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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是信息技术主导的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就体育教学而言，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教学必备的手段。探讨“抛

锚式”教学策略应用到信息技术课体育实践教学中，通过在实践课排球前后交叉跑动扣球教学及学生如何拓展学习跑动战术

扣球的教学课例，创新课堂构建模式，提高课堂效能，让学生能更快、更好、更多地掌握排球跑动扣球技战术能力。思考课

堂教学如何有效达成新课标“教会”“勤练”“常赛”体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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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an era domina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rapid chang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erm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means of teaching.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chor style" teaching strategy in physical education practice teach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cross running and spiking before and after volleyball practice classes and how students can expand their learning of running and 

spiking tactics, innovating the classroom construction mode, improving classroom efficiency, and enabling students to master 

volleyball running and spiking skills and tactics faster, better, and more. Consider how classroom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teaching", "diligent practice", and "regular competi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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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抛锚式”教学策略在体育课信息技术运用

中的价值 

信息技术在课堂广泛应用的今天，没有升学科目压力

的高中阶段体育课堂，却依旧在一个哨子 2 球，经常被高

考科目“借用”地教学，使得体育知识、技能系统学习的

缺失，面对新课标要求，何谈“常赛”？抛锚式教学是以

技术教学为基础的一种重要教学典范，与情境化学习、情

境认知以及认知的弹性理论及其密切。在智慧时代的背景

之下，探讨“抛锚式”教学策略应用到信息技术到体育实

践教学中，通过课堂教学排球战术教学案例分析，探究如

何创设有效的技战术交叉跑动扣球的真实学习、练习场景，

高效达成新课标“教会”“勤练”“常赛”体育教学改革。

在实践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创生学生在真实的比赛过程

中学习，信息化手段作为“锚”解决理论学习只听内容，

却不见真实画面，难于达成认知的学习。让学生参与真正

的排球比赛练习场景，常赛“锚”则变成具体的排球比赛

学习目标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合作学习。 

2 应用信息技术创设学习场景“锚”落实排球

参赛目标 

2.1 学情分析创实际需要教学实践情境 

本课教学对象为高一、高二年级 35 名女生。由于学

校是按性别分班教学，这样的授课方式，能更合理安排有

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和合理运动量的练习，且能有效提高训

练水平。虽然排球技能基础不大一样，有一月到 2 年不等

排球训练基础。作为把排球选修课作为她们首选选修课同

学们，学习积极性较高，可以发挥以老带新，迅速提高学

生学习整体水平。这期选修课的同学有热情、兴趣，能力，

但身体素质却还有待提高，对单个动作技术的学习差异不

小。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目标，采用分层分组的“健

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教学模式，尝试体

能“课课练”在课堂上能够信息化教学，充分共享大数据

时代。课上改变体育教学以练习为主的学习传统模式，让

理论学习和技能练习活动相结合。把通常体育课单一的理

论课或实践体育技能训练课，2 种课在不同的教学环境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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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教学，打破传统体育技能教学课以身体练习为主的构

