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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教育行业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开拓创新。在信息化、网络化、自

动化的时代背景下，普通高校田径教学应尝试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给学生

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空间。网络教学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有时空灵活性强、知识更新率快、可视化程度高的优点，因此大部

分高校逐渐重视网络教学在高校田径教学中的应用。当前，高校田径教学尚存在许多问题，对网络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需

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高校田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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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ducation industry should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and continue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networking and 

automation,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ry to use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enrich teaching 

resources, improve teaching modes and innovate teaching means, so a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space. 

Network teaching i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has the advantages of strong space-time flexibility, fast knowledge renewal rate and 

high degree of visualization. Therefore, mo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radually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teaching in 

college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network teaching. We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and reform and build a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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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教学环境和高校田径教学的内涵 

新时期，网络教学成为教育行业创新改革的重要路径。

网络教学环境下，教学活动突破时空的限制，师生互动频

率大幅度增加，符合学生个性化、自由化的学习需求。由

此可见，网络教育不只是一种教学手段和方式，更是一种

教学理念和组织形式。相较于传统教学，网络教学具有先

进性、创新性、时代性，可以给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选择，

也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在此情况下，教师的

教学压力得以减轻，教学效果更加突出；学生的学习渠道

得到拓展，学习效率显著提高。 

高校田径教学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提

高学生的身体素质，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当前，德智体

美综合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更容易得到社会和企业的青睐，

展现出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因此，高校必须重视田径教学，

提高田径教学质量，激发学生对田径运动的热情和兴趣。

在此情况下，高校田径教学需要引进网络教学模式，开放

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针、增进教学手段，动态的传授田

径知识，引导学生进行实践。网络教学环境下，高校田径

教学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需要学校、教师、学生三方联

动，不断深化田径教学的网络化改革
[1]
。 

2 高校田径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田径运动的局限性 

客观来看，田径运动在高校教学中，存在很大的局限

性。在高校田径教学中，教师田径运动在高校很难全面展

开，田径教学内容缺乏吸引力。在此情况下，学生机械的

模仿田径运动动作，很难在枯燥乏味的练习中享受田径运

动带来的乐趣，同时受到高校田径教学中主客观因素的影

响，学生也无法学习更多的田径运动技巧；对田径运动的

认识和理解过于片面，无法产生更多的学习兴趣。并且相

较于其它运动，田径运动更加复杂，高校体育教师的田径

教学难度高，学生很难掌握田径运动的要点。 

2.2 教学模式和考核评价单一 

传统的高校田径教学模式，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传统的高校田径教学模式是教师通过技术动作的讲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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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让学生模仿练习形成初步的动作表象。在教学的过

程中是以实操为主、运动理论知识的讲解为辅，不利于学

生更好的理解学习某一运动技术形成的原理。高校田径教

学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学生的运动理论知识的学

习，但是由于部分体育教师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更加注重

技术动作的实践学习，教学内容忽略了理论知识的教学。

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缺乏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学生很

容易产生厌学情节。在此情况下，高校田径教学陷入恶性

循环，无法发挥应用的作用，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从教学评价上，高校体育田径课主要是以定量评价、

终结性评价为主。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实践部分、理论部分、

体质测试、课堂表现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大部分高校占比

最高的是实践部分的成绩。通过定量化的方式对学生所学

的技术动作进行考核。这种考核方式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

异性、学习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不利于高校田径教学的发展。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田径课考

核时应注重过程性评价，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 

2.3 学生身体素质不相符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的身体素质普遍低下，严重影响田

