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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中生体育兴趣分层下的终身体育探究 
王力 

（沛县体育中学  江苏沛县  221600） 

摘要：高中阶段是学生价值观和学习能力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对于学生的各项素质能力培养提出了新层次的

要求。体育作为锻炼学生身体素质，陶冶情操，丰富个体内涵的重要学科，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积极引用兴趣分层法很有必要，具体

包括有趣、乐趣和志趣几个层次，通过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体育学习需要，有助于学生在体育锻炼中获得快乐，提升体育兴趣水平，

对于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习惯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实践结果表明，不同体育兴趣水平对终身体育影响有着显著差异，兴趣水平同体

育态度、体育成绩、锻炼习惯、锻炼意志力和终身体育预期等因素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所以提升学生的体育兴趣水平，是培养学生

终身体育习惯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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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学生持久学习的动力源泉，学习兴趣高低，直接影响到

学习效果。体育兴趣的培养，可以将其理解为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

心理倾向和选择，但体育兴趣并非是与生俱来的更多的是后天培

养，在体育实践中潜移默化中形成。高中阶段的体育教学，更多的

是培养学生体育运动兴趣，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和

习惯。依据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来看，人的体育兴趣培养是从低到

高的，兴趣是有着明确的层次划分，具体包括有趣、乐趣和志趣。

因此，在高中体育教学中，应该尝试着推行兴趣分层教学，结合学

生不同的体育兴趣水平，因材施教，以便于实现学生终身体育习惯

培养目标。但受限于种种因素限制，理论研究的浅显和实践经验的

不足，致使兴趣分层法在高中体育教学中未能得到普及应用，学生

的体育运动兴趣受到遏制，参与积极性不强，整体教学效果不够理

想。文章通过对此研究，有助于挖掘体育兴趣水平和终身体育之间

的联系，阐明清晰兴趣分层法应用的实际意义，对于学生兴趣培养

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选择某地区 5 所高中学校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不同体育兴趣

