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4卷 第2期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Vol.34 No.2
2020年3月 JournalofHebeiSportUniversity Mar.2020

体育专业大学生课堂学习体验与反思

毛雪晨

(上海体育学院 心理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访谈法和统计法等,对体育专业大学生课堂学习体验进行调查分

析。结果显示,较非体育生,体育生专业认同感较强,学校认同感较高,学习目标设置比例较高而计

划实施水平不高,体育生与非体育生均以外生学习动机为主,学习投入水平不高且学习问题较多;对

于当前的教学形式与方法、教学内容、教师、作业、成绩评价和奖学金评定也都有新的要求。提出,
课堂教学需在内容、方法、形式上进行改革,增强教学的互动性,教学内容尽量满足学生求知需求,
教师要多关心关注学生,布置作业要兼顾难度和趣味性,注重教师魅力塑造,建立形成性学习评价为

主的成绩评价体系及多元化的奖学金评定体系,为推动大学体育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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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教育部印发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

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指出

“要加快建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因人制宜的教

育;引导高校分类发展,建设优势特色专业。”[1]

体育院校教学改革,既要注重 “教得好”,更要

注重 “学得好”,推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

的个性化教育。相对于非体育生,体育生教育要

尤其突出其性格特点和专业要求[2]。根据人本主

义的教学观和构建主义的学习观,只有深入了解

体育生学习主观体验,揭示不同年级、性别学生

的学习特点和发展需求,才能有针对性地对课堂

教学做出恰当的改革和调整。

1 调查对象

以江苏某高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采取分层抽

样,其中体育生1019人 (56%),非体育生806

人 (44%);男生769人 (42%),女生1056人

(58%);大 一 562 人 (31%),大 二 421 人

(23%),大 三 340 人 (19%),大 四 425 人

(23%),专转本77人 (4%)。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调查法

《高校学生学习体验调查问卷》是结合赵辉、
陈劲松编制的 《课堂教学评价指标学生调查问

卷》[3]及吴艳、陈永明编制的 《大学课堂教学危

机学生调查问卷》[4]改编而来。经检验,问卷的

信度效度较高。该问卷共41题,分为2个子项

目:学习体验和课堂教学评价。学习体验包括专

业认同感、学校认同感、学习动机、学习目标与

计划、学习投入;课堂教学评价包括教学内容、
教学形式与方法、教师评价、作业布置、成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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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奖学金评定指标。发放问卷2000份,
收回有效问卷1825份,有效率91.25%。

2.2 访谈法

结合问卷内容随机抽取100名在校大学生进

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结果将作为问卷调查结果

的重要补充和分析参考。

2.3 统计法

运用SPSS21.0统计软件,分别使用描述统

计、卡方检验、T检验等方法对问卷调查结果进

行处理。

3 体育生学习体验的调查与分析

3.1 专业认同感较强

专业认同感是指个体表现出来的对所学专业

的认可情感,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去学习和探究,
并愿意将专业或相关职业作为个人终身发展的目

标等一系列认知、情感和行为[5]。Michael研究

指出,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越高,学习灵活性越

强[6]。因此,专业认同感具有能动性,可以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行为,开发潜在学习能力。
相较非体育生,体育生专业认同感较高 (P

