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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校园足球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十年有

余，发展的路上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传统的足球教学呈现出很

多局限性，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微课

应运而生。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微课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登录各种网站查阅有关传统足球

教学及微课教学的资料。通过电子文献（期刊数据库，中国知

网数据库等）与书刊实物文献书刊两种途径，检索中外相关文

献为论文撰写提供理论支撑。

1.2.2逻辑分析法

对获得的结果进行分析，在校园足球背景下引入微课及相应

的对策。

2  微课的概念及特点

2.1微课的概念

微课字面意思就是微小的课程，在2008年国外的戴维·彭罗

斯提出“微课程”这个概念，微课(Microlecture)，是指运用信

息技术按照认知规律，呈现碎片化学习内容、过程及扩展素材的

结构化数字资源。我国的胡铁生老师将它定义为：“微课程是针对

新课程的标准和教学实践等要求，以视频教学为主要载体，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教师针对某个知识点或者对应的教学环节进行的各

种教学资料的有机结合[ 1 ]”。

2.2微课的特点

2.2.1可在较短的时间内突出主题

微课视频时间较短，一般5-8分钟，最长不宜不超过十分钟。

相对于传统的课堂来说，微课的内容更有针对性，不再像传统课

堂那样宽泛，而是短小而精悍的，更能够突出教学主题，适合教

师的需要

2.2.2学习条件受约束较少

由于微课视频短小而精悍的缘故，在碎片化的时间也可以进

行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上，在家中，也可以进行学习。可以不

限时间地点灵活方便的学习。

2.2.3新的形式且可重复观看

微课与传统课堂相比，微课的形式更加符合现在的潮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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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教学方式能够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且可以重复观看，对于某些同学在课堂看没

看懂的，可利用其它时间进行观看，对一些知识进行学习，帮助

学生更好的理解，巩固所学的知识，提高教学效果。对于一些偏

远地区，可以共享教学资源。

2.2.4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信心

微课与传统的足球教学模式有所不一样，不再是面对面的教

学，这样可以给一些学习比较困难，性格比较内向的学生创造机

会，他们可以独自观看微课，思考学习，有效的提高了自主学习

的信心，使它们更加积极的参与学习。

3  校园足球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虽然校园足球已经推广了这么久，但是普及程度、普及范

围还是不够深不够广，在中国偏僻的农村里，很多孩子对足球

的了解还是局限于一种用脚踢球的活动。校园足球的目的是指以

小学为起跑线，将足球（包括足球文化、足球技能、足球训

练等）引入教学，以培养青少年的足球兴趣为重点，让学生感

受到足球带来快乐的同时，达到强身健体、锻炼意志品质，让

学生发挥个人天赋，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对

于一些偏远地区孩子对足球的了解，显然这与校园足球目的是相

悖的。

3.1专业教师资源比较少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学校教学条件有很

大的不同，某些学校人造草的足球场都没有，关于足球的器材，除

了足球别的应该没有其他的器材了。也没有相对专业的足球老师，

目前中小学足球教师特别少，研究表明，中小学实际招收的校园

足球培训教师中兼顾足球专项的占6%，非足球专项教师占51%，其

他学科教师兼职体育和健康课程的28%，另有15%的其他学科教师

不教体育与健康课程[2 ]。根据研究可知，专业的足球教师少，

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校园足球的发展。

3.2传统足球教学不足

3.2.1足球技巧训练的不足及学生对足球战术不够理解

在传统的足球教学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老师只在教学开始

的部分进行几次动作的演示，剩下的时间让学生自己进行练习，

这种教学方式根本不能将足球的技术清楚明白的传授给学生[3]。

足球作为一项同场竞技类项目，在真正的比赛时，足球技巧的运

用不是通过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完成，还是依靠更多的经验以

及在场上的意识。这些是在课堂上几个动作的多次练习不能够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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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获得的。

