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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教学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为进一步推动素质教育, 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引入罗杰斯的非指导

性教学原则。借以说明在 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情感作用和投入程度,对建立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

和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具有关键性作用,并倡导在体育教学中积极开展非指导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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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fundam enta l problem s ex isting in current teach ing, prom ote ab ility educa tion, and cultivate

m ore h igh- quality ta lents, it is im po rtant to transplan t the non- guid ing teach ing pr inc iples proposed by Roge rs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 ing. The paper tries to dem onstrate that teachers s ince rity and enthusiasm can p lay a key ro le in establishing

harm on ious re lationsh ips w ith students and g iv ing fu ll p lay to students ac tiveness in study, and proposes the adoption o f non-

gu iding teach ing pr inc iples in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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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 我们从事的教学是在原苏联教学模式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指导性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教师

和学生处在一个比较相互对立的位置上, 学生在教师 权力 的威慑下, 在教师事先安排好的条条框框中

机械的接受学习。这种在教师完全控制下的学习, 严重的压抑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使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学习过程中不能充分的调动。同时, 扼杀了学生的自我个性特征。这与我们所倡导的现代化教育 素质

教育相违背, 使我们培养的学生如同工厂生产的产品, 大多数一模一样, 失去了学生的自我本质特征, 不能

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 且不能适应当今社会不断发展的根本要求。所以对当前的教育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改革

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非指导性教学原则可以对教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它的引入能使我们进一步认

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并帮助我们改进教学水平, 从而正确的、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 达到教育

的目的。

1 非指导性教学的概念、原则及其现实意义

1. 1 概念

非指导性教学
[ 1]
是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 ( R. G. Rogers) 在对心理患者多年治疗过程中, 在总结出心理

治疗三原则: 移情、无条件积极关注和真诚 的基础上进而移植到教学中的一种教育方式。它以 学生为

中心 , 充分信任和尊重学生, 注意发挥教师的情感作用, 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

的积极性、主动性。即把学生作为知识的积极探索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发展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的内在

学习动机, 而教师在其学习过程中不加干涉与学生处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位置上, 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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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 罗杰斯提出了与传统相悖的教师观、学生观和教学观。罗杰斯认为: 在教学过程中, 要突出学生作

为学习主体的学习主动性和个性发挥, 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情感作用。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感情投入

程度、投入方式, 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1. 2 原则

罗杰斯总结的心理原则是: 移情、无条件积极关注和真诚。在教学中, 我们只有充分理解三原则的内

涵, 把其运用实施于教学实践中, 才能使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

1. 2. 1 移情

就是要有意识, 理解和欣赏别人的感情, 即 将心比心 。换句话说,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不仅要从高

高在上的对立位置上走下来, 而且要与学生共同生活, 接近学生、接触学生、关心学生、照顾学生, 与学生

共同讨论, 允许学生自由提问, 形成师生间好学的作风和养成师生间深厚的感情。教师应设身处地地从学生

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理解和尊重学生的追求、情感、兴趣、爱好和需要。而不让学生感触到教师在他们的

对立位置上, 并时刻记住自己的工作是因学生的存在而存在, 平等对待学生。这需要教师转变观念和师生双

方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更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以便 将心比心 , 促进学生积极性的发展。因

此, 移情 , 即 将心比心 , 在非指导性教学中非常重要, 只有教师深刻地理解, 并贯彻实施在教学中,

才能创造和促进学习的课堂气氛, 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主体性, 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1. 2. 2 无条件积极关注

无条件意味着教师关心学生是出自真诚, 不以学生的回报为交换条件。当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和谐融洽

时, 对于学生的学习, 教师应当真诚地帮助学生, 使学生感到温暖, 对学生不采取任何性质的评价。此时,

教师与学生处于一种尊重、价值、尊严、自由与情感相融的位置, 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和关系是发自内心的,

无任何目的、真诚、朋友式的或同学式的, 让学生从心理上、氛围上、情感上感触到教师角色的 非存

在 , 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要求教师的所以关注是情感上、人格上、人生价值上的伟大存在。在人际关系

上, 这种 师生兼顾 的师生新型关系没有让学生感觉到传统教学中教师的威慑, 而是感觉到非指导性教

学中教师的 非存在 是一种和谐融洽的感化和激励。

1. 2. 3 真诚

就是表里一致, 不装模作样。这一点尤其重要。教师在进入角色后应全心地投入到教学中, 在与学生的

感情交流中是最真诚, 最真挚的让学生感到教师的融入是认真的, 并非虚伪的假装, 且从心灵深处与学生拉

近距离成为他们学习中的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1. 3 意义

非指导性教学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中师生关系得到改善并得以加强, 从最大程度上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并塑造学生的自我个性特征。同时, 把学生的价值、尊严、自由、创造、潜能的