<0.01)。81%的体育生表示,是自主选择本专

业,不仅喜欢且认为有价值,愿未来从事相关工

作。这与学校提供的师资力量、专业教学设备保

障、学科难易度及就业难易度有关。
体育生专业认同感性别差异不显著 (P>

0.05),但年级差异非常显著 (P<0.01)。从大

一至大三,学生专业认同感逐渐下降,到大四回

升。体育生对专业认知与专业实际情况存在偏

差。大一学生对专业充满憧憬,以为专业学习很

有趣。但深入学习发现,专业学习较为枯燥和艰

苦,于是出现认知矛盾。同时,除专项课外,面

对一些理论性课程,学生表示不理解开课意义,
学习没动力。但学生从事实习、毕业论文或备研

时,发现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大四专业认同感又

出现回升。
为提高体育生专业认同感,老师需注重引导

学生对专业的理性认知,了解不同学科、专业的

内涵和意义,通过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激发其对

专业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适当调整课程结

构,比如在大二和大三学年提高理论结合实践的

课堂教学比重,以满足不同年级学习需要。此

外,学校要了解学生对不同专项的学习需求,结

合专项特色提供多元化学习路径。

3.2 学校认同感较高

学校认同是指大学生对其所处学校的接受与

认可,以及对其群体身份在情感上与价值观上的

重要性的认知[7]。强烈的学校认同感能够激发学

生对学校的荣誉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对学生更

主动地适应和参与学校活动、自觉维护和建设校

园形象具有促进作用。
较非体育生,体育生对学校认同感较高 (P

<0.01),且性别差异非常显著 (P<0.01),男

生学校认同感比女生更高。这与学生对学校的期

望值不同有关,也与学校对专业的重视程度有

关。70%的学生对学校认同感较高,且愿意主动

宣传推广学校;访谈得知,少数学生对于学校认

同感不高,与学校教学设备老旧、规章制度严

格、食堂菜式较少、体育馆场地拥挤、学校地理

位置较偏等客观因素有关,也有心理因素的影

响。不少学生表示,受大众媒体和家长老师的影

响,以为大学生活无拘无束,不用像高中那么辛

苦。上大学后却发现,学习并不轻松,这种理想

与现实差距,造成部分学生学校认同感不强。
为提高体育生学校认同感,一方面建议突显

办学特色和优势,在不同专项和年级合理分配教

学资源和公共体育资源。同时,大众媒体应该客

观报道和如实反映大学生活,减少学生对高校生

活的错误认知。

3.3 外生学习动机为主

学习动机是指引发并维持学生的学习行为,
并使之指向一定学业目标的动力倾向[8]。学习动

机分为内生动机和外生动机。内生动机是指由学

习活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引起的动机,比如学

生努力学习是因为他们感兴趣、好奇、能在学习

中获得乐趣。外生动机是指由学习活动之外的诱

因引起的动机,比如学习努力是想在考试中获得

好成绩、得到奖励、获得工作或是为了他人等。
不同的学习动机是可以彼此促进和转化的。黄希

庭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将学习

动机分为物质追求、小群体取向、个人成就、自

我实现和社会取向[9]。
体育生与非体育生学习动机差异不显著 (P

>0.05),均以外生动机为主。体育生学习动机

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物质追求、小群体取向、
社会取向、自我实现、个人成就。性别差异不显

著 (P >0.05),年 级 差 异 非 常 显 著 (P <
0.01)。从大一到大三,体育生随年级增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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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动机从内生转向外生,大四又转向内生。学生

表示,刚上大学时,对专业单纯喜欢,但随着年

龄增长,面临择业压力,关注点会向物质、功利

方向转移,到大四经历实习和论文写作后,又重

拾对学习知识本身的喜欢。
根据目标期待理论、强化理论和需要层次理

论等对教师激发和培养体育生的学习动机提出以

下建议:①增强学生自我效能感,根据学生的不

同水平设置目标,帮助学生获得胜任感和体验学

习进步的快乐;②及时反馈学习结果,关注学生

学习动态,善于运用表扬而不是物质奖励,不断

强化学生的内生学习动机和良好学习行为;③布

置有趣味性的作业,合理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

带着问题去思考,激发自主探究的乐趣。

3.4 学习目标设定较多而计划实施水平不高

学习目标和计划的制定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

学习投入度、减少学习拖延,同时还可以增强主

观幸福感。朱丽芳研究湖南5所高校共1100名

大学生发现,学业自我概念、学习目标直接影响

大学生的学习坚持性,这两因素可解释学习坚持

性32.2%的变异[10]。因此,学习目标和计划的

制定是衡量学生学习态度与行为的重要指标

之一。
相较非体育生,体育生目标设置比例较高

(P<0.01),同时性别差异不显著 (P>0.05),
年级差异非常显著 (P<0.01),这表明学业期

间学生对自己的认知和目标会出现波动。大一学

生有较为清晰的目标,但经过一年学习及与老

师、同学的相处等,自我认知出现矛盾,到大二

大三更多人表示正在了解自己,寻找目标,但目

标不清晰。到大四时,学生目标清晰起来,更多

人表示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付出行动。
在计划制定并实施部分,体育生与非体育生

