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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课程作为高校体育教育中十分受欢迎的课程，对于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由于高校专业课程
压力较大，学生普遍缺乏课外活动时间，导致身体素养不断下
降。而游泳课程不仅能够磨练学生的意志精神，培养学生树立
良好品质，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学生身体素养，实现提升其综合
素养的目标。因此，高校在开展游泳课堂教学过程中，应依据
学生实际学习情况，及时转变教学方式，改进教学策略，为提
升学生游泳技能奠定良好基础。

1  开展游泳课程的重要性
游泳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运动之一，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

爱。由于当代大学生身体素养普遍不强，且学习压力较大，在
高等院校中开设游泳课程能够培养学生意志力，使其消除紧张压
力的情绪，对培养学生良好品质有着促进作用。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沟通交流能力，游泳运动看似简单，
却能有效培养学生交际能力。游泳不仅是一个人的运动，同时
也是一种集体运动，在高校开展游泳课程，学生能够感受到与
人交流与合作的快乐，并在学习过程中，互相监督对方学习，
达到共同进步的目标。在这种氛围熏陶下，学生慢慢会将这种
心态运用在生活与学习之中，使自身身心得到健康发展的同时，
也能达到培养学生交流能力的目标[1]。

2  游泳课堂教学提升学生技能策略
2.1情感培养
在高校游泳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为学生普及游泳知识，

使其对游泳课程有准确的认知。首先，高校游泳教师可先对学
生讲解理论知识，让学生了解学习方法，通过学习理论知识充分
了解正确的游泳姿势与技术。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学生溺水事
件持续发生，教师还应注重为其讲解课外安全保护，使学生能够
通过学习，培养自身急救意识，并在遇到危机时掌握正确做法，消
除其心理负担，为学生健康成长奠定良好基础。其次，在游泳教
学中，教师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其兴趣爱好，通过多元化
教学手段，使学生既能享受学习的快乐，也能体会到乐趣，从而
实现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素养，提高其游泳运动技能的目标。

2.2多元化教学方式
在高校游泳课程中，教师应及时创新教学方式，采取多元化

教学手段，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促进学生游泳技能的提升。教
师可从游泳技术与游泳姿势开展教学，引导学生融合教学技术进
行游泳训练。首先，教师可利用课堂与游泳俱乐部相结合的教学
形式，拓展学习范围，探索全新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游泳课堂
教学不应局限在传授专门技术动作，而是可以尝试与社会实践相
结合的教学，选取与实际生活相近的情景，灵活开展教学。例如，
教师教学过程中可结合实际情况，为学生讲解游泳安全急救知识
以及心肺复苏等内容，强化学生危机意识与应对能力，促进其价
值观提升的同时，增强学生游泳适应能力。其次，在学生过度紧
张时，教师可运用音乐放松法转移学生注意力，避免其缺乏学习
自信心。通过在游泳教学时，适当播放轻音乐，学生能够舒缓自
身心理压力，保持稳定的情绪与舒缓节奏，从而达到提升教学效
果的目标。此外，由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游泳学习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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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兴趣并不相同，导致学习初始阶段会存在较大差异，游泳水平
参差不齐。因此，游泳教师应观察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结合教学
内容，通过讲解游泳分解动作的示范，培养学生反复训练，促进
其在训练过程中逐渐掌握动作技巧，提升游泳技能[2]。

2.3合理运用教学设备
高校游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合理运用教学设备，不仅

能使学生掌握课堂教学的游泳技能，还能够缓解其心理压力，
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行业的广泛应用，
教师可利用多媒体设备开展游泳教学，将课程重难点利用视频等
方式进行重点展示，使学生能够通过观看视频资源，深入了解
游泳技能知识，提升自身游泳技能技巧。首先，游泳教师可在
课堂播放游泳比赛的视频，学生在学习观赏的过程中能够增强自
身兴趣，有效提高学生学习游泳的主动性。同时，教师还可利
用网络技术，构建游泳网络平台，为学生与教师提供沟通交流
平台，使学生能够通过游泳网络平台分享自身游泳心得与体会，
为其游泳学习奠定良好基础。其次，教师还可运用漂浮板、救
生圈等，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游泳动作，既能缓解学生心理压
力，也有助于提升学生游泳课堂学习效率。由此可知，通过合
理运用教学设备，学生能够调动自身学习积极性，有效促进其
游泳技能的提升。

2.4游泳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一直以来都是教学的重点内容，在游泳教学中，

高校游泳教师应转变传统评价方式，通过学生学习情况对其进行
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首先，教师应结合学生日常实际学习与
练习情况开展教学评价，并将其与最终考评成绩进行结合。由于
游泳成绩的好坏与学生身体情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教
师在游泳教学评价过程中，不仅要依据学生日常学习态度进行评
价，也应注重观察学生学习进步情况对其进行综合评定。其次，教
师也可通过对学生出勤率与考勤率进行评价，将教学评价效果最
大限度的提升，有效树立学生游泳自信心。此外，教师还可定期
举办游泳比赛，通过学生比赛表现对其进行评价，达到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提升其游泳技能的目标。

3  结语
综上所述，游泳运动作为一项有氧运动，在高校开展游泳

课堂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缓解其学习压力，还有助于促
进其体育素养的提升。因此，高校体育教师应及时创新教学方式，
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合理运用教学设备达到提升学生游泳技
能的目标，为学生今后全面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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