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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是组成普通高校开展学生体育活动的重要部分。由

于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授课内容与授课形式枯燥、教学方法与教

学途径单一，导致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育教学效果不明显，学

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效果不突出、学习参与度较低。为了

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学习效果，故构建利用借助信

息化手段与课内外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相联系，吸引学生参与体

育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培养终身体育的习惯和能力，让运动成

为生活方式，真正起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作用。

1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的现状

1.1 学生体育学习投入度不足，大部分学生未形成自主运

动习惯

由于普通高校学生的专业学习任务繁重，忽视了公共课程，

再加上信息化技术丰富了业余生活，导致更多的学生在课余时间

选择用网络打磨时光，大大减少了外出运动的时间。学生对体

育运动的不了解，对体育课程的不重视是其体育学习投入度不

足、未形成自主运动习惯的主要原因。

1.2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内容不够全面，缺乏人文教育

内容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内容多以技术学习为主，但理论学习

的内容严重不足，更多的是对运动项目、竞赛规则进行简单的

介绍。缺乏体育人文教育内容，是导致学生体育学习兴趣不足的

主要原因。

1.3 学生学习途径较少，课下没有专业的指导

普通高校的学生获得体育知识的途径仅为课堂讲解和书本，

学生的学习效果展示也仅限于课堂展示。课下学生更多的是通过

自发的组织体育比赛，但学生无法在课下得到专业的指导。

1.4 体育教师的专业化能力需要提升

高校体育教师授课过程中，采用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多为

教师演示，学生模仿。高校体育教师不仅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更

新并完善体育课程知识体系，还需要增强自身专业知识，避免出

现授课方式毫无个性、教学手段枯燥乏味、授课内容一尘不变的

情况。

2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基本框架

2.1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公共体育混合式教学模式涵盖公共体育教学的课前学习、课

堂学习和课下学习。课前学习为线上体育课，包含运动安全与健

康、体育基本理论、体育影视欣赏、体育人文历史、体育运动装

备和运动竞赛规则；课堂学习为课内学习，包括运动技术、运动

战术及专项素质提升；课下学习为课外体育，包含阳光跑、晨跑、

课外辅导站、俱乐部活动、校内活动、校内竞赛、校外活动。通

过课前、课堂和课下学习的有机结合，可以有效的延申学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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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程学习时间，增加学业挑战度，优化公共体育教学的职

能 。

2.2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运行机制

深化信息技术与公共体育课程的有机结合，促进内涵教育

发展，课程教学从课堂教学延伸至线上的人文教育、线下体育活

动与竞赛，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运行机制。根据学生的喜好建立30个体育俱乐部课程，充分

发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为了培养学生建立自主

运动习惯，教学团队开展了如21天生涯改造计划系列活动、搏击

文化艺术节、EUBA篮球联赛等活动。教师们还利用信息化平台、

微信公众号、QQ群等方式与学生建立联系，将课内外通过信息化

技术串联起来，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让运动成为生活

方式。

3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3.1 线上体育的改革与创新

图1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图2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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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丰富课程知识框架，充实对体

育文化、体育历史、体育精神等方面的知识内容，使学生对于

体育的了解更加深刻和全面；拍摄或录制教学视频、教学材

料，打造体育教学资源库，使学生随时随地的学习基本运动技

术，实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3.2 线下体育的改革与创新

课下学生亦可通过体育中心教学资源库中的视频内容对自己

感兴趣的运动项目进行自学，使其在大学期间掌握两种运动技能

成为可能；广泛持续的体育活动、良好的生活习惯，激发大脑活

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4  结论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指在体育教学实施过程

中借助信息化手段对课内外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进行全方位

的改革，通过对课内外体育教学与课外体育活动互动式培养学生

体育锻炼习惯；通过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和课内外一体化教学，学

生参与体育社团、校内外体育竞赛与活动的潜能。通过合理定位

体育教学职能，让公共体育在学生体育锻炼中发挥核心作用，引

导学生培养终身体育的习惯和能力，让运动成为生活方式，真

正起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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