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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访问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信息技术在浙江省高职院校体育课中

的使用频率，信息技术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使用的具体表现、使用现状、作用价值、存在的问题、影响体育教师使用信

息技术的原因，学生对体育课中使用信息技术的认识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调查结果发现：教师在体育课中很少使

用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过程融合表现在多方面，并且有很多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很多

教师认识到了信息技术教学的优势，学生也很喜欢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教学，但在实际教学中多种因素阻碍了信息技

术手段的应用，针对这一现状提出可行性的建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促进信息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开展，为提高高职

院校体育教学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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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adopts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logi-

cal analysis. The frequency of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current situation, value, existing problems, reasons affecting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y physi-

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hysical education a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ng: Teachers seldom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and physical education process is manifested in many aspects.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hysical

education process has many positive effect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Many teachers have realized the advantages of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and students like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each, but in the actual teaching, many factors hinder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s, and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is situation. The purpose is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ports teaching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ports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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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教学也取

代了传统的黑板教学，成为一种教学时尚。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实施方案（2018—2022年）》中提出：“大力推进

教育信息化”；2019年 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5年》也提出：“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的

战略任务”。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这一手段来提高教

育教学水平已经成为一大主流趋势[1]。

体育教学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核心

素养形成的重要途径，信息时代下，“信息技术＋体

育教学”深度融合，才能更有效促进校园体育文化

的广泛推广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本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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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省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体

育教师在教学中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现状等进行调查

分析，提出可行性建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让信息

技术深入课堂，促进体育教学信息化发展，为提高

高职院校体育教学质量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浙江省高职院校体育课为研究对象。随

机抽取浙江省20所高职院校进行问卷调查，并从每

个学校抽取其中的 10名体育教师和 20名学生进行

访问和调查。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国知

网、百度、谷歌等网络中关于体育教学、计算机、

信息技术、信息化教学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对这

些资料进行归纳整理，为本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2.实地访谈法

实地到 5所高职院校进行走访，实地观察体育

课 10堂（每所学校 2堂），并对学校体育教师进行

访谈，询问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融合情况，并记

录，将走访的资料和访谈资料进行整理。

3.问卷调查法

在查阅文献资料及文献数据库资料的基础上，

编写《浙江省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信息技术应用现

状的调查问卷》，问卷分学生问卷和教师问卷，内

容简单明确，切合实际。经过专家学者的指导在确

保问卷有效性的前提下，分层抽样选取浙江省20所

高职院校，发放学生问卷 400份，回收 388份，回

收率为 96%，其中有效问卷 384 份，有效率为

98.97%，发放教师问卷 200份，回收 200份，回收

率为 100%，其中有效问卷 198份，有效率为 98%，

对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4.数理统计法

将回收的问卷进行数据整理，用EXCEl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形成表格，并进行分析。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信息技术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的使用频率

如表 1所示，在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已经得

到广泛的应用，体育教师可以用电脑网络备课，查

阅资料，用视频、图像、动画、音乐等多种媒体来

直观地展示课堂内容，引起学生注意，提高学生兴

趣，启迪学生思维，开拓思路。体育教学中运用信

息技术多媒体手段，将一些难度动作直观示范清晰

的展示，对学生掌握动作技能，规范学生动作有重

要的意义 [2]。用手机APP、微信公众号、摹课、虚

拟现实比赛场景等信息化手段来进行体育辅助教学

也深受学生喜爱。但在调查中发现，在体育教学中

只有67.17%的教师50%的课中会主动应用信息技术

辅助教学，录制微课让学生观看，用信息技术平台

安排教学活动，而10.10%的教师很少使用信息技术

来上体育课，21.21%的体育教师在教学中从来没使

用过信息技术，还是用传统的口头讲解及示范，来

进行动作技能的教学，由此可见使用信息技术辅助

体育教学频率还需要提高。

（二）信息技术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使用的具体

表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学校都为教师配备了笔

记本电脑，教室里面也安装了计算机，电子白板，

视频播放器等。在调查中发现有接近60%的体育教

师仍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在黑板上写，在室外体

育课中讲解，示范动作，自己演示教学内容。如表

2所示，有35.35%的老师，在传统授课的基础上使

用信息技术教学，如在下雨天，上室内课时采用信

息技术教学，一般多用PPT课件教学为学生讲授体

育与健康方面的理论知识，或用视频播放器；只有

7.07%的教师会使用信息技术教学，应用视频为学

生展示本堂课教学的内容及动作，课后用QQ、微

信等聊天工具为学生推送教学内容等；究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很多年龄大的教师信息素