差异不显著 (P>0.05),整体水平不高。只有

10%的学生表示,有自主制定计划并实施的习

惯;35%的学生在他人要求下才会制定计划并实

施;33%的学生虽尝试过自主计划,但很难实

施;22%的学生没有制定计划的习惯,即使有要

求,也不一定能实施。该结果显示性别差异不显

著 (P >0.05),年 级 差 异 非 常 显 著 (P <
0.01)。专转本学生在目标设置和计划制定方面

优于其他学生,可能与其通过自主学习考上本科

的经历有关。
学生在大学期间被赋予自主发展权,给予较

大的空间让其自我探究与规划。但大部分学生经

历长期应试教育后,并没自主制定目标的习惯,
也没有掌握制定计划的方法。这就需要老师及时

对学生施加引导和帮助,比如通过课堂授课,将

目标设置理论教给学生,让目标本身起到激励作

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行为。学校可通过兴趣

小组、社团活动等方式,教授计划制定方法,鼓

励学生自我规划与实施。

3.5 学习投入水平不高,学习问题较多

学习投入是指学生对学习的一种持续的、充

满积极情感的状态,以活力、奉献和专注为主要

特征。体育生与非体育生学习投入度差异不显著

(P>0.05),均不高。约64%的学生将课堂作为

获得知识技能的唯一来源,上课听课,下课不会

花时间练习;17%的学生虽上课不听,但课下会

主动练习;14%的学生课上课下都主动学习;

6%的学生课上课下都不学习。该结果显示性别

差异不显著 (P>0.05),但年级差异非常显著

(P<0.01)。大一至大三学生,随年级增高,课

下自主学习比例提高,但上课认真听课比例降

低,说明课堂对学生吸引力在降低,这需引起学

校和老师重视。这与除专项课外的课堂教学重理

论轻实践有关。近一半学生认为,文化课所学知

识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有些课程没意义。
对自己学习状态的评价方面,83%的体育生

学习状态没有高中时认真。在学习困难方面,

42%的体育生学习很难集中注意力;30%的体育

生在没有他人督促或考试压力的情况下,很少主

动学习;25%的学生一学习就疲倦;只有32%
的学生不存在以上学习困难状况。可见,学习效

率降低是体育生面临的普遍问题,且性别差异不

显著 (P>0.05),但年级差异非常显著 (P<
0.01)。大二学生最难集中注意力。

老师应对不同年级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

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正确的学习方

法,尤其要关注大二学生。老师需及时调整自己

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

生的注意力重回课堂,提升学习状态。

4 体育生课堂教学评价结果与分析

4.1 课堂教学参与感、自主感和互动感差

体育生以外向型人格为主,他们活泼爱交

际,喜欢参与感较强的课堂。但体育生对课堂教

学与讲座、网课的认知区别越来越小,近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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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表示,比起课堂教学,更愿意听讲座和网

课。63%的体育生表示,希望课堂教学以学生分

享为主,老师教授为辅 (男生对此需求比女生更

强烈,P<0.01)。现在的课堂,除体育专项课

程外,其他课程几乎是老师在教,学生在听,学

生缺乏参与感、自主感和互动感。
增强课堂教学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是课堂教学

改革的突破点[11]。建议课堂教学要区别于讲座、
网课的教学形式,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增

