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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中职学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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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表明“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是提升专业教育质

量的关键手段”。为探索信息技术与中职教学的相互融合，本文针对信息技术在中职体育教学中的运用意义和运用对策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通过创新使用微课、利用线上和线下的信息化工具进行课前、课中、课后的指导，旨在帮助中职学生掌握更多的

体育知识和体育技能，提升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达到强身健体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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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learly states that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s a key me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innovative use of micro-lessons and online and offline information tools for 
pre-class, in-class and after-class guidance, the aim is to help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master more sports knowledge 
and skills, enhance their interest in sports learning, develop the habit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their health and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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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信息技术融入中职体育教学中，促使体育教学内容、体育教学模式、体育教学评价模式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

就为当前中职体育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体育教师如何借助信息技术布置教学任务和整合教学内容、如何

开展趣味性的教学活动等，成为新时期体育教师亟需考虑的问题。结合当前体育教学的现状上看，部分中等职业

技术院校信息化教学的效果并不明显，其主要与教师队伍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各个教学环节中没有充分的

利用信息化技术等有直接关联。因此，中职体育教师需重新审视体育教学现状，灵活应用教育教学 APP 软件、网

络教学平台和教育教学信息化工具等，不断改进当前教学的不足，从而通过信息化教学培养出更多社会所需的高

素质、高技能人才。

一、信息技术在中职学校体育教学中应用的意义

（一）成为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有效手段

体育教学中教师将主要的任务放在体育基础知识

的讲授和体育基本技能、方法的讲授上。而在体育教学

中运用信息技术，则为体育教师提供了便利，即教师通

过将信息技术中的文字、图片、声音等功能与体育知识

进行相互的融合，可帮助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到信息技

术中所展示出的体育知识或者体育视频等，从而增加课

堂教学的趣味性，引起学生们的注意 [1]。同时，这一

技术在为教师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学生的需求。例如：学生可借助咕咚运动软件或者短

视频资源等，结合具体的教学任务、教学指导等调整短

跑时的错误动作等，从而改进学生短跑的不足。

（二）成为中职学生克服重点难点知识的主要支

撑

课堂教学之前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将教学中的难

点、重点等制作成为一个小视频，视频中主要是体育动

作的整体展示、分解展示等。课中教师则会将课前准备

的小视频进行播放，以此帮助学生们更全面地了解视频

中的每一个动作。学生们在课中通过观察、模仿等，第

一时间与学生、教师进行沟通和探讨，以加深自己对动

作的理解。课后阶段教师则会组织开展实践活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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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在课下借助信息技术开展视频的学习，完善动作

的不足，然后学生们再自主组建队伍，进行体育技能的

比赛，并将比赛的经过录制成一个完整的视频，一方面

验证学习的效果，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找出不足、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达到提高学习质量的目的。

