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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表明：正常大学生的体育课平均成绩为

87.46 分，残疾、体弱大学生按原有评价体系评价的体

育课平均成绩为 69.72 分，残疾、体弱大学生按本研

究构建的评价体系评价的体育课平均成绩为 82.13 分。 

教育心理学认为：残疾、体弱大学生在心理上就

表现出较正常大学生更脆弱的心理耐受能力，若学生

在已经降低体育课教学内容难度和评价标准难度时仍

得到较低成绩，不但会加剧他们的自卑心理，而且有

可能使他们更加逃避体育锻炼。本研究所构建的评价

体系，淡化了体育技能评分，重视学生的体育参与热

情、成绩进步幅度和课堂表现，将心理、适应能力、

理论、运动技术等多方面的内容融入评价体系之中，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残疾、体弱大学生的体育参与。

被测学生的体育课成绩均在中等或良好水平，这对提

高他们的自信心，树立正常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均有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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