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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教育的变革，素质教育

的推广与普及，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进入

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以全面培养学生自身综合素质能

力为基本目标的教学体系，得以逐步地构建与完善。
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构成中，最具显现作用的是教学方

法的更新与改革。教学方法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

确保知识、技能的传授，而运用的相关手段与措施。教
学方法是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教学互动的主要途径，

是激活教学各相关因素的重要动力，有效的教学手段

兼具引导、激发、促进与完善的功能。
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一个有序的完善过程，需要教

育体系内部各相关因素的优化、整合与变革来共同促

进。在教育体系诸多的构成因素中，教学方法体系的

优化与重组，是实现教育体制改革发展的重要基础，

也是新型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的最为有效的途径。新形

势下的教学方法体系，其内涵已不仅仅局限于对知识

与技能的传授，还具有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端正学习态度，修正学习动机，

促进其自主思维以及个性特征的健康发展等诸多功

能。基于此，本研究以素质教育理念为指导，对学校体

育教学方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融入激励机制的可行

性及相关途径进行研究，并对该理论对学校体育教学

方法体系优化与更新的促进作用进行探讨，以期为学

校体育教学方法体系构建与完善提供必要的借鉴与

参考。
一、激励机制的内涵及作用

1.激励机制的定义

激励机制一种在物质与精神上实现双向促进的

手段，具有高效的刺激性与激励性，多用于企业管理

领域，能够对被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进行有效的激发

与调动。激励机制的建立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价值

取向和文化环境等因素，是为了确保某种既定目标的

顺利实现，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加以合理运用的管

理措施。
2.激励机制的构成

激励机制由诱导因素、行为导向制度、行为幅度

制度、行为时空制度以及行为归化制度等五大要素构

成。其中，诱导因素对激励行为实施具有发动与起始

的作用，而后四者则肩负行为的导向、规范和制约职

责。五大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为激励行为的有效实

施提供保障。
3.激励机制的作用

（1）助长作用。激励机制的助长作用主要是指对

在一定的激励机制的刺激与导向下，受激励对象为实

现管理目标所表现出的积极维护与促进的行为态势

具有反复强化、不断增强的功能。助长作用能够充分

满足受激励对象的需求，并能够将满足受激励对象需

要的措施与组织目标的实现有效地结合起来。
（2）致弱作用。激励机制的致弱作用是由激励机

制中潜在的消极因素所引起的，主要表现为因期望与

现实存有一定的差距，而对受激励对象的积极性产生

抑制，进而消弱激励机制的功效。致弱作用的长期存

在，会对组织的发展形成严重的阻碍，最终导致衰败。
二、传统体育教学方法体系的诟病分析

传统体育教学方法体系由于受应试教育理念的

影响，其选用主要局限于“填鸭式”或“灌输式”。而这

两种教学方法的主要特征体现为不以学生的自主意

识为转移，一味地强调对教学内容进行强制性的传

授。这种具有强制性的教学方法，将学生置于弱势群

体的地位，忽视学生在素质方面所存在的差异，轻视

学生的兴趣、爱好、自尊与自信；过于强调学生对于体

育技术动作的掌握情况，而缺乏对学生理解与认知能

力的引导与培养。因此，运用传统体育教学方法所培

养出的学生，往往表现出“高技低能”的特征。另外，由

于传统体育教学方法所显现出的强制性特征，极易诱

发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恐惧心理，进而产生厌烦与抵

触的情绪，这对于终身体育思想的普及与传承，会产

生极其严重的阻碍作用。
三、激励机制对体育教学方法体系构建的影响

1.注重诱导因素的融入，以提高学生的体育学习

兴趣

激励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相关的刺激与鼓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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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们的需求心理，进而激发人们对于相关事物的

