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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运动兴趣探析

郑 建 岳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摘 要 在被调查的 ����名 大学生中对运动产生兴题的仅占��
。
��

，
而忽视和比较

忽视体育镶炼的却有��
�

��
。
主要原因是大学生时运动的兴超不稳定

，
高年级又不

开设体育课
，
运动兴趣没有巩 固

。
应加强时大学生体育锻炼重要性的教育

，
培养他

们稳定的运动兴赵和爱好
，
落实全民健身计划

，
使他们掌握一至 两种锻炼身体的技

能
，
达到终生报炼终生受益的 目的

。

关健词 大学生� 运动兴趣， 体育课

中图分类号 ����

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倾向
，
属于人的个性心理特征

。

它对一

个人所从事的活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

巴甫洛夫把兴趣视为增强紧张度
，
引起大脑皮层

活动状态的因素
，

认为符合兴趣的工作容易实现而且有大的成效
。

运动兴趣则是人们从事体

育活动的重要推动力�“�
。

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
。

研究和培养大学生 的 运 动 兴

趣
，
激发他们学习体育课的动机

，
使他们自觉地和积极地参加体育锻炼

，
是当前高等院校体

育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

� 对象和方法

以浙江林学院�以下称我院�的 �一 �年级的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
。

其中�� 级 ���人

�男���人
，
女��人�� ��级���人�男���人

，
女��人�� ��级���人�男���人

，
女���人�� ��级

���人�男���人
，
女���人�

。

主要采用调查表
、

访间
、

座谈和材料分析等方法
。

� 结果和分析

�
�

� 大学生对休育运动的态度

把大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倾向或态度分成爱好
、

有兴趣
、

一般兴趣和无兴趣 �种
。

调查表

明
，
有兴趣和爱好者居大多数

。

男女生比较
，
爱好和兴趣者男生多于女生

。

相反
，
一般和无

兴趣者女生多于男生
。

经统计检验
，
���

�

���
，
男 生和女 生的差别有高度显著性�表 ��

。

各年级之间以 �年级毛��年级为突出
，
有兴趣

一

行为��
�

��和��
�

��
，

爱好者为��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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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男女生比较�经刃检验���
。
����

����� � ������ �������� ���������� ���讨��� ������������ ��� ��� �������，

爱 好 有 兴 趣 一般兴趣 无 兴 趣

性 别
�

— — — �
人 数 � 人 数 � 人 数 � 人 致 �

男 生 ��� ��
�

� ��� ��
�

� ��� ��
�

� �� �
�

�

女 生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 ��
�

� ��� ��
�

� ��� ��
�

今 �� �
�

�

��
�

��
，
一般兴趣为��

�

��和��
�

��
，
无兴趣为。 �

��和�
�

��
。

前两项高于其他年级
，
后两项

低于其他年级
。

这种情况反映了当前大学本科只开设 � �体育课的现状
。

学生经过 � � 多时

间的体育课学习
，
二三年级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和爱好增多是理所当然的

， �年级以后终

止体育课学习
，
少数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未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
回到持一般和无兴趣的态

度也是自然的
。

�
。
� 大学生运动兴趣分类

运动兴趣发生于对体育运动需要的基础上
。

对体育运动本身直接感到需要而引起的兴趣

称为直接兴趣� 对体育运动的最后结果间接感到需要而引起的兴趣称为间接兴趣
。

调查所列

�种需要
，
分别属于上述两类兴趣�表 ��

。

表 � 直接兴趣与间接兴趣比较

����� � ���������� ������� ������ �������� ��� �������� ��������

直 接 兴 趣 间 接 兴 趣

为了好玩

的 需 要

生性好动

的 需 要

上休育课

的 需 要

为了
“
三好

奖学金
”
的

需 要

为了
“
社会

”

的 需 要

增强休质

的 需 要

长辈老师

的 教 导

人数 人数

各种体育活

动的吸引

人数 �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调查人数性别

﹃﹄，二内�内��舀的八�，人�男生

女生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
�

�

��
�

�

��
�

�…
几��了
�
任，工�二，人

数
一

��的��人︸��

��
甘﹃了内心月子

月� 咔��‘

比 序

� � � � � � � �

表 �可见
，
间接兴趣比直接兴趣所占比率大

，
说明大学生对体育运动的间接兴趣多于直

接兴趣
。

男女生比较
，
女生的直接兴趣多于男生

，
男生的间接兴趣多于女生

。

兴趣产生于需

要
。

需要不外乎有个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
。

一般说
，
前者是直接兴趣产生的基础

，
后者是

间接兴趣产生的基础
。

间接兴趣多于直接兴趣的事实表明
�

多数大学生有明确的学习 目的和

正确的学习动机
，
他们对体育锻炼的需要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

增强体质的需要居比率首位
，

正是学校体育教育 目的之所在
。 “
三好

”
或

“
奖学金

”
如此之少

，
它只反映了

“
三好

”
或

“
奖学金

”

评定的实际结果
。
��

�

��这个比率正好与学校每学年评定
“
三好

”
或

“
奖学金

”
学生的控制百分

比是一致的
。

大学生对体育运动的需要
，
很少出自单一的需要

，
往往是多 种 的 需 要

。

所以
，
我们在

本项调查中
，
要求学生可以选择合乎自己��况的 �� �种

。

从调查结果可以归纳出下面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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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 ①对体育运动只有直接性需要的��人

