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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教学中应注意运用“有效教学”理论的激励策略，保持学生最佳

激活水平，实现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目标激励与期望激励有机结合，并区别

对待学生的个性化实际，采取不同的激励方法和评价手段，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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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the incentive strategy of "effective teaching" theory, keep the best level of students' 

activation, realiz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centives, target 

incentives and expectation incentives, and treat students' individualized reality 

differently, adopt different incentive method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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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和现代人健康观念的转变，人们对学校体育的

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体育教学、课外活动在内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如何遵循体育教学规律来实现教学效率的最大化、促进学生身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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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便是当前体育课程改革时期体育教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之一。“有

效教学”理论便是这一问题提出和解决的重要依据。

１　“有效教学”理论及其对体育教学的影响

“所谓有效教学，是指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尽可能少的时间、

精力和物力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教学效果。”“有效教学”理论特别强调教

师对学生的激励作用，认为学生在课堂中的每一个环节的完成都有赖于教师有

效的教学和激励。

与其他课程教学相比较，体育教学环境的开放性、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

运动技能学习的重复性等特点决定了体育教学的干扰因素更多、组织实施难度

更大、更需要实施“有效教学”。体育活动本身又具有实践性特点，学生必须

多次的去跑、去跳、去模仿、去练习、不断地改正出现的错误才能逐渐熟练地

掌握动作技能，苦、累、危险等经常是伴随在体育活动过程中的；学生要想参

加体育活动，本身就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再加上学生在跑、跳、模仿、出错及

接受纠错时，经常是在众多学生和其他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害怕失败后别人耻

笑等原因也会使学生产生羞怯心理，从而影响其学练。这时老师的激励就更为

重要。

２　体育教学中运用“激励策略”提高教学有效
性的思路

2.1  保持学生最佳激活水平的策略

心理学研究显示：当面临即将来临的某件事物时，人的激活水平与最后的

绩效相关。而人们一般在中等水平激活状态的时候感觉最佳，可能创造出最佳

的绩效。

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把握对学生的激活水平，从而引导学生最有效的

学习，激活水平过高和过低都会影响学习效果。对于简单的教学任务采用较高

一些的激活，但对于复杂的教学任务，则使用略微低一些的激活则更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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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强调可能出现的不良结果，激励学生认真对待所学技术动作，给予心理和

行动上的支持，以帮助学生达到中等激活水平——即有充分自信而不过度焦虑、

恐俱。

2.2  选择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的策略

内在激励是指学生给予自己的推动力，外在激励是指学生通过寻求外在奖

赏或诱因而获得的推动力。内在激励更具有效性、长期性。在体育课堂教学中

教师既需要使用内在激励，也需要使用外在激励，因为两者总是独立而变化的。

教师在课堂中应注意到不同的学生可能受不同激励的影响。

体育教师在教学中运用两种不同激励方法时应注意：外在激励的可能会削

弱内部动机，因过多的外在激励会使学生仅关注于外在的奖励（如：分数、金钱、

奖品、教师的表扬等）而忽视了学习体育本身的乐趣和健身价值及获得的进步。

2.3  不同成就动机学生的激励策略

体育课教学中学生会有不同的学习动机，大致可以分为需要权力、需要亲

和和需要成就三种情况，我们应根据这些不同动机类型学生的特点选择合适的

激励方法、有效地激励他们。

对待有权力需要的学生，体育老师可以让他（她）担任某一个项目的领导，

并引入竞争机制，给予他（她）充分展示个人能力的机会，将这种天性引向有效的、

积极的活动中，激发其潜能的充分发挥。

对于具有亲和需要的学生来讲，他（她）们非常喜欢和人保持一种亲密的

关系，并很愿意成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但对争论和竞争感到焦虑不安，激励

他（她）们的最好方法就是小组合作学习，要强调创造性的活动，在群体互动

中发挥最大潜能，取得最优学习效果。

具有成就需要的学生则总是强烈地希望成功，战胜别人，成绩卓越，有较

强的独立性。激励这类学生的最好方法是满足他（她）自我决定的需要，在教

学中给他（她）独立接受挑战的机会，获得有价值的反馈和成功的体验可以对

他（她）产生较大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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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目标激励与期望激励的策略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教师引导学生把总的目标划分成若干小目标，然后监

督每一步骤的进展，其最终的学习是最有成效的。在体育课堂教学中就可以使

用目标激励的策略，将学习内容分解成若干个“小任务”，并激励学生主动努

力完成“小任务”，并学会自我控制，从而获得更大的内在激励。

在学生目标难度保持不变的情形下，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可以帮助学生取

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体育教师在教学中的积极期望和反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

励学生，所以教师应尽可能地给予学生积极的反馈

2.5  不同归因倾向学生的激励策略

在教学中，学生能否进行成功而有效的学习不在于他们之间能力的差异，

而在于他们在遇到同样的任务（挑战或困难）时有不同的反应：强调内部归因

的学生会从个人努力的角度去着手解决问题，并不断自我调整；而强调外部归

因的学生会强调客观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在遭遇失败时退缩，不愿再努力去尝试。

认识到个人努力与勤奋的学生，更容易被激励，也更容易取得成功。

2.6  课堂评价的策略

（1）及时、准确的形成性评价。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达到强化正确、

修正错误，形成个人努力寻找差距的良好心理需求。

（2）激励性评价要适时、明确和完整，并保持较高的频率。充分运用激励

性评价不等于就不要指出不足和缺点，激励性评价应指出努力的方向。根据人

脑的记忆与遗忘规律，评价不及时会影响学习效果，“差生的出现往往是错误

积累的结果”。因此体育教师应在每项练习结束后作出及时的评价与反馈，激

励性的评价从第一个练习开始就始终伴随，不断为学生练习的积极性加温。

（3）区别激励与表扬。评价中的表扬是一种肯定，但千万不能过度使用表扬，

特别是为了“表扬”而“表扬”，因为当教师的表扬与学生自我评价不一致时，

学生的感觉并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觉得教师没有真正理解自己，阻碍了有效的

师生沟通。而且被过度表扬而产生的紧张是让人难以承受的重负。不如让学生

在激励中找回真实的自我，勇敢自信地面对自己的不足，学会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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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调评价的多向性。在体育课堂教学中，特别是在合作学习或探索性

学习中，大量的评价存在于学生之间，要引导学生在互相评价中自觉使用激励

性评价方式。另外，还应鼓励学生在自我评价中用良好的自我暗示，保持有效

的学习状态。

（5）避免过度激励。在同一段时间内要避免对同一对象进行过于务，让更

多的居民享有基本的公共体育服务。应加大全民健身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健身意识，将社会弱势群体的体育服务融入到

整个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去，针对不同弱势群体的特点，提供相应的特殊服务。

同时，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力量兴办公共体育事业的积极性，大力推进体育

社会化、生活化、品牌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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