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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课是一种以信息技术作为基础的创造型、新型的教学模式，也是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作为新型的教学

模式，微课为各大高校教学活动的创新提供新的条件、创造更多的机遇。体育是高校中学生锻炼身体、培养学生终身体育锻

炼意识、提高学生体育运动能力的重要课程，将其与微课教学模式进行结合，能够颠覆传统的教学思路，优化教学方法，进

而提升体育教学成果，提高体育在高校教学中的价值。基于此，笔者分析微课在高校体育教学中运用的优势、具体的运用措

施，详细内容见下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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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 class is a creative and new teaching mode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is also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new teaching mode, micro courses provide new conditions and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in major universities. Phys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urs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exercise,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lifelong physical exercise, and improve students' sports ability. Combining it with 

the micro class teaching mode can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ideas, optimize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n improve the resul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valu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teaching.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measures of micro class i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ee the following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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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微课是信息技术在教学活动中优化和创新的一种教

学模式，其优点比较突出，即真实的情境、清晰的目标以

及消耗的时间短等；与传统教学相比，微课的教学效率更

高，能够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并且学生的接受能力更强，

与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总体目标一致。在新课改的背景下，

高校体育教学需要面向多元化发展，对教学模式、内容以

及方法的要求也更高。体育是高校教育体系中一门重要的

课程，不仅能够使学生掌握运动技巧和技能，还能够提升

学生运动能力、提升学生身心健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应用微课进行教学，还能够体现出体育教学的层次性特点，

并且跟随时代发展，实现对信息技术的高效利用，进一步强

化体育教学质量，提升体育在高校教育教学体系中的价值。 

1 微课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运用优势 

其一，有利于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体育具有

表象特点和作用，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表现，有着强烈

的画面美感以及生命韵律，与其他学科有着明显的区别。

尤其是体育教学中的体操是力与美的融合，田径、武术以

及球类项目等内容的常规教学则需要教师进行示范，塑造

美的形象。但是，因为体育技能形成所需要的反复性和周

期性、课程内容的多样性，加上教师专业素养、学校教学

条件以及学生表象方面的感知需求等方面的限制，导致体

育教学活动难以保证面面俱到。利用微课视频进行教学，

有利于展示出体育的各种技能，能够加强对学生的引导，

加强学生对运动的欣赏、对技术的感知。例如：传统高校

体育教学中的太极剑、太极扇等项目，教师在初期教学时

知识简单的要求学生以机械化的方式进行模仿，学生很难

理解到传统武术的力量感和美感，训练也就没有积极性，

影响教学效果。对此，教师如果播放相关的比赛、表演等

视频内容，吸引学生感受武术的刚柔并济、优美的旋律，

能够对学生的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可见，利用微课视频

进行体育教学，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自主性，还能够提升学

生的审美情趣。 

其二，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兴趣。微课资源既能够达到

图文并茂的效果，又能够融入各类型的特效和声音，有利

于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教师组织学生观看微课视频，可

以增加学生对体育运动项目或者某一技巧的兴趣，能够帮

助学生建立初步表象，促使学生逐渐爱上体育运动，从而

积极的去学习相关知识和技术动作。同时，微课内容丰富，

有利于教师实施个性化、多层次的教学，能够促使部分体

育运动能力较好的学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在田径

和羽毛球初期教学阶段，教师可以利用田径世锦赛、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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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比赛等视频吸引学生，并且能够利用优秀运动员的专业

能力和高尚的品质、体育精神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在这

样的教学中，能够使得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高涨，增强

其学习主动性，显著缩短学生掌握技术动作的时间，并且

能够促进学生投入到积极的阳光型体育运动中。 

其三，能够突出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设计并使用合理

的微课视频，将优质的资源整合起来，改变传统机械化的

教学模式，在正式讲解技术动作以及理论知识前播放微课

视频，帮助学生提前做好预习、自主学习，并促使学生进

行简单的初步练习，而后反馈自己的学习情况。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只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就能够达到较好的教学

