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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mode,	gamification	teaching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youth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gamification	teaching	strategy	on	the	cultivation	of	youth	interest	
in	sports.	The	study	used	a	mixed	method	of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gamification	teaching	and	 its	 impact	on	students’s	 interest	 in	spor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amification	teach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especially	enhance	 their	 intrinsic	
motiv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dapt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students’	age	and	gender,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and	curriculum	 interactivity,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ports	 interest.	The	
mechanisms	of	self-efficacy,	achievement	goal	targeting,	and	social	support	in	the	process	were	also	explored.	This	study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constructing	effectiv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helping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est	level	of	teenagers	in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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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教学对青少年体育兴趣培养的心理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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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模式的革新，游戏化教学在青少年体育课堂中越发受到重视。本文旨在探究游戏化教学策略对青少年体育兴趣培
养的心理机制。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观察的混合方法，分析游戏化教学的实施现状及其对学生体育兴趣的影
响。结果表明，游戏化教学能显著提高学生对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参与度，特别是增强了他们的内在动机。进一步分析
发现，教学内容与学生年龄、性别等因素的适配性，以及教师专业性和课程互动性的提高，是影响体育兴趣培养的关键因
素。研究还探讨了自我效能感、成就目标定向和社会支持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为构建有效的体育教学策略提供
了科学依据，有助于优化体育课程设计，提升青少年的体育参与度和兴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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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教育方式也在不断创新。一

种被广为接受和实践的新型教学方式，就是游戏化教学，

它以游戏为载体，将教学内容与教学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

通过积极的游戏参与体验和问题解决过程，使学生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达到预设的学习目标。在青少年阶段的体育教育

中，游戏化教学尤为重要。体育是一种实践活动，更多地

需要通过参与体验进行学习，而青少年正是培养体育兴趣、

形成体育习惯的关键阶段。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体育参

与度、兴趣是当前体育教育面临的一大挑战。然而，传统的

教育方法往往过于注重形式和结果，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

体验性。因此，论文研究以游戏化教学对青少年体育兴趣培

养的心理机制为主题，旨在通过对不同地区中学生的实证研

究，分析并探讨游戏化教学对青少年体育兴趣培养的深层次

心理影响，以期达到优化体育课程设计，提升青少年的体育

参与度和兴趣水平的目标。

2 教育模式创新与游戏化教学的理论背景

2.1 游戏化教学概念及其与传统体育教学的比较

游戏化教学是指将游戏的元素和机制融入教育过程中，

以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和动机 [1]。在体育教学中，游戏化教

学强调通过设置具有挑战性、趣味性和互动性的活动，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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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学生主动参与，并通过奖励系统、即时反馈和竞赛形式，

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兴趣。与传统体育教学方法相比，游

戏化教学模式不仅改变了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还革新了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传统体育教学通常采用单向灌输

的方式，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参与感和主动性。而游戏

化教学则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鼓励探索与创

造，尊重个体差异和多元化需求。

在游戏化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引

导者和支持者，课程结构更为灵活。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能够

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还能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消除体育学

习中的枯燥感和畏难情绪。游戏化教学在增强学生体育兴趣

和提升学习效果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通过这种教与学方式

的创新，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参与意识，也为体育课程的

内容革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传统教学关注的是学生技能的掌

握，而游戏化教学在此基础上更注重激发学习动机和提高整

体素养。

2.2 青少年体育兴趣的心理学基础与重要性
青少年体育兴趣的发展对于其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心理学理论，兴趣被视为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

学习和活动参与的重要内在驱动因素。在体育教育中，兴趣

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参与欲望，还能提高其在参与过程中的

专注力和坚持性。体育兴趣的培养有助于青少年建立积极的

健康生活方式，并在长期中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心理学基础指出，青少年的兴趣发展受到个体本身因

素如自我效能感和个体成就目标定向的显著影响。自我效能

感是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建立信心和期望成功的关键因素，而

成就目标定向则影响学生在面对挑战时采取的态度和行为。

社会支持，包括来自同伴、家长和教师的鼓励与支持，在激

发和维持青少年体育兴趣中起到促进作用。通过理解这些心

理学基础与因素，能够为针对体育兴趣提升的教育策略提供

科学依据，进而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2.3 教育模式创新对青少年体育教学的影响
教育模式的创新对青少年体育教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尤其是在提升学生参与度和兴趣方面。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

展，传统的教学方法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亟需能激发学生

主动性的新方式。游戏化教学作为教育模式创新的一个重要

体现，通过融入游戏元素，使体育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

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学

习体验，并在课堂上创造出一种更为积极的学习氛围。

游戏化教学不仅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态度，还改进了师

生互动方式，促进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交流。它通过激发内

在动机和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时更具积极性

和持久性。教育模式创新通过整合多元化的教学资源和技术

手段，提高了课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2]。这样的变化不仅提

升了学生的体育兴趣，也在整体上促进了他们的心理健康与

社会能力的发展。

3 游戏化教学在青少年体育兴趣培养中的应
用研究

3.1 游戏化教学策略的设计与实施
游戏化教学策略的设计与实施在青少年体育兴趣培养

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该策略通过将游戏元素融入体育教学过

程，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在实际操作中，

需要详细考虑多方面因素以确保游戏化教学的有效性。

在设计游戏化教学策略时，需要根据学生的年龄、性

别等特点进行个性化调整。这种适配性设计能够使学生更容

易接受并参与到体育活动中。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对游戏的理

解和接受程度有所不同，教学内容必须符合其认知和身体发

展水平。性别差异也可能影响体育兴趣的培养，需要在游戏

内容设计中融入多样化的元素，以吸引各种学生群体。

教师的专业能力和对游戏化教学的理解程度对策略实

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教师需具备设计和管理游戏化活动的

能力，保证活动的安全性和教育效果。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

灵活运用各种游戏策略，提高课堂互动性，使学生在体验乐

趣的提升自身的运动技能。

在游戏实施过程中，课程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是关键因

素。应加强学生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设立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提高学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这种设计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内