，

占调查总人数的�
�

��， ②只有间接性需 要 的
���人

，
占��

。
��， ③直接和间接需要都有 ，

还不能分清谁者为主的���人
，
占��

�

��� ④直
接和间接需要都有

，
以直接性需要为主的���人

，
占��

�

��， ⑤直接和间接需要都有，
以间接

性需要为主的���人
，
占��

。
��

。
�一 �类是比较单一的兴趣 ， �一 �类既有直接兴趣 又 有

间接兴趣
，
合计���人

，
占总人数��

�

��
。

可见多数大学生的拼动兴趣是直接和间接 兴趣相

互结合
，
相互渗透而成

。

�
�

� 运动项 目兴趣产生的条件

运动项 目兴趣的产生要受一定主客观条件制约
。

笔者列举的��项条件调查结果如下
。 ①

由于自身直接参与运动实践
，
比率��

�

��
，
居第 �位

。

这是产生运动项目兴趣的根本条件
。

一个从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就很难对体育锻炼发生兴趣
。 ②由于书刊 、

电影
、

电视
、

广播和

体育报告等外部条件的影响而产生兴趣的
，
比率��

�

��
，
居第 �位

。

可见体育宣 传 的 重 要

性
。 ③由于国家队在国际比赛中获胜的激励 ，

比率��
�

��
，
居第 �位

。

因为比赛获胜而出现

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体验是产生运动项 目兴趣极为重要的精神心理因素
。

不言而喻
，

国家女排
、
国家羽毛球队

、

国家乒乓球队以及其他国家队的胜利激发了很多大学生对这些运

动项 目的兴趣
。 ④居第 �位的条件是场地器材

，
比率��

�

��
。

它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 ⑤

居第 �位的条件是同学和亲邻的影响
，
比率��

�

��
。 ⑥学校传统项 目和老师的某项特长对学

生兴趣的影响
，
比率��

�

��
。 ⑦中学和小学时代的影响 ，

比率��
�

��
。

它们都是产生运动项

目兴趣的重要条件
，
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

。 ⑧居第 �位的是竞赛获胜的喜悦
，
比率�

�

��
。 ⑨

家庭成员的影响
，
比率�

�

��
。 ⑩业余体校的影响 ，

比率王
�

��
。

业余体校居末位
，
说明进过

业余体校的学生
，
近几年来考入大学的人数很少

。

� 讨论和建议

�
�

� 学校体育要面向全体学生

根据前述对体育运动态度的 �种情况
，
我们认为对体育爱好

，
经常参加锻炼

，
有锻炼习

惯的大学生是体育人才和骨干
。

对体育有兴趣者虽无锻炼习惯
，
时炼时歇

，
但基本上是学校

体育活动的参加者
。

这两部分相加
，
其数量仅占总人数的��

�

��
。

体育无兴趣和只有一般兴

趣者基本上属于忽视和比较忽视体育锻炼
。

这两部分人占��
�

��
，
是一个很惊人的比例

。

如

果这个比例具有代表性
，
那么全国���万大学生中就有近��万人忽视和 比较忽视体育锻炼

。

如

此下去
，
他们在高校得不到全面发展

。

所以
，
把这部分大学生引导到体育运动行列

，
是当前

大学体育教育一个紧迫的任务
。

然而
，
当前一些院校往往只满足于各运动代表队的成绩或忙

于应付各类比赛
，
而相对忽略了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

。

显然重点错了
，

要尽快转移这个重点
。

我国的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学校一切工作要面向全体学生
。

体

育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当然应该面向全体学生

。

�
�

� 对商年级学生开设体育选修课或选项课

大学体育课本科生设 � � ，
专科生设 � � ，

之后要继续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和爱好
。
调

查表明
，
要求延长开设体育课时间的学生占��

�

��
。

为满足这个需要
，
可以开设选修课

。

体

育实践是产生运动兴趣的根本条件
。

高年级时的体育选修课可以继续引导学生从 事 运 动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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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

体育课终止后
，
继续开展正常的群体体育活动

，
开设选项课

，
学生对运动兴趣高潮就不

会在 �一 �年级终结
，
就能进一步发展巩固

，
更能培养发展兴趣

。

�
�

� 掌握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的辩证关系

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的有机结合
，
可以激发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

，
从而推动学生主动地

积极地参加体育活动
。

所以
，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分析

，
了解学生在学习

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的兴趣
，

是完成体育教学任务必不可少的前提
。

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对

学习都是不可缺少的
，
两种兴趣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
相互依存

，
相互促进

，
相互补充

。

在体育运动中缺乏直接兴趣
，
会使体育的学习和锻炼成为枯燥无味的负担， 没有间接兴趣

，

又会使学生丧失学习和锻炼的毅力和恒心
。

因此
，
应通过多种组织措施和教学手段

，
培养学生

对体育的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
，
使学生两种兴趣相结合

。

这是体育教学的重要任务
。

�
。
� 延长开设选修课和选项课势在必行

大学生的运动兴趣
，
由于主观因素而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

根据
“
因材施教

，
具体对待

”
的

教学原则
，
大学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就不能

“
一刀切

” 。

从 �年级以后
，
让大 学 生 有 选

择地上好几项选项体育课是极其必要的
。

理由是
� ①调查表明赞同开选项课的有��

�

��的学

生
，
其中要求从 �年级就上选修课的为��

�

��
，
要求从 �年级开始上选修课的为��

�

��� ②
全面发展身体的同时

，
应允许发展的差异性和运动项目的选择性， ③大学生经过中学和大学

�年级的体育教学
，
一般都有决定自己从事什么运动项 目的选择能力� ④能满足大学生运动

项目兴趣和爱好的需要
，
使之形成稳定的选项兴趣和爱好

，
从而牢固掌握一至两种锻炼身体

的技能
，
使他们走向社会后能受益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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