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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状况愈发得到关注。“身体素质”逐

渐称为了一个比较热门的词汇，有关身体素质的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在近 20 年

内整体水平出现较大的 “滑坡 ”现象。太极拳作为学校体育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身体

健康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但是通过观察发现学生对太极拳的学习仅仅

是停留在课上，这种情况下要达到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目标是不够的。国家提出的号召指

示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

提出要以“天天锻炼、健康成长、终身受益”为目标，全面提升体育教学质量。其中，

“天天锻炼”并不一定是指的每天都要锻炼必须锻炼，还有可能是指体育课的价值不应该

只停留在课上而且要在课下养成锻炼的习惯。反观太极拳等武术课程并没有很好的做到这

一点，很少会有学生在课下选择太极拳为常用的锻炼方式。可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

象？并不是很清楚，因此本文想要从学生的参与太极拳的运动动机和影响因素为切入点尝

试对这种学生课下很少参与太极拳运动的现象进行解释。方法：本文通过查阅大量文献，

结合现实情况制作出调查问卷，设置访谈问题，然后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

法等对北京师范大学太极拳选修课中 240 名学生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不同性别、年

级、专业学生的运动动机，结合学生的锻炼习惯进行 spss 相关性分析，另外通过访谈法对

北京师范大学选修课 45 名学生进行访谈，访谈内容包括课下影响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学

生进行太极拳锻炼的影响因素，将影响因素再与学生们的锻炼习惯进行 spss 相关性分析。

找出学生参与太极拳的运动动机与参与习惯的联系，以及存在的负向影响因素与参与习惯

之间的联系，从而有助于高校更好地了解到学生学习的需要和学生长期参与太极拳运动锻

炼面临的问题，对未来有针对性的开展太极拳公共选修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促

进学生形成终身体育也有比较积极的参考价值。结果：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得到以下

结果：1. 从学生的锻炼习惯来看学生在课下进行太极拳参与的情况不容乐观，有 93%的学

生课下没有进行太极拳锻炼的习惯，有 5%的学生在课下每周进行 1-2 次太极拳锻炼，有

2%的学生能够每周进行 2 次以上的太极拳锻炼。2. 从总体数据来看，学生体育参与的五个

动机强度先后顺序为健康动机＞社会动机＞能力动机＞乐趣动机＞外貌动机。其中健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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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使学生参与太极拳运动动机中最强的动机，但是与学生课下形成较好锻炼习惯联系最强

的动机是社会动机，其次是健康动机。3. 从性别来看女生外貌动机的强度要高于男生，在

其它动机方面男生的动机强度要高于女生。4. 从年级和专业来看学生的运动参与动机强度

差别不大，在乐趣动机上不同专业（文、理）学生的运动参与动机强度出现略微差别。5. 

对学生不利于星形成运动习惯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其进行强度排序为：没有同伴一起

参与> 项目参与人少，怕尴尬>技能不熟>没人组织>没意思不好玩>没场地。其中没有同伴

一起参与影响强度最强烈。同时于影响锻炼习惯的形成联系最密切。6. 不利于形成锻炼习

惯的影响因素不因性别、年级、专业而发生较大的变化。没有同伴参与是最不利于学生形

成锻炼习惯的影响因素。结论：1. 公共选修课中太极拳项目对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具有较

大潜力，特别是学生参与太极拳的动机中健康动机的强度较高，说明参与太极拳的学生本

身就对自己的身体素质比较重视，相对容易引导学生参加锻炼，因此教师应该重视学生的

课后锻炼情况，促进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2. 社交是学生参与锻炼的重要因素，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可以有意识的引导学生进行交流，可以通过体育作业的方式组织学生一起锻炼从

而形成锻炼习惯。3. 体育教师在太极拳公选课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的参与动机进行课

堂教学内容的安排与组织多强调太极拳的健身价值和多安排有利于提升学生体质的太极拳

基本训练内容如“浑元桩”、“开合桩”等，一方面满足学生的学习动机另一方面有利于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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