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学习动机是一种比较广泛而多样的社会

性动机，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内部动力，也是激励学

生从事体育学习活动的主观动因。据研究证明，体

育学习动机具有增强与促进学生学习效果的作

用。激发和挖掘学生体育学习的动机能促进学生

认真学习、端正学习行为和树立正确的体育学习目

标。本文对学生体育学习的动机、动机强弱以及激

发学生体育学习动机的因素等内容做了调查研究。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课题选取四川师范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

都中医药大学、四川大学、成都大学、西南交通大

学、西华大学、西南石油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西南

民族大学等十所高校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对1000名

（男女生各半）大一、大二上公共体育课的学生进行

问卷发放及回收。

1.2 研究方法

1.2.1调查问卷法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其中男

女生各500份。回收问卷983份，回收率98.3%。其

中无效问卷23份，有效问卷960份（男476份，女484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6%。用EXCEL软件对问卷

进行了数据处理，并作统计分析。

1.2.2 文献资料法、数据统计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结果

2.1.1学生体育学习的动机

男生体育学习动机通过表1显示“自己爱好体

育运动”的动机在体育学习中位居第一，说明男生本

身喜欢好动，热爱体育锻炼。这一动机在女生体育

学习中则居第三，说明在大学阶段，由于生理和心理

的变化，女生的体育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与男生相

比略有不足，与男生相差11.4个百分点 。而在女生

中“为了调节大脑，搞好文化课学习”是她们最主要

的学习动机，这一方面反映了她们对体育课的作用

和作用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女生

更注重体育课给其它文化学科所起的作用，更注重

体育课的短期效应。然而，为搞好文化课的学习而

参加体育课学习无疑不是体育课的初衷。“为了健

美”、“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动机在男女生体育学习

动机中均位于第三和第四，表明大学生对自身身体

美的渴望增高，对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欲望逐

渐增强。他们不仅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生活、

社会，同时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身体。男生期

望自己体格健壮、肌肉发达，女生追求体态匀称、身

材柔美。在调查中发现，男生希望自己有更多锻炼

身体的方法去锻炼自己的胸大肌和腹肌；女生希望

掌握锻炼方法来减去自己多余的脂肪。

“体育是一门必学课，有学分，不学不行”、“完

全为了应付”的动机在男女生公体选修课的学习动

机中均排在后两位。其中“完全为了应付”的动机，

男生中占7.2%，女生中占19.6%。出现这种情况可

能跟学生学习的动机太弱和太强的那部分学生有

关。由此可见，尽管体育课中的项目是学生自己所

喜欢的，但仍有少部分学生参加体育学习的动机只

属于直接的近景性动机。

综上所述，学生体育学习的动机具有多样行，

“为了健美”、“ 为了调节大脑，搞好文化课学习”、

“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三种动机在男女生体育学

习动机中均占主导地位，男女生的体育学习动机在

各自内部所占的比例和倾向有不同之处。

2.1.2 体育学习动机强弱

根据来自网校（地高）心理辅导员关于学生体

育学习动机强弱测试题所制定的答案得知，学习动

机太强或太弱的学生被认为在体育学习动机或体

育学习欲望上存在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有严重问

题和困扰，需要及时调整。表2显示，男生中体育学

习动机太弱和太强的学生各占15.2%；女生中体育

收稿日期：2007-09-28
作者简介：黄晓红( 1967- ), 女, 成都大学体育部党总支书记，讲师，主要从事学校体育教学研究。

高校体育课程学习动机的研究
黄晓红，杨晓兰

（成都大学 体育部，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数据统计、调查问卷等研究方法，对高校学生体育选修课程学习动机的相关问题做了分析

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体育选修课程；学习动机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08）01-0123-04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Natural Science Edition