水平，设计合理的问题，依据学生回答来分析其兴趣水平。在此基

础上设计问卷，调查学生的态度、体育成绩、习惯形成、意志水平、

未来体育运动预期等因素和终身体育之间的关系。共发放调查问卷

710 份，回收问卷 702 份，回收率 98.9%，剔除无效问卷 2 份，有

效率为 98.6%。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体育兴趣水平 

有趣是学生初级的兴趣水平，是由于某些现象诱发的参与兴

趣，保持兴趣较短，难以持久保持。体育兴趣为有趣层次，对于体

育运动兴趣广泛，但缺少明确的中心兴趣。对于很多运动项目都有

着新鲜感，但无法集中注意力拖入到某个项目中。兴趣不够稳定，

可能出现转移。如，在看夏季奥运会，喜欢上跳水项目，看了冬季

奥运会，喜欢上滑冰、滑雪等项目。 

乐趣水平，兴趣特点逐渐趋于固定，可以保持较长的时间。其

特点表现在一个或是几个中心项目为主，基于情感体验维持，表现

出长期坚持的体育锻炼习惯，有空闲时即会参加体育锻炼，兴趣较

高[1]。 

志趣水平，属于体育兴趣高级层次，有着崇高的目标和理想，

已经养成持久的体育运动习惯，积极自觉[2]。此种水平下，学生对

于体育运动本质有着深层次理解，并且形成了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和

态度，并将体育作为自身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有计划、有目的参

与锻炼，始终坚持体育运动，因此具有较强的动力效应。 

表 1 高中生体育兴趣水平 

有趣（226） 乐趣（251） 志趣（223） 
项目 

男（n[%]）女（n[%]）男（n[%]）女（n[%]） 男（n[%]） 女（n[%]）

高一 27（11.9）42（18.6）44（17.5）35（13.9） 45（20.2） 21（9.4）

高二 16（7.1）62（27.4）48（19.1）39（15.5） 41（18.4） 36（16.1）

高三 27（11.9）52（23.0）49（19.5）36（14.3） 36（16.1） 34（15.2）

总计 70（31.0）156(69.0) 141(56.2) 110(43.8) 132(59.2) 91（40.8）

从表 1 调查结果可以了解到，有趣阶段的学生又 226 人，占比

为 32.3%；乐趣阶段学生数量为 251 人，占比 35.9%；志趣阶段的

学生 223 人，占比 31.9%。高一阶段及以前学生的体育兴趣水平主

要是以有趣为主，高二阶段乐趣形成，高三阶段志趣形成。从中可

以看出，高中生体育兴趣水平正处于乐趣到志趣转化阶段。但实际

上，体育兴趣水平总体上明显滞后，其中女生滞后现象更加明显，

处于有趣水平的学生数量较多。年级分布方面，呈现出随着年级升

高体育兴趣水平反之下降的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升学压力导致。多

数学生为了备战高考，大量挤占体育锻炼时间，体育兴趣水平逐步

下降。 

从性别角度来看，高中生男女之间体育兴趣水平差异显著，其

中男生体育兴趣水平处于逐步提升趋势，而女生较为滞后。在有趣

阶段，女生占比 69.0%，男生为 31.0%，而到志趣水平，男生 59.2%，

女生为 40.8%。究其根本，是由于男女生性格因素差异，而且很多

学生进入青春期后，女生由于生理原因行动不便，体育兴趣水平也

随之下降。 

2.2 不同兴趣水平对学生终身体育的影响 

2.2.1 兴趣水平和体育成绩关联性 

表 2 兴趣水平和体育成绩关联性 

 有趣（%） 乐趣（%） 志趣（%） 

优秀 5.2 9.2 19.2 

良好 19.1 36.2 45.3 

一般 45.6 46.3 28.5 

及格 20.1 6.2 3.9 

不及格 10.0 2.1 3.1 

总计 100 100 100 

体育成绩越高，说明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越高，并且具有较强

的身体素质。因此，运动技术水平是学生终身体育的关键性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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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是首要条件，在长期运动中可以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

