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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体育课堂教学效果“要不得”

2013年本文作者系列选题

 1.常规：体育课堂基本要求“少不得”；     2.音乐：体育课堂教学元素“多不得”

 3.口令：体育教师教学技能“错不得”；     4.掌声：体育课堂教学效果“要不得”

 5.表情：体育教师课堂观察“粗不得”；     6.提问：体育课堂师生回应“定不得”

 7.观察：体育课堂教学行为“弱不得”；     8.学法：体育课堂教学方法“偏不得”

 9.创编：体育课堂教学诚信“低不得”；    10.探究：体育课堂教学问题“假不得”

11.事件：体育课堂突发事件“造不得”；    12.安全：体育课堂防范意识“松不得”

文/于素梅

 “掌声”在体育课堂教学中较

为常见，尤其是观摩课或评优课中，

听到掌声的次数会更多，甚至持续的

时间也更长。然而，当我们把关注点

定格在掌声上时不难发现，有的掌声

似乎很及时、很自然、也很真实，而

有些掌声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显得有

些多余，究竟问题何在？原来，体育

观摩课或评优课上，存在老师向学生

“要”掌声的现象。其实，体现体育

教学的有效性，烘托课堂气氛绝非是

通过要掌声所能够达到的，鉴于此，

本文重点谈一谈关于体育课堂教学中

的掌声问题。

一、体育课中的“掌声”现

象

体育课上我们时常会在一定的教

学情节中听到掌声，有的掌声老师没

有事先安排，是由学生自发且自主鼓

起的，有的掌声或许与老师的启发诱

导有一定的关系，但无论是哪种类型

的掌声，它们集中表现出以下几种现

象。

1．有无诱导的掌声现象

体育课上的掌声存在多种现象，

有的有诱导，有的无诱导，有时有掌

声，有时无掌声，存在多种情况，分

别列举如下。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体育课上

的掌声有无，诱导与否，整合起来有

四种可能存在的现象，即有诱导的

掌声、无诱导的掌声、有诱导无掌

声、无诱导也无掌声。这四种现象，

其中最为理想的情况是“无诱导的掌

声”，这种情况是学生自然发出的最

真实的情感表露，或是最精彩的教学

情节的反映，当然，掌声有的是鼓给

老师的，如一位老师示范投篮，次次

都投中了，学生对老师的示范报以热

烈的掌声。也有的是针对学生

自己或同伴鼓的掌声，如一位

胆小的学生，在双杠上顺利完

成了一连串的组合动作，下杠

后同学们不约而同地为他鼓起

了掌。无论是鼓给谁的，这些

掌声，都不受任何外界的诱
图1  有无诱导与有无掌声的几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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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因素影响，因此，这样的掌声在体