径教学效果。具体来看，缺乏良好的基础体能支撑，学生的

田径学习困难重重，无法进行自主学习和自我提高。并且，

大部分高校学生缺乏锻炼，爆发力、协调性等身体素质缺失，

这就会造成在高校田径教学的过程中教学事故发生的概率

大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高校田径教学中的猝死率连年上

升。究其原因，首先是高校学生的身体素质与高强度的田径

运动不符合，其次是高校田径教学的保护措施不到位
[2]
。 

2.4 学生专项技术基础较差且课时不足 

很多学生虽然从小就接触田径运动，但是由于没有经

过专业的指导，只会一些最基本的跑步等，而且跑步也比

较枯燥，乐趣性相对较低，很多人平时也不坚持锻炼，因

此基础较差；要促使学生喜欢这项运动，首先要让学生获

得运动的乐趣以及明白锻炼的价值，只有长期坚持，才能

有更深刻的体验。其次，高校田径运动课程课时相对也不

足，也很难系统的进行科学的教学，因此对提升学生的积

极性也是一个大问题。 

2.5 高校对田径教学重视度不够 

由上文可知，高校田径教学缺乏必要的安全和保护措

施，从侧面反映出高校对田径教学的重视不足。因此，高

校的人力、无力投入有限，无法满足田径教学的需求。在

此情况下，高校田径教学不仅缺乏专业的体育教师，而且

缺少充足的体育设施和场地，很大程度上阻碍学生的田径

运动学习效果。高校对田径教学的忽视，不利于培养具备

综合素养的优质人才，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3 网络教学在高校田径教学中的优势 

网络教学是建立在互联网、计算机基础上的一种教学形

式，将视频、文本、图片等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共享至互联

网，让学生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进行学习，以达到更好的

教学效果。当网络教学运用至高校田径教学之中时，可以充

分发挥网络教学灵活性高、更新率快、资源丰富等优势。 

3.1 网络教学时空灵活性强 

网络教学通过互联网进行教学资源的传输与共享后，

以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为载体，将更多的

高校田径教学的知识与技能提供给学生进行学习。随着这

些移动设备的普及，网络教学灵活的时空优势也逐渐显现。

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田径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对传统的

线下体育教学有着良好的补充作用。田径项目自身存在着

项目多、运动技巧专业化程度高的局限性，因此在高校田

径教学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网络教学在时间上灵活性高，

课后教师可以运用网络教学让学生加强学习田径项目相

关的理论知识。通过理论的学习来促进他们更好的理解田

径运动技术动作的原理，从而达到更好的体育教学效果。

同时网络教学受空间的限制较小，具有即时性的优势。当

学生进行网络教学时遇到问题时可以即时留言，提出相关

的问题或者分享给其他的同学进行交流讨论。 

3.2 网络教学知识更新率快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各学科的知识也在不断的

更新。互联网在其中起着信息交流与分享的中介作用，并

且在互联网进行知识的共享与交流时间成本较低，越来越

多的群体愿意通过互联网平台科普知识以及分享经验，从

而促进了网络上的知识资源的更新。在高校体育网络教学

中，已经有很多知名的高校在做到了体育教学资源的实时

共享，其中包括田径技能知识、田径理论知识拓展、田径

体能等方面的资源。由于大部分高校体育教师受到各种因

素的影响，并没有做到不断学习田径相关的知识，包括田

径竞赛规则、动作技术要领、相关的理论知识等。因此在

田径教学的理念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普通高校

田径课中，高校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教学不再局限于校内的

体育课，更加即时有效的获取田径运动相关的知识
[3]
。 

3.3 网络教学可视化程度高 

网络教学的可视化程度高有利于学生学习和了解技

能要求较高的田径项目以及在促进学生在体育课后建立

正确的运动表象。田径运动中有部分项目对技能要求比较

高，例如撑杆跳、标枪、链球等项目，在高校的教学中，

由于受到场地器材限制以及体育教师自身专业素质的限

制，学生们很难在传统的田径体育教学中学习这些项目的

技术动作以及竞赛规则。网络教学通过视频、图文等形式

将这些较难在体育教学中体现的知识与技术展现给学生。

高校传统的田径课中，大部分教师通过动作示范法对学生

进行技术动作教学，学生通过教师的示范逐渐建立动作表

象，正确动作表象的形成需要从视觉表象到动觉表象逐渐

的过渡。但是受到教师专业技能水平和教学水平因素的影

响，无法在田径课中向学生清晰、完整的讲解和展示某些

技术动作，因此学生在建立正确的视觉表象时就会遇到困

难，从而阻碍他们逐渐向动觉表象过渡的过程。网络教学

就可以充分发挥其可视化程度高的特点，学生可以通过观

看优质的田径教学视频，运用回放、慢放的方式从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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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学习技术动作，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动作表象。 

3.4 网络教学促进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新模式 

网络教学的引入打破了高校传统体育课的上课模式，传

统体育课教学是以教师为主体通过讲解和示范的方式，学生

跟随教师进行模仿练习。网络教学中更加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鼓励教师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师在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时可以更