效果。与此同时，教师利用微课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将课

堂学习时间还给学生，充分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

念。因此，高校体育的微课教学中，为了突出学生的主体

地位，体现出以学生为本的体育教学，教师可以合理且积

极的应用微课，以便提高教学质量。 

2 微课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运用措施 

2.1 结合学生实际需求制定科学内容 

高校开展体育教学既能够提高学生体育运动能力和

体育水平，提高学生身体素质，还能够满足学生在学习和

发展方面的需求。因此，设计微课内容时，需要教师了解

学生对体育教学的需求，保证体育教学能够取得良好的效

果。首先，教师可以使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学生对体育

教学内容的意见和需求，保证学生能够配合体育教学；其

次，教师需要利用现有的体育教材和器材，将学生的需求

融入到教材的内容上，并利用现有的器材保证教学活动顺

利开展，在满足学生需求和实现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完成

高校体育教学任务；最后，在确定教学内容后，教师利用

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设计并制作合适的微课课件，

学生通过观看这样的微课课件学习体育知识。例如：教师

调查学生喜欢足球、篮球、网球等体育运动的学生情况，

从中总结出学生最喜欢的运动项目，了解学生对体育运动

项目的实际需求，在设计教学活动时优化内容，增加教学

活动对学生的吸引力；并且在突出重难点内容时尽量将其

简化，弱化难度，以便学生对体育运动技术等知识点掌握

的更加扎实，从而提要学生的体育运动能力，并树立良好

的体育运动意识，促进学生成长和发展。 

2.2 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调整微课内容 

在制作微课时，教师虽然已经收集了学生的需求，但

是因为学生在不断的成长，身心都会发生变化，需求也会

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体育运动能力会随之锻炼逐渐加强。

因此，微课内容不能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教师实际调查、

观察学生视频学习效果，进而对微课视频内容进行合理的

调整。首先，教师需要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目标进行分析，

检测学生的体育学习效果，了解学生当亲的体育运动能力，

成为微课内容调整的重要依据；其次，结合学生的体育运

动情况制定教学方案，确保教学内容与学生发展的需求相

符，并提升教学水平；最后，明确微课视频中需要调整的

教学内容，教师可以参考学生的意见，并且这样能够保证学

生主动、及时的学习微课，提升微课在体育教学中的价值。 

微课可以围绕一个知识点进行设计，而在选择运动技

术时需要考虑一般教学规律、属于技术性动作的核心、与

运动的主要环节保持良好的整体性。例如：百米跑训练中

的摆臂动作、游泳时的“蛙泳腿”、啦啦操教学中的“第

一个八拍”、篮球中的“运球技术”等。如果教师选择的

技术动作不符合以上几点要求，可能会导致微课教学出现

反效果。如体操运动中的前滚翻、篮球中的三步上篮等，

都是对衔接性要求较高的技术性动作，如果微课视频内容

对其进行分解教学时可能会其连贯性出现问题，反而影响

学生训练效果。此外，在调整微课的内容时，还需要保证

微课与课程结构、知识结构之间有保持良好的联系。 

2.3 利用互动平台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互动平台更多，信息

的传递速度更快，学生使用微课进行高校体育教学时，可

以充分利用各个平台。学生在利用微课视频学习时会产生

疑问，只有解决疑问，才能提高学生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从而保证体育教学质量。对此，教师可以利用好互动平台，

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了解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且在互动过程中解决学生的问题；与此同时，教师

也可以利用课堂教学的机会详细且深入的解决学生的疑

问，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提高其针对性，进一步提升

体育教学水平。例如：学生自主学习排球微课视频内容后，

因为“发球”动作的技术难度较高，如果没有掌握好角度，

可能会出现超出范围或者不过网的情况，因此教师可以网

络技术的优势，积极利用微信、QQ 等平台与学生交流，

从而保证学生自主学习效果，同时指导学生考虑自身的力

量等因素，尝试不同的发球力度和角度，从而解决问题，

提高学生排球运动能力。 

2.4 以动态化形式展示体育技术动作 

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利用动态化的方式展示体育运动

技术动作时，方便学生更全面的学习和掌握技术要点，有

利于保证学生在参与该体育项目时动作的正确性。因此，

在设计和应用微课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展示动态化的

技术动作，并且学生根据微课视频进行动作训练，规范学

生的动作。例如：在制作排球的微课教学视频时，教师对

排球运动中的主要动作进行全面分析，尤其需要重视发球

与接球动作，对这两个动作进行动态性展示，指导学生自

主训练，使其掌握技术动作要点，能够有效避免后期训练

和比赛活动中出现错误动作，达到提高学生排球运动能力

的目的。 

以动态化的形式展示技术动作，学生能够通过微课视

频全方位观看到动作变化，可以在保证动作流畅性的同时，

满足学生反复观看、学习技术动作的需求。动态化展示技

术性动作，是体育教学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也是直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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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突出的教学方法，在展示动作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在

