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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互联网+教育”给高校体育教学在教学理念、教学形态、交流方式所带来的积极影

响；指出“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策略，构建高校体育信息化平台，实践立体化混

合教学模式，建立多元化客观评价体系，挖掘网络资源，构建高效课堂，旨在为教育信息化背景

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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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创新 2.0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业

态，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它将各个传统行业与互联

网相结合，促进各行各业发展
[1]
。“互联网+教育”，

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2]
。目前，我

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进行了多年，但原有的以传授

技能为主的体育教学模式根深蒂固，教学思想滞后，

教学内容、方法陈旧，评价体系落后，跟不上时代

发展潮流，也违背了高校体育课程宗旨，不利于健

康第一的思想，终身体育意识形成。高校体育教学

要借“互联网+”东风，创新教学理念、教学模式、

教学评价和教学资源，推动信息技术在体育教学中

的应用，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新思路和

方法。 

一、“互联网+”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促进作用 

（一）改变教学形态 

传统体育教学是基于校园、课堂这个实体空间

展开的，是教师在规定时间地点对学生进行面对面

传授体育知识与技能的活动。“互联网+”改变了传

统教学形态，如大规模在线课程 MOOC能够同时实现

成千上万学生共同授课，它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时

间和地域限制，提高教学效率，证明在线学习同样

可以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
[3]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

学将不囿于封闭的课堂，而是线上与线下、虚拟与

现实相融合的开放式教育。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

体育教学在场有效性壁垒被打破，让任何人在任何

时间、地点学习成为可能，使体育教学走向课内外

一体化的道路。 

（二）改变交流方式 

在传统体育课堂，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主要集中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到人数、时间限制，师生间

面对面交流机会少，相互不熟悉，感情淡漠。互联

网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实现人与人之间更

直接的沟通对话。在“互联网+”背景下，教学形态

发生变化，传统课堂与在线课堂同时存在，师生交

流也变为面对面与线上交互并存。特别是在移动互

联时代，交流随时随地都能进行，不受时空限制，

教师能及时对学生在体育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进行

答疑、解惑，指导课外体育锻炼，进而提升教学效

果。多元化的沟通渠道有利于进一步拉近教师与学

生距离，增进师生之间感情。 

（三）转变教学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体育教学一直延续着教师

口传身授的教学模式，教师主导教学过程，学生被

动地模仿练习，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学组织

形式的一体化，忽视了学生的个性与差异，不利于

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
[4]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体

育教学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要把教学

中心由“重教”向“重学”转移。通过创新教学模

式、方法，优化教学设计来不断满足学生的体育需

求。同时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互联网教学平台，让

学生由被动的模仿者转变为主动探究者，提升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体育兴趣和运动能力，促

进身心全面发展。 

二、“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策略 

（一）构建学校体育信息化平台 

建设高校体育信息化平台，加快体育教学管理

信息化进程，是顺应时代发展地潮流，是教育信息

化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深化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迫

切需要。高校体育信息化平台包括体育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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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体育活动管理、体育教学资源管理等模块，涉

及了校园体育资讯、在线教学、课外体育锻炼（运

动监测）、体育社团、体育场馆预约、体质测试数据

管理等方面内容。信息化平台具有以下功效：利用

互联网高效便捷的优势，构建选课-教学-评价一体

化的教学管理体系，实现教务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细

化转变，提高教学管理效率；利用平台进行在线体

育教学，实践立体化混合教学模式，促进在线学习

与面对面教学相互融合，发挥两者优势，提升教学

质量；将课外体育纳入课程管理，对学生课外体育

锻炼进行监督、指导，推进高校阳光体育活动的开

展，为实现课内外一体化教学创造条件；是一个互

动交流平台，能有效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

之间的交流互动，增进师生之间感情，构建多元化

的师生关系；提供场馆预约，服务师生，促进资源

高效利用。 

（二）实践立体化混合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改革是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

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5]
。目前，传统的以传授技能为

主的教学模式面临诸多问题，其最大弊端即只注重

“教”而忽视了“学”，注重“达标”，忽视了学生

的体育需要和个体差异，教学效果不好。“互联网+”

背景下混合教学模式是指将传统面对面教学与在线

学习相结合，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既发挥教师引

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能体现学

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6]
。这种教学

模式兼容性强，在教学指导思想上，实现从“育体”

