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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泳初学者深水区教学中恐水心理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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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间题的提出

游泳是广大学生喜爱的一项运动
。

在普通高校游泳教学中
,

普遍存在教学时数少
,

季节影响大
,

又受到气

候变化
、

设备
、

教学条件等因素的限制
。

因此在蛙泳教学中
,

运用何种教法
,

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会游泳
,

取得

较佳的教学效果
,

这是当前游泳教学研究课题之
一 。

笔者认为在深水区进行蛙泳教学
,

初学者能更快地学会游

泳
,

因为它有助于调控初学者的恐水心理
。

恐水心理本质上是人在求生本能驱使下所产生的对水威协的防御

性反射
。

蛙泳教学中
,

恐水心理 导致的行为反射 (竖身踩底 )
,

影响了初学者对游泳技术技能的掌握
。

采用深水

教学能抑制恐水的行为反射
,

促进初学者对游泳技术技能的掌握
。

2 对象与方法

随机抽取海水养殖专业 95 届
、

食品加工专业 95 届男生 44 人为实验对象
。

抽取水生生物专业 95 届
、

渔业经济

95 届男生 36 人为对照对象
。

实验前两组学生对蛙泳技术的掌握无显著性差异
。

采用实验对照法
,

分别比较
,

从而深讨常规浅水教学和 实验性深水教学的教学效果
。

两组在技术掌握和泳

距达标上的差异
。

实验组在深水条件下 ( 3
.

50 米 )进行从熟悉水性
、

入水
、

自动漂浮到分解
、

完整动作教学试验
。

对照组以传

统浅水区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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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时间分 1 9 9 1年 6月
、
1妙 1年 9月

、
1 9 9 2年 6月三阶段

,

每阶段 8学时
,

共 24 学时
。

3 结果与分析

.3 1 蛙泳技评比较分析

通过三阶段教学比较试验
,

采用百分制技术评定法 (技评标准
、

技评人见附表 1 )
。

实验组与对照组技评平

均分比较的 T 检验算得 T 值分 8
.

14
、
7

.

28
、
5

.

45
,

对应 P 值 < 0
.

01
,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表 1 )
。

衰 1 实验组对照组技评比较

T a
.

1 T h e e o m P a r is i o n o f t e e h i n e a l e v a l u a t i o n be t w ee o t h e e x琳 r im e o t a l g r o u P a n d e o n t r o l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又 T P 又 T P 又 T P

实验组 ( 4 4人 ) 、 6 3

8
.

1 4 < 0
.

0 1 7
.

2 8 < 0
.

0 1 5
.

4 5 < 0
.

0 1

对照组 ( 3 6人 ) 5 2

.3 2 蛙泳游距达标比较分析

通过三阶段教学
,

分别在蛙泳游距的达标成绩上
,

实验组与对照组平均成绩比较的 T 检验算得的 T 值分

别为 5
.

3 1
、
9

.

1 6
、
1 4

.

1 4
,

对应 P 值 < 0
.

0 1
,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表 2 )
。

表 2 实验组对照组蛙泳游距达标比较
·

T a b
.

2 T h e e o m Par i s i o n o f s w im m i n g d i s扭cn e
be t w e e n t h e e x

eP
r im . 扭 1 g r o u P

a n d e o n t r o l fo r ber as st t or ke ear
c h i n g t h e g o a l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又 T P 又 T P 又 T P

实验组 ( 4 4人 ) 2 7 5 7 1 3 0

5
.

3 1 < 0
.

0 1 9
.

1 6 ( 0
.

0 1 1 4 1 4 < 0
.

0 1

对照组 ( 3 6人 ) 1 8 34 7 1

4 讨论

( l) 不会游泳的学生
,

普遍存在着恐水的心理状态
。

恐水是学会游泳的大敌
,

不尽快地消除恐水现象
,

就

不能很快地学会游泳
。

在平时蛙泳教学中
,

笔者发现不会游泳的同学都在浅水区练习和游戏
,

而不敢到深水

区
。

他们怕吃水
,

怕沉入水底淹死
。

蛙泳教学是在水中进行的
,

由于身体姿势的改变
,

日常生活中和陆上运动形

成的技术技能无法在水中运用
,

又因水的浮力
,

没有固定的支撑点
,

因此有失去平衡的感觉
。

蛙泳深水教学 正

是在学生最恐怕的地方进行
,

为什么反而会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呢?笔者认为
:

①要尽快地学会游泳
,

就要尽

快地熟悉和体会水的特性
,

适应水的环境
,

否则学会游泳将是一句空话
。

深水教学不权使学生更深刻地体会水

性
,

更快地熟悉水性
,

适应水的环境
,

而且对学生的心理素质也是一种训练
。

学生熟悉和掌握了水性并能游一

段距离
,

心理素质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

恐水的心理状态也就得到了较好的改善
。

②蛙泳深水教学的手段和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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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是在深水中进行的
,

这就要求尽早尽快地解决呼吸问题
。

俗话说得好
, “

有气就有力
”

。

深水教学 首先突破 r

呼吸的难点
,

为学好其它技术动作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

( 2) 在浅水区教学时
,

不少学生闭气做练习时
,

动作做几下就不由自主急匆匆地竖身踩底站起来了
。

这是

人的防御性行为反射
,

由于这种行为反射
,

使学生练习数量
、

质量都受到 了影响
。

采用深水教学
,

情况就大不一

样了
。

学生情绪表现是兴奋与紧张
。

在做蛙泳动作练习时
,

由于 水深 (我校游泳池深 3
.

