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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伴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与落实，混合式教学模式引起了越来越多教师的关注，在教育教学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在大学教学中，体育教学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于学生身体素质、综合素养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有助于达成全面人

才的培养目标。对此，大学体育教师需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策略，致力于突破当下的体育课程教学瓶颈，增强学生的

体育认识及学习成效，保障大学生的健康发展 [1]。在大学体育教学中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通过线上 +线下的形

式，将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彰显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突出课程的育人功

能，提升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基于此，本文对混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大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做出了相应阐释，深入分析了其应用困境，并对其应用策略进行了相应探索，希望可以予以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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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blended	 teaching	mode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teachers'	 attention,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ollege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help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all-round	 talents.	 In	 this	 regard,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need	 to	actively	

explore	 new	 teaching	 strategies,	 strive	 to	 break	 through	 the	 curren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bottleneck,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learning	results,	and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application	of	hybrid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modern	 education	 technology	 through	

online	+	offline	form,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highlight	students'	learning	subject	

status,	highlight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course,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lifelong	sports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kes	a	corresponding	

explan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application	dilemma,	and	corresponding	exploration	of	its	application	

strategy,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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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混合式教学法体现了互联网和传统教学模式的深度融合，开创了线上线下教学衔接的新模式。在新时期教育背景下，教师可以开发

信息化的优质教学资源 [2]，运用微课、MOOC、智能化教学软件等开展教学，优化课前自学、课堂教学和课后巩固各个环节，同时为师

生互动交流提供新的渠道。在大学体育中应用混合式教学，可以将理论知识转移到线上传输，为课堂实践训练奠定基础，同时还可以借

助线上教学平台发布作业，对学生的完成情况和体育习惯进行监督，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体育能力及身体素质，促进学生产生体育兴趣，

形成终身体育意识 [3]。

一、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大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一）推进体育教学模式优化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课前教师可以通过线上的平台布置

任务、分享资源，同时师生能够互动交流。课前学生就对本节课

需要掌握的体育知识及技术动作要领有了初步的认知和了解，甚

至在课前也会进行自主练习，在课堂中也会有大量的时间进行探

究和练习，混合式教学模式为师生、学生之间提供了交流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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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促进了师生、学生之间的交流，增加了情感，更加方便了

共同学习 [4]。这种教学方式在大学体育教学中是一种新的模式，

不仅可以促进学生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自主学

习能力、练习的积极性和合作能力等。

（二）强化学生体育兴趣激发

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网络平台把需要学习的内容以视频或文

字的形式推送给学生，学生可初步掌握体育知识和技术动作要

领，结合视频中的讲解，让学生对技术动作有了一定的了解。此

外，教师可以推送一些比赛的精彩视频，使学生能够在观看体育

比赛视频时直接地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结合教学视频的学

习，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进而喜欢上体育运

动，为后期教学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达到了终身体育理念的培养目标 [5]。

（三）有助于发挥信息化在体育教学中的作用

在当前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学习方式。在传统的体育课教学中，教师

通过讲解示范之后，学生大多数通过片刻的记忆进行模仿练习，

而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教师课前运用在线教学平台给学生推送内

容丰富的教学资源，使学生的个性化分层学习变成了现实，通过

线上教学平台课前学习也弥补了课堂中学生练习时间的不足，保

证学生在课堂中有大量的时间进行小组合作练习。此外，无论是

课前还是课后，教师都可以通过网络环境掌握学生的体育学习情

况 [6]，进而在后续教学中加强针对性。因此，运用混合式教学不

但可以提高师生的信息素养，也推进了信息化教学在体育教学中

的应用。

二、混合式教学在大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困境

（一）教师缺乏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经验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作用和成效取决于体育教师，所以说

体育教师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首先在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课堂中教师需要转变自己与学生的地位，这是对教师教

