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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传染病疫情下体育教学与互联网
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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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行性传染病疫情一般情况下具有传染性强等特点，在这个时期，学校的正常教学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无

法正常授课，在此情况下，需要学校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开发新思路进行教学。当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

展，给人们的学习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丰富了体育教学形式，比如直播、网课、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因此，实现

体育教学和互联网教育相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广大体育教师和学校来说，应该认识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体

育教学、体育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带来的机遇，要结合学科特点科学地对体育教学进行完善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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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epidemic infectious diseas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infectivity. In this period, the normal teaching of schools is faced with certain challenges, which cannot be taught normally. In this 
case, the school needs to develop new ideas for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t present,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developed rapidly, which has brought great convenience to people's study and work, 
and also enriched the form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uch as live broadcasting, online classes, wechat public accounts and 
other ways. 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Internet education. For the 
major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schools, we should realiz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he PE course content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e and 
reform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cientifi call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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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流行性传染病疫情一般情况下具有传染性强等特点，在

这个时期，学校的正常教学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无法正常

授课，学生只能放假在家。特别是源于2019年底，爆发于

2020年1月的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使得学

校不得不推迟开学时间，学生停课在家。在此情况下，需

要学校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开发新思路进行教学。当前，互

联网和信息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给人们的学习和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丰富了体育教学形式，比如直播、

网课、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因此，实现体育教学和互联网

教育相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

2　研究方法

2.1问卷调查法

在撰写初期启用“问卷星”，通过家校合作完成相应

的问卷调查，设置互联网教学相应答卷，根据实际情况作

答。再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出学生在家中观看课程直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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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2.2文献研究法

查阅书籍、报刊、网络中已关于运用互联网进行体育教

学方面的资料，进行理论充实，为撰写做准备，尝试将研

究成果迁移以期更好的指导体育教师更好地运用互联网进

行体育教学。

2.3同步研究法

体育教师应与时俱进顺应当下教育科学发展的趋势，与

教育科研的主流同步，明确现实问题和条件需要，不断更

新理念与时代合拍。

3　结果与分析

3.1流行性传染病疫情下体育教学和互联网结合的必

要性

流行性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等特点，在此情况

下，学校如果正常安排上课，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身体健

康。在源于2019年底，爆发于2020年1月新型冠状肺炎疫

情，更是让全国大中小院校及幼儿园全部延期开学，学生

全部停课在家，停课就意味着学生无法到校上课，那学生

怎么学习，需要我们去思考。

依据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

》的通知，“停课不停学”要坚持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放

在首位，维护广大师生健康安全，在延期开学期间开通国

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电视空中课堂，免费提供有关学习

资源，供各地自主选择使用。要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加强

学生对国家课程与疫情防控知识的学习，注重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生命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鼓励学生锻炼身体、

