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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教育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秦宏连 

（上海海事大学） 

 
摘要：本文结合高校体育教学工作开展现状，探讨了赏识教育教学中发

展应用的策略，分析了其应用的价值和意义，希望能够更好的促进高校

体育教学的发展，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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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教育是以尊重人的差异性为基本出发点，以人性化教育
为基本理念，在教学中其关注学生的个人特点，注重对学生进行
激励和鼓励。在教学工作中，教师与学生始终处在一种相对平等
和尊重的氛围中，学生能够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重视，其本质上
“爱的教育”，有助于学生自信心的树立，对于学生三观的构建
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将其应用到体育教学活动中，有助于教学
的长远发展。 

一、赏识教育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1、转变教师教育观念，树立赏识教育理念 
教师是各项教学活动的执行者，在体育教学工作中要想成功

贯彻赏识教育理念，首先需要转变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树立正
确的体育教学观和学生观。日常教学中教师要平等的对待每一个
学生，如针对身体素质差，在体育课堂上表现一般的学生，教师
应当注意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要注意维护学生的自尊
心，针对不同需求的学生进行有效的指导，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赏
识，使他们明白自身的独特性，看清自身存在的潜力和价值，帮
助学生树立学习的自信心。 

2、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充分挖掘体育教学资源中的赏识
因素 

赏识教育从形式上来说是一种群体教育和个体教育相结合，
相互联动的教育方式。从目标上来说，其是指教育者针对被教育
者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被教育者进行激励，进而激发
被教育者的内动力，使所有被教育者的潜力和优势能够得到有效
的发挥。在学习过程中，不同学生的能力及情况可谓是各不相同，
如针对身体素质不佳但是学习积极性比较差的学生，要鼓励其勤
奋，而针对身体素质差但是乐于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教师则应
当给予其学习的信心，针对意志力薄弱，体育锻炼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的学生要激发其意志力。在应用赏识教育时，教师要善于发
现，学会观察他们的弱点，并对其进行赏识。通过赏识建立良好
的师生关系，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症下药开展教学工
作，帮助学生掌握各项体育技能，促进教学的发展。 

3、以赏识为载体，构建体育人文教育平台 
课堂教学是实施赏识教育的主要途径，体育教师在课堂上应

用赏识教育资源时，要积极的转变自身的教学角色，可以与学生
建立朋辈式师生关系，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为构建体育人文教
学平台奠定良好的基础。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认识到
赏识只是帮助学生获取体育知识的一种手段和载体，要将赏识教
育渗透到的教学的各个环节及教学目标中，激发学生的自我表现
欲，使他们课堂上能够自如的展示自己，一步步的积累学生的自
信心，使其体会到成功的快乐和满足感，进而有效的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提升体育教学质量。 

二、赏识教育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实践研究与结果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赏识教育在体育教学中的作用及效果，笔者

尝试应用实验对其进行评价。本次实验选取两个班级各 45 名学
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实验前发放简单调查问卷，对学生的体育
基本运动技能、基本技术进行测验，实验结束之后，再次对相关
项目进行测验，同时，实验还需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及
教学效果的提升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分析赏识教育的积极作
用。调查所得数据采用 Excel 和 SPSS19.0 进行处理。 

本次研究试验周期为一个学期，两个班级一个为对照班级一
个为实验班级，其中对照组学生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讲解体育知
识，而实验组学生则将赏识教育理念应用到体育教学活动中，实
验前两组学生的体育基本运动技能、基本技术等无明显差异，学

习动机、学校效率等亦是如此（P＞0.05），而在实验后学生的各
方面情况却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在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两个班级的 45 名学生中，都有
近 50%的学生对体育课程极为感兴趣，认为体育锻炼对于自身发
展有积极作用，自己能够在课堂上感受到体育学习的快乐，而在
实验后，对照组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与实验前基本上一致无明显
的变化，但实验组的学生学习兴趣却大幅度增长，感兴趣的学生
从原本的 50%提升到 85%，他们表示在体育课堂上自己感受到
了体育锻炼的快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而在自身的体育
能力是否进步的评价中，实验班中学生的比例为 53%，而对照组
的比例则仅为 34%，实验组的不少学生表示自己之前的身体素质
差，在学习体育知识时，许多运动项目都不敢参与，害怕自己完
成不好体育项目，但是教师应用赏识教育之后，自己身上的优点
被教师挖掘，在课堂上经常性的鼓励自己，使得自己敢于挑战自
我，勇敢的跨出了第一步，完成了自己之前不敢尝试的体育项目，
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而在分析体育教学中教师是否尊重自己时，对照组的 22%
的学生表示自己在课堂上感受到了教师对自己的尊重，自己能够
在体育课堂上保持良好的心态，其中 40%的学生表示自己从未感
受到教师的尊重，还有一部分学生表示自己偶尔受到了教师的尊
重。实验组中有 57%的学生表示受到了教师的尊重，在课堂上经
常受到教师的鼓励、肯定和表杨，学习积极性大幅度增长。由此
可见，赏识教育相较于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能够更好的促进学生
的成长及发展。 

总之，赏识教育展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在体育教学中，教
师应当认识到赏识教育的积极作用，合理的应用该教学方法，激
发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主动的参与到各项学习活动
中，进而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体育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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