（三）成为教师控制和监督学生锻炼有力工具

中职体育教学过程中可借助信息技术对学生学习

的情况开展全过程的监督，帮助教师随时调整不当的教

学方法。例如：在进行长跑锻炼时，教师可利用 Keep

运动软件设置体能打卡，然后对学生们打卡的情况进行

监控。在进行三级跳的锻炼时，教师可让学生在课下将

三级跳的视频上传到微信班级群中，然后再对学生们上

传的视频进行监督，及时针对学生们的不规范动作进行

线上的交流和互动。

二、信息技术在中职学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对策

信息技术的运用在为中职学校体育教学带来重要

机遇的同时中职学校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教学资源的

单一、教学模式的陈旧、教学能力的不足等都会导致信

息化技术与体育教学的融合存在较大的困难，所以中职

学校体育教学想要全面实现信息化教学则需要很长的一

段时间。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以

此为信息技术在中职学校体育教学中运用，实现信息技

术与体育教学的更好融合等提供重要参考。

（一）完善教育资源

教学资源的充足和匹配是信息化技术在体育教学

中运用的先决条件。因此，在硬件设施上中职体育教学

中可增加多媒体教室、电脑、摄像设备、网络设施等
[2]。对于有条件的学校还可引入更多先进的多媒体一体

机，帮助体育教师在开展体育教学时能够利用这一设备

开展多角度、多方面的教学指导，及时找出学生体育锻

炼的不足，并针对错误的动作进行完善，从而提升整体

的体育教学质量。同时，在软件设施的完善方面，中职

体育教学中教师还可根据学校条件、教学需求等适当配

置 APP 软件、教学辅助工具、网络教学平台等。

一是，投入体能训练的软件、鼓动跑步软件等，

通过运用这一软件监测学生的技术练习情况和身体锻炼

的情况等。

二是，引进超星学习通软件或者人机交互软件包、

健康管理软件等，以为中职学校开展体育教学提供一定

的辅助。例如：超星软件之中具有海量体育学习方面的

文件、视频、图片等，并且这一软件还有很多的学习练

习功能、作业检查功能、学习反馈功能等，体育教学中

运用这一软件可改进当前的体育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三是，网络教学资源共享中包含丰富的教学资源，

如：体育知识讲说、体育卫生保健、田径和球类等运动

讲解、形体和健康管理、竞技体育和休闲体育、竞技体

育精神等。因此，当这些资源被上传到教学平台中，并

开展分类管理，可为体育教学和学生课外学习提供更好

的服务。其中这些资源主要以图片、文档或者视频的方

式出现，教师在上传这些资源时应结合当前的教育政策、

学生学习的需求等进行灵活更新，从而满足实际教学需

求 [3]。

（二）创新教学模式

1. 利用微视频开展体育教学

微视频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形式新颖、短小精悍、

形象生动，在体育教学中应用微课可有效调动起中职生

对于学习体育技能、学习健康知识等方面的兴趣，进而

乐于参与课堂的探讨和互动，共同解决体育学习时遇到

的难题，达到体育教学事半功倍的效果。课前，体育教

师收集关于体育知识的相关视频、动作解析、技巧讲述

等资料，并将其上传到多媒体之中。课中，体育教师在

教学中利用电脑、大屏幕或者电子白板等设备将视频进

行投放，并针对体育知识的重点、难点开展讲述。与此

同时，教师安排学生进行示范，学生们针对示范的情况

进行交流，完善自身的不足。例如：在学习篮球知识时，

教师在课前收集关于篮球相关的视频、动作技巧、传球

方法、投球方法等，然后在课堂实践中学生们根据视频

指导学习篮球动作，学生们通过模仿和互动，以对标准

的投球和传球动作予以掌握。并在课堂中学生们探讨投

球的技巧。这种方法的运用相对于直接讲述的方法无论

是在教学质量提升，还是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

学生体育技能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

2. 利用信息化软件开展混合教学模式

混合教学模式应用于课前、课中、课后阶段中可

供学生进行预习、练习和知识拓展。

（1）线上课前的预习

体育教师可借助软件平台搭建交流互动的群，并

对一些体育学困生开展针对性的指导。首先，体育教师

邀请体育学困生进入该群，教师在该平台之中上传体育

知识，以帮助学困生进行提前的预习。预习阶段教师还

需要为学生制定学习的任务，以帮助学生更有针对性地

学习。在完成任务的阶段学生们可在该平台之中进行讨

论、分析 [4]。例如：对于如何做好原地单手肩上投篮，

教师在课前布置了相关的预习任务，即学生们可讨论上

传视频中库里、乔丹等运动明星是如何进行的单手肩上

投篮。学生们在课前利用手机、电脑等进入到该平台之

后观看教师上传的视频，并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讨论

区中针对不同运动明星在单手投篮时的技巧和方法进行

分析，以此给予学生更多的思考。

（2）课中的学习阶段

学习阶段中教师主要针对学生预习阶段动作不了

解、动作不规范等问题进行重点地解决。并指导学生进

行体育学习和练习。期间，教师主要使用智能运动软件、

智能录像机等对学生练习的情况进行回顾，找出学生体

育锻炼时存在的不足，并及时给予相应的建议等。例如：

学生在练习跳跃的这一动作时，教师可借助智能运动软

件，对学生跳跃练习的动作进行数据收集、数据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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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分析、数据的评估等，当该软件出现报警信息时，