育课上，出现的越多越好。与此相对

应的，有时体育课上也尽管能够听到

掌声，但有的与老师的启发诱导有较

大的关系，这样的掌声，有时候，有

的学生鼓的不太情愿，表现出赖洋洋

的似鼓非鼓的状态。假如是一节观摩

课或评优课，看课者也会觉察到掌声

似乎来得不是时候，甚至看出它的多

余。除此之外，有时候，尽管老师有

所引导，但学生依然没有意识到，而

是坚持自己的情感体验，未能迎合老

师鼓起掌声。常态课上的掌声多数情

况没有老师的引导，当然，也有一些

常态课上听不到掌声，没有掌声的课

也是正常现象，并非所有的课都有掌

声。毕竟，体育课堂效果的好坏，起

决定作用的并非是掌声的有与无或多

与少。

2．有无必要的掌声现象

体育课上的掌声，尤其是观摩课

上或评优课上的掌声，往往看到或感

觉到老师给学生“要掌声”的情况发

生，但并非所有要来的掌声都很有必

要，也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积极地给

予配合。下面从有没有掌声和有没有

必要，将几种情况加以分析。

无  

有必要  
有

有

 有必要 有   

无   无  有必要 

图2  有无必要与有无掌声的几种现象

图2显示出，在课堂上是否有掌

声与有没有必要可以划分为四种情

况，即“有掌声有必要”“有掌声没

必要”“无掌声没必要”“无掌声有

必要”。从这四种情况来看，体育课

上的掌声有的有必要，有的没有必

要，这主要是针对教师引导学生鼓起

的掌声，即“要来”的掌声。如在教

学比赛活动中，某一组或某一个学生

获得了胜利（或第一名），如果学生

并没有对获得理想名次的学生鼓掌，

这时教师就可以顺势提醒大家为获

胜者鼓起掌声以示祝贺，这样的引导

是有一定必要性的。无论是哪一组，

也无论是哪位学生获胜了都希望得到

一定的肯定或鼓励。但有时候，体育

课上要来的掌声就显得意义不大，如

课的开始，老师问全班同学，“同学

们，你们有信心吗？”同学们齐声回

答：“有”。老师接着说：“给自己

鼓鼓掌”。于是，学生未等老师的话

音落下，就哗哗地鼓起了掌。很显

然，让学生为自己有信心而鼓掌，意

义不大，作用更不明显，而且，还在

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有作秀的成分。相

反，对于体育课上没有掌声的情况，

也分为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没有必要

也无鼓掌，另一种是有必要但也没有

出现掌声。对于没有掌声出现，但却

很有必要的情况，老师需要抓住时机

做好积极的诱导工作。

二、体育课中的“掌声”问

题

我们前面谈到，体育课上的“掌

声”并非都是十分有必要的，也并非

都是学生自发的，当然，有时候老师

启发引导学生鼓掌是有必要的，但并

非所有诱导下的掌声都是很有必要

的。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掌声的相

关问题，如掌声的时机问题、掌声的

多少问题、掌声的作用问题、掌声的

回应问题等等。

1．掌声的时机问题

通过观察体育课堂，学

生自发鼓起的掌声中，往往

有的发生在教师教的环节，

而且是教的较为精彩，如老

师的示范非常优美，教师的

语言非常精湛等。有的是发

生在学生学的环节，如学生个人或小

组的展示动作或技术比较漂亮，或表

现比较完美等。还有的是在教学比赛

中，获胜或即将获胜的场面，往往能

够听到掌声，有的掌声较为激烈、持

久，有的掌声较为低缓、短暂。对于

教师“要”来的掌声，就要把握好时

机，否则就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不

分时机或不分场合地“乱要”掌声是

不可取的，往往这种情况会削减课的

整体质量。因为，体育教学质量水平

的高低，不是靠掌声多少来衡量的。

不恰当时间鼓掌也会显露出作秀的迹

象。

2．掌声的多少问题

体育课上的掌声是多好还是少

好？不能一概而论，要因课的过程、

因课的效果而论，实际上无论是课本

身，还是课呈现出的效果，都与教师

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有着最直接的

关系。有些老师的课堂上，不时地会

传来掌声，有的体育课上，即便是老

师有明显的诱导，也有可能一次都听

不到任何掌声响起。然而，由于有的

掌声是由教师要来的，其中，有的很

有必要，而有的并没有必要，但所反

映出的却是掌声出现的次数多与少。

为此，一方面，我们不能以多少来论

多了好、还是少了好；另一方面，我

们更不能为了追求有多的鼓掌次数而

反复地向学生索要掌声。因此，掌声

的多与少既要从课堂需要出发，还要

从教师的教学水平出发。有时需要但

不会要，有时没必要却多次要，都是

不适宜的做法。

3．掌声的作用问题

恰如其分的掌声在体育课上能

够起到正向激励作用，而多余的掌声

（主要指没必要却要来的掌声）不但

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有时还可能带

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能够

充分发挥掌声在体育课上的积极影响

和正向作用，老师一方面要多观察，

在哪些教学环节，学生自发鼓起了掌

声，分析掌声的缘由，因为，往往学

生自发鼓起的掌声是课堂真实效果的

集中体现，为了提高课堂有效性，教

师在以后的教学中就需要在关键环节

倍加关注或强化，为此，可能会迎来

学生更多的自发的掌声。另一方面，

教师需要把握好，哪些环节有必要向

学生要掌声？所要的掌声将要在课堂

上发挥什么作用？以及能否达到预期

的目的等。教师在全面把握这些问题

的前提下，才能在关键的教学环节巧

妙地向学生发出要掌声的信号。太过

直白或太过牵强的鼓掌“要不得”。

4．掌声的回应问题

我们前面谈到体育课上的掌声有

的是自发的，有的是老师诱导的，甚

至强烈要求的。对于那些没必要要的

掌声无论鼓起的声音高低，还是时间

长短，由于它的不必要性，决定着这

些掌声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掌声也无

需回应什么。而对于那些自发的和有

必要诱导且诱导成功的掌声，教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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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掌声或多或少地应给予一定的回

应，教师最好不要摆出视而不见，听

而未闻的态势。假如，学生鼓掌赞美

老师的优美漂亮的示范，教师听到掌

声以后，最好能够说声“谢谢”和点

头微笑以示回应。一方面可以拉近师

生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对学生也是

一种尊重和教育。无形中告诉学生，

当听到有人用口头语言或肢体语言赞

赏自己时，需要说声“谢谢”或微笑

着点一点头。另外，对于学生给某个

或某组学生鼓掌时，尤其是在展示技

术动作环节，听到学生的掌声，教师

也不能无动于衷，很有必要伴随同学

们的掌声也鼓起来，除此之外，还需

要语言强化，尤其是对赢得掌声的那

些同学，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并以

此为榜样，向其他同学标榜，以增强

其信心。

三、体育课中的“掌声”定

位

前面我们曾谈到掌声的现象、问

题，在此，也有必要对体育课堂上掌

声的定位问题进行一下讨论。而且从

掌声的作用出发，重新梳理，掌声是

什么？为什么掌声在体育课上具有特

殊的作用？哪些掌声可有可无？哪些

掌声很有价值？哪些掌声毫无意义？

不同的教学环节，掌声分布如何？假

如能够对掌声有一个客观的定位，不

但体育教师会对掌声有新的认识，而

且还会由“不重视”到逐渐“重视”