养低，对信息技术不熟悉，不知道该如何将信息技

术应用在体育教学中，并且也不愿意主动探索和尝

试。年轻教师易接受新思想、新技术，但是由于信

息化教学投入时间长，制作费时费力，可以参考和

表1 体育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情况表

教师人
数/人
198

50%的课中使用

人数/人
133

比重/%
67.17

从没使用

人数/人
42

比重/%
21.21

很少使用

人数/人
20

比重/%
10.10

表2 体育教师授课方式情况

教师人
数/人
198

信息技术＋传统方式

人数/人
70

比重/%
35.35

传统方式

人数/人
114

比重/%
57.57

信息技术授课

人数/人
14

比重/%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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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过程融合的意义及

存在的问题

1.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过程融合的积极意义

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体育教学中有很重要的意

义。（1）可以让学生对动作技能有深刻的认识，在

头脑中形成动作表象，另外一些年龄大的教师对一

些难度动作示范吃力，也可以用视频等展示出优美

示范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将“信息技术＋

体育教学”深度融合，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建

立动作概念和动作表象，掌握体育动作技能，都有

重要的意义。（2）利用微信公众号、摹课、虚拟现

实比赛场景等信息技术手段，让体育技能传授更加

多元化。（3）信息技术的多元化、广阔性，让学生

有更多的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

网上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体育

技能[4]。

如教授学生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动作，分为

“一大二小三起跳”，学生要先跨大步接球，然后小

步，最后一步用力向上翻腕托球投篮。学生很难把

握第三步向上起跳的动作，教师示范时如果分开示

范很多学生很难体会快速投篮的动作技能，但是如

果制作成一个“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的动画片或

者视频、微课，分成三个连贯动作组合，并配上比

赛中球星的精彩进球动作，加上音乐，让学生在头

脑中形成动作概念，熟练掌握完整技术要领具有重

要的意义。另外还可以将易犯错误也加在视频中，

加深学生的印象，这样学生根据视频示范，连贯熟

练地练习就变得容易，减少了教师反复示范的时

间，增加了学生练习的运动量，课堂教学密度也提

高了。有的教师还将健美操、排舞、啦啦操、武

术、篮球、足球的技术动作等课堂内容录制成视频

或者制作成微课，推送到微信公众号或者学生群

里，让学生随时可以学习，拓宽学生体育知识面和

技能学习的积极性；让学习无处不在，时间更加灵

活，将课堂扩展到课外，学习效果显著提高[5]。

因此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如表5所示。

2.在体育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存在的问题

信息技术的优势及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

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也会有一些不足，如表 6 所

示，部分教师认为在教学中用信息技术会导致与学

生交流减少，互动性减弱，有时候学生会因为看手

机上一个图片或动画、声音而影响上课的效果，分

散学生的注意力，有时候还会使学生只注意看，减

借鉴的资源少，也导致很多教师不愿意多花时间投

入在信息技术教学中[3]。

如表 3所示，通过对体育教师认为“信息技术

可以用在体育教学中吗？”很多教师都认为可以用

在室内体育课教学中，只有部分教师认为室外体育

教学中也需要用信息技术手段，还有的认为室内课

和室外课都可以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辅助教师

完成教学任务，更好地实现教学的目的。信息技术

与体育教学过程融合表现在多方面，大部分教师也

认识到了两者相互融合的重要性，可以更好地促进

学生体育知识及技能的掌握，如表4 所示，很多时

候可以使用信息技术，但是仍然有很多教师没

使用。

表3 体育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状况

教师人
数/人
198

室内体育课教学

人数/人
176

比重/%
88.88

室外体育课教学

人数/人
17

比重/%
8.58

室内课和室外
课教学都使用

人数/人
5

比重/%
2.52

表4 信息技术在体育教学中应用的具体表现

室内体育课教学

室外体育课教学

课前查阅资料备课，课中播放多媒体课件、课后用网络交流方式师生交流，期末在网上进行教学评
价，微信公众号推送学习理论知识、微课录制、手机APP推送学习内容。

课前备课，制作动画演示；课中（准备部分播放音乐、基本部分演示主要动作技能、学生练习的方法
等、结束部分学生展示录像、演播、播放放松音乐等）；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学习内容，如课前发送
预习，课中视频技能展示；课后作业布置及每天训练打卡，期末教学评价、手机APP推送学习内容。

表5 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优势表

教师人数/人
198

减少反复示范，提高练习密度

人数/人
175

比重/%
88.38

视频示范形象生动

人数/人
198

比重/%
100

网络中知识丰富开阔

人数/人
48

比重/%
24.24

提高兴趣，加强认知

人数/人
164

比重/%
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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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练习与思考时间，致使学习主动性下降。另外，

