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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平台的《体育基础》微课制作与应用研究
邹学芝

浙江理工大学体育教研部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数理统计法对《体育基础》课程进行了微课的设计、制作及应用。

研究结果显示融合微信与微课的教学模式明显有助于提高学生喜爱体育的程度、增强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主动性；对于提

高学生的课程评价指标成绩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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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体育与健康 >教学改革指导纲要》精神，

为落实“教会、勤练、常赛”根本要求，在“互联网＋

教育”的时代背景下 ,从体育课堂教学的发展趋势、学

生体育课堂学习的需求及教师教学的效果提高等方面出

发，利用微信和微课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是课堂教学改革

的有效方式。

1实验对象与研究方法

1.1实验对象

以浙江理工大学《体育基础》教学班随机抽取两个

课程班级共 60名同学，30人 /班。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期刊、优秀硕士、博

士论文，收集关于“双微教学法”、运动技能学习与控

制等方面的资料，为本文的研究作理论支撑。

1.2.2实验法

实验对象随机分成实验班和对照班。首先对实验班

和对照班同学学习兴趣、学习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确定

两者无显著性差异，然后采用“双微”教学模式和传统

教学模式分别对实验班和对照班进行教学。实验分两轮

进行，每轮实验 32学时，2学时 /周。

1.2.3问卷调查法

实验前对实验班和对照班进行《大学生体育学习兴

趣水平量表》，采用现场集中发放，现场回收的方式，

共发放问卷 60份，回收 60份，回收率 100%。有效问卷 

60份，有效率 100%。

1.2.4数理统计法

对问卷调查数据及成绩测试数据用 SPSS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

2《体育基础》微课的设计与制作
将《体育基础》课程技术按动作结构分解成不同的

环节，依照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阶梯式进行编排，各

单元、各环节进行重点、难点分析的原则进行微课设计。

微课以视频为主，以“精简、独立整合、灵活呈现”

的原则进行制做。同时对微课教学内容辅助动作技术等

进行设计、制做。

3《体育基础》课堂教学微课的应用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式，课堂教学中教师传授教

学内容、学生进行课堂练习、课堂反馈，教师进行课堂

指导。实验组采用微信与微课相结合的新模式。

4结果与分析

4.1实验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学习兴趣比较分析

4.1.1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学习兴趣比较分析

表 1 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对照表

实验第一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发放《大学生体

育学习兴趣水平量表》问卷，结果如表 1所示 ,对照班

和实验班的同学在体育学习兴趣水平四个纬度上 P值都

大于 0.05,没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两个班的学生在体育

学习兴趣方面无差异性，学生对体育课的喜爱程度处于

同一水平。

4.1.2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学习兴趣比较分析

表2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对照表（表题格式）

实验最后一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发放问卷，结

果如表 2所示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同学在“厌恶体育学

习的程度”和“课外关注和参与体育活动程度”两个纬

度上 P值小于 0.05,有统计学意义。“喜爱体育课的程

度”和“课外自主体育学习程度”两个纬度，P值都小

于 0.01,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通过改革教学模式，学

生厌恶体育学习的程度有所下降 ,学生课外对于体育的

关注度及参与体育活动的主动性有所改善。

4.2实验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课程评价指标成绩比较研

究

4.2.1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课程评价指标成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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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研究

表 3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课程评价各项指标成绩比较分析

表 3显示，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的各项指标

成绩方差检验 P值均大于 0.05，无差异性，实验组与对

照组学生身体素质处于同一水平。

4.2.2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课程评价指标成绩比

较研究

表 4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课程评价各项指标成绩比较分析

实验最后一周对学生进行课程评价指标测试，结果

显示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 50米跑、力量类 P值小于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中长跑、立定跳远差异性检验 

P值小于 0.01,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经过一个周期的

实验后实验组的各项成绩提高明显。究其原因，体育学

科课堂教学具有行为多于语言，直观大于抽象的特征。

微信与微课结合的教学模式可以实现学习资源的及时传

递与拓展，学生学习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同时，师

生之间进行无时差、零距离的交流与互动。

5结论与建议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喜爱体育课的程度”和“课

外自主体育学习程度”两个纬度具有显著性差异。课堂

教学模式与方法宜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改变学

生对于体育学习的认识，帮助学生享受运动的乐趣。

实验前、后实验组“喜爱体育课的程度”“课外自

主体育学习程度”两个纬度具有显著性差异。微信与微

课结合的教学模式有利于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的

根本要求 ,有助于培养学生主观能动性，提高体育素养。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的课程评价指标成绩 50

米跑、力量类两个指标具有统计学意义。中长跑、立定

跳远两个指标具有显著性差异。“双微”教学模式对于

提高学生耐力、改善下肢爆发力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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