充分实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进一步推动当前的教学改革进程。

2 非指导性教学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前文已提及非指导性教学原则在一般教学中的应用, 而作为教学中的一个分支 体育教学, 引入非指

导性教学原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广阔前景。体育教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 在教学中, 体育教师不仅要进行

口头语言的讲解而且进行动作技能方面的示范, 从行为上、动作语言上和感情上给学生以启迪。在积极参与

的过程中, 体育教师具有与学生更多的交流机会, 引入非指导性教学思想可以使体育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民

主关系中进行教学活动。体育教师角色的改变使学生成为体育课上活动的主体, 使学生时刻感受到在时间、

空间上的自由和主体参与的意识。

如何培养学生的主体中心地位, 以有利于学生形成和谐的现代个性特征, 发挥学生从事运动项目潜力和

参与的乐趣, 非指导性教学思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它强调学习中的教师情感投入作用和学生积极主动性

精神, 也就是培养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 激发学生自我学习的内在动机。与传统体育教学追求运动的技能

规范, 提高增强体力相比, 非指导性更注重挖掘从事运动项目的潜力和参与运动项目的乐趣。基于此,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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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体育教学中应以 学生为中心 促进学生个性和谐发展。具体在教学中应注重以下几点:

2. 1 改变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的主动性、个性和实践能力

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在应试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 当今社会需要培养出社会

发展与进步的高素质人才, 素质教育也就成为我们的教育目标。素质教育的实施就是要求广大体育教师改变

传统教学中的陈旧观念, 用全新的思维和模式对学生进行教育, 师生关系从一种管教束缚中摆脱出来, 形成

师生兼顾 的平等民主关系
[ 2]
。这样一来就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以 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中开发学生的

潜力, 做到教书育人的目的。在体育课上, 让学生主动参与体育课的组织工作, 学生喜欢采用何种方式进行

课堂学习由学生自己决定,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使学生在组织安排下自觉地学习知识。让

学生把握教学目标, 可以使学生从客观的角度对自己进行评价, 并自我督促完成本节课的学习任务。当目标

过高或过低时, 学生可以自己调整, 这样就锻炼了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在教法上给更多的自主权, 则可以

使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出来, 展示自己的个性, 并不断完善自己的个性特征。学生的这

种 自主权 不应受到任何人、任何规则、任何制度的约束, 同时学生会在选择不合理的处境中进行自我

调整
[ 3]
。非指导性教学与 情景教学法 , 放羊式 或 自由式 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它以教师的角

色变换, 也就是师生关系和谐融洽为条件, 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 , 学生有目的地进行学习的教学活动。

2. 2 全面关心、理解、尊重学生

素质教育是在社会不断地进行, 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非指导性教学的引入, 可以使体育教

师最大限度地融入教学中, 与学生进行感情深处的交流。拉近与学生心灵上的感觉距离, 成为学生主动学习

的朋友, 使学生兴趣、积极性得到发挥。因而, 体育教师利用体育教学所特有的环境条件与学生进行交流,

走进学生生活和学习环境中是教师全面关心学生、理解学生、尊重学生的必备条件, 只有这样才能在体育教

学中使全体学生达到发展和进步。

2. 3 以身作则, 树立榜样, 发扬民主, 善于倾听学生的意见

体育教师在教学中以身作则, 树立良好的榜样, 在教学中发扬民主平等的优良作风, 倾听学生训练过程

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并给予答复是体育教师作为学生良师益友的关键。同时, 体育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是知

识的传播者, 更是学习知识的榜样, 学生可以从体育教师的一举一动中感受学习的重要性, 从而激励和激发

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

3 结束语

罗杰斯提出并倡导的非指导性教学, 以前较少引起人们重视。随着 21世纪素质教育的广泛推行, 我们

应该去审视并重视非指导性教学, 并在体育教学中广泛推广和使用, 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培养更多

的适应社会广泛需要的灵活性高素质人才, 值得强调的是, 我们倡导非指导性教学并非完全否定指导性教

学, 而是强调非指导性教学思想的素质价值, 以引起我们广大体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积极推进我国的体育

教育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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