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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混合式体育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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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在线平台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满足学生个

性化的学习需求，有助于推动高校体育教学的现代化进程，提升体育教学质量。该模式结合了线上自学和线下实践

的优势，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体育知识和技能。体育教师通过在线评价和反馈机制，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

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策略，保证体育教学成效。基于此，论文解析了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论述了高校混

合式体育教学模式的构建，探究高校混合式体育教学模式的应用，旨在提升高校体育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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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ended learning mod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which can provide rich 
and diverse learning resources through online platforms, meet students’ personalized learning needs, help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his	model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online	self-learning	and	offline	practice,	which	can	help	students	better	master	sports	
knowledge and skills. Through onlin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an timely understand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adjust teaching strategies in a targeted manner, and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blended learning mode,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blende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in universities,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blende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in 
universities, and aim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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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高校传统体育教学模式受限于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

求。体育课程的特殊性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更要

通过实践操作提升运动技能，对教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更高

要求。混合式教学模式是一种将传统面对面教学与在线教学

相结合的全新教学方式，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具有独特优势。

通过整合线上与线下资源，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打破传统教

学的时空限制，提供更加丰富灵活的学习体验，从而有效提

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构建高校混合式体育教学模式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

1.1 直观呈现教学内容
该教学模式通过视频、动画等多媒体手段，能够直观

展示体育动作。相比传统课堂中的教师示范，多媒体展示可

以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细节，并且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速

度进行播放，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动作要领 [1]。例如，在

篮球教学中，通过视频回放和慢动作分解，学生可以清晰地

看到投篮时的手部动作、脚步移动以及身体姿势的调整，从

而更好地掌握技巧。

1.2 提高体育教学效果
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教师借助该教学模式，利用现代

多媒体技术能够提供精细化讲解和标准示范。体育教师可以

预先录制好技术动作的讲解视频，并在视频中穿插动画、图

表等辅助说明，使得讲解更加生动具体。同时，教师通过提

供标准化示范，可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接触到正确、规范的

动作演示，避免因教师个人差异导致的教学偏差。这种精细

化的教学方式能够显著提高教学效果，帮助学生更快地掌握

体育技能。

1.3 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应用该教学模式时，教师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提供丰富

的教学资源，促使学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学习内容。网络平

台上的教学资源包括各种教学视频、动画、图文教程等，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水平和进度进行个性化学习 [2]。例

如，基础较弱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基础动作的讲解视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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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练习；已经掌握基本技能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进阶技巧

或者实战分析的视频进行深入学习。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方式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提高体育学习效率。

2 高校混合式体育教学模式的构建

2.1 合理划分课程内容，结合教学目标分类讲解
在构建该教学模式中，高校需要注重课程资源的合理

开发与利用。高校相关人员应深入研读体育教学大纲，在明

确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将课程内容进行精细划分。具体来说，

高校可以将体育课程划分为基础技能模块、进阶技巧模块、

理论知识模块、实战应用模块等多个单元。每个模块下再细

分具体的知识点和技能点，例如基础技能模块可细分为跑步

姿势、跳跃技巧、力量训练等；进阶技巧模块涵盖高级战术

分析、复杂动作组合等。这种划分不仅有助于教师有针对性

地备课和教学，而且能够让学生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学习目

标。同时，针对不同水平和兴趣的学生，体育教师可以设计

多样化的课程资源 [3]。此外，教师可以设置挑战任务和拓展

学习资源，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分类讲解和多

样化资源设计，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难度和节奏

下进行有效学习。

2.2 构建网络教学平台，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互

动功能
为了支撑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顺利实施，高校需要构建

功能完善的网络教学平台，该平台应具备以下核心功能：一

是视频上传与在线播放，支持教师上传教学视频、动画演示

等多媒体资源，并允许学生在线流畅观看。视频应支持多种

格式上传，且播放界面应友好易用，方便学生进行快进、后

退、暂停等操作。二是互动问答功能，设置在线问答板块，

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互相解答。教师可以实时参与讨论，对

学生的疑问进行及时解答和指导。通过这种互动方式增强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促进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三是作

业提交与批改，提供作业提交和批改功能，允许学生在线提

交作业并查看教师的批改结果。教师可以设置作业截止时

间、提交次数等参数，并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详细批改和点评。

此外，教师可以设置作业互评环节，让学生之间互相评价作

业，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四是丰富的教学资源，除

了教师上传的教学资源外，平台应提供丰富的拓展资源。这

些资源应覆盖体育课程的各个方面，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五是良好的用户体验和兼容性，平台应具备良好的用

户体验和兼容性，能够适应不同设备和网络环境的需求。无

论是电脑、平板还是手机等设备，都能流畅访问和使用平台

功能 [4]。除此之外，该平台界面应简洁明了、易于操作，促

使学生能够快速上手并高效利用平台资源进行学习。

3 高校混合式体育教学模式的应用

3.1 设定体育课程的混合式教学目标
运用该教学模式时，为了保障体育教学活动的有效实

施，高校需要制定明确且具体的体育课程混合式教学目标。

这些目标应当全面细致地覆盖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三个维

度（见图 1），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这些目标的指导下，

教师和学生可以共同明确学习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

动，从而提高体育教学的有效性 [5]。

图 1 混合式体育教学目标

其一，知识目标。该目标主要关注学生对体育理论知

识的掌握程度。例如，在篮球课程中，知识目标可以设定为

“学生能够理解并记忆篮球比赛的基本规则、篮球运动的历

史背景以及篮球运动员的体能训练方法”。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教师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提供相关的电子书籍、文献

