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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中大学生科学思维能力培养的策略 

康江龙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摘  要：科学思维方式的培养，不仅有利于大学生自身思维和认识能力的发展，而且也是大学生适应现代社会、
发挥智力和创造价值的有效途径。要利用体育教学中的讲授技巧和练习手段，将学生的身体活动与思维活动紧密
联系，着力培养大学生的独立思维、灵活而敏捷的思维以及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从而充分发挥体育教学的作用和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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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维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是运用比较、分
析、综合、归纳和演绎等方法发现事物客观规律的
过程。科学的思维方式具有对信息的选择、组织和
解释的优化功能，是信息处理和转换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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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thinking training can not only improve unviersity students’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ability, but 
also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o show their intelligence, and adapts to the rnodern socie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teaching meathods of how to use sports skill and teaching practice to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so as to bring the role of PE teaching into full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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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教学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
养学生身心素质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对学生科学
思维能力的培养。从大学生体育素质的整体表现来
看，由于受基础教育不完善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体
育的认知水平低，对体育运动技能及其相关的生
理、心理等知识了解甚少，多数学生在学习和实践
练习时，仍然仅仅依靠于感官认识(表象思维)，缺
少对新知识进行分析、比较、综合的抽象逻辑思维
能力。因此，如何在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

维能力，是新时期大学体育教学的重要课题。 

。
培养大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素
质教育和能力培养的首要问题。 

一、独立思维能力的培养策略 

体育运动主要是对运动技能的合理运用，是在
大脑支配下的表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形成与发展的
过程。在体育教学中，应结合体育运动的特点，从
以下方面加强大学生独立思维习惯和能力的培养。 

(1) 理实一体。体育教学主要是由理论知识和
身体实践练习两部分组成。在运动技能形成的过程
中，感官(视觉、听觉、触觉等)将技术模式清晰传
入大脑(表象思维过程)；大脑再经过对事物的内在
联系(如身体各部位、各关节的关系，人体与各种器
械的关系等等)的分析、判断、综合(辩证逻辑思维
过程)，从而进行自我调节(如动作速度的快慢、幅
度的大小，持续时间的长短等)，进而掌握技术动作，
建立动力定型[2]。在教学中，要遵循人的认识规律、
动作技能形成的规律、人体技能适应性规律、人体
生理机能活动能力变化的规律，进行科学讲解，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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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示范，严密地组织与合理安排练习，提高训练课
的质量，使学生从实践中来认识并掌握事物的规
律，树立主客观的统一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针
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单纯依赖感官学习的问
题，教师可通过多种讲授方式加强理性认识，培养学
生逻辑思维的分析和辨别能力。如各种方式的提问、
形象的比喻、精彩的示范等，也可通过写总结、开讨
论会、网络视频、电化教学等形式，引导学生通过比
较、分析、总结，并联系现实经历及其他学科知识，
寻找内在规律，发现问题并独立解决问题，有效地
把思维活动引向纵深[2]

(2) 正误对比。在教学中，特别是在练习的初
级阶段，学生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动作。教
师采用正误对比的方法，产生两种动作表象，启发
学生积极思考；分析自己的错误动作，找出原因；
运用已有的理论知识，寻求纠正的方法等

。由于独立思维能力的加强，
学生对各种技能要点有清晰、深刻的理性认识，在
独立实践练习中，可以有效地提高感性认识的深
度，事半功倍。 

[3]

(3) 独立表述。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思
维的外在表现。语言表述水平的高低，既能体现独
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是思维敏捷的反映

。通过
这种方式，促进逻辑思维的积极活动，又能加快运
动技能从泛化阶段向分化、自动化阶段的过渡。 

[2]。在对
某一内容（问题）练习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
析、归纳、总结与表述自己对练习的体会，分析动
作的错误及克服的办法等。在学生自学、自练、自
检、自我评价的基础上，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对
技术、战术及比赛的优缺点及时进行总结，从而提
高学生对体育科学的态度和勇于实践、勇于创新的
思想品质，引导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要全面、准确、
严密，合乎情理，符合实际[1]

二、灵活性和敏捷性思维的培养策略 

。通过这种方式，可
以训练大学生说话的逻辑性、概括性、系统性，促
进其形成准确而敏捷的思维活动，充分发挥大学生
独立思考的能力。 

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敏捷性是反映学生智力
发展的重要标志。思维的灵活性可以培养学生的发
散思维，即开拓学生的单向思维和多向思维，启发

引导学生善于思考问题、敢于联想问题和创新问
题。思维的敏捷性是指思维的速度，它反映了思维
的概括化、内化和简化的程度[4]

(1) 提高大学生的体育认知水平。思维的灵活
性与敏捷性主要取决于人的认知水平，即知识结
构。因为知识的广度是观察分析、概括总结的前提，
是独立地运用它去判断、推理、解决问题的基础