因此运动技术学习是体育运动的开始，对于学生终身体育习惯养成

具有奠基作用。从上述调查结果了解到，体育兴趣水平和体育成绩

关联度较大，成绩越高，体育兴趣水平越容易提升到志趣水平，因

此随着体育兴趣水平升高，体育成绩也将随之提升。 

2.2.2 体育兴趣水平和锻炼态度的关联性 

表 3 体育兴趣水平和锻炼态度的关联性（%） 

 有趣 乐趣 志趣 

主动找他人锻炼 11.2 35.2 53.1 

寻找场合锻炼 49.5 56.9 43.6 

独立锻炼 15.6 26.8 51.2 

他人邀请锻炼 34.5 18.5 5.8 

教师要求锻炼 26.2 7.9 5.8 

从表 3 调查结果了解到，体育运动态度方面，学生主动找他人

锻炼的学生，有趣阶段 11.2%，乐趣阶段 35.2%，志趣阶段 53.1%，

志趣阶段明显高于乐趣阶段。在有人邀请锻炼或是教师要求锻炼选

项中，学生占比随着兴趣水平提升反向降低，说明了体育兴趣水平

和态度的正相关特性。而且志趣阶段可以独立锻炼的人数较多，尽

管较为枯燥，但形式灵活、多样，并且可以自行调整锻炼强度、时

间，对于学生体育兴趣水平提升有着积极作用。 

2.2.3 体育兴趣水平和锻炼意志力的关联性 

表 4 体育兴趣水平和锻炼意志力的关联性（%） 

 有趣 乐趣 志趣 

坚持锻炼 16.2 24.5 56.1 

放弃锻炼 22.3 6.3 2.2 

无法确定 61.5 69.2 41.7 

总计 100 100 100 

从表 4 结果中了解到，在遇到困难是否可以继续坚持锻炼中，

志趣阶段有超过 56.1%的学生可以继续坚持，远超乐趣阶段、有趣

阶段的学生。从中可以了解到，随着学生的体育兴趣水平提升，相

应的体育锻炼意志力越强，在面对困难时可以继续坚持锻炼的几率

越高。体育运动过程中，还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锻炼次

数越多，意志力也将越坚韧，促使兴趣水平和意志力之间形成良性

互动[3]。 

2.2.4 体育兴趣水平和学生终身体育预期的关联性 

表 5 体育兴趣水平和学生终身体育预期的关联性（%） 

 有趣 乐趣 志趣 

坚持锻炼 26.2 41.2 58.3 

放弃锻炼 5.4 1.6 1.3 

无法确定 68.5 57.2 2.3 

自我效能直接一个想到个体体育行为，如果对于某项任务完成

有着极大的信息，内心也将受到鼓舞，努力去实践和争取。未来目

标预期实现，表现出了个体自我效能高低，对于个体终身体育行为

也有着很大的影响[4]。对此，尽管预期和现实并不是一定相同，但

在未来社会终身锻炼的群体中，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可以体育锻炼的

学生一定远超不能的学生。根据统计结果可以了解到，未来工作中

可以坚持锻炼的学生群体中，志趣阶段远超过乐趣和有趣阶段学

生，同体育兴趣水平对终身体育各因素影响相契合。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了解到，体育兴趣水平是有着显著差异的，

自低向高划分为有趣、乐趣和志趣几个阶段，相应的处于不同水平

体育兴趣，也会对学生个体终身体育有着深层次的影响。高中阶段

学生群体中，男生对于体育兴趣水平远远超过女生，而且男生的体

育兴趣发展符合一般兴趣发展规律，但有趣水平阶段，女生占比超

过男生，志趣阶段则存在滞后的情况，说明有趣过渡到乐趣阶段中

存在滞后的现象，不可避免的对更高一级的志趣产生不良影响。 

学生的体育兴趣水平高低，同体育甜度、体育成绩、锻炼意志

力和终身体育预期等因素存在密切联系。有趣阶段的学生，体育成

绩普遍不高，态度不够积极，在遇到困难时坚持继续体育锻炼的较

少，可以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的学生占比较少，对于终身体育

预期偏低。乐趣阶段学生的体育兴趣水平远超于有趣阶段；志趣阶

段的学生各项指标均处于最高水平。 

3.2 建议 

（1）为了促进学生的体育兴趣水平稳步提升，养成终身体育

意识和习惯，应该充分结合新课改相关要求，推动高中体育教学改

革。摒弃传统滞后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结合体育学科特性和高

中生学情，灵活选择最佳的教学方法，在引导学生参加体育锻炼过

程中，逐步提升学生的体育兴趣水平。 

（2）根据学生个体的体育兴趣水平分成情况，因材施教，制

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应用到实处。对于高中男生，教学重点是激励学

生从乐趣朝着志趣阶段过度；女生则是重点落实有趣朝着乐趣阶段

过渡转变，改善女生体育兴趣水平滞后问题，切实提升高中生的体

育志趣水平。 

（3）建立良好的师生交流机制。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组织者和

引导者，自身教学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生的体育兴趣水

平，因此需要积极推动沟通机制建立完善，建立和谐、稳定的师生

关系，以此来实现教学步调统一。以往高中体育教学中，教师忽视

学生个体差异和学习感受，因此教学过于滞后、刻板，师生沟通不

足，久而久之将导致学生体育兴趣水平下降，丧失体育运动信心。

对此，在新时期的体育教学改革背景下，可以积极渗透终身体育理

念到实处，围绕学生主体地位来转变教学方法，关注学生的心理感

受和体育学习的困难，更具针对性的组织体育训练活动。营造轻松、

高效的交流环境，在师生交互下来逐步提升体育兴趣水平。 

结论： 

综上所述，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体育教学中应积极落实兴趣

分层法到实处，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和个体差异，创设有助于学生体

育运动的教学条件。在教学设计中综合分析不同层次学生的体育学

习需要以及影响因素，针对性的设计教学方案，逐步提升学生的体

育兴趣水平，在实践中来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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