资料和视频讲解，让学生在课前进行自主学习。同时，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互动问答环节，检查学生对理论知

识的掌握情况，并针对学生的疑问进行解答和补充。其二，

技能目标。该目标应当侧重于学生对体育技能的掌握和应用

能力。以篮球课程为例，该课程技能目标可以设定为“学生

能够熟练掌握篮球的基本运球、传球、投篮技巧，并在实战

中灵活应用”。在这一目标的导向下，体育教师可以利用多

媒体教学资源，包括技能演示视频、动作分解动画等，帮助

学生直观地理解和掌握技术动作。在课中实操学习中，教师

可以通过组织分组练习、模拟比赛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

不断巩固和提高技能水平。同时，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平台上

传学生的练习视频，进行远程指导和反馈，保障每位学生都

能得到个性化的技能提升。其三，情感态度目标。该目标关

注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兴趣和态度。例如，在体育课程中，教

师可以设定“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积极态度，增强团队合

作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为目标。要想高质量达成这一目标，

教师可以通过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包括团队竞赛、角色

扮演等，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同时，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平

台分享体育明星的励志故事、体育运动的健康益处等内容，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和健康生活方式。此外，教

师可以通过组织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活动，增进师生、生生

之间的情感联系，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6]。

3.2 安排体育课程混合式教学内容
在安排体育课程混合式教学内容时，需要紧密结合线

上线下两种教学方式的优势，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实现最佳

的体育教学效果。

一方面，线上教学内容安排。线上教学内容应侧重于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预习，利用网络平台提供丰富、多样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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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源。首先，教师可以制作教学视频，涵盖体育项目的规

则介绍、技术动作演示、训练方法等内容，视频应简短精悍，

便于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其次，通过动画演示复杂的

技术动作，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动作要领和流程。最后，

图文教程是线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可以借助这一教

程详细介绍体育项目的理论知识、训练计划、营养指导等内

容，供学生随时查阅和学习。另一方面，线下教学内容安排。

线下教学内容更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和巩固提高。在课堂讲

解环节，教师可以针对线上学习中的难点和重点进行深入剖

析，解答学生的疑问，同时补充和拓展相关知识。示范演练

是线下教学的核心环节，教师应亲自示范技术动作，确保学

生掌握正确的动作要领和节奏。实战对抗能让学生在模拟比

赛的环境中运用所学技能，提升实战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7]。

此外，教师可以设计一些互动环节和讨论话题，鼓励学生在

课堂上积极发言和交流，提高课堂的互动性和活跃度。通过

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体育课程混合式教学内容能够全面覆

盖体育项目的各个方面，既满足了学生的自主学习需求，又

保证了实践操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这种教学方式不仅丰富

了学生的学习体验，提高了教学效果，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体育素养。

3.3 实践混合式体育教学模式
在实践该体育教学模式时，以健美操课程为例，可以

详细划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具体见图 2 所示，

确保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

图 2 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示意图

首先，在健美操课程的课前阶段，教师需要录制好教

学视频与 PPT 课件，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明确的学习任务和

教学视频，并且针对课程重难点设置相关问题。学习任务

应当涵盖健美操的基本步伐、组合动作以及理论学习要点，

让学生清楚了解课前自主学习的目标和内容。教学视频可以

包括健美操动作的示范、分解讲解以及练习技巧，视频应制

作精良，易于学生理解和模仿。同时，教师可以设置在线测

试或问卷调查，检验学生的预习效果，收集学生的学习需求

和疑问，为后续课堂教学做好准备。需要注意的是，课前属

于学生自主学习阶段，教师无需对学生自主学习给予过多干

扰，只需发挥引导与监督作用即可。

其次，在健美操课程的课中阶段，体育教师通过课堂讲

解对课前学习任务进行总结和点评，肯定学生的学习成果，

同时指出存在的不足。随后，通过示范演练展示健美操的标

准动作和节奏，让学生直观感受健美操的魅力和要求。在示

范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预习情况，重点讲解难点和

易错点，加深学生对动作要领的理解。同时，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练习，通过分组合作、个别指导等方式，帮助学生

纠正动作，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体育教师在这一阶段应当

关注学生的动态化表现，针对学生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指导。

最后，在健美操课程的课后阶段，学生可以通过网络

平台提交作业和反馈学习心得。作业可以包括健美操动作的

视频录制、学习总结报告等，检验学生对课堂内容的掌握程

度和应用能力。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对学生的作业进行批

改和评价，及时给予反馈和建议，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提升其健美操学习效果。同时，教师可以推荐健美操比赛视

频、高级技巧教程等，供学生进一步学习和提高。此外，教

师可以设置在线答疑时间，解答学生在课后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促进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通过健美操课程的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的有机

结合，该教学模式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不仅可以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而且增强了课堂教学的针对

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具有显著的优势。在实际教学中，高校应用该教学模式，对

于直观呈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和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在实际构建过程中，高校通过合理构

建课程资源、开发平台架构等措施，并且通过设定明确的教

学目标、安排合理的教学内容和将其应用到具体课程实践

中，能够取得更好的体育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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