开展课外阅读。要坚持学校教师线上指导帮助与学生居家

自主学习相结合，学校教师要指导帮助学生选择适宜的学

习资源，限时限量合理安排学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身

心健康。

在当前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在流行性传染病盛行的

背景下，学校可以结合互联网进行线上教学指导、借助微

信公众号来发布学习消息等，使学生可以在家听网课、在

家看直播。当前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信息技术逐步地改变了

传统教学模式，把信息技术运用到体育教学当中是非常有

必要的[1]。

第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增加体育教学的

信息量，在教学信息的传播上突破了传统教学以“填鸭

式”为主的教学模式，体育教师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声

音、图像、动画等进行信息的传播。比如，体育教师可

以利用互联网播放体育赛事、体育训练方法等激发学生

的学习体育动机和兴趣，使学生在家也可以学习体育。

通过把互联网信息技术运用到体育课堂当中，可以有效

地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和课堂教学效果，使学生投入到课

堂当中，主动学习[2]。

第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优化教学方式，使课堂声形并

茂，生动有趣，比如体育教师可以利用音频、视频等把枯

燥的知识变得生动、形象，激发学生体育兴趣。互联网信

息技术运用到体育教学当中，可以把抽象知识变得更加形

象，使得课堂更加多元化。

3.2当前体育教学和互联网教育结合存在的问题分析

3.2.1相关基础设施需要完善

学校要认识到在互联网时代，要想进行体育教学的信息

化改革必须要有完善的信息设备[3]。当前虽然学校有相关

的基础设施，但是关于体育信息技术网络教学资源比较匮

乏。学校可以引进完善体育教学数字化资料、多媒体教学

设备等，以完善相关设施。对于体育教学来说，要想充分

发挥互联网教学的作用，就要完善的信息设备。但是在流

行性疫情下，体育教师通过互联网教学的设备只有手机，

比如篮球、足球等运动项目由于场地限制，无法进行实践

教学，体育教师只能通过讲述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这样的

教学效果一般。

3.2.2形式化教学，效率低

当前，大部分体育教师都比较认可信息技术运用到体

育教学当中，互联网教学使得呈现的问题比较直观，可

以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能够节约课堂时间，增加课堂

信息量，使得课堂内容更加多元化[4]。目前，在流行性疫

情影响下，虽然大部分体育教师运用互联网进行教学，

但是存在着形式化教学的情况，只是按照学校的要求进

行直播。部分教师由于个人原因、课件制作困难、耗费

时间过长等因素的影响，还无法充分的把信息技术和体

育课程进行结合。

体育教学和互联网教育的结合使得体育课堂教学节奏加

快，信息量加大，以至于部分学生的印象不深，特别容易

遗忘学习的内容。信息技术虽然可以使体育课程更加的直

观，但是，视频和音频等内容可能存在着分散学生注意力

的可能，会使得学生的注意力不集中，使得体育课堂教学

效果大打折扣。

3.2.3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及课件制作水平不高

由于部分体育教师缺乏专业运用信息技术授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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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体育课堂上的教学内容枯燥无味，无法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5]。当前部分体育教师在流行性疫情之前对于互联

网教学的了解很少，有很大一部分体育教师根本就没有参

加过专门的互联网、信息技术课程培训，专业化水平也并

不高，部分体育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授课的手段过于单

一，很多技能操作不熟练，甚至不了解，比如一些图像绘

制、微课制作这些技能。导致体育教师在课件的制作上过

于形式化和表面化，无法发挥体育课件的教学作用。

以流行性传染病疫情下的直播为例，在班主任和体育教

师按照学校的分工负责相应的班级，计划、备课、直播授

课、直播完以后还要对一天的授课进行数据统计：比如，

每天观看直播的人数、学生观看直播时长，查看打卡情

况、检查学生训练情况等；再结合教学情况，进行电话或

者召开视频会议，咨询学生网上学习的效果。这些工作内

容对教师来说，不仅有专业知识，还需要掌握良好的互联

网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同时还需要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对

体育教师来说面临着极大的教学挑战。

3.2.4学生基础层次存在差异

由于学生的家庭条件和地区差异的不同，使得学生学习

方式和方法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导致学生体育学习水

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别[6]。再加上学习的动机不明，有的学

生对体育不感兴趣。针对这些情况，就需要体育教师对课

程进行调整，积极的调动学生学习利用互联网学习体育的

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把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态

度、学习方法等整合到一起，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此外，学生在个体发展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有的学生

身体素质好，有的身体素质稍弱，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在设

计教学内容上要有层次，尽量做到适合全体学生参与。比

如，在做收腹踢腿这动作时，可以分为三层，底层一次做

10个，中层一次20个，高层一次30个。同一个动作对不同

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做到分层次教学。

4　结论与建议

4.1教育部门要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资源建设

对于学校来说，要加大对信息技术相关设施的建设，改

善教学设施，促进信息技术和体育教学的整合。此外，教

育部门应该加大对体育教学网络资源的资金投入力度，购

买比较优质的网课等[7]，利用所有教师的智慧制作教学课

件，学校可以建设自己的资源库，体育教师可以把自己制

作的教学素材、多媒体课件、影像上传到资源库中，实现

信息的互通有无。

4.2信息技术的应用要体现学科特点

对于体育教师来说，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时

候要结合体育学科的特点，充分运用文字、图像、动画等

形式来活跃体育网络教学氛围，充分地激发学生学习体育

的兴趣。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环境下，体育教师要认识到自

己不是简单的放映员，学生也不是观看者，对于体育教师

来说，在结合互联网进行教学时，要注重和学生的交流，

利用互联网精心设计和引入问题，激发他们的探究欲望，

把学生吸引到教学过程中，通过和学生的交流，明确学生

学习的难点，体育教师可以通过日常教学观察、总结以及

问卷调查、与学生面谈等形式，了解学生对互联网结合体

育教育的意见，针对学生的意见进行改进，不断的提升教

学效果。

4.3制定合适的课程内容，关注个体差异

在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关注个

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在当前新型

冠状肺炎疫情下，体育教师要根据当前形势，学生在家这

一现实情况，制定适宜在室内完成的体育教学内容，要考

虑学生自己是否能独立安全完成、是否对周围居民造成噪

音影响等诸多因素，确保每个学生都从互联网体育教学中

受益。在互联网教学模式下，体育教师要同时打破统一的

模式和传统的做法和教法，去关注每一个或每一类学生，

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分别指导，分层次，分组等教学方法，

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帮助他们确立“每个学生都具有

成功的潜能”的信念，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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