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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新技术为高校体育教学进行再次赋能,优化学生学习体

验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高校体育教学质量。基于此,文章先后探讨了实施高校体育教学混合学习模式

的必要性,以及当前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多项具体的实施策略,如建

立健全的技术支持系统、增强师资培训和激发学习动机、优化课程设计与教学内容以及加强政策引

导和资金支持。旨在推动高校体育教学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实现教育公

平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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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new technologies 

re-empower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ptimiz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of implementing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main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a number of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sound technical support system, 

enhancing teacher training and stimulating learning motivation, optimizing course design and teaching content, 

and strengthening policy guidance and financial support. It ai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direction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realize educational equity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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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信息技术的融入成为推动教育变革的

重要力量,特别是在高校体育教学领域,传统教学模式已经难以

满足新时代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和快速变化的教育环境。混合学

习模式,作为一种结合了传统面授与现代远程教学的教育形式,

被证实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参与度,同时优化教学

资源的配置。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数字技术赋能下的高校体育

教学模式,分析其实施的必要性,揭示存在的主要障碍,并提出

切实可行的策略。 

1 高校体育教学开展混合学习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混合学习模式为高校体育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形式,

它不仅能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还能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提高教学效率,同时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参与度,是

推动高校体育教学现代化的重要方向。首先,随着科技进步和社

会发展,学生的学习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同时对灵活性和个性化

的教育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而传统的体育教学方式,通常集中于

统一的实践活动和理论讲授,难以满足所有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但混合学习模式的应用则可以提供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使学

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从而更有效

地提升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度。其次,高校面临着教育资源配置

的压力,尤其是在体育教学领域,场地和设备的限制可能影响教

学质量和效率。混合学习模式通过引入在线教学元素,可以有效

减少对物理资源的依赖,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教师可以更

为全面地了解学生的真实训练数据,并结合具体的分析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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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极大地降低了教师的教学工

作量,完美地解决了因个性化教学所带来的工作量提升以及教

学资源巨量消耗的问题。最后,混合学习模式结合了线上与线下

的互动方式,使得学习过程更加多元化和动态。实践表明,在线

平台上的视频教程、互动问答和虚拟竞技等新型学习方式,能够

极大地吸引学生的兴趣,增加学习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并最终引

导学生主动参与到线上、线下的体育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完成对

学生良好运动习惯的培养。 

2 阻碍高校体育教学混合学习模式开展的因素 

2.1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在高校体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中,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显