加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和反馈行

为,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和参与者。
学生课堂发言是与老师交流最普遍的方式。

66%的体育生希望老师主动喊自己发言,34%的

体育生并不希望老师主动喊自己发言。学生表

示,并不是不愿意课堂交流,只是不想通过老师

点名的方式被动发言。该结果显示性别差异非常

显著 (P <0.01),年 级 差 异 不 显 著 (P >
0.05)。男生更愿意被老师点名发言。可见让学

生参与课堂,需要老师根据体育生的性别特点适

当选择方法。

4.2 课下关注学生不够

超过70%的体育生表示,希望老师关注自

己,希望得到老师学习、生活上的帮助。60%的

学生表示,希望可以与老师有更多的课下交流机

会。50%的学生表示不知道课下如何与老师交

流。66%的学生表示,更愿意通过网络方式与老

师对话。该结果显示性别差异非常显著 (P<
0.01),年级差异不显著 (P>0.05)。男生比女

生更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因此,一方面要提倡

老师与学生的交流;另一方面,要考虑学生的不

同需求与性格特点,因人而异选择交流时间、渠

道和方式。

4.3 对教师魅力塑造有新要求

影响体育生听课质量的因素,排名第一是课

程意义性,排名第二是学生对教师的喜爱程度。
按体育生的喜爱程度从高到低排序,教师的特质

依次为:幽默、社会经验、博学、潮,尤其是教

师的性格魅力更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
性别和外貌也是影响教师魅力的一部分。虽有

67%的学生表示,比起外貌,更在意教师的人格

魅力,但实际听课中,41%的学生表示,如果老

师打扮时尚或外形靓丽,会更认真听课,且性别

差异、年级差异、专业差异均非常显著 (P<
0.01)。男生更易受老师外貌吸引,大二学生更

易关注老师形体仪表,体育生更喜欢上异性老师

的课。
可见,学生对教师的偏好正在发生转移,从

过去的知识型转向现今的魅力型。这对当代高校

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好老师须是好 “演员”,
能够适合不同授课对象和授课内容的教学需要。
保持年轻心态,接受新鲜事物,从内外两方面塑

造自己,也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一种方式。

4.4 对作业要求有深度有趣味

体育生对作业属性的期待按重要性排序依次

为:学有所用、任务有趣、与成绩挂钩、喜欢作

业形式。该 结 果 显 示 性 别 差 异 不 显 著 (P>
0.05),但年级差异非常显著 (P<0.01),年级

越高,学生对作业的意义感要求越高,对趣味感

要求降低。
关于作业难易要求,41%的学生希望作业为

中等难度,37%的学生希望作业简单一些。该结

果显示性别差异和年级差异均非常显著 (P<
0.01),女生对作业难度要求的两极分化比男生

显著,大一、大二和大四比大三更期望作业有一

定的难度。
关于作业完成的形式,60%的体育生愿意分

组完成作业而不是独立作业。该结果显示性别差

异和年级差异不显著 (P>0.05)。
因此,作业设置应考虑到不同专项、年级体

育生的差别,注重作业的实践性和趣味性,要能

够激发学生课后学习兴趣。老师如布置分组作

业,需引导学生合理分工,在评分时要公平衡量

每个组员对小组作业的贡献。

4.5 对教学内容有用性的认识影响满意度

对课程本身的认同感是影响体育生接受课堂

教学的主要因素,63%的学生表示觉得这门课对

自己有用就愿意听课,且不存在性别年级差异

(P>0.05)。然而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的满意度

并不高。80%的体育生表示,除专项课外,其他

课堂不都有意义,所以有些学生选择课下学习,
有些学生表示选择性听课。该结果显示性别差异

和年级差异均非常显著 (P<0.01)。男生比女

生在选择课程上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女生比男

生更会在课下花时间学习。大四学生的求知欲高

于低年级的学生。

43%的学生表示,希望老师可以在课堂中多

传授些课外知识,37%的学生希望老师专业知识

更精通,该结果显示性别差异和年级差异均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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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P<0.01)。男生比女生更希望老师讲授