到“育人”观念的转变，关注学生体育兴趣、习惯

培养，发展学生体育能力，树立终身体育思想；教

学内容选择上，通过挖掘、开发教学资源，丰富教

学内容，优化教学设计，采取分层教学，因材施教，

满足学生个性化体育需求；教学组织形式上：采取

面对面教学+在线学习，打破体育课固有时空限制，

随时、随地都能自主学习，教学形式灵活；教学程

序上，采取先学后教形式，通过任务驱动型教学设

计，课前有目标自学，课上针对“问题”精讲多练，

教学效果较好；与课外体育关系：实现课内外一体

化教学，能对学生课外体育进行监督、指导，保证

体育教学整体性。 

表 1 两种体育教学模式的特征分析 

类型 指导思想 教学目标 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程序 师生关系 与课外体育关系 

传统教学

模式 

注 重 基 础 知

识、基本技术

和技能的传授

（三基） 

系统地掌握

运动技术、提

高运动技能

水平 

面对面课堂教学，

班级人数多，教学

间歇期长，教学形

式单一 

先教后学，花大量

时间讲授“新知”，

教学效果一般 

面对面交流机

会少，相互不熟

悉，感情淡漠 

课内外不能做到

有效衔接，难以保

证课后体育学习

有效性 

混合教学

模式 

关注学生体育

兴趣、习惯培

养，发展体育

能力，树立终

身体育思想 

培养学生体

育兴趣、习

惯，发展体育

能力 

采取面对面教学+

在线学习，随时、

随地都能自主学

习，教学形式灵活 

采取先学后教形

式，课前有目标自

学，课上针对“问

题”精讲多练，教

学效果较好 

多元化的沟通

渠道，交流随时

随地都能进行，

师生关系融洽 

实现课内外一体

化教学，能对学生

课外体育进行监

督、指导，保证体

育教学整体性 

（三）建立多元化客观的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教学评价大多是教师采用

量化评价方法对学生的身体素质、运动技能进行终

结性评价。评价内容与标准缺乏科学性，评价主要

关注学生技能掌握的好坏，对学生的发展性目标，

如体育锻炼习惯培养、终身体育能力等方面缺少必

要的评价；评价注重结果，忽视体育教学过程，对

学生个体差异、学习态度、进步幅度等教学实际情

况缺乏有效评价，导致评价结果的片面性，不能客

观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
[7]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体

育教学评价要从育人角度出发，以教学目标的达成

作为标准，要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重构学生体育

成绩，把学生的体能、知识与技能、学习态度、情

意表现与合作精神纳入成绩评定的范围，建立有利

于学生进步与发展的多元化客观评价体系，实现： 

（1）评价内容综合化。身体与心理、理论与实践、

课内与课外，全方位评价学生体育素质；（2）评价

方式多样化。教师考评、系统评价、APP监测、社团

考评、学生自评等；定性与定量、自评与他评、终

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相结合，提升评价的效能；

（3）评价主体多元化。教师、学生、信息平台等，

重视学生在评价中的地位，保证教学评价客观、公正。 

（四）挖掘网络资源，构建高效课堂 

互联网时代，大量体育资源涌现，特别是 MOOC、

微课、精品课程等网络教学资源的出现为高校体育

在线教学提供可能，利用网络资源是在线学习最大

优势
[8]
。通过筛选、整合等设计环节，将获取的资源

转化为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

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要。同时，高校要积极开发校

本网络课程资源，以方便学生自主学习。体育网络



 

100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 1 期 

教学资源包括电子教案、课件、专项技能动画、比

赛视频、教学录像、微课等内容。例如，教师可以

录制篮球不同投篮动作的微课视频，让学生通过平

台进行选择性学习，以体现差异性教学；针对教学

中一些不易掌握的技术，教师可以制作演示动画或

剪辑高水平运动员的动作视频，支持对动作进行慢

放、重复播放，让学生建立正确的动作映像，可以

有效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提高教学实效。“互联网

+”背景下，要加强区域内高校体育交流与合作。通

过整合、优化相关的体育资源，以信息化平台为支

撑，建立区域体育教学资源共享机制，促进优质资

源高效利用。例如，校际间可以跨校选课，互相承

认学分，实现域内高校体育教学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共同发展。 

三、结语 

“互联网+”是时代发展的潮流，高校体育教学

要适应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要求，不断推进信息技术

与高校体育教学的融合，转变教学理念、教学形态、

交流方式，让体育教学回归育人目标，激发学生体

育兴趣，培养终身体育意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互

联网+”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契机，构

建高校体育信息化平台，实践立体化混合教学模式，

建立多元化客观评价体系，挖掘网络资源，构建高

效课堂，促进高校体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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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ternet+ education on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ing 

form and communication mode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s expounded as well; It also points out the strategy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aims at constructing the platform of college 

sports information platform, practic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mixed teaching mode,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obj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exploring network resources, and building an efficient classroom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usefu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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