在教学中开展信息技术教学很可能让学生产生自卑

心理，容易跟视频中的示范明星对比而发现自身的

不足，影响学生积极向上的乐观心理[6]。

表9 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喜欢程度

学生人数/人
388

非常喜欢

人数/人
270

比重/%
69.58

比较喜欢

人数/人
48

比重/%
12.37

一般

人数/人
33

比重/%
8.50

不喜欢

人数/人
26

比重/%
6.70

非常不喜欢

人数/人
11

比重/%
2.83

（下转 第78页)

表6 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不足

教师人数/人
198

与学生互动减少

人数/人
80

比重/%
40.40

分散学生注意力

人数/人
93

比重/%
46.97

降低学生主观能动性

人数/人
154

比重/%
77.78

其他

人数/人
6

比重/%
3.03

3.信息技术对提高体育教学效果和学生成绩的

影响

从调查中（表 7）我们可以看出，有 53.03%的

教师及84.79%学生认为信息技术教学会提高教学的

效果，并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有的教师认为开

展信息技术教学会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转移学

生的注意力，影响教学实际效果。从调查数据看，

有的学生认为，只注意看教学视频减少了练习的时

间，不利于动作技能的学习。

（四）影响体育教师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原因

60%以上的教师教学中很少使用信息技术教

学，其中制做课件、微课、微信公众号、学习类

APP 等是大家公认的难点。录制视频需要花费时

间，另外，制作微课、视频难以把握标准，难易程

度等，但是多数教师认为主要是自己的信息技术素

养不高，大部分教师不愿意投入太多的时间来制

作，也认为没必要制作。

学校的教学环境、教学氛围及教师的计算机技

术水平，使用信息技术软件的能力等，如表 8 所

示，大部分教师认为制作的能力或对计算机使用操

作不熟练，占到87.37%，另外，有的教师认为学校

缺乏开展信息技术教学的环境，还有就是由于教学

任务及学校课外体育活动，体育竞赛等事情较多，

没有时间来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此外，也没有足够

的资料和素材可以应用，这些都影响了信息技术教

学的开展。

（五）学生对使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体育教学

的态度

调查数据显示（表9），多数学生非常喜欢体育

课中应用信息技术教学，比例占到69.58%，原因主

要是应用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动画、视频、图像、文

字等能把枯燥动作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对学生的

感官造成影响，因此很多学生都喜欢教师用信息技

术手段上课。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调查和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技术+体育教学”

这一模式在体育课教学中使用频率较低，信息技术

与体育教学过程融合表现在多方面，并且有很多积

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很多教师认识到了信

息技术教学的优势，学生也很喜欢用信息技术手段

开展教学，但在实际教学中多种因素阻碍了信息技

术手段的应用。

（二）研究建议

1.转变观念，正视“信息技术+体育教学”这

一教学趋势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信息技术＋体育教学”这一模式将广泛应用在教

学各个过程。但是，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

表7 信息技术对提高教学效果与学习成绩的影响

教师

学生

人数/人
198
388

能/人
105
329

比重/%
53.03%
84.79%

不能/人
93
59

比重/%
46.96%
15.20%

表8 影响教师使用信息技术的因素

原因

1.信息技术素养不高
2.体育类素材稀缺
3.难易标准把握
4.制作的时间花费太多
5.学校教学环境氛围不具备

人数/人
173
178
83
145
182

比例/%
87.37
89.90
41.91
73.23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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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从时间上推算，1869年更为可信。

③1902年，“仁爱义塾”改名为“崇真小学”。

④叶钟杰为补鞋匠，是温州第一个经曹雅直正式受洗入教的基督教新教徒，据苏虹：《旧温州轶事录》，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1999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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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只是辅助体育教学，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

教师授课，要认识到它的优势及存在的不足，从而

有的放矢，合理取舍，正确的用好信息技术，真正

让“信息技术＋体育教学”这一模式在教学中发光

发热。

2.加强培训，提高教师信息技术素养

学校要定期聘请技术人员，组织教师进行技术

培训，让教师熟练掌握制作软件，熟悉教学类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中文章的编排，微课的录制，制

作等。另外，学校领导要加大投资力度，加强计算

机硬件及软件建设。扩充学校的数据资料库，素材

资源库，让更多的教师有相应的体育教学素材可以

应用到教学中，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让教学内容

更丰富多彩 [7]。

3.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教师进行信息技术教学

高职院校之间可以定期开展教学评比，举办信

息技术交流会，将先进思想及先进信息技术应用到

体育教学中 [8]。激励更多的教师应用这些先进技

术，更好地提高学校体育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体

育技能、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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