学能力的考验，教师必须对学生包括课前、课中以及课后的学习

任务作出合理地安排 [7]。其次，网络平台给学生推送的教学视频

和教学资源都需要教师进行整理和设计，这就要求教师要有较高

的整理线上教学视频和教学资源的专业水平，同时还要有较高的

课程设计能力，因此要求教师具备较高的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但是当前一些大学体育教师并不能满足这些能力要求，其对于混

合式教学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一定的经验。

（二）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有待加强

混合式教学模式最主要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通过课前视频

形式的自主学习，学生可以先对所学知识和运动技能有一个初步

掌握，进而在后续的学习和练习中也会更加容易，这在很大程度

上节省了教师的教学时间，给学生提供更多的练习时间 [8]。在混

合式教学模式中，学生课前的自主学习在整个教学过程是最关键

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课前教师如果

不能有效的监督，部分学生就会因为懒惰逃避任务，导致正常的

教学工作不能有序进行，学习效果也参差不齐。因此，教师在运

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时，对学生的自觉性要进行着重培养，保证混

合式教学的有效实施。

（三）教师信息素养不足

目前，大多高校在体育教学方面更加偏向于课堂教学，而比

较忽视线上教学，具体表现为网络课程资源薄弱、线上教学平台

落后、师资培训力度不足等等。即便当前各种教学平台、体育课

程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很多教师会因为缺乏信息素养而无法很好

地掌握和适应，进而导致混合教学中线上教学质量不佳。为适应

线上教学，教师需要掌握视频录制、剪辑加工以及动画制作等技

术，但是目前很多大学体育教师仅仅能够满足 ppt课件教学，照搬

教材内容，往往会因为缺乏自主学习能力和线上教学意识而无法

为学生创设线上教学平台，而参差不齐的网络平台性能会影响线

上教学质量 [9]。

三、混合式教学在大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对策

（一）选择合适的线上教学平台，优化教学功能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下，选择一个优质平台是开展线上

教育的关键一步。对此，在大学体育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学生

的设备情况、网络情况以及教学需求等，选择合适的线上教学平

台以及信息技术工具，以保障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 [10]。针对于

学生大多通过智能手机观看课程、学生网络情况差异较大等情

况，教师应该选择一些具备较强系统维护以及具有丰富教学直播

经验、已经趋于成熟的线上教学平台，保证平台的直播功能和教

学功能齐全，且保障软件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在实际的

线上教学环节中，教师可以通过线上教学平台发布微课、慕课、

PPT课件、预学案等教学资源，根据线上课堂中的教学需求以

及师生间的互动需求，需要保障线上教学平台具备多项功能，包

括课堂参与人数和学生信息查看、课程暂停和回放、后台评论互

动、作业录制和上传等功能，并且需要具备多媒体课程资源导

入、播放及切换功能，以保障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11]。

（二）深入掌握学生需求，提升教学精准度

学生是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的主体，只有深入了解学生需

求，提高授课精准度，才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习效果。首先，要通

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小组反馈、现场测试等方式做好学生体

育兴趣、学习能力、身体素质、性格特点、语言能力、组织能力

等方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根据每个学生特点科学合理配置学习

小组 [12]，以提高学习小组精细化合作水平。其次，要了解学生在

体育学习中的基本情况，结合授课内容难点、重点等进行精细化

课前预习视频资源的筛选与制作。由于每个学生学习体育运动的

基础条件不同，教学方面存在共性与个性需求的差异，在进行视

频课资源设计时需要最大程度的照顾到共性需求，同时又能提供

个性化的发展需要。因此视频课的选择与制作要把基础动作讲清

楚，能够通过基础性动作演示与在线指导，满足多数学生的基础

性发展需求，同时根据个别学生发展要求，可以提供其他有一定

难度的视频学习，以满足高层次学生的发展需要。此外，体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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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技术方面的学习应符合基本的泛化、分化、自动化动作学习原

理，在选择视频课程时，应该按照学习动作的基本规律引导学生

学习视频课，对出现问题的学生，及时给予讲解、鼓励，避免学

生因为遇到困难就放弃视频课学习，强化针对性教学，逐步引导

学生通过多次观看视频课形成深刻的动作表象，进而为完成动作

学习打下基础 [13]。

（三）整合数字化资源，推进线上学习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想要保障线上课堂的有效性，就需要