5 0 m )
,

学生不能竖身踩

底站立支撑
,

只能拼命往前游
,

游不动也要坚持拼搏
,

实在游不动便在水中挣扎
。

在这样反复练习中
,

培养了

学生坚持性 的意志品质
,

在拼搏中体会和掌握技术动作要领
。

在水中挣扎时
,

培养 了学生勇敢顽强的意志品

质
,

进一步地体会和熟悉了水性
,

增强了水感
。

( 3) 运动技能形成的途径就是练习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
,
1 9 8 8〕

。

由于深水教学
,

使学生增加了蛙

泳动作练习的数量
,

增长了蛙泳的游泳距离
,

技术动作配合练习次数也增加了
,

教师可以从这些不太标准的动

作中
,

不断地抓住主要错误动作
,

一一地加以纠正
,

加快了正确动作技能的形成
。

学习蛙泳的进步是先慢后快

的
,

因为在最初练习时需要在熟悉水性和基本技能方面下很大的功夫
,

所以进步比较缓慢
。

后来由于掌握了有

关方面的基本技能
,

进步就快起来了
。

由于深水教学能加快正确动作技能的形成
,

所以缩短 了蛙泳学习的周

期
。

( 4) 采用深水教学时
,

学生在水中不能随意行动和正常呼吸
,

容易失去平衡和吃水
,

产生溺水事故
。

这就要

求教师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

教师必 须对学生负责
,

加强安全教育和措施
,

使学生在深水中练习有绝对的安全

感
。

教师在深水教学中
,

可借助器材的帮助 (如绳圈法
、

竹竿牵引法 )
,

使学 生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

反 复练习
,

体会和 掌握动作要领
。

这样激发了学 生练习的积极性
,

提高了学生学 习的兴趣
,

不断地提高教学水平
。

5 结论和建议

深水教学能尽快地消除学生的恐水心理状态
,

培养学生具有勇敢
、

顽强的意志品质
。

深水教学能抑制恐水

行为反射
,

促进正确技术动作的形成
,

提高游泳距离
。

深水教学加强了教师的责任性
,

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

我校建校 已有83 年的历史
,

现在每年为国家培养输送 4 00 一 500 名毕业生
。

多数专业跟
“
水

”

打交道
,

所以学

会游泳是专业发展的必备条件
,

有些专业 (如海洋捕捞
、

淡水养殖等 )对游泳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

笔者

建议在今后的蛙泳教学中
,

加强对深水教学的研究和应用
,

使学生尽快地学会游泳
,

学好游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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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实验组和对照组游泳距离与技术评分记录表

A e n n x 1 Th e e e o r rd of sw im m ing d ista a e e n n dtc eh n ia e lma rk

b et w e e nth e e x
P e

r im e nta lg o ru pa n de n ot rol

第一阶段 8 (学时 )第二阶段 8 (学时 )第三阶段 8 (学时 )

1 sn

以 下
15 m 25 mSO X m瞥 X

5 1m 25 m 5 0m 1) ( 0mX瞥 X
1 sm 25 n飞O S m 1 0 0m 2 0 0mX

实验组

( 4 4人 )
9 1人

对 照组
( 36人 )

1 4人 1 1人

8人 5人

2 7m 6 3分

1 4人 8 1m 5 2分

2人

1 1人

1 1人 5I 7n 6 7分 2人 8人 1 3人

l人 11人 12人 7人

19人 1O 3n、

5 l人

18人 1 3人

6人 4人 34m 5 6分

87分

77分

技评标准
:

技 评 人
:

40分一 5 0分 蛙泳动作来形成
,

但主观意识迫使自己去做
,

闭气能游几 m
。

5。分 一 6。分 蛙泳动作尚未形成
,

有收蹬动作
.

换几 口气能游10 一 20 m
。

60分 一 70 分 蛙泳动作基本形成
,

动作配合不够协调
,

呼吸初步掌握
,

能游 20 一 50 m
。

7。分 一 8 。分 蛙泳动作已形成
,

手脚动作配合较好
,

呼吸基本掌握
.

能游50 一 1 00 m
。

8。分 一 90 分 蛙泳动作配合协调
,

呼吸已掌握
.

能游 10 。一 2() o m
。

9。分 一 100 分 蛙泳动作规范
、

手
、

脚
、

呼吸配合协调
,

能游 200 m 以上
。

技评人就是笔者
,

曾多次担任学生游泳 普级班 教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