得尤为关键。然而,当前多数高校在这一领域面临着显著的不足,

不仅限制了混合学习模式的有效实施,也影响了高校体育教育

质量的整体提升。一方面,技术基础设施的落后导致网络环境不

稳定,服务器响应时间长,直接影响了在线教学的效率和体验。

另一方面,许多高校缺乏必要的硬件支持,如智能体育设备和高

性能的计算资源,这些都是实现高效数字化教学的基础。此外,

部分高校体育教学特别依赖于专业的教学软件,如运动分析软

件和健康监测应用,这些工具的缺乏限制了教师和学生在教学

和学习中的互动与反馈机制。因此,没有足够的技术支持,教师

难以实施个性化和精准的教学策略,学生也难以获得实时的学

习反馈和调整学习方向,而高校在追求教学质量和效率提升的

道路上,必须正视并解决这一核心问题。 

2.2教师和学生难以接受和适应混合学习模式 

虽然混合学习模式被认为可以提供更灵活、更个性化的教

学方式,但它的实际应用却往往受到人们传统观念的制约。首先,

对于一些教师来说,他们对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不够熟悉,以及对

改变现有教学流程的担忧,最终导致教师对新的技术和教学方

法的采纳感到不安或者抗拒。同样,尽管现代学生普遍对技术持

开放态度,但将技术与体育教学深度融合,改变传统的体育学习

方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此,这种新兴的教学模式在

推广初期往往需要面对来自教师和学生的双重心理障碍,如何

消除这些心理和行为上的惯性构成了混合学习模式在实施过程

中需要重点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2.3相关政策和管理支持不足 

从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在实施混合学习模式的过程中,相关

政策和管理支持的不足成为影响这一模式最终效果的重要因

素。政策层面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对混合学习模式的认识不足,

缺乏具体的指导方针和标准,而在管理支持方面,学校往往未能

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机制来配合教师和学生的新需求,这包括但

不限于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以及技术更新。此外,管理层对于混

合学习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

监督和评估机制,进而影响了教学模式的顺利运行,也使得教师

和学生难以得到必要的支持,从而降低了教学效果和学习热情。

因此,高校体育教学的混合学习模式在推广过程中急需加强政

策和管理层面的支持,以确保其能够在现实教学中得到有效实

施和广泛认可。 

3 数字赋能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混合学习模式实施

策略 

3.1建立健全的技术支持系统 

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建立健全的技术支持系统是推动混合

式学习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一方面,高校需要部署高速且稳定

的网络连接,确保在线教学活动能够无缝进行,同时减少因网络

问题带来的教学中断。此外,在软件方面,要选择能够支持视频

上传、编辑、分析及反馈的专业软件,并尽可能地兼容各种操作

系统和设备,从而确保所有教师以及学生都能够轻松接入并有

效使用。另一方面,技术的有效运用不仅需要先进的设备和软件,

还需要教师和学生能够熟练地操作这些技术工具。因此,实施定

期的技术培训至关重要,具体包括基本的操作培训、高级功能的

探索以及如何在教学中有效利用这些工具的策略培训。另外,

高校还应建立一个响应迅速的技术支持团队,解决教师和学生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尽可能地减少技术问题对

教学的干扰,增强软件使用群体对先进教育技术的信心。通过以

上两方面的深入发展,高校体育教学的技术支持系统将成为推

动教育革新、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坚实基础,在优化教学资源

配置的同时,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真正实现高校体育教学

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3.2增强师资培训和学习动机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激发和引导学习动机的重

要角色。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师资培训体系,以及创造激励学

生学习的环境,对于实现教育目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对教师

而言,混合学习模式要求他们不仅精通体育知识,还需熟练掌握

信息技术,以便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中更好地设计和实施课程。这

种需求促使培训计划必须包括技术技能的提升,以及如何通过

技术手段增强学生身体活动的参与度和效果。从学生的角度来

看,学习动机的激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首要的是通过课程

内容的创新与个性化来增强学生的兴趣。例如,结合学生的兴趣

和体育背景,设计定制化的训练计划和课程,使学生能在学习中

看到个人成长和目标达成的直接证据。其次,应推进游戏化学习

策略,如设置完善的奖励机制,并开展多样化运动竞赛等,以此

来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活动积极性。综上所述,增强师资培

训和学习动机应通过综合技术培训、课程个性化等多维度策略

来实施,以此来推进高校体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 

3.3优化课程设计与教学内容 

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教学改革浪潮,进一步推广并完善

高校体育混合学习模式,高校需要在原有教学基础上优化课程

设计与教学内容,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首先,教师

需要通过深入分析学生的体能特点、兴趣爱好及学习需求等信

息,设计出符合不同学生需求的多样化课程,以此来提升学生的

参与度和满意度,还能够促进他们在体育活动中的主动学习和

持续进步。其次,积极推进新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实践,尽

可能地创建一个互动丰富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可以在数字化学



现代教育论坛 
第 7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 

Modern Education Forum 

习场景中更快、更好地进行体育锻炼,快速提升学生体育综合能

力。例如,将智能穿戴设备变为日常体育训练的辅助用具,借此

来实时监测学生的体能数据,为教师提供精准的教学反馈。最后,

教师需要从单一的技能测试转变为更加多元和动态的评估方

式。例如,引入同伴评价、自我评价以及项目式评估等多样化评

估方法,进一步加强对学生自我成长的关注度,促进高校学生综

合素质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3.4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 

不同于一般的教学改革,混合学习模式的推广需要得到政

府以及学校管理层的强有力支持,这不仅包括政策的倾斜和优

化,还涉及资金的投入和科技的应用。以某校的“智慧体育教学”

项目为例,当地政府专门设立了一笔项目资金,其中不仅用于购

买硬件和软件,还包括对教师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确保他们能

够有效地利用这些先进工具来提升教学效果。另外,政策上的支

持体现在为实施混合学习模式提供法律和行政指导。例如,教育

部门可能会制定具体的指导原则,规定高校体育教育中必须融

入一定比例的在线教学内容,同时对课程质量和学生参与度进

行定期评估,以保证教学质量不因技术应用而有所下降。与此同

时,高校还可以通过激励政策来鼓励教师和学生更好地接受和

适应混合学习模式。例如,对于积极使用并提出创新教学方法的

教师,可以给予经费支持或职称晋升上的优先权,而对学生而言,

可以通过设置奖学金或学分激励,鼓励他们在网络学习平台上

的活跃参与和创新实践。总之,通过这些具体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将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彩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同时也为教

师的专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4 结语 

总之,通过深入研究数字技术对高校体育教学的赋能作用,

想要在高校体育教学中进一步推进混合式学习模式,学校和教

师需要正视传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学生实际学习需求出

发,结合当前已经成熟的数字化教学技术,切实可行地构建相应

的教学实施环境,以此来推动高校体育教学向数字化和智能化

方向发展,从而极大地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因此,在今后的教

学实践改革中,高校体育教学应进一步加强对数字教学技术以

及混合式学习模式的研究,培养更多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

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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