教师准备优质的数字化资源，为学生的线上学习提供资源条件。首

先，教师要整合体育课程教材及其相关的数字化资源，形成项目化

的线上自学模块。具体而言，教师要根据课程进行知识结构划分，

组成不同的项目训练模块，对自学演示视频、知识清单进行打包，

再将线上资源包分享、发送到公共学习平台，供学生自由下载并进

行项目化学习。例如，在针对“田径”相关内容进行教学时，教师

便可以将“不同距离跑的技术特点、要求、锻炼方法以及项目介

绍”“跳跃项目的技术特点、要求、锻炼方法以及项目介绍”“投掷

项目的技术特点、要求、锻炼方法以及项目介绍”等内容设计相应

的自学模块，制作突出重难点的微视频，让学生对体育田径知识形

成系统化的知识结构，降低学生学习难度，强化其对田径运动的认

知，增强其体育兴趣。为了保证学生的精神注意力，线上视频的长

度要控制在3-8分钟左右 [14]。同时，在微视频画面呈现顺序上，要

以梯度化、层次化形式展现，让学生进行由易到难的学习，为其掌

握田径技术知识打下基础。此外，根据微课教学内容，教师应制作

相应的 PPT课件以及预学案，引导学生根据课件和预学案展开逐步

学习，提升其自主学习效率与质量。

（四）提升教师能力，保障教学创新性

首先，要夯实教师体育理论与技能素质，提升创新教学能

力。这就需要体育教师深度理解体育教学理论与技术内容，特别

是教师应具备对知识技能的消化和转移能力，能够结合信息技术

平台要求以及学生需求实际，进行体育内容与形式的创新设计，

既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同时又能够突出教学重点，达到良好的学

习效果。以“体能练习”相关教学为例，教师既要明确体能动态

热身动作的生理性结构、发力顺序、易错动作的损害等，又要深

入掌握体能训练技术动作的规格、内在技巧要领，同时还需要结

合教学策略，根据学生兴趣合理制作动作视频，突出示范、讲

解、等多项内容。其次，为保障线上学习效果，需要体育教师具

有扎实的线上课件制作能力，教师可以通过布置预学案，让学生

以预学案为基础，结合教师的学法指导和发布的文本、音视频、

微课、PPT等学习资源展开自主学习，在视频的指导下进行跟随

运动，强化学生的运动技能掌握，培养其锻炼意识 [15]。最后让

学生针对自身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诊断及反馈，实现高效的线上学

习，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体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关键要

点是学生能够通过课外的线上学习，初步消化基础性的内容，并

带着问题在课堂进行提升。当前，一些体育教师不具备灵活的课

件制作能力，有些是“拿来主义”，这导致有些课件内容与教学

实际需求不符，有些无法激起学生学习兴趣，达不到好的学习效

果。对此，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课程跟学一些前沿的技术内容，掌

握音视频的编辑创作；同时要善于收集教学素材，特别是体育相

关的教学图片、动画、小视频、理论剖析等，建立素材库，为课

件制作提供保障，保障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的创新性，利用这些

趣味素材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使其能够积极展开运动，掌握运

动技巧，增强体质水平的同时，体会到体育运动的乐趣，培养其

健康行为和运动习惯。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伴随着教育教学的发展及信息技术的应用，混合

式教学这一新型教学模式在各阶段教育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将其

应用于大学体育教学中，有利于推进体育教学模式优化，强化学

生体育兴趣激发，且有助于发挥信息化在体育教学中的作用，提

升体育教学质量与效率。对此，大学体育教师应该在教学中充分

利用混合式教学的优势，从通过选择合适的线上教学平台、深入

掌握学生需求、整合数字化资源、提升教师能力等角度出发，探

索混合式教学的应用对策，强化精准化教学，提升体育教学成

效，保障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大学体育教学中的顺利展开，切实实

现学生体育素养和终身体育意识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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