加了解学生的身体素质情况、技能动作掌握的熟悉程度，让

老师更好的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方案。进而促使教

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教学过程。 

4 网络教学环境下高校田径教学的发展路径 

4.1 增强网络教学基础设施数量与规模 

网络基础设施是实现网络教学的先决条件，是网络教

学顺利进行的保障，通过对国内包括 211 高校、985 高校

以及普通本科院校的 130 所大学的实地调研中可以看出，

在过去 20 多年发展过程中，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

长足发展，无论是硬件的计算机数量还是软件的互联网覆

盖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移动网络迅速普及的背

景下，高校的互联网接入覆盖面越来越广泛，“最后一公

里”难题基本得到解决了。这样为高校开展和推广网络教

学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 

4.2 应用网络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高校田径教学应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利用多媒体

计算机技术、电子信息通信技术等，提高教学质量。互联

网包罗万象，海量的信息为高校田径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料

和素材。在此基础上，高校体育教师可以通过视频课件，

演示田径肢体动作和运动技巧，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观看和

学习。这种模式更加先进、规范，从根本上解决教学示范错

误或不到位的问题。并且，高校体育教师还可以选择著名的

田径比赛视频，增加学生对田径运动的认识和理解，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另外，高校体育教师在田径教学中，教师不

断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和思考，运用不同的方式更加深刻的体

会技术动作的动作要领，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营造生动、活泼、有趣的田径教学氛围和情境。 

4.3 应用网络教学，更新教学信息 

当前，田径运动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巧快速更新，高

校体育教材缺乏时效性，阻碍田径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因

此，高校田径教学需要引入网络教学，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开拓学生的综合视野。具体来看，高校体育教师利用互联

网资源和素材，学习了解田径运动的新理念和新技法，提

炼精华反哺田径教学。此举不仅可以保证教学内容的全面

性，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田径知识框架，而且还可以实现

理论指导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田径运动水平。举例来看，

高校体育教师在田径教学中，通过网络教学更新信息，可

以摒弃容易损伤肌肉的拉伸训练方式，选择更加科学的

PNF 训练方式，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柔韧性。 

4.4 应用网络教学，增强师生互动 

高校体育应用网络教学，可以增强师生互动，达到更好

的教学效果，有利于营造和谐、友善的田径运动学习氛围，

提高学生的接受度和参与度。具体来看，高校体育教师通过

网络平台，简化教学环节和流程，可以更加高效地解决问题，

提高师生交流沟通频率，从而增进师生关系。在此情况下，

师生互动效果显著，不仅可以增加高校体育教师的教学热情，

而且可以提升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师生互动，有利于

建立师生平等关系，帮助高校体育教师转变教学思维，保证

教学质量。网络教学环境下，高校师生的沟通更加顺畅无碍，

有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田径教学体系，培养德智体美

的高素质人才，符合时代发展的主旋律。 

4.5 完善教学评价机制 

目前，网络教学评价主要是通过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以

及考勤表现情况给予不同的分数，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教

师会采取教师打分，学生互评来评价学习情况，这种方式优

点是学生之间可以互学互鉴，缺点是主观性太强。很多高校

教师为了确定学生平时成绩习惯上采用设置客观题测试，系

统会自动进行量化分析给出最终成绩，该种方式表面上公开、

公平、公正，本质上却只是将“为考试而学习”的观念扣上

了互联网的帽子，还是传统教学思维。因此体育教师在教学

评价时首先要遵循客观性、公平性的原则，采用定量与定性

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将学生进行

网络学习的情况纳入最终的考核成绩之中，从学习时长、学

习效果等多种维度对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情况进行评价。 

5 结语 

综上所述，网络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高校传统田径

教学的教学模式，促进高校田径教学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模式。网络教学具有网络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灵活性较强、

可视化程度较高、资源丰富且更新率高的优点。当前学生自

身身体素质较差、田径教学内容枯燥乏味、教学评价单一、

田径运动项目自身的局限性等不利因素阻碍了高校田径教

学的发展。网络教学环境下的高校田径教学，从课堂延展到

课外，对学生的影响力显著增加；有效缓解传统教学产生的

师生矛盾，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运动兴趣。在此情况下，

高校田径教学不再受教学模式单一、田径运动局限、学生身

体素质不符、课时不足、高校重视不足等问题的阻挠，可以

更好地展开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量、更新教学信息、增强

师生互动，持续为社会输送身心健康的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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