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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游泳教学中情绪调节教学模式的应用 
王雨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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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很多高校中游泳课程都是必修课，这是为了帮助当代高校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生存救护技能，以便于在遇到意外危险的
过程中能够及时救护自己，也救护他人。但很多学生原本并不是生活在水乡，对水会有天然的恐惧情绪，这对于高校学生游泳技能
的学习与提升会产生极大的阻碍，因此高校游泳教师在教导学生相应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借助于情绪调节的教学模式来帮助学生能够
在游泳学习过程中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从而帮助学生的游泳学习更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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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的情绪调节教学模式指的是教师在实际教导学生游泳课

程的课堂中通过情绪的引导去激发学生对于游泳学习的积极性，很

多与教育相关的研究都表明了在这种课堂模式下，学生的情绪大多

是对课程的好奇心，对学习的兴趣以及从这种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愉

快心情。因此说在高校游泳教学中应用情绪调节的教学模式是极为

必要的。 

一、高校游泳教学中应用情绪调节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一）传统高校游泳教学体验差 

高校游泳课程的相关教师在教导学生游泳课程的过程中往往

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很多教师都是简单地讲解一下基础动作以及安

全规范，之后就让学生下水进行反复练习。学生如果短时间学不会，

掌握不了，也会觉得是学生不够勇敢，不努力，甚至会有一些比较

强硬的逼迫措施[1]。当然，教师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要学生能够

在这种外力的逼迫下突破自己的胆怯心理，尽快掌握相应的游泳技

巧。但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种一味逼迫的手法还是过于粗暴了一

些，有可能会更近一步增加学生对游泳课程的畏惧心理，只会越学

越学不会，也会越来越害怕。 

（二）学生对游泳课程有畏难情绪 

其实游泳课程本质上是比较简单的，尤其是高校在教导学生游

泳课程的过程中简单给学生的也并不是多么高难度的游泳技巧，而

只是简单的引导学生能在遇到水流时不慌张，可以在水中站起来，

可以简单地依靠四肢拨动水流在水中移动。但对于部分学生来讲，

游泳就是很难这是因为很多学生从未接触过水对水有着天然的恐

惧心理，尤其是害怕自己全部沉入水中后出现一些意外事故，这是

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进而展示在外部就是对游泳课程的一种畏难

情绪，这种情绪会造成学生在学习游泳课的过程中无法全情投入，

进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进度。 

（三）学生在游泳学习过程中需要积极的鼓励情绪 

高校学生虽然已经在思想上相对比较成熟，但在实际进行游泳

课程学习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来自于外部的鼓励情绪的。尤其是有着

学生本身胆子就比较小，性格上也相对腼腆羞怯。这种情况下学生

如果想要突破自己依靠的绝不是来自于教师的逼迫或者打击。而是

需要教师不断地鼓励学生，引导学生，温柔得安抚学生内心的恐惧

情绪，学生最终才可能走出其为自己设置的心理束缚，最终变得更

有胆气。到当前高校游泳教学中这样的鼓励式教学其实并不多。 

二、高校游泳教学中情绪调节教学模式的应用 
（一）帮助学生对游泳课程有更大的积极性 

高校中有些学生对于游泳课程表现得非常不积极，可能是因为

其本身对游泳课程有些畏惧，也可能是学生对游泳课程的重要性不

理解，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原因，学生的这种不积极学习态度对

实际的游泳课程学习是有着极大硬性的[2]。因此高校游泳课在进行

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于情绪调节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对游泳课的参

与兴趣变得更高。教师可以在游泳课教学之前引入一些有关于游泳

帮助救援落水者，游泳者自救等的故事，激发学生对未来自己掌握

相应能力后生活的畅享，进而激发学生对游泳课程的极大兴趣，帮

助课程更顺利开展。 

（二）引导学生走出其对于游泳的胆怯心理 

虽然高校中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对游泳课程存在畏惧心理，但很

多从未接触过游泳课程的学生的确会心存胆怯，如果这种恐惧情绪

并不深，那么教师通过日常的教学就能够帮助学生突破自己。但如

果学生性格本身就比较腼腆，胆小，那教师就必须对其畏惧心理更

正视一些。教师在此时可以借助于情绪调节的方式来帮助学生不要

过多地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游泳如何恐惧这一问题上，而是

去想象一下现在水流中的舒适感受，或者畅想一下自己在水中自由

来往的美好，转移学生的恐惧心理，再通过温柔的教导方式帮助学

生逐渐掌握游泳技巧。 

（三）激发学生的更强挑战心理 

高校游泳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借助于情绪调节的教学

模式来帮助学生产生更强烈的挑战心理。高校学生大多数都是比较

意气风发的，对于很多挫折磨难不但不会畏惧，还会有自己一定可

以的征服欲望[3]。高校教师在教导学生游泳课程的过程中还可以借

助于学生可能会有的这一情绪来帮助学生能够在游泳学习过程中

越搓越勇。比如说定期发布游泳课程学习挑战任务，造成挑战的学

生可以获得一定奖励。或者组织学生进行班级内部或者班级间的比

拼，以此激发出学生更强烈的挑战情绪。 

（四）满足学生的小小虚荣心 

高校游泳课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去满足学生的小

小虚荣心。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如果获得某一个小小的成功，其

自己内心肯定是非常高兴且为自己感到自豪的。而如果教师可以在

学生的这种成功时刻给予恰当的表扬与鼓励，学生就会意识到自己

的成功是有观众的是获得他人认可的，学生的开心情绪会更深一

层，在游泳学习上也会有更多的内动力。因此，高校教师在教导学

生游泳课程应用情绪调节教学模式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满足学生

的小小虚荣心，给予其更积极的学习情绪，促进学生游泳学习更进

一步。 

三、结束语 
高校在进行游泳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应用情绪调节教学的

模式来帮助学生在游泳课程的学习中变得更积极，通过鼓励，引导

来帮助学生打破自己对于水的固有认知以及畏惧情绪。帮助学生在

实际游泳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变得更大胆，能够积极勇敢地不断

尝试各种游泳动作和技巧，愿意下水，更喜欢练习与游泳相关的各

项动作，尽快掌握这项对自己生命保护极为有用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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