。加强学生思考的
速度，能让学生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灵活运用已
有的知识、技术、技能，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
抉择，从而促进机智、敏感、果断的思维的形成。 

[4]

(2) 加强学生对运动项目的全面练习。竞技运
动项目的学习主要包括身体素质训练、技术训练、
战术训练三大部分；身训、技训、战训的提高，是
思维能力提高的外在表现。因为身训的提高，会促
进专项技术的提高，专项技术的巩固和提高，可使
战术的运用更加灵活，而战术意识的加强，就说明
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提
高又可加速对新动作、新技术的理解与掌握，从而
又一步促进了新战术的形成。 

。
学生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如技术要领和练习方法
等)，在练习中就能运用知识去观察、分析动作结构，
迅速得出处理问题的办法，并提出新的对策。这样
就能更好地、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运动才能，促进
大脑思维活动的灵活性、广阔性和敏捷性。 

三、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策略 

思维的灵活性、敏捷性和科学性，最终是培养
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培养学生思维的创造性。而
思维的创造性是在独立思考、思维的灵活性、科学
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维的创造性实际上就是
“一切具有创新性质的思维”，是普遍存在的。如学生
在考虑和解决练习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时，会
不同程度地带有创造性[3]

(1) 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观察力是认识客
观事物的基本能力，是思维的“触角”。学会了观察，
具备了敏锐的观察力，才能及时而准确地发现变化
的新情况，采取新对策。培养学生的观察力，首先
要使学生明确观察的意义，激发学生观察的兴趣。

。在体育教学中，要充分
利用条件，不失时机地引导和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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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正误对比法时，让学生观察正确的动作，建
立正确的思维观念，再观察错误的动作，寻找不同
之处，这样在练习中既可以避免出错，又可以改进
提高动作质量。其次，要教会学生观察的方法。如
引导学生明确观察点，注意观察顺序，这样才能看
得深、看得准，发现新问题、新情况，否则将是看
到一大片，抓不住主要的。最后，要从培养观察力
入手，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因为没有观察思
维就会停滞僵化；没有思维指导，观察就是盲目的。
只有二者结合才会产生出创造力的火花。 

(2) 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对于掌握
动作技术，促进动作技能的形成与巩固，发展学生
的思维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在三级跳远训练中采
用“想象训练”，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联系袋鼠跳跃
动作的仿生特点，了解技术要领，了解动作结构和
合理分配发力结构，通过刺激大脑皮质神经活动，
加速对知识的理解；当大脑再受到实践练习刺激
时，引起思维活动的积极反应，就能有目的地达到
自我控制。 

(3) 激发学生思维的主动性。古人云，道而弗
牵，师生之间就会和谐；强而弗抑，学生之间就会
感到轻快；开而弗达，学生学习时就能独立思考，
这是善于启发诱导的结果。教学练习前，要注意引
导，利用学生好奇心理和求知欲，客观地、辩证地、
有预见性地分析练习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激发学
生对学习、训练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探索心理；同
时学习中引导他们联系已学的运动知识技术、技能
和相关知识结构。如在讲授足球的踢球动作时，要
启发帮助学生了解助跑路线、支撑脚站位、腿的摆
动、脚触球和最后用力等各环节，掌握相同与不同
之处，同时联系力学原理分析如何合理运用身体力
量，才能将球的高度、远度、准确性提高。同时鼓
励学生运用创造思维去独立思考，对掌握的新知

识、技术、技能，能举一反三，发现与创造，但要
注意摆脱抄袭和模仿。 

(4) 培养学生勇于质疑、富于幻想的科学精神。
科学的不信观点是创造性思维的源泉。培养学生勇
于质疑，要进行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师、不唯权
威的教育。当然，培养学生思维的创造性，也不是
怀疑一切，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而是以科学的态
度去洞察问题，要以一定的理论知识与实践验证为
基础。幻想是想象力的升华，是在于摆脱了现实的
束缚去想象未来，是发现；但不同于脱离生活和未
来的空想与妄想。如对新动作的学习，首先要掌握，
之后才能经过细致的想象思维，在头脑中产生一幅
幅幻想的、优美的或可行的画面或造型，再在实践
中反复练习、琢磨、加工、逐渐完善。 

高校学生正处在整个人生思维发展的黄金时
期。面对思维活动不断变化的高校学生和科技信息
时代的要求，高等体育教育还需要走一段漫长而艰
巨道路。利用体育教学的特殊方式，培养科学的思
维方式，不仅有利于大学生自身思维和认识能力的
发展，而且也是大学生适应现代社会、发挥智力和
创造价值的有效途径，同时对激发大学生学习兴
趣，促进身心等方面的健康、和谐发展，养成终身
体育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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