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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改革工作不断推进，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在教
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我们开始着眼于“互联网 +”的大环境制
定全新的教育发展战略计划。高校作为输出高等人才的主要阵地，
创新教学模式是保障人才输出质量的关键手段。混合学习模式能
够最大限度发挥教学资源的作用，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展也
有积极意义，面对现代高等教育确立的人才培养目标，提高学生
体育素养的育人目标开始得到广泛关注。混合学习模式在高校体
育教学工作中的应用路径还处于探索阶段，需要我们理性分析教
学指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解决。

1  高校体育教学混合学习模式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1.1对互联网缺乏认知
高校领导者对于互联网缺乏深刻认知，因此在教学改革决策

方面缺乏前瞻性，在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上相对投入度不足。
保守的教育改革思维下，高校体育教学无法突破传统工作模式束
缚，无法适应新媒体环境，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也不合理，使得
高校体育教学工作进展缓慢。

1.2混合学习模式网络化水平低
部分高校已经认识到在互联网+背景下构建混合学习模式的

重要性，但是在实际教学改革工作中，相应的教学管理机制不
完善，互联网资源没有得到充足开发，先进的教学技术手段没
有得到有效应用。此外，网络管理不规范，部分高校体育教学
网站管理工作时效性不高，网站内容更新缓慢，对学生群体缺
乏吸引力。

2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中混合学习模式应用
2.1 深化对互联网认知，加大教育信息化建设投入
互联网给新媒体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互联网+背景

下，高等教育想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不断调整思路，其中树
立互联网思维是重中之重。高校领导层应该重视建设混合学习模
式，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提升教育改革自觉性，摒弃保守的教
育管理理念，时刻关注教育改革动向。在资金投入方面，强化对
互联网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建立线上教学平台，和传统教学
模式想成互动关系，为高校学生营造平等、和谐、共享性的学习
平台，推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体现互联网+环境的优势，真
正使体育教育为高校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发展服务。

2.2建立体育教育网站，营造优质教育环境
高校建设体育教育网站可以促进教学信息共享，但与此同时

需要做好网站维护和管理工作，及时更新网站内容，体现教育信
息的即时性。建立平等、和谐的交流环境，提高网站适用性，提
高互动效果。学生作为教育主体可以参与到体育教学工作的评估
与监督活动中来，借助网站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学生提供的
教学反馈信息可以为体育教师提供参考，参考学生意见改进教学
模式，提高教学效果。此外，在网站上宣传混合学习模式的使用
方法和优势，提高师生群体对于该教学模式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学生日常可以在专题网站上看到关于体育赛事、体育健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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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混合学习模式的产生和应用都是建立在“互联网+”环境下的，混合学习模式应用于高校体育教学活动中突破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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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模式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对策，旨在提高高校体育教学水平。

【关键词】互联网+；高校体育；混合学习模式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重点课题（课题编号：GJB1421159）。

运动技巧模块等相关的内容，教师可以结合体育教学目标制作优
质微课并上传，学生可以自由浏览与下载应用，推动课上教学和
课外自主学习环节的有效衔接。

2.3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完善混合学习模式
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学活动组织效果直接相关，混合学习模

式应用过程中，教师要具备相当水平的信息素养，才能够结合互
联网背景合理运用混合学习模式。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相互融合
和衔接，是提高教学效率、改善教学方式的有效路径高校体育教
师应该具备构建这种混合学习模式的能力，并且基于学情持续完
善和不断改进，教师在制作微视频的过程中，需要掌握素材选择、
视频录制、视频剪辑等技能，线上教学环节以微课创设情境、补
充教学内容，线下以微课布置自学任务、提供参考资料等。制作
完成视频之后还要具备应用教学平台的能力，上传微视频，同时
和学生建立互动关系，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和拓展学习。

2.4线上教学调查，组织个性化教学
个性化教学理念下，我们想要提高教学效率需要深入了解学

生的学习需求、个体特征，高校体育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利用混
合学习模式，调查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需求，以此使体育教学活
动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比如线上问卷
调查活动，调查学生的体育运动需求以及运动指导需求，分析学
生的需求和期望，如一部分学生希望能够通过体育锻炼达到瘦身、
减肥的效果，还有一部分学生希望能够通过参与体育运动增强体
质。学期开学之前做好调查，学期体育课程规划可以参考调查结
果，在运动项目上合理规划和选择，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学
期末，对于学生本学期参与体育课程的情况进行反馈，集中展示
在线上教学平台中，鼓励学生自我评价和反思。

3  结语
混合学习模式的构建过程中，需要信息技术作支持，同时

需要找到与传统学科教学模式之间的契合点，构建综合性的、融
合性的新型学习模式。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中选择应
用混合学习模式，显然是结合新的教育环境作出的理性选择，教
师和学生的接受度都比较高，但是想要全面提升课程指导水平，
还需要高校体育教师能够持续推进混合学习模式的完善发展，正
视互联网技术存在的弊端，在合适的时机合理选择应用混合学习
模式，推动高校体育教育事业发展。笔者通过总计和反思教学工
作过程，简要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希望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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