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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理规律是以学生感知为基础的全面心理活动的过程。妥善使用心理规律，可以提高体育课的

教学效果。本文主要论述了如何掌握并妥善应用学生的个体心理、直观性心理以及团体心理，利用老师在体

育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能动性，从而很大程度地提高体育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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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心理规律是指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及其心理现

象。本文探讨了如何充分利用学生的心理规律，在

体育运动和活动中认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情感和

意志表现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学生的个体差异等表

现规律在体育教学中有效的作用。体育教学是一个

科学的、理论的教学系统；它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

多形式和多系列的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体育教

学过程是以学生感知为基础的全面心理活动过程。

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妥善运用

心理规律对学生进行体育教学，是提高体育教学效

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与方法。下面，将从三个

方面分别阐述在体育教学中如何运用心理规律提高

教学质量。

/ 体育教学过程中应抓住学生的个体

心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个体心理，就是个人的心理。除特殊情况外，每

个人的心理特征都基本相同。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学

生的心理特点主要表现为好奇心、好动性、好胜心和

直观性等方面。因此，如何利用学生的心理特点，是

上好每节课的关键。但是研究表明，学生在一节课中

的注意力、意志力和情绪等心理活动指标的变化却

不相同。这些心理活动指标的变化如图 " 所示。从图

中可以发现，学生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在一节课的前

半部分达到高峰；意志力则在一节课的中后部达到

高峰；情绪则在一节课的后半部分达到高峰。

图 " 心理指标变化图

传统的体育教学往往不太重视学生的心理规律

的变化，教学方法僵化、呆板、乏味，脱离了少年儿童

的心理特点，常常是学生“身随而愿违”，缺乏必要的

激情，教学效果不理想。大量的教学实践表明，只有

愉快的心情，学生才能感知敏锐，记忆牢固，想象活

跃丰富，学习效率高。原苏联教育理论家斯卡极金指

出：“把教学能否创造一个必要的充满激情的气氛作

为评价课堂教学质量的第一位标准。”教学法一旦触

及学生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

教学法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

/( " 注意力高峰期，充分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一节课的前半部分学生的注意

力达到高峰期。所以，对一切课的重点教材进行示

范、讲解、模仿等练习就必须把握好注意力的高峰

期，充分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这就要使你的教学富

有知识性、启发性，具有吸引力，才能保持学生的求

知欲和兴趣。例如，在教授前滚翻时，先做一个标准

的示范，然后把两腿伸直，问学生：“翻一个前滚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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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学生回答说：“可以。”“接着再翻一个可不

可以？”“也可以。”结果伸直了腿后的第二个前滚翻

无法翻过去，学生立刻说：“你的腿伸直了。”如果接

着说：“为什么腿伸直了就无法翻了呢？怎样才能完

成这个连续的动作呢？”此时学生已经产生了浓厚

的认识兴趣和强烈的学习动机，使示范讲解具有吸

引力，也充分体现了老师的主导作用。

"$ " 意志力的高峰，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一节课的中后部分是学生意志力的高峰期，学

生开始练习。此时，学生是主体，要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使其主动地参与活动。这时让能完成动作的学

