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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手段推动体育教学改革的可行性研究 
李明峰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276826）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在教育教学当中全面展开，教育信息化随之发生变革，也极大的促进了教学效率
的提升。在当下教学改革的大环境下，体育教学改革同样需要通过融入信息化元素来丰富教学效果。本文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体育教学环境
和体育教学方式的改变的可行性研究，优化体育教学的课堂教学结构，使其更好地满足当前社会、高校以及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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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是指培养、发展以计算机、移动通讯设备为主的智

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
体现在以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为基础，极大的提
高各种行为的效率的技术支持。当前，人类的生活已经进入到
信息化时代，信息和信息技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
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代表着先进生产力。近几年来，“互
联网 +”背景下，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网络化学习、
微课、翻转课堂、体育类 APP 等新型教育教学形态不断涌现，
使得提高体育教学信息资源的整合，在教学中如何更好的运用
信息技术，成为新时期体育教学的重点。本文通过对信息化内
涵的解读和新媒介环境下的教学资源应用，探讨信息化推动体
育教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1信息化的概念及发展 
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信息资源为核心，促进信

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信息服务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
型的历史进程。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生产生存方式转变的推动力。技术创新
活动的影响已日益深人，传统的生产方式被信息型、服务型生
产方式所替代，信息化与技术创新的 深度融合，使社会主体分
享共同的信息资源，从而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 

教育信息化，就是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主要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以培养和
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为重要目标的一种新的教育方式。教育信息
化是属于现代教育范畴的一种新的教育方式。教育信息化是教
育改革的制高点，目前，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也是创新变革教育方式的重要手段 

2信息化运用于体育教学的可行性 
2.1 智能手机的移动学习模式 
随着当今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已广泛运

用于现代生活，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通信工具和社交工具。
随着科技推进手机市场的飞速发展，尤其是智能手机广泛走入
人们的生活，手机不仅仅发挥通讯功能，同时也成为将娱乐、
教育、支付等内容集为一体的综合性工具，极大地方便了人们
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成为大学生了解
和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无线网
络的全面覆盖，智能手机的应用范围也逐渐推广，基于无线网
络的移动学习模式也成为体育教学中主要辅助学习模式。利用
智能手机教学，在可移动学习环境中，各专业学生可突破空间
限制，实现个性化教学和兴趣化教学，摒弃传统教学的各种不
足。学生之间可以利用智能设备进行高效信息交互，从而保证
学习困惑的有效解决，提高学生对体育技能及理论知识学习兴
趣，保证体育教学效果。 

2.2 运动 App 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各类手机应用程序层出不穷。现今，

大学生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这样的时代特点，就为手机运
动 app 软件应用于体育教学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和保障。为
此，体育教育应该抓住发展契机，将智能手机中的运动类 APP 
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实现体育课内外的有效链接，使学生
更好的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对锻炼大有裨益。运动类的 APP 适

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还符合高校学生追求简单、便捷的心理需
求。现阶段主要常见的运动 APP 有 Keep、 NIKE 跑步、咕咚、
步道乐跑等。学生通过运动 APP 软件管理平台，为自己规划出
别致的训练内容，在运动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运动 APP 软件上
提供的信息及时了解自己的能量消耗、心率以及跑步的距离和
时间等，当熟练程度上升之后再酌情增加运动的难度。教师也
可以根据教学计划，通过运动 APP 平台为学生设计一些别致的
跑步路线，下达锻炼任务，让其在完成跑步训练任务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自身地图识别能力和方向感的矫正工作。 

2.3 校园网络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在 21 世纪的今天，网络成为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其普及率又以青年占比最多。大学生是我国信息网络
中的主要受众，知识的获取更倾向于通过便携网络资源和多媒
体来获取，所以将互联网信息技术融入教育教学成为现代教育
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多数大学校园已经或正在将百兆宽
带全面升级为千兆网，为 AR、VR 等前沿性教学手段提供了条
件保障，为新型信息化教育打下了物质基础。大量的体育信息
在网络上传播，体育教育教学的资源共享，学生可以利用网络
资源来获取体育科研领域的最新成果，既方便又快捷，使高校
体育教育更加完善。 

2.4 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需要 
综合素质是指一个人的知识水平、道德修养、身体素质以

及各种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专业
知识素质和身体与心理素质等，以及人所具有的认识、分析、
处理事物的能力。信息化教育大环境下的体育教学应充分考虑
学生的特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为学
生提供多样化的体育学习资源，营造信息化的体育学习环境和
灵活的学习平台。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丰富的信息资源开阔
了学生的视野，形成了独特的创新思维，对体育的知识和技术
进行筛选。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已有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以及
不断吸收新知识，使学生自己成为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并从中
发掘最大体育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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