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应当形成个性,这是在一系列因素影响下进行的,并服从一
定规律。形成个性的基本因素被认为是遗传、是受环境和教育的影
响。遗传是前提,而社会环境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最终是教
育起着主导作用。 有目的有意识地发展个性与让自己没有目的发
展生长是不一样的,从社会影响的角度看也是不相同的。随着现代
教育的发展,提高学生的人格教育正成为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
经济发达的国家, 发展学生个性是体育教育的任务之一。 很多国
家,如日本,美国,德国,独联体等国家都十分重视体育教学对学生
的个性发展的重视。

1、体育教育中发展个性要求
1.1、认真识别和承认学生个性,对不同个性给予鼓励
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善于发现和识别

个性。
教育家说“游戏可以使孩子的天性显示”,大胆和懦弱、合群的

和孤独的、活跃的和安静的、竞争和不确定的……都可以通过游戏
和运动来区分孩子的性格。
要培养和发展学生个性,首先就要发现和辨认个性。
有位教育家说得好“游戏可以使孩子的天性暴露无遗”,胆大

的与懦弱的、合群的与孤僻的、好动的与好静的、善斗的与怕事的
……都可以在孩子们游戏和运动中加以区分。因此,只有确定他们
不同的性格才可以加以指导和教育。

1.2、要了解掌握学生个性差异,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
发展学生的个性,认识和承认学生个性不够好,更了解学生的

个性差异,对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学生个体差异是多方面
的。

学生的学习兴趣总是指向某一特定的学习内容, 学习形式和
学习活动。在一个广泛的学习活动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分化,常常
形成对某一个学习科目形成一个特定的主题或一种学习兴趣的中
心。而这种学习兴趣的指向性,有明显的年龄特征。
(1)广度是指学习兴趣指向对象的广泛程度。
兴趣广泛的学生, 感兴趣的学科和课外学习范围是比其他同

学更广泛的,他们可以得到丰富的知识通过一个广泛的学习,学生
的兴趣狭窄,只有个别学科,或对个别学习内容有兴趣,不可避免
的造成视野狭窄,思想贫乏。

(2)深度是指对感兴趣对象反映的深刻程度。即对事物积极探
究,深入本质的程度。

就像有的学生愿意深入研究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学习内容,而
有些学生虽然对一些学习感兴趣, 但不愿意探索, 满足于一知半
解。

(3)稳定性是指兴趣保持的时间。
一些学生学习兴趣能够持久保持,甚至可以坚持到终生,其他

一些学生就学习不一致,兴趣也是三天捕鱼两天晒网。
(4)效能性是指学习兴趣对学习活动产生的效果大小。
一些学生的学习兴趣停留在期望和等待状态, 促使其不能够

向着感兴趣的方向去学习、去行动,这是缺乏动力,这样不会产生
实际有影响的效果,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来推动其积极的参与
学习,产生实际的效果。学习兴趣在学习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功能和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准备好在未来将要进行的活动。学生从小就开始有意识

地形成学习兴趣, 可能导致他的职业生涯在未来都是从事某项事
业。因此,兴趣将成为未来准备从事的事业的倾向。
第二,对学习的活动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学习兴趣作为一个

积极和主动的学习心理因素, 对促进学生的学习效果有着重要的
推动作用。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活动积极与否,通常基
于学习兴趣转移,感兴趣的学科,和一个类是正的,积极的,快乐的
学习,对不感兴趣的,就不想学习,流于学习形式的表面,即使勉
强,也觉得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中、高级中学的学生,虽然没有完全
以学习兴趣为转移,但有兴趣的学习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所谓的
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这个遭理。
第三,对学习活动的创造性的促进作用。学习活动不是被动地

接受老师的知识的过程,而一定是活跃,积极、主动地了解活动的
这样一个进程。学生的学习,虽然不是创造性活动本身,也不是为
了创造社会价值而存在, 但以创造性的态度去研究世取得良好效
果, 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重要原因。 学生的兴趣差异是有许多方面
的。兴趣的选择,深度、广度和稳定性等方面都有差异。教师应积极
帮助引导学生扩大兴趣范围,然后成为一种志向,最后建立终身体
育的概念。

1.2、气质差异
在学生中属于四种典型气质类型是有的, 但随年龄增长和社

会生活的影响,在特定环境中产生某种气质为主的混合型的特点。
各种气质类型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人格特征主要的
可能性。了解学生的性格差异,是做好教育教学的基础之一。
首先,气质是人格、气质的基础。所以,培养良好的性格特征,

应该知道学生的气质特征,预测其性格发展方向,针对教育做得很
好。使用各种气质的积极方面,注意克服其消极方面,使不同的气
质类型的学生可以形成良好的人格特质。例如,教学中的耐力跑以
胆汁质的学生为例,要让他维护必须的运行速度,合理减少能量消
耗,不仅要注意技术用于运行和分配他们的体力,培养充满活力的

□ 李立群(浙江中医药大学体育部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个性”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方的拉丁语中。 “persona”,指的是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代表不同的性格演员所戴着的面
具。 就像中国京剧的脸谱一样代表着不同人物的性格。 个性”是一个在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中出现最
高的名词,但尚未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 一般人格在体育教育教学中是指学生在体育运动中经常表现出的相对稳定
的个性心理特征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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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方面的气质,以及培养自信,克服急躁的消极方面,设立高目
标,促进形成良好的性格的发展。

其次,了解气质差异也是因材施教的基础。
发展教育教学措施,应该考虑学生的气质,这样才会收到良好

的效果,如多血质学生应该给他们更多的任务,创造条件让他们参
与活动,增长能力,培养意志力和坚定以及培养一丝不苟的持久的
困难和艰苦的工作的作风。

对黏液质学生教育教学应该有耐心, 无论在引导他们接受新
知识或改正缺点的这个过程中,需要给他们留有足够的余地,同时
注意训练他们的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和敏捷性。