第22卷第1期

2008年3月

Vol.22，NO.1

Mar.，2008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22卷

表1 学生体育学习动机调查表

序号 学习动机 男生 女生 正负差

% 位次 % 位次

1 体育是一门必学课，有学分，不学不行 16.1 5 20.4 5 -14.3

2 为了健美 46.2 2 45.8 2 +0.4

3 为了调节大脑，搞好文化课学习 39.1 3 50.1 1 -11

4 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 38.3 4 45.7 4 -7.4

5 自己爱好体育运动 57.1 1 45.7 3 +11.4

6 完全为了应付 7.2 6 19.6 6 -12.6

学习动机太弱和太强的学生各占19.1%和12.8%；体

育学习动机属于正常的，男生中有69.6%，女生中有

68.1%。通过U检验，男女生在这三个领域中各自

所占的比例并无显著性差异。

通过以上测得的结果说明，在公共体育选修课

程学习中，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欲望是正

常的，但仍有一定比例的学生，体育学习动机和欲

望存在严重问题和困扰，因此，对这部分学生，要求

我们在体育教学中对其给予及时的调整和引导。

2.1.3 学生体育学习动机的迁移

体育学习动机的迁移是指通过体育教学，对学

生已有动机和潜在动机的维持和激发，让学生在自

己各动机之间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学生对学习产生

直接兴趣，逐渐产生学习的需要，形成正确的学习

动机。迁移有两种：正迁移和负迁移，前者是正面

的，是教学的目的，后者是负面的，不利于学生形成

正确的学习动机，对学生学习兴趣有消极作用。表

3显示，男生中86.5%的人和女生中83%的人认为通

过体育课学习，自己的对体育学习的作用有了更为

深刻的认识，学习兴趣得到了提高。通过调查，他

们认为，体育课确实给自己身心带来了快乐。此

外，“教师生动、有趣的教学”、“课堂上同学间相互

团结、相互帮助”也激发了自己学习的兴趣。相反，

一少部分学生（男生13.5%,女生17%）认为体育课没

能提高学习的乐趣，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体育课枯

燥、乏味，自己所支配的时间太少。由此可见，体育

课教学对绝大多数学生动机塑造、兴趣培养方面所

起的作用很大。还有一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还应

得到教师的纠正和引导。

表2 男女生体育学习动机强弱对照表

太弱 正常（介于二者之间） 太强

男生（%） 15.2 69.6 15.2

女生（%） 19.1 68.1 12.8

P >0.05

表3 学生体育学习动机的迁移情况表

男生 女生

人数 % 人数 %

正迁移 40 86.5 39 83

负迁移 6 13.5 8 17

2.2 分析

2.2.1 激发学生体育学习动机的因素

根据表4，“运动的欲望”是激发学生体育学习

动机的主要因素，73.9%的男生和72.3%的女生认为

自己参加体育学习是因为自身运动欲望的需要，这

说明男女生中绝大多数喜欢体育，渴望锻炼。位居

第二、第三的分别是“体育学习的习惯”和“对体育

课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这两个因素在男女生

各自的比例来看，男生体育学习的习惯比女生强，

男生对体育课作用、意义的认识比女生更深刻，二

者之间近30.7个差值。这一点在位居第四的“教师

的引导”上也有体现：教师在女生体育学习动机的

激发中作用明显。同时表3也表明：学生自身是体

育学习动机的主要激励源；教师是激励学生学习动

机的辅助源。

2.2.2教学方法的影响

在体育教学中，选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对激发学

生学习动机至关重要。据心理学家分析，学生课堂

学习的主要动机集中反映在成就动机上，对自己的

学习效果，学生希望获得来自他人特别是教师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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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和肯定。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教师掌握学