生出来示范，并对完成了动作的同学给予掌声与喝

彩，然后鼓励其它的同学说：“大家经过练习都可以

很好的完成这一动作。”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调动广

大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练习兴趣。

"$ % 情绪的高峰，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能动性

一节课的后半部分是学生情绪的高峰期，利用

好学生的好动性、好胜心，开展一些集体性、竞赛性、

游戏性等能紧紧围绕主教材和有一定锻炼价值的内

容，让学生主动提高，并自学巩固和发挥。比如，在

学习了篮球的运球和胸前双手传球后，立即组织运

球接力 （运球后在规定的距离内传球给同伴），一下

子就活跃了课堂气氛，学生完成动作也表现的非常

积极主动。这样层层抓住学生的心理变化规律，最

易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 应根据学生的直观心理，正确使用教

学方法

直观心理指在接受知识时对客观事物的感知。

少年儿童在生动形象的教学环境中易于接受知识和

提高技能技巧，这是由于少儿的直观心理牲所决定

的。根据这一心理规律，必须采用生动形象的教学

方法进行教学，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体育教学中所借助音乐、歌曲和顺口溜等方

法，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便于学生接受课堂教学内

容，使学生在动作练习中达到入趣、入情、入境，这就

是形象化的 “情境教学法”（音乐的运用相对在课的

开始和结束部分运用多些）。例如，在教授跳远动作

时，需要讲述动作要领，假如只给学生讲跳是由助

跑、踏跳、腾空和落地四个环节构成，每个环节应怎

样，学生就会感觉非常的枯燥、乏味，至多有 "&’ (
%&’ 的学生能勉强掌握，但将动作要领编成顺口溜：

“起跑后，快快跑，身体重心稍稍高；单脚跳，头上顶；

身体平衡控制好；两腿一起向前举；落地双臂往后

撩”。让学生背诵后练习，能够正确掌握要领的学生

则可达到 )*’ 以上。

另外，手势和口哨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也极为

普遍和广泛，在进行一些练习时，口哨以声音的长

短，加上手势力度的变化，可以增加练习的效果。在

体育课的教学比赛中手势还可以起到指挥调遣作

用。恰到好处的手势可以使学生心情激动，情绪激

昂。口哨则更是用来指挥和控制比赛节奏的有效方

法。

由于直观教学方法非常适应学生的心理特点，

所以教学效果好，并且完成动作迅速，为教学赢得了

时间。

+ 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学生的团体心

理，提高教学效果

团体心理，就是个体作为团体成员所特有的心

理现象。无论班集体，还是小集体的成员都具有归属

感、团体荣誉感、从众感、认同感和团结互助感等心

理，我们充分认识并掌握这一现象后，就可以在体育

教学中发挥作用。

+$ ! 利用归属感心理，提高进取心

归属感是指团体中的成员都有隶属这个团体的

感觉。这种心理产生是由于人的本性需要所致，即生

活在社会中的人渴求他人的友谊，得到他人的承认，

而个人的能力、才华的展现均需要在团体中才能实

现。学生中有这种心理，教师如果较好的对这一心理

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学生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互相提高，进而产生积极效应，这就为上课和活动增

强了凝聚力。举一个例子，对于一个小组中的大部分

人都给予表扬和肯定，那么极个别的人由于强烈的

归属感，就会在以后的学习训练中变得认真起来。

+$ " 利用团体荣誉感，发挥集体力量

团体荣誉感是指团体中成员都希望所在的团体

声誉更好，并且愿为之付出最大努力的心理。这就是

大家熟悉且经常能够运作的，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我

们充分认识到学生的这一集体荣誉感，在进行各种

练习时，设法安排一些集体的比赛；在个人间进行的

比赛，也或多或少的赋予它集体的意义，从而调动广

大学生的积极性，很好的完成体育教学。

+$ % 利用从众心理，增强集体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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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感是指团体中的成员都有尽可能的与多数

成员在语言、行为、态度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心理。我

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学生中关系较亲密的在动

作、穿着、打扮等方面都有极为相似之处，而在几个

比较亲密的学生中必有一个人是比较大或很有威望

的。这个团体中的其它成员均附和他的言行，他有

一种凝聚力。因此，要调动其团体成员的积极性，必

须首先正确的引导他，调动他的积极性，从而调动其

它学生的积极性，增强集体的凝聚力。

$% $ 利用学生的认同感心理，加强师生关系

认同感是指团体成员对同一语言、行为和态度，

对本团体内的人员具有更高的接受度、支持度。人

们在交往中有这样的体会，对你提出一个完全相同

的善意的批评，如果一个是知心朋友，一个是关系一

般的人，你会乐于接受朋友的批评，而对后者往往有

抵触。这种心理的产生是由于人的心理距离导致

的。

基于这种团体心理，在体育教学中，教师不能把

自己高高置于学生之上，发号施令，而应尽可能的取

得学生的认同，把你视为他们中的一员，这就是常说

的“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很容易对教师言听计从，

从而便于教学顺利进行。

$% & 利用团结互助感心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团体中的成员能将其它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当作

自己的来看，且能共同承担称为团结互助感。运用这

种心理在体育教学中可让学生相互纠正动作，练习

时需要帮助和保护时 （在学生已掌握方法的提前

下），可以互相进行。如在做头手倒立时，自己不能看

到动作正确与否，不能独立完成动作时，就需要同学

的帮助、纠正与扶持。

我们在运用团体心理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培养

学生团体心理的过程，二者对立统一于一个过程中。

对于那些较弱的团体心理，我们应先培养，后运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每个人的心理由于个体的差异而呈

现出不同的适应过程，作为教书育人的教师，应当全

面细心的观察每个学生，充分利用科学的心理规律，

因人施教，让每一个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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