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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体育教学的研究中发现，中学生普遍喜欢体育课，但有

部分学生不情愿参与体育教师安排的体育活动。中学生体质

一直是国家重视的一部分，若没有良好的体育氛围，又如何保

障学生体质健康呢？本文考虑多方面因素，了解学生需求，为

打造活跃、高效的体育课堂给予意见与建议。

2 学生自身因素

调查发现，性格活泼外向的学生更喜欢上体育课，且男生

对体育的兴趣较女生高；可通过性格外向的学生带动性格内

向的学生运动，进而提高体育氛围。

教师在组织学生体质测试时能发现一个现象，身体素质

差的学生在测试中不会拼尽全力，仅仅只是完成测试而已；而

身体素质较好的学生都比较自信，每次都争取自己的成绩再

进步一点，渴望成绩的提高以及成绩上的超越，更加注重热身

活动，认真对待每一次测试；在课堂中也能发现，身体素质、体

育成绩较好的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会更高涨 [1]。此外，有

些学生身体素质处于中等水平，但会因为自身运动经历的影

响下心里抗拒某项运动，导致对体育某项目学习兴趣不高，成

绩无法提高。

让人轻松愉悦、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等是体育学

科特有的优势，而很多学生在现有的体育课上没办法体会到

这一点，更多的是为了顺利通过体育考试、增强自身体质。教

师应该让学生正确认识到体育课的目的及意义，才能从根本

上让学生对体育感兴趣。

3 外界因素

3.1 体育教师的影响

在课堂上，教师起着引领的作用，而学生直观对象即是教

师，所以教师上课时的态度，会影响着学生。在调研中有学生

表示，希望在课堂上老师能主动指导有关体育技能方面的知

识，而不是站在一旁观看；有学生反映老师上课时对学生会区

别对待，对于身体素质较好的同学较为关注，并且会给他们提

出意见或建议并鼓励他们提高成绩，而对身体素质较差的同

学置之不理，导致体育成绩处于中下游的同学无法得到鼓励，

故无法提高对体育的兴趣，直接导致成绩止步不前甚至倒退。

在课堂安排上，学生希望教师完成授课内容后留有时间

让学生自主练习，且学生更喜欢利用体育课的时间，锻炼自己

喜欢的项目；但是不能采取不安排教学内容，直接让学生自由

活动的行为，不然学生在课堂中学不到新知识，且容易做错误

的运动动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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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情感、表情等进行多方位的想象，感受其中声乐作品的

魅力，并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示出来，以此吸引观众的兴

趣，提高表演效果。

3.1 加强对声音的想象

在声乐演唱中，应重视对声音的审美想象，利用优美的声

音传递声乐中的旋律，提高声乐表演的感染力。声音是传递情

感最好的方式，不仅能够将演唱者对声乐作品的理解呈现出

来，同时可以给予观众更深刻的印象。声乐演唱比较抽象，具有

较强的艺术性。通过对声音的想象，感受作者的情感，体会声乐

作品的内涵。因此，在声乐演唱的过程中，演唱者应对声音进行

想象，结合作品的情感与内容，以此提高声乐的演唱效果。

3.2 加强对人物的想象

每一个声乐作品都有一个特定的情感，其中人物是表达

情感的重要载体。在声乐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创作者会将自己

的情感赋予作品中的人物，通过人物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因

此，在声乐作品审美想象的过程中，应对人物进行分析，将自

己现象成声乐作品中的人物，亲身体会其中的情感，以此实现

人物的塑造。因为大部分声乐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创作者的化

身，所以在想象人物过程中，可以对创作者的文化背景、生长

背景、文化背景等进行全面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高演

唱的感染力，能够为观众呈现更加丰富的表演。

3.3 加强对情感想象

情感审美，可以提高演唱者的演唱水平，能够促使演唱活

动顺利进行。在声乐演唱的过程中，应重视对情感的想象与分

析，构建出良好的演唱氛围，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以

此提高演唱效果。声乐作品的题材形式不同，蕴含的情感也就

不同。对情感进行想象分析前，应对声乐作品的背景进行全面

分析，了解作者创作意图，以此提高演唱质量，提高演唱者的

综合品质。

4 结语

总而言之，声乐演唱中审美想象的应用，不仅可以培养演

唱者创作能力、演唱能力，同时可以提升鉴赏能力。在实际演

唱中，通过对声音、人物、情感、表情的想象，提升演唱效果，提

高对观众的影响力。日常演唱中，演唱者应学会审美想象，借

此提高自身艺术素养，促进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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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校对体育课及体育活动的态度

学生在校园进行体育活动离不开学校的支持，有些学校

会利用体育课堂的时间让学生上其他课程的内容，久而久之，

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会逐渐降低。但是体育课在繁忙的学业

中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让学生在领略文化课堂后，走出教室

运动，放松身心。

3.3 器材及环境的影响

团体项目有包容性。如篮球项目，仅需 1个篮球就能满足

多人进行运动，这也是篮球项目较为普及的原因，学校需保障

学生体育课堂上器材数量及质量。当学生处于体育氛围浓烈

的环境时，自然会受环境的影响，乐于锻炼。在课堂会见到一

种现象，教师完成课堂任务的布置后，让学生自主练习，很多

学生会选择跑到阴凉处乘凉，不愿意在太阳底下运动，而傍晚

太阳较为温和时，很多学生会选择开始运动锻炼。

4 结论与建议

根据调查可知性格外向活泼的学生更愿意参与体育活

动，应该让这部分学生带动其他同学进行运动锻炼，多关心不

爱运动的学生，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教师上课的态度会影响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教师在体

育课上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需要认真备课，对学

生因材施教，在每堂课上布置适量的课堂内容并让学生自主

练习，让学生体会到体育的魅力，认真对待每一次体育锻炼。

在课堂上多组织学生进行体育竞技，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和可

观赏性，令不愿参与体育活动的同学也能参与其中[3]。

学校对体育活动的重视程度能影响学校的运动氛围，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组织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提高运动氛围，

用环境感染学生参与体育活动，让其认真对待每一节体育课。

场地器材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参与体育课的积极性，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定期保养场地尤为重要；为增加体育活动的趣

味性，学校应丰富器材的种类及数量，让更多的学生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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