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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新课标的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既要强调对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也要关注学生的情感变化，关注学生的

思维发展状况。在初中体育田径训练中，教师运用好表扬和鼓励，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都具

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eachers should not only emphasize the teaching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changes	of	stud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nk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sports	track	and	field	training,	teachers	use	praise	and	encouragement	well,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improve	students’	sense	of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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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表扬和鼓励是体育教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教学手段，必

要的表扬和鼓励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使其更充

分参与到田径训练中。教师在备课时，需要结合不同的教学

内容和学生的个性素质，通过优质的练习，调动学生的练习

积极性。在课堂教学上，教师通过恰当的语言表扬、成绩表

扬等方法，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许，能够

使学生在体育练习中产生自信心和成就感，有利于激发学生

继续尝试的热情，也能鼓励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开展学习。

2 在初中田径训练中表扬与鼓励的重要性
2.1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对于初中生来说，身心发展尚不成熟，对于较为枯燥的

田径训练，往往有一定的排斥性。而通过教师的表扬和鼓

励，能够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增强学生对田径训练的参与

积极性，有利于促使学生全身心投入进田径学习和田径训练

中，也能保证学生在田径学习的过程中抱有较大的热情和积

极性。

2.2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通过表扬和鼓励的形式，也能进一步发挥出激励作用，

能够督促学生在参与田径训练时不断进取，勇于突破。对于

田径训练来说，本身就有着相对激烈的竞争，而竞争必然会

有输有赢，有悲有喜。在田径训练中，教师适当的采用表扬

和鼓励的形式，能够更好地激发起学生，坚强勇敢的优良品

质，能够更加契合体育教学的训练宗旨，也能帮助学生在训

练中感受成功的喜悦，不断提升训练的自信心，增强其对田

径运动的学习热情 [1]。

2.3 有利于提升田径教学质量
教师在体育教学中采用表扬和鼓励的方式，对于班里一

些身体素质较好，或技术动作掌握熟练，田径成绩较为优异

的学生进行表扬，能够发挥出这些学生的模范带头作用，也

能为一些基础较差的学生做榜样，进而能够激发起全体学生

对田径训练的学习热情和参与积极性。这有利于督促学生更

加认真地对待每一次训练，更加充分把握每一次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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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改变以往学生参与田径训练不认真、不积极的现象，