则表明学生在某一个动作完成时出现了错误。这时教师

对错误的动作进行截屏，以帮助学生找出自身的不足，

并及时进行改进和加强练习，因此体育教学中利用这一

方法进行教学辅助，可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课中阶段教师还可利用多媒体技术收集关于国内

外体育竞赛的相关视频、省市体育竞赛的视频，对接当

前体育教学的内容。为增强学生体育竞赛精神以及为体

育竞赛项目打下坚实的基础，教师可在课堂中通过提问

的方式以及任务布置的方式，创设虚拟的竞技体育赛场，

学生们通过扮演选手、评委等，从而感受到竞赛带来的

魅力以及亲身感受体育健儿们在为自己的学校争荣誉时

表现出的勇往直前、奋发向上、努力攀登、不畏艰险。

同时学生在完成项目任务过程中，学生、教师、实习单

位等可建立网络沟通机制，以达到深化产教融合的效果，

促使学生能够在之后的技能大赛中获取更多的优势，实

现教学与技能大赛的相互融合，创新当前中职院校体育

教学模式，使得中职体育教学发挥育人的功能。

（3）课后的拓展阶段

课后阶段体育教师可借助智能应用软件针对学生

体育锻炼的情况开展过程性的监督、拓展训练，从而帮

助学生掌握更为扎实的体育知识。例如：体育教学的课

后阶段，教师可利用 Keep 软件或者钉钉软件等对学生

篮球练习的情况进行监督，并指导学生开展专项的拓展

训练。即学生们在学习单手肩上投篮的技巧后，虽然掌

握了投篮的技巧，但是在其他方面的技能，如进攻的能

力、配合的情况、跑动路线知识掌握的情况、防守的能

力等相对较弱，这时学生们可借助 Keep 软件进行学习

和练习之后，将练习的视频上传到钉钉平台中，教师可

针对每一个视频进行回顾，分析，找出不足等，从而在

给予中肯的建议之后，促使学生体育技能的提升 [5]。

课后阶段教师还可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展教学

评价。例如：在进行过程性评价时，教师可借助 keep

软件以及微信中上传的视频，对学生上传的技术动作视

频、上课训练的视频、课下竞赛的视频等进行反复的播

放和慢放，以准确评估学生技术动作是否标准、训练是

否合格、比赛中是否使用了一定的战术。在得出相应的

分数后，将学生分为优秀、良好和差等不同等级，分别

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惩罚，提升体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三）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中职体育教师想要将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进行相

互的融合，应以不断完善自身的信息化教学水平为基础

保障，从而实现体育教学的革新和发展。一方面，中职

学校应鼓励更多的体育教师积极参与信息化技术的学

习，组织信息化教学能力竞赛活动，实现“以赛促学”，

提升中职教师信息化教学的能力。例如：教师们在参与

竞赛过程中吸取更多专家的建议，不断更新自身的教学

方法、教学方案等；竞赛过程中教师们通过相互交流，

找出自身的不足，并借鉴其他教师的成功经验，在体育

信息化教学方面提出新的想法和建议。另一方面，学校

方面还可以组织教师开展外出学习和培训等，从而有目

的对体育教师进行信息化的培养，促使教师在学习和培

训之中掌握更多信息化教学知识，提升信息化教学的能

力。这一措施的开展为当前信息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运

用提供了可能，成为体育教学改革的关键路径。

结束语：

中职学校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的融合，符合时代

发展需求，满足中职体育教学改革需求，为中职学生学

习体育知识注入了新的动力。因此，中职体育教学中应

积极开展信息化技术教学，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

体育锻炼充满兴趣，提升体育学习的质量，养成体育锻

炼的习惯。同时，中职学校和中职体育教师还应对信息

化资源、信息化的教学模式、信息化教学能力等进行不

断完善，以此挖掘出信息技术教学对中职体育教学带来

的积极影响和价值，从而共同为实现“体育强国”目标

的实现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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