生的心理，选用高效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激发和促进

学生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树立学习的信心和决心。

心理学家赫洛克把106名学生分成受表扬、受训斥、

受忽视和控制4个组做了难度相同的加法练习，结

果表明受表扬组成绩明显高于其它3组。因此，我

们对“赞扬和鼓励的教学方法”做了详细的问卷。

结果显示（表5），76.1%的男生和78.7的女生认为教

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表扬和鼓励“很有必要”，它可

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可以增强学生克服困难的

勇气和力量，73.9%男生和74.5%的女生同时认为教

师的赞扬和鼓励使自己有一种成功的满足感，只有

10.9%的男生和4.3%女生觉得教师的赞扬无所谓。

这说明，教师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动机源，可以激发

学生学习的内部动力，激起进一步努力学习的愿

望。但从表6得知，在实际教学中采用“赞扬和鼓励

教学方法的教师很少，有66.7%的学生认为老师只

是偶尔采用这一教法。值得一提的是采用这种教

学法的频率并不是越多越好，否则会使激起学生克

服缺点的决心。

表4 激发学生体育学习动机的因素

男生（%） 女生（%） 正负差

运动的欲望 73.9 72.3 +1.6

体育学习的习惯 45.3 34 +11.3

对体育课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 41.3 10.6 +30.7

教师的引导 23.9 31.9 -8

2.2.3学习环境的影响

学习环境是学生进行体育学习的外在环境，与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动机有一定的联系。良

好的学习环境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激情，使学生能

够全深心的投入到学习中去。表7中，50%的男生

和42.6%的女生认为学习环境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影

响不大，可以照样锻炼和学习；也有39.1%的男生和

48.9%的女生一看到糟糕的学习环境就不想再学

习，只有10.9%的男生和8.5%的女生认为“无任何影

响”。可见，学习环境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比较重要，

但也不是差的教学环境就阻断学生学习的欲望，在

男女生比较中，可以看出女生对体育学习的环境要

求更高。

表5 学生对鼓励式教学法的看法

男 生 女 生

人数 % 人数 %

很有必要，可以激发学习兴趣 35 76.1 37 78.7

有一种成功的满足感 34 73.4 35 74.5

无所谓 5 10.9 2 4.3

表6 实际教学中鼓励式教学法的应用情况

经常 偶尔 从未有过

24.7 % 66.7% 9%

表7 学习环境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男生（%） 女生（%） 正负差

一看到糟糕的环境就不想在学习 39.1 48.9 -9.8

影响不大，可以照样锻炼和学习 50 42.6 +7.4

无任何影响 10.9 8.5 +2.4

3 结论
3.1 学生绝大多数体育选修课程学习动机正常，有

少数学生的学习动机存在严重的问题或困扰，需要

及时调整。

3.1 运动欲望是激发学生体育学习动机最主要因

素；体育学习习惯、对体育课的认识也是重要的因

素；教师的引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男女生在各

因素下的比例和对其认识存在差异。

3.3 从调查结果分析，学生体育学习动机呈多元化，

爱好体育运动、为了健美、为了调整大脑，搞好文化

课程学习是男女生体育学习动机的三大主导性动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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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体育教学对学生体育学习动机起到了良好的迁

移作用，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以及对体育的认识，

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有少数学生学习

动机呈负迁移。

3.5 教师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环境对学生体育

学习动机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4 教学对策
4.1运用动机测试表对学生定期进行测试，对动机太弱

或太强的学生，教师给予及时的引导和纠正，帮助其树

立正确的体育学习动机，提高他们学习体育的兴趣。

4.2 提高认识，培养学生积极的体育学习动机。对

教师来说，利用理论课教学和多种传播媒介进行系

统的体育功能的宣传，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学习体育

不是为考试、为他人而学，让他们认识到学习体育

是个人身体健康的需要，是关系到民族兴旺的大

事。对领导来说，应关心学生的体制健康，必要时

到实际教学中去观察学生学习情况和视察教学情

况，从而让学生感受的领导对体育的重视，这有利

于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

4.3 教师采取高效多样的教学方法，创设能激发学

生认识兴趣和求知欲的情境。抓住学生的心理，选

用有效的教法无疑是教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

学习动机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为学生创设问题情

景，先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教师在适当的时候给

予指点。同时在学习动作中，教师不应为尽快完成

教学任务而教学，应多给学生一些时间，让他们自

己锻炼。这样避免学生厌倦上体育课的情绪出现，

避免不良动机的转换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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