体育教育的意

义及对自身的作用缺乏正确认识和理解，因此，上

课内在积极性不高，情绪消极，并对体育课产生厌

倦的心理。

2.1.1.2 身体素质差，运动基础水平低

高校女生来自全国各地，由于她们受不同地域

文化、生活环境的影响，她们对体育的认识和态度

以及所具有的体育知识、身体素质等方面都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其中有13.3%的人认为自身的身体素

质差，他们感到上体育课很为难，当看到别人对一

些运动技术一学就会，而自己多次努力也学不会，

感到自己明显不如别人，便产生一种自卑心理；在

练习过程中，又怕自己做的动作不规范被别人耻

笑，于是又产生一种害羞心理。因此，不愿主动锻

炼，并厌倦上体育课。

2.1.1.3 意志品质薄弱，缺乏勇于吃苦和拼搏精神

意志品质薄弱是致使女生厌倦体育课的一个

重要因素，其中有33%的女生是由于这一因素造

成。体育课大都在室外进行教学，风吹日晒，摸爬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Natural Science Edition

第22卷第4期

2008年12月

Vol.22，NO.4

Dec.，2008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22卷

滚打。有些女生怕晒黑了脸，弄脏了衣服，怕苦怕

累。在恶劣的气候情况下，更是想方设法逃避上体

育课。同时，高校女生普遍关注自己的衣着和仪

表，这也是女生厌倦体育课的重要原因之一。此

外，部分女生对单杠和800米跑等项目，有一种恐惧

心理，特别是800米跑，不管是练习还是测验，考试

都会表现出无信心，怕跑，没有顽强的意志去对待。

2.1.1.4 焦虑、自卑心理

男、女生在生理、心理上有较大差距，每个人的

身体形态、素质、机能也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运动能

力不同。在上体育课中，有的女生总是认为自己不

如人，不管怎么练也练不好是“天生的笨蛋”，又担

心考试不及格，顾虑重重，患得患失。在学习中常

常是紧张不安，急燥忧虑。此部分人数比例高达

17%。

2.1.1.5 逆反心理

心理教育问题是当代教育的一大难题，在厌倦

体育课的统计调查中，有14.9%是由于逆反心理所

致。持这种心理的女生一般是由于对学校的一些

制度或对老师偏见，因而盲目地片面地追求独立性

的表现，你越关心她，她越有偏见。还有些女生由

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学习不够努力，在教学中表

现出不配合、不响应的逆反行为。

2.2 客观原因

2.2.1 场地因素

从调查情况看，几乎所有的学生对学院现有的

体育设施、器材、场地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比例

高达78.2%。学院现有的场地、器材不能满足全体

学生的体育活动需要。因我院近年来招生数量不

断扩大，导致教学场馆资源严重不足，教学内容经

常因场地不足而被调整，正常教学计划被打乱，教

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学生学习兴趣不

高情绪低落。

2.2.2 教材教法因素

在调查中发现，学生对目前的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和手段意见很大，占70%。他们认为，体育教

学的教材、教法、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命令式、模仿

式、检查式等传统的教学模式，严重忽视了对体育

意识、兴趣爱好以及独立自主锻炼能力与习惯的培

养，过分强调“达标”，使大多数学生对教材内容失

去兴趣，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2.3 教师因素

体育课与其他课一样，具体到每堂课上得好坏,

是否受学生欢迎，教师是个主要因素，有34%的女

生持有这一观点。教师的各种不当教学行为也会

导致学生在体育课堂上的心理障碍。教师在课堂

上的教学行为大至可以分为：精明而生动行为；冷

酷而严厉行为；漠然而麻木行为；随意而轻散行

为。第一种教学行为对学生是好的鼓励的刺激，这

样教学受到学生欢迎，教学效果是好的。第二种教

学行为会出现教师对于学生有过多的直接制约，不

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三种教学行为教师

在教学中经常准备不足，犹豫不决，组织不良，迟钝

呆板，经常处罚学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障碍。第

四种教学行为是体育教学中常见的。教师上课随

意，学生对什么内容有兴趣就上什么，没有计划性，

教学秩序散乱，没有统一组织，时间一久体育课变

成了体活课。教师情绪直接影响感染学生。教师

教学行为不当，对教学兴趣也就难以提高。教师过

多地处罚学生和对学生的学习持否定态度，就会挫

伤学生的自尊心和学习积极性。学生一想到这样

的授课教师就会出现对这门课逆反心理。

3 解决我校女生厌倦体育课的对策
如何解决学生的厌学体育的行为，变被动为主

动，提高教学质量呢？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

3.1 加强对体育课教学目的性教育，改善我校女生

对体育教育认识的偏差。

在体育课教学中，要首先对学生进行学习体育

课目的重要性的教育，并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她们

对体育功能的认识，使她们真正理解体育课是全面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掌握体育锻炼方法和健身

