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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游泳练习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 0 0多年的历史。1 0 0年来，游泳从 简单的技术到多种方法的应用。从单纯的追求运动量到注 
重量与强度的结合 ，从注重体能的训练到注重技术和专嘎能力共同发展。所谓啻j新教育，就是进行创造性发展，运用科学和艺术性的教学 

内容和方法，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造就创新人 才。现代游泳体育教学就是要体现刨新教育，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素质，培养 
游泳专业人才。本文也研究并分析 了游泳的发展趋势，对于以后的游泳教学的练习方向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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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于游泳运动本质的更深入 

的研究 ，游泳教 育的发展也 到了一个新的 

阶段。对于我国游泳工作者来说 ，我们要具 

备科学的观念 ，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 ，积极 

实施素 质教 育，展开 一场游泳教 育的深刻 

变革。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课堂教学是 

主要途径 。体育学科 为学生提供 了独 有的 

活动环境 ，给 了学生 充分 实践和表现 的机 

会，能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有其它学科无 

法比拟的很多优势。创新教育在游泳课堂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培养了学生的观 

察能力，探究能力，以及实施能力等等。笔 

者根据创新教育的主要特征，对学生创新 

能力的构成与培养做如下阐述 。 

1挖掘学生潜力 
智力就是人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 ，智 

力是认识能 力和 实践能力的总和 。较为统 
一 的认识是 ：智力是人脑功能的表现 ，是人 

的观察、记忆、想象、思维等心理活动多种 

能力的综合表现 。人 的智力发展虽然主 要 

依靠智育来完成，但人体发育智力的器官 

机能 却有赖于体育活动 。在教学中利用 图 

解观察、练习中因势利导，启发学生的思 

维。教师要为教与学的双边活动 ，创造有利 

条件，在进行讲解示范和辅导时，教师在每 

个教学环节上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开发 

学生 的智力 ，使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 ， 

积极开动脑筋，把所学的知识变成感知，加 

深理解，从而获得学习上迁移和反馈的积 

极作用。在以往的教学中还应重视开发学 

生的非智力因素。 

学生在 学 习知 识的过 程 中，除 了受 到 

记忆力和想象力等智力因素的影响，还会 

受到兴趣 、情感和性格等非 智力因素的影 

响 ，是智 力因素和非智力 因素 交织在一起 

的学习活动。创新教育中仅仅传授知识已 

经不能成 为教 学的主要任 务了 ，教师要重 

视调动学生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引发学生 

产生学 习的兴趣 ，从而 进发 出极大 的学习 

热情，能够处于主动学习的最佳状态。 

2创新教育的多样化 
2．1教学模式多样化 

教育模 式有 综合类 型的 ，有 偏重干 师 

生关 系的 ，由偏重 干学 生之 间关 系的 ，有 

偏重 于 教 学 内容 的 ，有 偏重 于 教 学 计划 

的 ，也有偏重于 学习技能或者是 学生心理 

发展的 。创新教 育模式追求 的是 让学生从 

被动接受知识到 主动学 习知识 ；从学 会到 

会 学的水 平 。教学 模式 多样却 不完 善 ，但 

是在体育教学和实践中越来越能发挥其 

重要 的作用 。 

2．2教学方法多样化 

我 们 要 强调 多 种 教学 方 法 的有 机结 

合 ，从而实现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现代化 ， 

来适应不 同个 性的学生的发 展。教师要多 

多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来感染学生，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比如观看录像，回顾我国 

体育发展史，陶冶学生情操，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 。 

2．3教学内容多样性 

课程设 置不应 该很 单一化 ，应该提 供 

不同种类的教学内容比如增加选修课的设 

置等等。教学 内容不能只注 重技术 ，而应 该 

转移 到注 重游泳 方法 ，游泳 经验等 等 。不 

过 ，具体的教学 内容将根据社 会体育的发 

展、学生个体的需要及学校的教学条件，进 

行较大幅度的调整。非竞技运动项目、娱乐 

体育项 目及个人运动项 目的内容比重将加 

大 。内容的广 度将拓宽 ，包括理论 、技术 、保 

健、素质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内 

容的深度强调可接受性 ，突出健 身性 、娱乐 

性 、终 身性 、实用性 ，以利于吸 引学生主 动 

地参加体 育学 习和 锻炼 。 

3创新教育的自主性 

创新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该注意去开发 

学生的各种 创造力 ，努力开发 学生 独立探 

索的精神 ，鼓励学生 自由发表独到见解 ，热 

烈讨论的气氛。在教学中，要摈弃传统的灌 

输法教学 ，教 师应该多让学生发表 意见，推 

动 学生思维能力 的发 展。要提 出发 散性 问 

题 ，训练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 ，要做到以下几 

点 。 

(1)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 

以学生为主体是就是培养学生 主体 探 

索知识和 增强主体意识 ，应 该利用各种方 

法调动学生积极性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 

鼓励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在教学实践中 ， 

老师只是喜欢顺从的学生 ，其实，顺从和不 

顺从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二者密不可 

分 。我们不能压制学生 ，也不能无条件的怂 

恿学生，应该辩证统一的去培养学生的个 

性和独立 性。在教育过程 中必须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作用，但是不能削弱教师的主 

导作用，而是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使学 

生获取知识 。 

(2)建立新 型的师生关系 。 

新 型师生 关系是 以民主 ，平 等为基 础 

的合作关 系。教 师和 学生的合作可 以创造 

良好的环境。教师不是领导者而是指导者， 

不仅仅是年龄上的长者，更应当是人格上 

平等的朋友。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激发学 

生学 习和创造的兴趣 ，在丰富 多彩的创新 

活动中，让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提高。合作 

关系是游 泳教学 中的重要部 分 ，只有做到 

合作教学 ，学生 的创新能力才能得 到很大 

提高 。 

总之 ，要对学生进行创造力的培养 ，教 

师就要依靠创新 ，发展和充实 自己，要有强 

烈的责任感和顽 强的意志力 。游泳教学在 

大学体育教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决定我们 

要不断在游泳教学中进行创新教学，让大 

学游泳教学上一个新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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