兴趣，并对此兴趣进行有效的维系与发展。基于此，在

体育教学方法的研创与实践过程中，应注重对诱导因

素的融入，并通过教师有效的引导，最大限度地激发

学生体育学习的兴趣，促进其体育素质能力的提高与

发展。
2.运用行为导向制度，培养学生正确的体育学习

动机

行为导向制度是对受激励对象的价值取向、行为

方式和行为动机的规定。由于学生在个性、特征、爱好

以及素质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在对体育的

学习动机、价值取向等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学习动机是学生体育学习价值取向的体现，决定着学

生体育学习目标的制定。因此，为了对学生体育学习

动机进行有机的统筹与规划，使之趋于一致性，有必

要在体育教学方法中适当地融入行为导向制度，规范

其学习行为，使之建立起正确的体育学习动机。
3.建立行为幅度制度，为学校体育教学方法体系

实现良性的运转提供保障

唤醒理论认为，在对人们某种心理潜质进行激活

的过程中，获取最佳激活效应的手段在于对刺激程度

的有机把握，过强或过弱都将使整个唤醒过程趋于无

效。因此，在体育教学方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对于激

励机制的运用也要具有合理性，激励过度易于使学生

形成功利主义思想，产生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激励过

弱，则又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实现

对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有效唤醒与培养，人为地造成

激励机制效能的损失与浪费。因而，科学合理地导入

行为幅度制度，是确保教学方法体系的功能趋于完善

的重要保障。
4. 行为空间制度的有机融入有利于良性教学情

境的创设与构建

行为空间制度是指激励措施所适用的空间范围

及时限规定，如果将学习情境视为一种激励手段，那

么其功效的发挥要受教学环境与教学时间的限制。因
此，在对教学情境的创设过程中，必须具有严格的针

对性与实效性，一旦出现超越范围规定或超时运用的

现象，都会使教学方法原有的功能失效。
5. 行为归化制度的运用将促使教学方法体系趋

于合理与完善

体育教学方法体系是由诸多功能各异、适用对象

不同，但价值目标一致的教学方法所组成。受素质教

育理念的影响，体育教学方法的内涵趋于多样化、人
性化、开放化与自主化，使得体育教学课堂轻松、活
跃、互动与开放，为学生的体育学习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但是，任何教学方法所驾驭的课堂，必须具备严格

的组织与规范，以避免课堂失控现象的发生。因此，在

教学方法的制定与择用上，应依据行为规划制度的相

关要求，适当地融入组织规定与课堂纪律等相关因

素，用以维护教学秩序。
四、激励机制在体育教学方法构建过程中的应用

途径

1.建立学生需求与体育教学方法择用的双向交流

平台

激励机制的实施，要建立在对受激励对象全面了

解与透析的基础之上。而体育教学应以满足学生的体

育学习需求为基本目的，由于学生在素质能力方面具

有显著的异质性，致使其体育需求的表现形式与程度

各不相同。为确保教学整体目标的实现，在教学过程

中要求对教学方法的择用要具有兼容性、灵活性与针

对性，以满足全体学生对体育学习的需求。这就要求

建立起师生间需求与满足的双向交流平台，建立这种

双向交流平台的基础是师生间的情感互动与信息交

流。交流平台的建立，既有利于教师全面掌握学生对

于体育需求的发展动态，又能够为教学整体效果的提

高提供保障。
2.积极构建具有互动性的体育教学课堂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创建具有互动特征的课堂态

势，能够确保师生间的交流畅达，有利于彼此间信息

的及时反馈，便于教师掌握学生体育学习需求的发展

动态，使得教学方法的择用具有针对性与实效性。体

育课堂的互动是基于师生双方“教”与“学”的最为基

本的需求而创设的，而在互动创设的过程中，构成互

动的诸要素需要激励机制的刺激与唤醒，因此，互动

性课堂的创设，是激励机制应用于体育教学方法构建

过程中的重要途径。
新形势下的学校体育教学中，教学方法作为学校

体育教学开展的基本手段，其体系的构建必然体现出

适应性的特征。因此，运用激励机制的相关功能，对学

校体育教学方法体系进行有效的优化与更新，对于提

高学校体育教学的整体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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