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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阶段学生集合站队中的行为学心理分析

刘国纯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400041

【摘　要】本研究运动文献资料、实践调查、逻辑推理等方法对体育课中集合站队的问题呈现出来的不同阶段年龄学生的

行为学差异进行研究和分析。主要对小学 1-6 年级、中学（初高中）、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群体所体现出来的行为学差异

进行研究，为我们更好的发挥集合整队这一课题常规提供较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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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无论是体育课程还是运动训练队，集合站队都是最基

本的课程常规，是一趟训练课的开端，起来动员和常规管理

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小学、中学、大学呈现出

行为学上的显著差异，而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在集合站

队中采取的策略不同将会具有不同效果，研究集合站队的行

为学心理情景有利于我们在各类课程中的站位，座位中起到

借鉴作用，为管理者，为教师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2 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站队行为学表现

2.1 小 1-6 年级学生集合站队的表现

在集合站队的过程中，学生具有会无意识的呈现出聚

集性行为，教师需要重复的口令较多才能然后绝大部分学生

集中注意力，而即便是全部学生都聚集之后任然会有少部分

学生处于聚集的队伍中无所适从，具有较多的言语表达。站

位距离往往不以第一位到达的学生为标准，会出现更加接近

教师的情况，甚至将老师团团为主，会出现一名同学讲话其

他同学全部跟随提老师问的现象，直到老师发出直指令保持

距离。集合之后需要教师不断的给出指令，而且是最直接的

语言表达站成几列几排。甚至教师要明确的指示某位学生站

到那个位置。

2.2 中学（初中、高中）集合站队的行为学表现

在中学的队伍集合中相比较小学会在言语上少很对，

可以说不是同学之间交流多少的问题，是整个群体，言语相

比较小学生都会少一半，在于老师的距离上，会有意识的保

持一定的距离，和小学生不同的是出现部分同学惧怕站前排

的局面，队形较小学生有较为清晰的呈现，但依然呈现不合

理的队形。老师发出指令之后能够做出形状上的改正。但还

是存在不能完全合理的情况。

2.3 大学集合站队中的行为学表现

大学生在集合中呈现最明显的情况就是畏惧站前排的

情况，大部分同学是选择站靠后的位置，会出现迟疑的情况

积极分子或者一开始站前面的学生会站前面，而其他大多习

惯或者需要一个掩护，言语较中小学生都少很多，而且看手

机的情况成为常态，但是队形的形态更加清晰。对于老师的

言语提示能够更好的理解。

3 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行为学心理分析特征  

3.1 距离教师距离的心理学分析

分析在距离上的特特点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生站队于教师的距离越来越远，从小学生的爱表现，贴近

老师站立到中学的保持距离，到大学的需要前方学生自我保

护的特点，体现出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内心自己保护

意识的提高，和内心情感世界的不断丰富，和自我意识的提

高，这种自我意识既是隐私权的保护，也是自己安全状态的

自我隔离。

3.2 言语特征的心理学分析

在语言的表达上同样存在随着年龄增长语言减少的情

况。在小学时期学生更好爱倾向于语言表达，话语参与的

人数和次数明显多于中学生和大学生，更爱与表现自己的

观点，而随着年龄增长，言语减少，教师能够更好的管理，

除了学生群体自身的言语表达较少，在对于教师发出指令的

言语理解上呈现出更加能够理解，对于小学生教师需要很直

白的提供方向，学生名字，数值和要求指令，而随着年龄增

长，教师对于初中生需要进行直接指令和宏观的调控指令相

结合的学生就能够很好的完成。而对于大学生对于宏观的指

令则具有了很好的理解能力，这得益于学生理解能力和学习

能力的提高。

4 不同学生心理特征下的集合管理策略

4.1 区别对待实施语言提示

在集合整队中，对于小学生加强直接直观的言语提示

和直接的要求指令，比赛站队的排面数值，距离的模糊概念

下可以直接用参照物替换，而对于注意力不能集中的学生以

直接点名的形式进行提醒。对于不能完成行为能力的学生以

直接的近距离的引导指示其站位。养成行为意识，让学生学

习记住自己固定位置的习惯。中学生则以直接的数值和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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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队形描绘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注重学生习惯的养成，尤其

是对于队形的概念，和课程常规的掌握。大学生由于自己保

护意识和行为意识的独立行，但对于语言理解能力强，需强

调的是队形的规范性，尤其是自我组织的能力培养。

4.2 学生距离教师站位距离的心理学暗示

由于不同年龄的学生对于教师的距离感不同，对于现

学生课使用标记物和利用第一排的学生让学生形成直观的

距离概念，或者用步数进行测量，抵掉其对于米数的不理解。

而中学生能够形成较好的距离。但大学生会出现远离老师或

者躲藏在同学背后的情况，以至于站队越来越远离老师，可

以实行交换排面站第一排的形式，也可以进行限定最后和最

远距离的情况，或者要求谁站最后一排强制要求轮换到第一

排，以促使广大学生养成站前面的习惯。

4.3 行为学的心理引导

可以通过适当的言语讲解对于队形站立的要求，规矩

意识，对小学培养培养强制记忆的办法，或者形成固定的记

忆方法，限制其表现的和模糊的规矩意识。中学生则引导学

生对于抽象概率和言语的理解。而大学生则较少其心理自我

保护的意识，加强师生关系的建立，减少其心理负担。通过

师生关系的加强减少距离感。

5 结束语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结合其不同心理特点，采取

不同的策略使学生更好的完成最基本的课程常规活动，从而

加强课程管理，提高教学的规范性和，教学的组织纪律，以

实现更好的学习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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