也能更好的提高田径教学质量 [2]。

3 体育教学中表扬鼓励的策略
3.1 运用多种表扬方法

3.1.1	语言表扬法
语言表扬法是初中教学中极为常见的一种表扬方法，是

教师通过语言或手势对学生及其同伴进行的表扬 [3]。例如，

在田径训练中，在中长跑测试时，教师可以对一些速度较快

的学生、成绩较好的学生进行适当的鼓励和加油。对于一些

运动能力较为薄弱的学生在其参与练习时，尤其在最后的冲

刺场景中，教师可以通过为其支持呐喊，或引导同学与同伴

之间对其支持呐喊的形式，来增强练习者克服困难的决心。

在田径练习中，教师也可以通过简短的语言提示，例如，采

用语气词“哒哒哒哒”来更好地提示学生在跑步时应保持的

节奏。在采用语言表扬法时，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

长处，既要对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表扬，也要善于发现

练习中态度认真、动作掌握较好的学生。对于一些练习中存

在较大困难，但是能够积极主动地寻求帮助，肯于动脑的学

生，教师也要给予其必要的表扬，鼓励其在接下来的练习中

积极思考问题，督促其进步。在进行表扬时，教师要注意表

扬主体的明确性，尤其要在表扬时强调，表扬的是个体还是

集体，要突出表扬的主体性，但在进行批评时，则需要注意

要明确指出学生出错的地方，但不要具体指明某一个人，通

过概括性的提示，学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领会错误，

改正错误，并为其留下一定的台阶，不至于下不来台。教师

在进行语言提示时，要注意简短清晰，同时也要把握语言提

示的时机，要掌握火候。

3.1.2	成绩表扬法
对于田径运动来说，涉及到田赛和竞赛两大类型，无论

哪一种运动项目都是以最终成绩来判断其训练效果的。在初

中田径训练中，教师可以利用学生的竞争心理，通过表扬和

鼓励的形式激发起学生的好胜心，调动起学生的练习积极

性。例如，在开展田径教学时，可以将本班或本年级中比赛

成绩最好或测验成绩最好的个人和班级的成绩进行公示，以

此来督促学生，这也是对表现优异的学生的表扬。如果最好

的测试成绩被刷新，则要以最新的成绩为准，通过这种成绩

激励的方法，教师能够激发起学生的竞争意识。在使用成绩

激励法时，教师要注意大声朗读成绩，进一步激励学生挑战

自我的决心和信心，也能为学生在田径训练时设立相应的目

标，有利于提升训练效果。

3.1.3	特长表扬法
特长表扬法是在体育教学或田径练习中，教师要善于挖

掘学生的长处，并对这一长处进行点名表扬。这种长处可以

是在学习技术动作时，领悟能力快，学习效果好，或掌握较

为熟练的学生，也可以是学习中态度认真极为端正的学生。

教师需要将表扬和鼓励作为一种课堂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在表扬和鼓励后，教师

也可以考虑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生培养成体育骨干，例如，

在课堂上教师示范完技术动作后，由这些体育骨干担任小老

师，对其他学生进行教学，进一步发挥出这些体育骨干的榜

样作用，进一步提升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在表扬和鼓励时，

教师要注意善于发掘班里的特长生，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与

长处，并且，要通过表扬和鼓励来发挥这些特长生的表率作

用。在对这些特长出众的学生进行表扬时，教师也要处理好

与其他学生之间的关系，不能将重点都放置于有特长的学生

身上。采用表扬和鼓励的形式，其目的在于充分激发起学生

的练习积极性，最大程度上发挥课堂的效用。教师在教学和

训练时不要顾此失彼，不能将重点只集中于特长生或成绩优

异的学生中，尤其对于训练中成绩不甚理想的学生，更要利

用表扬和鼓励的方法来激励学生积极训练、提升成绩。

3.2 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
在体育教学，尤其是田径练习中，激发起学生的运动兴

趣较为容易，但难以长期使学生保持学习兴趣和训练兴趣。

在初中体育教学中，教师一次精彩的课堂，导入一句鼓励性

的话语，都能使学生对体育教学有短暂的关注和学习的激

情，但往往难以使学生的兴趣长久地保持下去。这需要教师，

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考虑学生的认知习惯以及教学内容，

对教学进行重新组织，要帮助学生加深对课堂的认同感，并

通过长久的不间断的鼓励和引导，增强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兴

趣。例如，在初中体育教学中，再将学生划分为 4 人小组进

行肩肘倒立的相关练习时，刚练习了几分钟，就有一些学生

存在敷衍应付、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整个课堂气氛较为沉默，

一些学生直接坐在了地上进行休息。针对这一情况，教师不

应直接批评学生，而是可以再次将学生进行集合，然后讲解

考察和评定标准。如，结合肩肘倒立的评价标准，对于优秀

的动作应该是倒立时展髋充分，身体伸直，有着良好的姿态

并且倒立姿势较为稳定；而良好的肩肘倒立，则应该是倒立

展髋较为充分，身体较直，姿态较好；而较差的肩肘倒立则

是倒立不直，展髋幅度过大，完不成相应的动作。在讲解完

具体的评价标准后，教师可以为小组设置 5分钟的练习时间，

然后以比赛的形式进行练习成果的汇报，这种竞赛机制之

下，能够最大限度上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也能活跃课堂氛

围。并且，在有着具体的评分标准后，小组内部成员能够互

评互纠，再由教师轮流进行指导，并对学生进行鼓励性的评

价。例如。在肩肘倒立的练习环节，一些女同学尤其胆子较

小，在倒立练习时缺乏自信，教师可以通过语言鼓励的形例

如，“加把劲儿，我认为你能行”，“试一试，老师帮助你”

然后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学生完成了动作后，教师可以

通过鼓掌的形式或口头表扬的形式对其进行鼓励。在小组展

示结束后，教师也可以结合这位女同学的表现，对其进行表

扬。这种形式能够更好地激发起学生的自信心，也能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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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练习中产生成就感，同时，也带动了课堂氛围的活跃，使