建模式，整合信息技术，在室内运动场馆通过完成排球交

叉跑动扣球的理论和技能的学习，运用体育馆具备信息技

术理论学习以及常规体育课动作练习为主的双重条件，发

挥信息技术视听效果佳，充分应用抛锚式策略帮助学生在

信息技术创设的真实比赛环境中，能够快速认知和掌握学

习排球跑动扣球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教师课中设问相关交

叉跑动扣球认知问题，教学中学生身体活动与智力发展有

机地结合起来，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对学生要求有思考内容

进行学习。充分利用科学信息技术创造学习、应用场景，

确定高效的训练方法和步骤。学生所有实践练习都采用了

视频采集，探究可视化教学的模式，教师能个性化指导以

及帮助学生完成自主探究过程。在课的理念和结构增强学

生体质健康第一为目标，青少年需遵循成长规律和体育运动

规律，实施“1+N+3”体能教学策略。“1”指形体教育，以

校园华尔兹舞蹈练习强化“1”为出发点，“N”是指在完成

课上所设计的身体练习，发展学生体能所必需的：“心肺耐

力、柔韧性、肌肉力量、肌肉耐力、速度”等身体素质要素

为支撑点，“3”是以课堂教学以培养运动能力（扣球技战术

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学科核心素养）为落脚点。 

2.2 信息化“抛锚式”策略教学流程 

采用音乐相册激趣→PPT 教学课件战术讲解→复习

排球基本技能技术（拍视频个性化指导）→学会理解交叉跑

动战术（多媒体，查阅练习视频）→强化 3、4 号位置多种

个人战术扣球方法（多媒体，查阅练习视频）→交叉战术扣

球练习（拍视频，可视化教学）→隔网抛垫交叉扣球，拦网

练习（拍视频，可视化教学）→体能练习 3分钟跳绳组合练

习，摆绳自创脚步灵敏组合练习（多媒体，互联网查阅视频，

自主探究）→核心力量练习（多媒体，互联网查阅视频，自

主探究）→舞蹈练习校园华尔兹（多媒体场景）。 

利用科技进步尝试智慧课堂，把学习活动的空间还给

学生，提高课堂效能。采用多元化的教学，分层教学，体

育信息化教学，教学中学生身体活动与智力发展有机地结

合起来，给学生提供再认识排球扣球技术。通过本课题所

学知识、创造性应用所学动作的技能，从而促成交叉跑动

扣球技术能够参赛的教学效果。 

3 抛锚策略从教学关键点入手 

3.1 设“锚”激趣树参赛目标 

设“锚”是开展抛锚式教学的第一步，把“健康第一”

为目标导向，“教会”勤练“常赛”课堂效能目标设为锚。

教师挑选出当前学习内容“交叉跑动战术扣球”，用密切

相关的真实参赛事件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热情。在课堂导入

部分，通过播放选修课学生参赛、活动音乐相册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看到自己熟悉同伴们参赛的真实画面，同学们

发出了哇哇的惊呼声，在极富感染力的真实参赛事件问题

的基础上，促成学生“勤练”且能参赛的运动目标。在整

个教学环节中对学生要求有思考内容进行学习，让学生思

考如何达成参赛问题，带着认知理论目标问题思考练习例

如：交叉战术的核心定义？交叉战术分类以及应用的合理

性？比赛中用好交叉战术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想想对加

塞，梯次名词双背飞的理解？诱导学生对学习排球比赛技

战术内容产生兴趣。课中的设疑通过学生体验学习总结交

叉战术扣球要点，使学生初步掌握交叉战术扣球的技能，

理解和应用交叉跑动战术。通过信息技术创设的想参赛排

球的真实情境对战术的理解和归纳运用取得较佳的效果。

“抛锚”能参赛的前景目标被确定了，整个交叉跑动扣球

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也就被确定了 ，就像目标愿景如

轮船被锚固定了一样。 

3.2 用“锚”解战术理论教学难题 

准备活动部分播放 PPT 作为“锚”解决理论学习难题。

在体育实践课，技战术的教学一直是个难点。交叉跑动战

术在排球实战中的应用是相当多的，利用多人跑动和掩护

的突击战术，将会在网上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造成很好

的进攻效果。由于是多人的突击战术，突击战术的丰富也

是彻底贯彻我们中国排球快速多变，全面灵活，特点突出

的总体打法思路。“交叉”战术的核心就是需要两名跑动

进攻队员互相掩护的前提下，交叉跑动，造成的一种突击

战术。排球运动中扣球是最重要的进攻、得分手段和演绎

精彩场面的关键技术。通过对前交叉、后交叉、反交叉、

假交叉的战术理论与实践学习，初步掌握交叉跑动战术，

学会更丰富的进攻手段。前交叉：扣球队员 3、4 号位置

交叉跑动二传身前 3 号打；后交叉：扣球队员 3、2 号交叉

跑动二传身前 2 号打；反交叉：扣球队员 3、2 号交叉跑动

二传身后 3号打；假交叉：扣球队员有交叉跑动的趋势。 

准备活动部分改变只有单纯的身体热身活动，播放

PPT 教师理论讲解排球交叉战术分类及定义的同时，体育

委员可以带领同学边听边做地面拉伸动作，双人练习、行

进间自主练习。这样的教法，不但课堂时间利用高效化，

还能充分培训学生自主运动习惯和组织能力。教师用 PPT

精讲交叉战术，要求教师会精讲，复杂问题简单讲明白。

学生具备对运动健康知识的掌握，课堂常规准备活动能自

动化，良好组织能力。（在日常教学注意培养）。 

直观 PPT 理论学习结合教学内容创设情境，以中国女

排视频跑动扣球战术为主要视觉参考，教师能够把战术复

杂问题简单讲明白，在真实场景中理解分类及定义，让学

生初步认知排球交叉跑动线路、节奏以及扣球合作技能。

理论学习同学们边看 PPT，班委边同步自主准备活动，改

变体育教学传统学习模式，充分培养学生自主运动习惯和

组织能力。在交叉扣球战术的学习中，让理论学习和技能

练习活动相结合，做到明晓理论，实践真知。 

3.3 抛“锚”实践技能练习促学会 

有效的实践技能练习成为“锚”，是达成教学目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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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途径。创设交叉跑动扣球信息化学习场景，使