课外知识,女生比男生更希望老师多讲授专业知

识。随年级增高,学生对老师讲授课外知识的需

求逐渐下降,对老师的专业能力要求逐渐提高。
可见不同性别、年级的体育生对课堂教学内

容的需求也不一样,有的更看重知识的广度,有

的更看重知识的深度。因此,老师不但需要扎实

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同时还能根据不

同学生的需求,灵活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和侧

重点。

4.6 成绩满意度不高,更看重形成性评价

体育生认为,学业评价的内容按重要程度排

序应为:平时表现、期末考试、出勤率、课后作

业。结果显示性别差异和年级差异均非常显著

(P<0.01),男生更看重平时表现而女生更看重

期末考试成绩;除大二以外,其他年级更注重课

堂平时表现。学生认为的成绩评价指标不一定是

合理的,但反映出学生更希望老师注重学生的学

习过程而不只是学习结果。
在对自己成绩的满意度方面,48%的体育生

对自己的成绩表示满意,而52%的学生认为自

己的实际分数比应得的要低。该结果显示性别差

异和年级差异均非常显著 (P<0.01)。虽然女

生实际成绩往往高于男生,获得的奖学金也多于

男生,但是女生在成绩满意度上低于男生;除大

四外,学生成绩满意度随年级增高而增高。体育

生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擅长领域,虽

然有些学科自己取得的分数不高,但自己已经尽

了最大的努力,希望老师在成绩评定中可以给予

鼓励。
成绩评定不单是老师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工

具,还应对学生起到激励、引导的作用。因此,
成绩评定不仅要反映学生的学习结果,还应反映

其学习态度和学习过程。学业评价应该是动态多

元、因课因人制宜的。要根据不同专业、年级、
学生的特点,设置适合的成绩评价体系。

4.7 奖学金评定认同度不高

体育生对目前的奖学金评定体系认同度并不

高。53%的学生认为,奖学金应体现个人的综合

实力,而现有奖学金评定指标更多侧重于学生的

学科成绩而轻视实践能力。14%的学生表示每年

都可以获得奖学金,32%的学生表示得到过奖学

金,54%的学生表示从未得到过奖学金。72%的

学生表示,奖学金对自己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会

根据奖学金的评定指标来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
此结果显示性别差异和年级差异均非常显著 (P
<0.01),女生获得奖学金次数多于男生,女生

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失落感强于男生,在奖学金评

定上女生比男生更看重期末成绩的比重;大四比

其他年级学生更看重实践能力在奖学金评定中的

比重。
以往的奖学金评定,不同专项、不同年级却

采用同一标准,不利于学生的特色培养和多元发

展。高校应根据不同专项特色和年级差异,设置

差异化的奖学金评定指标,体现不同人才培养目

标和社会需求,引导学生成为具有特色专业素养

的复合型人才。

5 结语

体育生学习体验总体较好但学习问题较多,
体育院校现有的教学工作在激发体育生学习兴趣

和潜能上还不尽如人意。学校和教师须以学生发

展为中心从教学方式调整、教学内容选择、作业

布置、成绩评定和教师魅力塑造等方面综合施

策,进行系统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优化体育

生的主观学习体验,提升人才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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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LearningExperienceand
ReflectionofCollegeStudentsMajoringinSport

MAOXuechen

(SchoolofPsychology,ShanghaiUniversityofSport,Shanghai200438,China)

Abstract:Bymethodsofliterature,investigation,interviewandstatistics,thispapermakesaninves-
tigationandanalysisontheclassroomlearningexperienceofcollegestudentsmajoringinphysicaledu-
cation.Theresultsshowthatcomparedwithnon-sportmajors,sportmajorstudentshaveastrong
senseofprofessionalidentity,ahighersenseofuniversityidentity,ahigherproportionoflearningob-
jectivesbutalowerlevelofplanimplementation.Bothnon-sportmajors,sportmajorstudentsare
mainlymotivatedbytheirexteriorlearningmotivation,withalowerleveloflearninginputandmore
learningproblems.Forthecurrentteachingformsandmethods,teachingcontent,teachers,assign-
ments,performanceevaluationandscholarshipassessment,therearealsonewrequirements.Itis
suggestedthatclassroomteachingshouldbereformedincontent,methodandformtoenhancethein-
teractionofteaching.Thecontentofteachingshouldmeetthestudents’demandforknowledgeas
muchaspossible.Teachersshouldpaymoreattentiontostudents,giveconsiderationtothedifficulty
andinterestofhomeworkarrangement,payattentiontotheshapingofteachers’charm,establish
performanceevaluationsystemwhichisformativelearningevaluationorientedandadiversifiedschol-
arshipassessmentsystem.Thisstudyishopefullyhelpfultoprovidereferencefortheteachingreform
ofsportmajorinuniversities.
Keywords:studentsmajoringinsport;learningexperience;identity;learningmotivation;teaching
evaluation;teachingreform;teacherc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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