转化，并走出各种掌声认识误区，关

注掌声，发挥掌声的特殊作用，为体

育课堂教学增添色彩。

1．体育课上的掌声是什么

生活中、工作中、课堂上、讲

座中等若干场合都能够听到各种各样

的掌声，但掌声是什么？体育课堂上

的掌声是否具有特殊的含义？体育课

上的掌声除了与日常的掌声一样有尊

重、鼓励、肯定等的作用，实际上，

体育课上的掌声还有其独特性，既

有使获胜的学生更能体验到成就感的

“祝贺类掌声”；还有使对有难度的

运动恐惧的学生增加自信的“壮胆类

掌声”；更有使耐久跑运动中途退场

的同学重返跑道的“激励类掌声”等

等。但体育课上的掌声，大都需要发

自学生内心，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声

音。

2．不同教学环节的掌声分布情

况

体育课上的掌声都出现在哪些教

学环节，下面从课的四个部分来进行

归纳，如表1所示。

从表1所列举的各种掌声的情况

可以看出，体育课上几乎所有的部分

都有出现掌声的可能性，无论是自发

的还是教师引导下要来的，只是不同

的部分，掌声出现的次数、激烈程

度、主动性不同而已。其中，出现掌

声次数比较多的是基本部分，这一部

分的掌声，既有给教师鼓的，也有学

生给自己或同伴鼓的，还有老师给学

生鼓的。无论这个部分出现什么样的

掌声，对于老师而言，都应多注意观

察，并经常思考掌声的缘由，以及观

察学生对掌声做出的各种反应，尽可

能借助掌声的促进作用，有效组织好

教学，但也要避免在不必要的环节向

学生反复多次地要掌声，其效果有可

能会适得其反，不但不能调动学生学

习或练习的积极性，还很有可能引起

学生反感，出现消极状态。

3．体育课上的“倒掌”

体育课上的掌声，大都是正向

的，有着积极作用的，但也不可忽视

教学中学生鼓出的“倒掌”。如老师

示范失败了，或倒立时没有立住，力

量过大倒下了；或跳山羊时未成功跳

过，而是人仰马翻了等。这样失败的

示范情节，往往就会引起学生哄堂大

笑，甚至鼓起掌声，这时的掌声往往

都是“倒掌”。一旦出现这种场面，

教师一方面有必要因为失败而表示歉

意；另一方面，也需要借机教育学

生，不可在别人失败的时候，“嘲

笑”，甚至讽刺、挖苦别人，应发出

友好的、富有诚意的鼓励之声。当

然，同学之间更要做到以诚相待，互

相帮助，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一旦

听到“倒掌”的声音，就应立即因势

利导，巧妙地渗透德育教育。这样的

教育跟进，“倒掌”之声才能越来越

少，直至在课堂中逐渐消失。

四、结束语

掌声，看似很小的现象，但体育

课堂上的掌声也不可忽视，因为，正

确把握掌声，能发挥更大的效应，错

误使用掌声，尤其是向学生多次要不

必要的掌声，不但毫无意义，而且，

还因虚假的教育引导，很有可能影响

到学生的学习情绪，对体育课产生错

误的认识，不利于对学生运动兴趣的

激发。由此，体育课上的掌声不可忽

视，要正视其功能作用，不可过分

夸大其功效，还要时刻关注出现“倒

掌”时的教育。

表1  体育课中的掌声分布

课的结构 出现频率 教学环节
自发的掌声 要的掌声

现象 举例 现象 举例

开始部分 低 导入 有、极少有趣的导入 有、少
师：同学们，有信心吗？生：有。师：

鼓掌！生：鼓掌。

准备部分 低 游戏、教师示范徒手操 有、少
游戏好玩、有输赢，示范优

美
有、少

师：同学们做的非常好，给自己个掌

声。生：鼓掌。

基本部分 高 示范、展示、游戏、比赛 有、多
示范成功，展示优美，比赛

获胜
有、多

师：比赛过程中给自己队鼓掌加油。

生：鼓掌，并喊加油。

结束部分 低 小结 有、少
即将下课时，学生鼓掌以示

对老师的感谢
有、少

师：今天大家表现都非常好，希望能给

自己一个掌声。生：鼓掌。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100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