得师生关系更加和谐。在教学中教师需要“蹲下来看孩子”，

只有蹲下来，真正与学生处在同一高度，真正站在学生的角

度去思考问题，恰如其分的为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提供帮助。

3.3 拆解目标进行激励
在初中田径练习中运用表扬和鼓励时，教师可以以目标

为导向，在开展田径训练时，首先设定明确的训练目标，

学生在有明确训练目标的导向下，也能更有动力开展训练，

并在目标的驱动下，进一步督促学生通过努力来达成目标要

求，有利于提高学生参与田径训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

初中体育田径训练活动上，教师可以针对本班学生的基础，

设置分层目标，要充分考虑学生之间的固有差异和每个学生

的体能素质，为其设置适合的训练目标，并结合相应的竞技

项目为学生进行排名，根据学生的运动成绩对其进行表扬和

鼓励。在大目标之下，可以将其划分为具体的小目标，并在

学生达成每一阶段的小目标后，给予其必要的鼓励和支持，

使其能够满怀信心地向着下一阶段的目标进发，在循序渐进

下逐步完成最终目标。在初中体育田径训练中，教师要在目

标设计上注意连续性、跨度性，要在难度系数和学生基础的

匹配程度上做好协调，确保目标的设计科学可行，确保学生

的能力基础能够达到预定的目标，能够在努力后达成预期目

标，产生心理上的满足感，进而使学生的后续训练更有动力，

更在主观意义上乐于参与训练。在初中体育教学中运用表扬

与激励时，要结合目标激励，实现对田径训练的目标内化，

最大程度上促进学生实践训练任务。在目标激励之下，教师

也要正确运用激励方法，以正向的表扬和鼓励进行强化，给

予学生肯定的支持，使学生更投入其中。在参与田径训练时

往往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展开，对于其中表现优秀成绩良好的

学生教师要给予其及时的反馈。

3.4 及时肯定学生的点滴进步
想要进一步提高学生参与田径运动训练的积极性，教师

需要对学生有全面而充分的认识，要结合学生的个人需求以

及学生群体的总体需求，做好了解。要能有效满足学生的需

求，激发起学生的训练，热情调动学生参与田径训练的主观

能动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运用耐心，细心，爱心，善

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时鼓励学生，表扬学生，增强学生

的学习信心。对于教师来说，采用表扬与鼓励的教学手段时，

往往较为灵活。表扬与鼓励并不是固定的模式，教师在备课

环节要结合不同的教学内容，以及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有

的放矢地开展教学组织，要借助优质的教学练习，发挥学生

参与训练的积极性，真正为学生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在应

用表扬与鼓励这一教学手段时，教师要注意好度，要能够通

过行之有效的表扬，切中肯要的鼓励来激发学生的训练积极

性，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帮助学生更充分的达成预期目

标。表扬与鼓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不同的情境

下往往采用的表现方式不同，在训练设计上，教师要注意氛

围的营造，要结合轻松愉快的氛围，塑造平等互动的师生关

系。要对学生的田径训练效果进行不定期的测试，帮助学生

更准确地掌握自身的运动技能和水平状况，使学生在心理得

到满足的同时，也能产生良性的竞争意识。教师在课堂教学

上，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引导学生从消极的心态转变为

积极的心态，不断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能动性，进一步使表

扬与鼓励在初中体育田径训练中发挥出更好的价值。

4 结语
在初中体育教学中，运用好表扬与鼓励的教学手段，不

仅能够调动学生的运动积极性，激发起学生的内在动力，也

能有效地增强学生的运动自信心，这对于提升学生的运动成

绩，优化田径运动训练效果都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体育教师

来说，需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与长处，可以综合运用成绩

表扬法，语言表扬法，及时表扬和鼓励学生。在课堂教学中

也要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要为学生设置明确具体的学习目

标，并将目标做好拆解。当学生完成一个个小目标后，教师

通过口头表扬或精神激励的形式，对其提供支持，肯定学生

的点滴进步。对于体育教师来说，要秉承着健康第一的指导

思想，关注学生的身心成长情况，关注学生在田径运动训练

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和训练后的具体结果。教师要认识到表

扬与鼓励的重要价值，给予学生必要的肯定，满足学生的精

神需要，使学生能够更投入田径训练中带领学生掌握运动技

能，发展运动能力，不断增强综合素质。实现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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