学生在一个完整、真实的排球参赛实战问题背景中，学会

独立识别、提出解决真实交叉跑动扣球问题。什么是交叉

跑动？采用何种练习策略方法？通过主动、生成学习，镶

嵌式教学技能学习，在排球技能的学习共同体中合作交流

学习。教师通过设计合理的练习步骤，能够顺利地完成课

的目标和任务。教学步骤：复习排球的上步模仿扣球、排

球拦网模仿练习（滑步，交叉步）、排球交叉步、挥手臂，

小步跑练习；复习垫球、传球，强化扣球包掌练习；3 人

综合练习，跑动垫球、三角形顺、逆时针传球；二传加一

组长传、短传、背传；三人前、后、交叉起跳抱球模仿练

习；复习三、四号位置扣球，为本次课战术训练做好循序

渐进的技术准备；看拍的视频分析学生练习效果以及动作

分析，PPT、前、后、假、反交叉动作示范讲解跑动交叉

扣球战术练习；技战术模拟比赛练习，隔网抛垫交叉扣球，

拦网练习；素质练习：看学生随堂练习视频，可视化教学

分析；体能练习（脚步、灵敏、核心力量），3 分钟跳绳

组合练习，摆绳自创脚步灵敏组合练习。自主探究练习，

选 3-5 组练习，核心力量练习；舞蹈练习校园华尔兹，灵

敏协调，姿态，节奏感训练，积极性放松。 

充分利用科学信息技术，查看教学 PPT、查阅网络交

叉跑动扣球的相关知识技能、视频等，创造学习的应用场

景，确定高效的训练方法和步骤。让学生亲身体验从识别

目标到提出和达到目标，学会前后交叉跑动扣球，基础好

的同学拓展提升假交叉、反交叉和梯次等技能。把学习活

动的空间还给学生，切实增强学生体育锻炼的科学性、针

对性和实效性。 

3.4 看“锚”促师生自主探究反思 

课中所拍视频图像作为可视化教学的“锚”，发现、

解决问题，个性化教学和精准辅导。只需一部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我们就可以轻松看到并能够在几乎任何地方拍

摄和录制视频。这种现成的技术使得与学生一起评估学习

效能不仅方便，而且对于任何想要将学生运动水平提升到

一个新水平的教练或教师来说都是必需的。信息化抛锚式

教学更能让学生融入小组合作、自主探讨研究性学习排球

参赛的教学情境。活动空间上，教师与学生互动和谐统一；

在内容空间上，“理论学习”与“实践创新”和谐统一；

在范围空间上，“学会、勤练”与“会赛、常赛”和谐统

一；在教学的维度上，知识技能、方法过程和情感态度价

值观教育的和谐统一。 

3.5 搜“锚”共享大数据时代 

信息网络技术作为“锚”让学生通过看练习视频就会

自主跟练，搜索有用信息，拓展学习技能，充分共享体育

学习大数据。以网络体能的专题练习小视频为参考学习模

板，学生自主选择、创新练习内容。应用多媒体为载体创

设信息化抛锚式教学的真实情境教学，不仅是传统课堂学

习内容、方式的改变，更是思想观念的转变。教师课堂设

计应该有“学为主”“学而会”“学在先”的意识，学生在

体育教学课堂呈现的是教师指导下的“乐学”和“勤练”。 

3.6 创新“锚”促高效课堂 

通过视觉上的冲击，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的相结合，充

分启动学生的视听、思考、探究实践锻炼。女生群体教学，

将音乐、舞蹈、形体运用排球教学训练，突破传统单一技术

动作教学创新，体育项目内容交叉学习，能更好促进身体综

合素质发展。通过互联网加的抛锚式教学模式，教师能够引

导学生在排球真实技战术的对抗情境中主动学习成长。落实

体育课程核心素养 ，尤其促进体育行为的养成。 

4 结语 

21 世纪是信息技术主导的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就体育教学而言，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教学必备的手段。实

际课例从音乐相册、课件制作，视频录制回放，大数据搜

索，电子屏等多媒体设备使用，探索基础体育教学信息实

践改革与发展。“常赛”目标的落实不可能一蹴而就，教

师不仅教学观念、方式需要改变，而且学校应开展“一校

一品”的特色课程发展策略，尤其在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

上，通过增加选修课、校本课程、活动课，提高教材的乐

学内容，扩展深化教学内容以适应学生主动参与的需要，

提升学生的运动能力，掌握一项终身运动技能。选修课时

长为 1 小时，这门课程作为学校特色校本课程，也是我校

女子排球队的选拔人才的摇篮。长期坚持高质量教学，学

校女子排球队的同学们，从零基础到载誉而归，为学校取

得了较多荣誉，多次获省、市前三名。教学活动要创新，

打破体育课堂现有的教学环境、教材体系及授课方式，实

践参与体育智慧新课堂，尽力为体育教学改革创新以及推

进素质教育进程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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