足球是一项团队合作的运动项目，所以不只是有个人技术的

练习，更多的是团队配合战术的练习，这些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

是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传统的足球教学，对于足球战术的讲解

很多时候是老师拿着笔在战术板上画出来，这个方法，很多学生

不能一下子明白，拖慢了教学的进度，并没有达到提高教学质量

的目的。

3.2.2学生参与度不高及教师对学生教学采用“一刀切”的

方式

在现在的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传统的观念在一段时间内难

以改变，很多学生不积极参加足球这项运动，一方面是因为学生

自身态度的问题，对足球的认识不够深刻，忽视了足球对自身健

康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师在进行足球教学时，教

学的内容及方式不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导致的。

一个班级里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在传统的足球教学中教师

不论对待什么水平的学生教授的知识都是一样的，因为学生具有

个体差异性，若是采用“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可能造成学生的

水平更加不平衡。导致水平较差的学生失去信心，更加抵触足球

的学习。

3.2.3足球规则的讲解很枯燥

足球规则的学习也是足球知识学习的一部分，传统的足球教

学，教师用言语表述犯规动作时，很多学生不能够置身其中，不

能够深刻的明白。

4  在校园足球中背景下引入微课的优势

4.1校园足球发展迎来新的契机

近年来我国校园足球发展迅速，随着《中国足球改革整体

方案》、《中国足球中长期规划（2 0 1 6 - 2 0 5 0 ）》（以下简称

《规划》）等文件的出台，校园足球事业发展进一步发展完

善。截止到2019 年已经认定了27000 多所校园足球特色校；招

收高水平足球队员的高校已经达到了 18 1 所；“十三五”期间

场地任务新建改建扩建4万片已经全部完成，校园足球工作制度

体系基本搭建完成[4]。

4.2提高学生学习足球的热情

微课相对于传统的足球教学更能直观的将足球技术的学习以

视频的方式展现给学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使很

多细节的动作也可以看的很清晰。更重要是可以重复观看，可以

让学生更加有信心的做一些技术动作，教师可以通过微课给学生

讲述一些足球经验，使得学生能够在足球比赛中更能很好的运用

技术动作。

4.3提高学生学习足球的热情

微课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教学方式，更能吸引学

生的兴趣，相比传统足球教学的枯燥，乏味，单一的形式，提高

学生学习足球的热情，推动校园足球的发展。

4.4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微课可以在零碎中的时间进行学习，无形中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的积极性。传统的足球学习都是在课堂上学习新的东西，微课

不再受时间的限制，可以让学生提前观看，进行预习；也可以在

课后，让学生观看对于所学的技能进行巩固。对于一些水平较差

的，性格比较内向的学生，可以自主在课下进行学习。在特殊时

期，也可以自主的进行学习。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4.5利用微课丰富学生竞赛规则

每项运动项目都有竞赛规则，足球也不例外，为了让学生更

容易的掌握足球的竞赛规则，教师可根据相关比赛视频做成微课，

并附以生动的文字或声音说明，并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规则知

识，最短的时间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5 ]。

足球作为一项同场对抗竞技项目，其技战术的组合学习需要

长时间的练习才能提高。采用新型教学模式能够弥补传统教学模

式下练习时间不足、学生积极性低、实战能力差的缺点，有效

的提升学习效率，增加练习次数，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与竞争

意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足球教学

应紧跟教学发展潮流，改革现有教学模式，根据足球教学内容

以及学生培养目标设计并使用微课进行教学，探索传统教学模式

和微课教学的有机结合，推动足球教学的不断发展。

5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5.1.1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微课这种新型教学模式会越来越

广泛的用于教学中。

5.1.2校园足球发展中仍存在专业教师资源较少的问题。传

统足球教学方式的单一，不能够照顾到水平不一的学生等方面的

问题。

5.1.3微课跟传统足球教学相比可以方便灵活的进行学习及

对学习的内容更有针对性，可以满足个性化教学的要求，具有

可以对传统课堂进行补充等其他方面的优势。

5.2建议

5.2.1 针对现有的教学方式，引入微课教学，使两者结合

更好的为校园足球的发展做贡献。

5.2.2教师在使用微课教学时要明确引入微课的目的，要结

合学生的需要，符合学生发展的特点，才能提高教学效率。

5.2.3 学生应该明白微课的教学目的，合理的运用碎片时

间，才会在保持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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