教师应该注意照顾抑郁质的学生,对他们加以关怀,让他们在
集体中有机会锻炼和发挥自己的才能,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帮助学生树立独立完成运动动作的信心。

针对不同性格特点的学生在教育教学目标上, 应该使他们的
性格和智力得到全面的发展。

再次, 引导学生了解自己的气质类型和特点是自我教育的基
础之一。

在学习中, 学生可以主动使用自己的优势来弥补气质类型的
性格缺陷所导致的负面因素。

如胆汁质学生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思维灵活的优势,灵活,弥
补粗心而犯的错误, 多血质学生可以使用他们精力充沛、 兴趣广
泛、快速的优势,灵活的分散注意力,缺乏耐心,黏液质的学生可用
稳重,细心,注意关注优势弥补缺陷的思维缓慢,呆板,忧郁质学生
可以深入思考,小心优势弥补其兴趣狭窄,反应迟缓的缺陷。通过
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益。同时,学生们学会了气
质类型同时潜伏着积极和消极因素, 可以有意识地注意培养其积
极方面,克服其消极的方面,使自己的性格发展明确方向。

1.3、性格差异
个性人格特征的差异主要在这些方面,比如开朗热情,或者孤

僻冷漠,是刻苦认真或粗心,谦虚谨慎或自满等概念,一些学生的
个性特点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可以分类。

关于个人心理活动倾向于内部或外部型, 可分为内向和外向
的人。内向的人都专注于内心活动,总体表现沉默,好幻想,反应迟
缓,内向的人擅长做详细和准确的小肌肉活动,很容易在不太紧张
的情况下,取得好的比赛成绩。外向型一般表现出开朗,活跃,善于
交际,外向型适合做大肌肉群的活动,愿意做快速动作等等。这些
特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不同特质的结合,使每个人都有个性特点和差异。教师在教育
工作中必须首先明确学生的优点和缺点,克服缺点,培养良好的性
格,并结合体育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属于性格或其他的原因,

对症下药。如果学生的体育成绩由于懒惰而造成的,那帮助他明确
学习的意义,提高学习兴趣,并和家庭配合,制定锻炼计划来帮助
他,抓住小的进步就给予表扬鼓励其进步。

如果一个学生学习体育没有方法,成绩不理想,那么老师就要
帮助其改善方法,发展素质和培养技能的发展。一个人的性格不是
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改变的,因此,为了提高教学的效果,必须采取
灵活和持久的手段和方法,对学生教育工作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不
要急于求成。不要太苛刻,自卑的学生,教师要用表扬的教学方式,

使他逐渐看到自己的长处和能力,提高自信,自尊心强的学生,不
要盲目的表扬,批评方面也要考虑,试图看到他们失败的工作方面
的不足,以让他们做到谦卑。

1.4、能力差异
能力差异包括一般能力差异(注意力、观察、思维能力等)和特

殊能力的差异。后者是指能力不同的体育活动,比如有些学生有很
好的弹跳力。在顺利完成体育活动时,往往不是一种能力的作用,
而是多种能力的结合。学习体育知识,掌握运动技术需要有一定的
能力,能力是在体育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运动技术的过程中发展的。
能力的形成,促进知识技能的掌握。所有能力的掌握或早或晚,因
人而异。针对上述能力的差异,体育教师应重视早期训练,及时的
进行早期培训和教育。
教师还需通过教学、课外活动等锻炼和竞争,重视发展学生参

与体育锻炼独立的能力,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教师应采取有效方
法,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观察、判断和分析能力。许多学生
进入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需要找
到相应的对策,参加体育锻炼。所以,学生体育能力的培养是未来
社会的需要,是未来生活的需要。

2、在体育教育中要注意对“后进生”和“独生子女”的个性发展
教育

后进生是在学校中思想品德相对落后的、 学习成绩不够理想
的学生, 也叫双差生。 后进生在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学习动机不明确,态度不端正是重要原因之一。后进生在思想
品德上比较落后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包括缺乏意志努力和道德
情感的缺失是重要原因之一。从性格发展的角度,后进生往往在个
性发展中积极的品质是发展不够的, 而消极的品质却得到完全充
分的表露。后进生不是出生就落后的,更不是永远不会改变变为先
进的。体育教师在体育活动中要发现缓慢的学生中积极个性,培养
积极品质,因为后进生对体育兴趣和能力方面是不差的。鼓励发展
学生的优势,并使其显示在体育活动的性格特征,迁移到学习的那
方面去,改善其性,最好促进后进的变为先进的。
独生子女增加,这是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独生子女由于环境

和教育因素在个性特征方面有许多不同, 所以他们的性格特征也
表现出差异。因为独生子女家庭教育质量很好,家庭条件优越,所
以独生子女一般身体发育很好,有着快速认知能力和坚强的性格,
人更开朗,活泼,积极自信。但是在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的过程中,也
容易产生诸如反复无常的性格特征,如任性,乱发脾气。独生子女
在个性上有着消极品质, 主要是跟家庭教育的负面影响有关,因
此,教师必须进行家庭教育指导,防止过度的“教育”,对学生的教
育是温和的,而不是强迫的。
加强培训体育活动,提出严格的要求,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也让他
们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适当的教学,和细心照顾,独生子女
也必须有相对完美的人格,培养人才。因此,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还
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 使体育教育可以使学生在生动活
泼的环境中学习,掌握知识和技能全面发展,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
康在体育教学的过程中, 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到快乐, 情感得到满
足,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运动能力,帮助学生形成终身体育的
思想,有良好的个性和健全人格,这正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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