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52

网络教学环境下高校田径教学研究 
干小华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摘要：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教育行业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开拓创新。在信息化、网络化、自动
化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田径教学应该利用先进技术，丰富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空
间。当前，高校田径教学还有很多问题，对网络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改革，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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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教学环境和高校田径教学的内涵 
新时期，网络教学成为教育行业创新改革的重要路径。网络教

学环境下，教学活动突破时空的限制，师生互动频率大幅度增加，
符合学生个性化、自由化的学习需求。由此可见，网络教育不只是
一种教学手段和方式，更是一种教学理念和组织形式。相较于传统
教学，网络教学具有先进性、创新性、时代性，可以给教师提供更
多的教学选择，也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在此情况下，
教师的教学压力得以减轻，教学效果更加突出；学生的学习渠道得
到拓展，学习效率显著提高。 

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田径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
身体素质，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当前，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更容易得到社会和企业的青睐，展现出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因此，高校必须重视田径教学，提高田径教学质量，激发学生对田
径运动的热情和兴趣。在此情况下，高校田径教学需要引进网络教
学模式，开放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针、增进教学手段，动态的传
授田径知识，引导学生进行实践。网络教学环境下，高校田径教学
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需要学校、教师、学生三方联动，不断深化
田径教学的网络化改革。 

二、高校田径教学的问题 
1、教学模式单一 
传统的高校田径教学模式，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高校田径

教学应该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但是许多体育教师没有组织实践，
教学内容停留在理论层面，阻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缺乏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学生很容易产生
厌学情节。在此情况下，高校田径教学陷入恶性循环，无法发挥应
用的作用，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2、田径运动局限 
客观来看，田径运动在高校教学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田径

运动在高校很难全面展开，田径教学内容缺乏吸引力。在此情况下，
学生机械的模仿田径运动动作，无法学习更多的田径运动技巧；对
田径运动的认识和理解过于片面，无法产生更多的学习兴趣。并且，
相较于其它运动，田径运动更加复杂，高校体育教师的田径教学难
度高，学生很难掌握田径运动的要点。 

3、学生素质不符 
目前，高校学生的身体素质普遍低下，严重影响田径教学效果。

具体来看，缺乏良好的体能支撑，学生的田径学习困难重重，无法
自主学习和自行提高。并且，高校学生缺乏锻炼，爆发力、意志力
等身体素质缺失，很容易出现教学事故。统计数据显示，高校田径
教学中的猝死率连年上升。究其原因，一是高校学生的身体素质与
高强度的田径运动不符合，一是高校田径教学的保护措施不到位。 

4、高校重视不足 
由上文可知，高校田径教学缺乏必要的安全和保护措施，从侧

面反映出高校对田径教学的重视不足。因此，高校的人力、无力投
入有限，无法满足田径教学的需求。在此情况下，高校田径教学不
仅缺乏专业的体育教师，而且缺少充足的体育设施和场地，很大程
度上阻碍学生的田径运动学习效果。高校对田径教学的忽视，不利
于培养具备综合素养的优质人才，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三、网络教学环境下高校田径教学的发展路径 
1、应用网络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高校田径教学应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技

术、电子信息通信技术等，提高教学质量。互联网包罗万象，海量
的信息为高校田径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料和素材。在此基础上，高校
体育教师可以通过视频课件，演示田径肢体动作和运动技巧，方便
学生随时、随地观看和学习。这种模式更加先进、规范，从根本上
解决教学示范错误或不到位的问题。并且，高校体育教师还可以选
择著名的田径比赛视频，增加学生对田径运动的认识和理解，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高校体育教师在田径教学中，应该增加竞
争环节，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生动、活泼、有趣的田
径教学氛围和情境。 

2、应用网络教学，更新教学信息 
当前，田径运动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巧快速更新，高校体育教

材缺乏时效性，阻碍田径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高校田径教学
需要引入网络教学，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开拓学生的综合视野。具
体来看，高校体育教师利用互联网资源和素材，学习了解田径运动
的新理念和新技法，提炼精华反哺田径教学。此举不仅可以保证教
学内容的全面性，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田径知识框架，而且还可以
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田径运动水平。举例来看，高
校体育教师在田径教学中，通过网络教学更新信息，可以摒弃容易
损伤肌肉的拉伸训练方式，选择更加科学的 PNF 训练方式，提高学
生身体素质和柔韧性。 

3、应用网络教学，增强师生互动 
高校体育应用网络教学，可以增强师生互动，达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有利于营造和谐、友善的田径运动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接
受度和参与度。具体来看，高校体育教师通过网络平台，简化教学
环节和流程，可以更加高效地解决问题，提高师生交流沟通频率，
从而增进师生关系。在此情况下，师生互动效果显著，不仅可以增
加高校体育教师的教学热情，而且可以提升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种师生互动，有利于建立师生平等关系，帮助高校体育教师转变
教学思维，保证教学质量。网络教学环境下，高校师生的沟通更加
顺畅无碍，有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田径教学体系，培养德智
体美的高素质人才，符合时代发展的主旋律。 

结语 
综上所述，网络教学环境下的高校田径教学，从课堂延展到课

外，对学生的影响力显著增加；有效缓解传统教学产生的师生矛盾，
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运动兴趣。在此情况下，高校田径教学不再
受教学模式单一、田径运动局限、学生素质不符、高校重视不足等
问题的阻挠，可以更好地展开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量、更新教学
信息、增强师生互动，持续为社会输送身心健康的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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