脑海中针对动作建立表象，促使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和结构，

措施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自己的感

性经验作为学习的有力支撑。因此，教师要合理应用微课视

频，以动态化的方式展示技术动作，促进学生学习体育知识。 

2.5 科学利用微课加强教学的趣味性 

微课作为课堂教学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一种模式，发挥

出了网络通讯技术的良好效果，成为个性化特点鲜明的一

种教学模式，满足学生对课堂教学的需求，突出现代化教

学的有效性。因为微课的时间较短，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

方面的限制，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更加突出。在高校体育教

学中，需要充分利用微课视频所具有的网络媒体特征，参

考学生的心理特点，自主创作或者下载能够突出教学内容、

具有趣味性的微课视频，使学生可以自主观看和学习微课。

例如：教师在讲解足球运动时，可以自主录制、制作微课

视频，也可以直接从网络上下载合适的微课视频，将知识

点进行划分，使用具有连贯性的故事讲述这些知识点。在

教学开始时，教师可以讲解足球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可以

通过《宋代足球小将》动画片等形式增加微课视频的趣味

性，从而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增加教学活动的色彩性。基

于此，教师在讲述其他足球知识时可以充分利用微课丰富

多彩的性质，增加体育教学活动的活力，展现学生所具有

的青春活力。为了提高微课的教学质量，不仅需要保证视

频内容的趣味性，还需要根据简单、复杂来划分知识点，

在讲解比较复杂的规则或者难度较高的技术性动作时，教

师可以在利用微课视频的基础上，通过实践的方式技能型

教学，并且引导和鼓励所有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例如：

健美操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微课与游戏结合起来，学生通

过微课视频了解基本的动作，而后开展“击鼓传花”游戏。

即，学生掌握基本动作后，学生之间按照固定的距离组成

一个圆圈，而后开始“击鼓传花”，依次完成健美操动作；

如果学生在完成过程中出现错误，则需要接受惩罚。这样

的教学抛开传统动作训练的枯燥性，增加学生学习和训练

的趣味性，使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充满色彩和乐趣。 

2.6 合理分配微课与课堂教学的时间 

微课是一种新媒体与教育教学活动进行结合的教学

模式，能够推动教学活动的改革与发展，为学生设计更加

具有趣味性的活动，提高学生积极性的同时，提升教学的

有效性。微课视频的内容有限，时间较短，能够避免学生

因为微课教学时间过长而产生厌烦等不良心理。与传统的

教学模式对比，微课的优势更加突出，广大师生对微课更

加喜爱和信赖。但是，使用微课教学时，教师面临的挑战

也更强，需要教师在微课视频较短的时间内交代主要的教

学内容，分配好使用微课的内容和实际教学内容，进而分

配好微课时间以及课堂教学时间，从而实现微课的充分利

用，提高学生自主性以及积极性，发挥出微课的价值。在

高校体育教学中使用微课，可显著提高体育教学的先进性。

教师需要把握好微课在体育中的应用，利用微课视频较短

的时间突出教学重难点内容，简化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

简单明了的了解教学内容，促使学生理清自己的学习思路。

但也需要注意，教师在使用微课时要利用其自身的特点，

并结合课堂教学的优势，实现体育教学的全面优化。例如：

如果教师单一的使用微课引导学生研究篮球教学内容，这

样学生很难掌握篮球运动的技巧等知识点，并且会因为课

程的设计缺少合理性，导致教学出现混乱，不利于发挥出

微课的优势，不利于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因此，在应用微

课时，需要教师分配好时微课资源的时间与课堂教学的时

间，划分好知识点，每个视频讲解 1 个或 2 个知识点，突

出篮球运动的重点；与此同时，在课堂教学时间内，教师

做好动作示范、指导和纠正等教学活动，使学生在观看微

课视频后有时间进行技术性训练，逐步掌握篮球知识。 

3 总结 

微课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前景广阔，具有推动体

育教学发展、提高其教学质量的作用。微课不仅适合进行

线上教学，也可以利用移动终端使其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

微课能够直观且完整的呈现体育技术性动作、能够将技术

动作分解、细化重难点内容、创设虚拟课堂等；教师在使

用微课教学时，也需要以合理的方式探究、制作和使用微

课，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也会不断提

升。需要注意，教师需要选择合适的内容作为微课资源，

提高微课设计的科学性，并且在应用微课时要提高其有效

性，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发挥出微课在体育教学中的优势，

提升学生身心健康的同时，全面提升体育教学水平，提升

体育在高校教育教学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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