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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体育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 
◆蒋毅冰 

（云南省临沧市永德一中  云南永德  677600） 

 
摘要：在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是素质教育改革的宗旨。

如何在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呢？本文主要从转变教育观

念、调动学生学习的情趣，认真钻研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情

感，不断钻研业务、善于调节学生情绪三个方面来论述体育教学中如何

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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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意志品质是个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
素。在体育教学中有目的培养学生克服种种困难完成意志行为, 
是体育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一、转变教育观念，调动学生学习的情趣 
情趣是指情感与兴趣。而情感是指人对客观食物所持的态度

和体验。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爱好某种活动的倾向。
教学中，情与知的出现，常常是一先一后，互相促进的。当学生
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情绪饱满时，有助于学生将潜在的各种心
智技能充分发挥，这时学生注意力集中，思维活跃，对于知识一
听就懂，一学就会。反之，情绪不佳时，学生神不守舍，任老师
怎样讲，呆若木鸡，什么也学不进去这就是情绪的作用。 

（一）精心设计课堂“导入”，激发学习兴趣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精彩的课堂导入不仅能很快地

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还会把学习当成一种乐趣，促使教学任
务顺利完成。所以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精心设计好导入，
一开始就充满趣味，让学生兴趣盎然，产生激烈的欲望，从而使
学生在愉快的心情中跨进知识大门。教学中，教师要激趣导入。
激趣导入提倡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活动，除常用的口令外，还
可以采用手势法、击掌法、伴奏法、模仿法、游戏法等，各种方
法因课而定，有机结合，使内容更加新颖，为下一部分教学打好
基础。 

（二）合理安排游戏内容，不断变化游戏方法，激发和提高
学生兴趣。 

几乎所有的体育游戏都带有集体性，特别是分队游戏体现更
为突出。因此，在教学中，我根据教学的目的、任务、内容、学
生生理、心理特点，设计、创造多种多样的活动内容，使内容以
游戏的形式出现，游戏集趣味性与技术性于一体，这样就能吸引
学生主动地投入到体育活动中去，就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三）经常将音乐、舞蹈引进课堂 
让音乐进人体育课堂，借助各种各样健康、快乐的音乐来创

设体育课中的情境。教学中，我经常根据一些音乐自编一些韵律
舞蹈，有时让学生跟着音乐自主活动、自主练习，来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这样，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又在不知不觉中完成
了教师所要求达到的负荷量，学生学习起来则会感到“课进行，
趣更浓”。 

二、认真钻研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 
积极健康的情感对良好的意志品质的养成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科学实验表明，人在愉快的时候工作，不知疲倦，可以坚
持更长时间。教学中，我善于根据教材内容特点，运用生动丰富、
变化多样的教学方法来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激发学生积极健康
的情感体验。 

（一）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动机的培养是把社会和教育向学生提出的客观要求变成他

们自己的内部学习需要，是指学生从没有学习的需要到产生学习
需要的过程。所以，要求体育教师应立足于上好每节体育课，使
学生兴趣盎然、精力充沛的投入到教学中去。久而久之，他们的
动机水平就会提高。 

（二）培养学生的情感，调节运动能力 
机体工作能力发生变化时情感体验也发生明显、复杂的变

化。因此要求教师要善于运用情感的功能和调节行动的能力，来

培养学生善于支配和控制情感，承受大的运动负荷，努力完成学
习任务。课堂上，通过接力比赛不仅可以发展速度、协调能力，
还可以培养学生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配合默契的责任感和集体
荣誉感，使学生从中体验到自豪、幸福、愉快等情感，这些情感
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学生的人生观形成。 

（三）遵循教学原则，让学生体体验成功的快乐 
成功往往可以使学生在技术动作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肯定自

我反应，这种心理肯定可以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去探索，去求得学
习上更大进步。这就要求教师在每一堂课上应最大限度地为学生
创造更多成功机会，特别是当遇到学习内容较难、较大不易成功
时，教师应在遵循基本技术原理和教学原则基础上，根据学生实
际情况适当降低要求，使之初学时更多地感受到成功的体验，然
后再逐渐加大难度，这样学生就不会因为动作难度大而产生心理
障碍。 

三、不断钻研业务，善于调节学生情绪 
在体育教学中，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和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

都不是简单机械地传授，而是通过学生积极活动来实现的。 
（一）教师对学生积极性的影响 
体育教师的情绪状态对学生情绪起诱导作用，体育教师情绪

振作与沮丧、高涨与低沉都会对学生学习积极性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因此，教师应以精神饱满，热情洋溢的姿态出现在课堂，
用自己积极的情绪去感染学生。教学中，讲解简明扼要、条理清
晰、语言生动、示范动作准确、协调、优美，学生就会很快领会
动作要领;采取生动、活泼、多变的教法吸引学生注意、启发思
维就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情绪体验对学习积极性的影响 
学生的情绪体验直接影响着学习成效和体能的发挥，当学生

情绪稳，有着轻松感、满意感时，就能激发他们强烈的学习动机。
因此，教学要因人而异，采取相应的教学手段来发挥学生性格中
的积极特征，发扬个性特点中的精神力量，有目的地调解学生情
绪是完成学习任务的重要因素。教学中，除了加强课前心理准备
之外，还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必要措施： 

1、调整呼吸自我活动法 
利用练习间歇，让学生通过轻松地活动手脚，走步，有意识

地放慢节奏的呼吸，使心情平静一下，从而有效地稳定学习情绪。 
2、自我暗示法 
当学生在练习时感到精神紧张、胆怯或被某种消极想法所困

扰时，可采用命令自己放松的词语来暗示和提醒自己，或使负性
思维中断，代之以积极的内心想象。 

3、动作表象法 
体育教学中抓住时机，针对复杂技术、动作难点，让学生微

闭上眼睛，稍做沉思，在脑中重现正确的动作形象并体验成功完
成动作的用力肌肉感觉，使意识处于高度集中状态，提高动作技
术的表象练习效果。 

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有利于从过去单纯
的生物体育观，向生物、生理、社会、教育综合体育观转变，能
有效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和社会适应能力，能逐步摆脱
“应试教育”的干扰，发挥体育教学的“教育功能”，让学校的
“阶段体育”向“终身体育”转变，最终实现体育与健康的完美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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