在动机，使得体育学习不仅是体能的锻炼，更成为一种愉悦

的体验。课程中可设置奖励机制，以强化积极行为并增强学

生的参与度。

3.2 游戏化教学与青少年体育兴趣的相关性
游戏化教学与青少年体育兴趣的相关性呈现出多维度

的影响。研究显示，游戏化教学策略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的

体育兴趣，其中内在动机的增强是其显著表现之一。通过

游戏元素的引入，学生在体育学习中感受到更多的乐趣和挑

战，从而增加参与的意愿与动力。

游戏化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教学内容被设计为具有连

贯性的游戏情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对体育活动的

专注度和热情。适度的竞争与合作机制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和团队意识，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增强课堂的互动性。此类

教学环境有助于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成功与快乐，

从而形成持久的体育兴趣。

研究指出，年龄和性别是影响游戏化教学效果的重要

因素。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教师可设计不同复杂度

和趣味性的游戏化活动，以适应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兴趣

偏好。性别差异也在游戏化教学中有所体现，如男生可能更

倾向于竞技性较强的游戏，而女生则对合作性活动表现出较

高的兴趣。这种差异要求教师在课程设计中考虑多样化，以

确保每位学生在参与过程中都能获得积极体验。

教师的专业素养同样在游戏化教学中发挥关键作用。

专业化的教学设计和富有创意的游戏化元素能够引导学生

更积极地参与体育活动，逐步培养对体育的内在兴趣。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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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游戏化教学通过多元化的策略有效促进了青少年体

育兴趣的培养，为未来体育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

策略。

4 游戏化教学影响青少年体育兴趣的心理机制

4.1 自我效能感在体育兴趣培养中的作用
自我效能感在体育兴趣培养中的作用是理解游戏化教

学对青少年体育兴趣影响的重要维度。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

自身在特定情境中完成任务能力的信念，它与个体的动机水

平和行为表现有密切关系 [3]。在游戏化教学情境中，学生通

过参与各种游戏活动，获得即时反馈和成功体验，这些积极

的学习体验能够显著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当学生感受到

自己能够在游戏化活动中取得成功时，他们对体育活动的内

在动机和参与愿望也会相应提高。

自我效能感还影响学生在面对体育活动中的挑战和困

难时的应对方式。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倾向于将困难视为发

展技能的机会，表现出更多的坚持和努力。游戏化教学通过

提供多样化的任务和渐进的挑战，帮助学生建立成就感和自

信心，从而提升其克服困难的能力。

教师的反馈和支持在增强学生自我效能感过程中扮演

着关键角色。通过即时、具体地反馈，教师能够帮助学生意

识到自身的进步，促使学生在体育学习过程中树立积极的自

我形象。自我效能感作为心理机制之一，对游戏化教学中青

少年体育兴趣的培养具有显著作用，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持续

参与和积极态度。

4.2 成就目标定向策略及其对学生体育兴趣的激发
成就目标定向策略在青少年体育兴趣的激发中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成就目标定向理论将个体的学习动机分为

掌握目标和成绩目标。掌握目标强调个人能力的提高和对任

务本身的兴趣，而成绩目标则关注与他人的竞争和结果的比

较。在游戏化教学中，合理运用成就目标定向策略可以有效

提升学生的体育兴趣。

当学生以掌握目标为导向时，他们往往更加愿意参与

体育活动，并对自身进步抱有积极态度。这种内在动机的增

强，能够促使学生在体育学习中保持专注与热情。游戏化教

学可以通过任务挑战、进阶奖励等方式，激发学生的掌握目

标，促进其对体育知识和技能的深度理解和持久兴趣。

成绩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激励学生。当体育课程

设计巧妙地结合竞赛元素，让学生在友好的竞争环境中体验

成功，学生的成就感及对体育的兴趣亦会提升。这需要确保

竞争过程是积极的，以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4.3 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体育兴趣形成的心理机制探究
社会支持在青少年体育兴趣形成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家庭、同伴和教师的支持能够直接影响学生的体育兴趣水

平。家庭的鼓励和支持可以增强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

性。同伴间的互动与合作能够提升学生在游戏中获得的乐

趣，从而激发持久的参与动机。教师在课堂中营造的支持

性环境则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归属感，提高对体育活动

的投入度。社会支持不仅能通过情感支持提升学生的内在动

机，还能通过信息支持提供学习策略和技巧。实际的支持如

相关资源的提供能够为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创造更多机会。整

体来看，社会支持通过多方面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积极的外

部环境，推动了青少年体育兴趣的形成和发展。

5 结语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当体育课变得像玩游戏一样，学

生们会更加喜欢上体育和更积极地参与进来。老师上课的方

式要和学生们喜欢的东西搭上边，课堂也要多互动，这样学

生们会更有兴趣。不过，因为参与研究的学生不是很多，也

只研究了一小段时间，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和了解。我

们希望将来的研究能让体育课更适合不同地方的学校，帮老

师们教得更好。同时，我们也想更多地了解，像自信心这样

的好心情对玩游戏式学习体育的影响。这项研究让我们知道

怎么让体育课更好玩，帮助孩子们更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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