的最好途径，身体好是学习好、工作好的物质基础，

从而转变她们轻视体育的观念，克服怕苦怕累怕脏

的心理，使她们真正感到需要上体育课，进而调动

她们的内在积极性。

3.2 按照学生修改特点，因材施教，区别对待

由于学生家庭、生长发育、兴趣爱好、接受能

力、身体素质运动技能等方面的差异，在体育教学

中，教师应注意区别对待，因人而异。科学地、合理

地安排教学内容、练习密度和强度。例如在急行跳

远教学中，素质好、弹跳好的学生是越跳越有劲，但

那些体质差的学生，怕跳不好，被同学笑话，怕教师

指责，总是躲在别的同学后面或站在一旁观看。此

时教师应因人而异，对弹跳好的同学提高速度，提

出改进和提高动作技术的要求；对体质差的学生降

低远度要求，增加一些辅助练习和诱导练习，并耐

心和蔼地鼓励、帮助辅导他们。对于他们在锻炼中

表现的一些不足之处，不讽刺挖苦，奚落嘲笑，而是

及时注意发现他们向上的“闪光点”，哪怕是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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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都随时加以肯定，公开进行表扬，这样就能大

大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消除对体育的厌学倾

向。

3.3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在遵循教学大纲的同时，应尽量选用适合女大

学生身心特点、受她们欢迎的健美操、艺术体操、球

类运动等项目。在教学中，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

方法和形式，激发她们的情感，如竞争比赛法、评比

法、鼓励表彰法等，创造一个你追我赶的欢乐的学

习情境，从而完成教学任务。

3.4 以课外活动为突破口，改革教学形式

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既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使他们养成自觉、主动学习习惯的重要内容，也是

目前改变中学生厌学的重要手段。改革体育教学

形式，丰富课外活动是引导学生投身体育、培养兴

趣、戒除厌学行为的重要方面。因此，学校首先应

根据体育场地、器械、设备的能力，开设田径、体操、

球类等各项体育活动；其次是进行课外体育辅导，

这是学校辅导体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一种很好

的教学形式。从而大大提高学生体育的能力和兴

趣；三是学校组建体育代表队，进行课余体育训

练。这也是体育教学的重要形式，是提高学校体育

水平的主要手段。

3.5 加强师德教育，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是学生的镜子，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如果教师工作马马虎

虎，上课松松垮垮，对学生放任自流，讲课精神不振，

就会诱发学生对体育产生厌学行为。因此，要消除

女生厌倦体育课的心理，教师首先要具有良好的师

德，这样，才能严于律已，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树立

教师的形象；同时，教师要热爱教育事业，刻苦钻研

本职业务，求实创新，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文化素质，

心理素质以及运动技能和教学实践能力;此外，教师

要热爱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并在教学中善于

观察和掌握女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变化，及时帮助她

们克服各种困难，树立信心，鼓励她们进步。

3.6 关注学生个体

多给学生一些自由时间和自由练习在体育教

学中，给学生几分钟的自由时间，让学生进行各种

自由练习。例：在球类和田径跑的项目教学中，给

几分钟时间，让学生进行自由竞争练习等，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了学生的不同需求，发展了

学生个性，有利于提高体育课的教学效果。

3.7 保证经费投入，改善条件，优化环境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好的教学环境、

场地、器材能充分激发高校女生上课的情感，是消

除她们厌倦体育课的重要物质保证。因此，主管高

校教育的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应从全面贯彻执行

党的教育方针和加速跨世纪合格人才培养的战略

高度来认识和重视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并按照国家

教委及有关文件精神，保证体育经费投入，改善教

学条件，优化教学环境，最大限度的满足高校女生

体育教学任务的需要。

4 小结
体育课中厌倦心理是客观存在的，产生的原因

也是多样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就要

求我们在体育教学中要以“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

趣，使学生主动参与运动及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

识”为主要目标，我们决不能回避，也不能采用简单

粗暴的方法，而应分析其原因，寻求改进教学方

法。通过正确的引导，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预防

或减轻厌倦心理的产生及其影响，达到全面锻炼身

体，增强学生体质，全面提高学生体育素质的目的

效果，以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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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roblem of high school girls' being tired of physical，the author uses questionnair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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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country delegation made a historic breakthrough in Beijing Olympic Games；the gold medal for
the first time on top，the number of medals has reached a new high. Stat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Liu Peng
delivered the speech on our competitive sports "national system"；he said that China will uphold and improve
competitive sports "national system" after the Beijing Olympics. Beacuse of China'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sports，
the "national system" becomes focus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a once again. The article uses the method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in law and logic analysis for competitive sports to point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national system"，and at last the article points that "national institutions" should take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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