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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新模式研究
张斌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浙江金华

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新模式进行研究，分析新型体育教学模式
的优势与弊端，提出优化策略，提高疫情下高校体育教学效果。主要结论：新型体育教学模式打破“时空”界限，提高学
生自主学习意识，彰显学生主体地位，加强资源整合利用，促进资源共享；但新模式也面临学生学习进度难以监督，教师
评价与学生反馈难以同步，教师“角色转换适应力”与“多媒体应用水平”尚待提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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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疫情防控成为人们生活的新常态，深刻影响着

各界各业。为坚持“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宗旨，基

于此形势，各学校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线上教学”模式

再一次被推上新舞台。近年来，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助力

于各行各业，其中“互联网 +教育”学习平台一直备受关注，

诞生了MOOC(慕课 )网、爱课程、网易云、雨课堂等诸多

线上学习平台。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分析高校体育

教学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促因、机遇、挑战具有重要价值。

2 高校体育教学新模式形成促因

截至目前“新冠疫情”仍然会呈现散点式暴发，这给

正要恢复正常的教学模式带来很大困境。此时“互联网 +

教育”新型体育教学模式“勇担重任”，协同体育教学过程。

新模式看似疫情偶然因素所致，实质其中包含着许多必然因

素。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

新兴教学平台日益增多。前期“爱课程”、“MOOC(慕课 )”

网上平台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线上教学平台之一；随之，

雨课堂、腾讯会议、网易平台、学堂在线等互联网教学平台

更是广泛运用于教学中。互联网教学平台之所以能够得到广

泛运用，与互联网技术的科技助力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

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目标导向明确，程序运行合理，方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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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方能取得理想效果 [1]。

3 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重构

多发性疫情防控要求给高校体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巨大

冲击，传统体育教学模式难以实施，更是增加了高校体育教

学工作的难度。但考虑到学生学习的迫切性，同时结合已有

的现实条件，“互联网+教育”新型体育教学模式便应运而生，

新型“互联网 +教育”教学模式在其他学科领域应用屡见

不鲜，但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却并不多见。“互联网 +体育”

教学模式的应用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创新，亦是对未来

高校体育教学模式演变的一种探索 [2]。

3.1 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过程特点

一直以来，中国高校体育教学沿用“教师面授 +学生

现场练习”教学模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主要表现为教师教

学、学生练习二者在时间、空间上相统一。以体育“术科”

教学为例，①动作讲解示范，建立表象认识；②分解、完成

组合练习；③现场指导及纠错；④学生练习及效果评价⑤总

结。以上为传统体育教学模式中主要教学步骤，通过多节课

循环往复的练习，强化学生对技术动作的理解，掌握技术动

作要领，能够规范、熟练地完成技术动作，实现预期的教学

目标。

3.2 高校“互联网 + 教育”新型体育教学模式的过

程特点

“互联网 +教育”新型体育教学模式将互联网技术与

教学充分结合起来，解决了疫情下无法现场教学和现场练习

的难题，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诸多便利。“互联网 +教育”

新型体育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以下步骤，以体育“术科”教学

为例。

①教师运用腾讯会议、慕课等多媒体教学，建立动作

表象；

②“线下”学生进行技术动作模仿练习；

③学生通过观看—练习—再观看—再调整—再练习等

连续过程，学生的本体感觉逐渐加强，对技术动作的认知逐

渐加深；

④学生在观看教学视频与“线下”练习的过程中，遇

到难以理解之处，在下节课教师讲课前进行沟通交流，或通

过微信、QQ、电话等途径向教师请教，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

⑤整个教学结束后，学生以视频录制的方式，将整套

技术动作录制后发给教师，教师依据学生录制的视频进行期

末考核。

4 “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

新模式凸显的优势

“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模式发生

了转变，实行“互联网 +教育”新型体育教学模式，新模

式既满足了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体育教学的需要，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为未来体育教学模式的发展初步指明了方向。

4.1 学生学习打破“时空”界限，学习更趋弹性化

传统体育教学模式中，“教”和“学”二者在时间上

和空间上具有统一性特征，即教师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地对

某一群体学生进行统一教学；同理而言，学生在同一时间、

同一场地统一学习。学生学习的时空界限不再受到限制，可

以随时随进行学习，由此可见新模式下学生学习在时间和空

间上更加趋于弹性化。

4.2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彰显学生“主体地位”

地位

“互联网 +教育”新型体育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教师

通过多媒体等“线上”教学方式，讲解技术动作要领，说明

技术重难点，明确练习中注意事项。

在“互联网 +教育”教学模式下，学生基于对教师讲

解技术动作的认知和理解，依靠自身“线下”循环往复的练

习，从发现问题—总结问题—解决问题整个学习过程中，学

生“自主学习意识”逐渐增强，更加彰显出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主体地位”。

4.3 加强资源整合利用，“有效范围内”实现“资

源共享”

“互联网 +教育”新型体育教学模式下，教师通过“线

上”录制教学视频，学生参照教师的教学视频进行“线下”

模仿练习，长时间模仿练习后逐步掌握该项技能。学校将不

同运动项目的教学视频，尤其是精品课程，进行整合后公布

在学校官方平台上，学生凭借学籍信息登陆学校官方平台，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进行学习，有效

避免了“专项学习”单一化问题，学习资源丰富且优质，可

供学生选择的空间明显扩大，学生学习到的技能、知识也会

更加全面，在“有效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3]。

5 “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

新模式存在的弊端

“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互联网 +教育”新型

体育教学模式给“教”和“学”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由于

学科之间的差异性、教学模式尚未完善等原因，亦存在一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

5.1 “互联网 +教育”新型体育教学模式下，学生

学习进度难以监督

学生对新知识的掌握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首先源于

教师“线上”教学，通过对视觉器官的刺激，在学生大脑中

建立动作表象，初步形成感性认识；其次学生基于大脑中初

步形成的动作表象，结合“线下”模仿练习，不断强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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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在大脑中留下的“痕迹”，形成良好的本体感觉，多次

重复练习后，逐渐过渡到形成相对稳定的动力定型。

5.2 教师评价与学生反馈难以同步

体育教学亦是一个不断评价、反馈相连续的过程。而

“互联网 +教育”新型体育教学模式下，学生通过“线上”

学习形成感性认识，通过“线下”练习逐步形成动作定型。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线下”练习发挥更重要作用，学生在“线

下”练习过程中，缺乏教师对练习效果的实时评价，无法及

时指出学生练习中存在的问题，学生在短时间内无法清晰地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动作。

5.3 教师“角色转换适应力”与“多媒体应用水平”

尚待提高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亦是知识、技能的传授者，

在教学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新型体育教学模式下，教学

理念、教学方法手段、教学环境等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师在

教学中扮演的“角色”也随之发生改变，教师由传统教学中

的实施者转变为新模式教学中的探索者；由知识、技能的传

授者转变为知识、技能的解构者；由教学中的“主导”者转

变为“诱导”者，这种角色转换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结语

基于“互联网 +教育”新型体育教学模式，对多媒体

等信息化工具的使用更具广泛性、全面性，教师在教学中不

仅需要学会 PPT制作，更要学会视屏的录制、剪切、优化

等繁杂程序，这对于传统体育教学模式下教师的多媒体应用

能力而言，亦是一个重新学习、适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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