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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

信息化教学在中等师范学校体育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赵　栋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山东聊城　２５２６００）

摘　要：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智能手机十分普及，将智能手机的录像、照相功能应用到体育课排球教学中，用照片或者

录像记录学生学习、练习的过程，然后反馈给学生，通过对比规范动作，能够有效地强化学生对规范动作的认识，纠正错误动

作。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观察法、实验法等研究方法，随机选取聊城幼儿师范学校１５级学前教育专业的两个班级，从测试成

绩和技术评定两个方面进行结果分析，研究发现排球教学中运用智能手机教学方法的实验班和运用常规教学方法的对照班

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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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球运动在学校体育中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

分。主要包括传球、垫球、扣球、发球、拦网几项技

术，其中传、垫、发球是最基础的动作技术。幼儿师

范学校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主，在校生女生占绝大多

数，在篮、排、足三大球类项目中，排球属于隔网对抗

项目，没有队员之间的身体对抗，受场地影响因素较

小，所以女生对排球运动的兴趣较高，易于开展普

及，但在教学过程中，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师

讲解示范占用较多时间，学生因掌握动作技术慢、效

率低而逐渐降低了学习兴趣。随着科技飞速发展，

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各科教学中广泛运用，在体育教

学改革过程中，多媒体技术手段也不断被融入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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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中［１－５］。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科技的

日新月异，智能手机早已进入校园并成为学生的随

身之物，智能手机自带的多种功能决定了它可以在

体育课排球教学中成为一种高效的教学手段。高校

教师也正在积极探索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但在幼

师学校或者高中阶段的体育教学中尚未进行相关的

研究。因此，为引导学生在体育课排球教学过程中

合理使用智能手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建立高效

课堂，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增强，笔者在所在学校对

智能手机在体育课排球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相关研

究，希望能够对同行有所借鉴。

一、传统排球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普遍性较强但缺乏对个别学生的

针对性纠正

传统体育排球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教学的

基本流程是“讲解—示范—分解教学—完整教学—

学生练习—纠正错误动作—反复练习”。动作协调

能力较差的学生难以掌握技术动作，在教师集中纠

错误环节，往往用语言描述具有普遍性的错误动作，

再进行正确示范动作，虽然教师反复纠正，但是部分

学生再进行练习时还会出现同样的错误动作，主要

原因是教师统一组织纠错时，仅通过语言描述，学生

看不到自己做动作时的错误点，部分学生理解深度

不够。这样增加了课堂上教师讲解组织纠错的时

间，减少了学生练习的时间。

（二）学生练习动作时间不足

每周两节课的排球教学课时安排，教师虽然制

定了详细课时计划和教学目标，但是由于受教学时

间的限制，每节课除去准备活动、教师讲解、整理放

松的时间，真正练习的时间只有２０分钟－２５分钟。

讲解时间过多，学生练习时间得不到保证，讲解时间

过少，学生难以理解动作难点、关键点。练习时间难

以保证，使得学习效果不理想。

（三）练习时间较长，易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

通过对学生的调查访谈发现，开始接触排球运

动项目时有较为浓厚的兴趣，学习主动性较强。但

是排球技术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球感、球性把

握能力的培养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能形成，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容易产生厌倦、疲劳等负面心理反

应，学习效果较差，练习时理解教师讲解的关键点不

到位或者记忆不深刻，反复出现错误动作。这也使

得这部分学生掌握技术动作的速度过慢，逐渐降低

了学习排球的浓厚兴趣。

二、信息教学实验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将通过在体育课排球教学中运用智能手

机的录像、照相等功能与反馈讲解相结合的方法教

学，验证智能手机的使用不仅能够让学生直观形象

地将自己所做动作与正确示范动作进行对比，使学

生直观地看到自己做动作的过程中错误点，促进学

生深入理解动作技术要点，尽快掌握技术动作，能弥

补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大大提高体育课排球教学

的效率、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聊城幼儿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

１５级专科（初中起点五年一贯制）两个班级，实验班

４２人，对照班４３人，两个班级全部为女生，年龄均

在１６岁左右，且两班学生均没有排球运动练习经

历，本研究力求做到实验班和对照班的身体素质方

面无显著差异，最大限度降低其他干扰因素。

（三）研究方法

１．文献研究法

通过知网搜索，查阅了相关文献１０余篇，学习

参考了有关多媒体、智能手机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等方面的论文，为本文的设计与构思提供了有益

参考［６－８］。

２．调查法

笔者根据本研究需要，在征求６位体育课排球

教学专家的意见后，设计了手机在排球教学中使用

情况的调查问卷，问卷发放８５份，回收８５份，其中

有效问卷８４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８．８％。

３．实验法

本研究中实验班和对照班授课教师为同一人，

教学内容、教学场地均无差别，教学依据体育课排球

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进度。对照班，上课采取传统的

教学手段，由教师来讲解排球的技术动作要领，通过

“跟我学”为学生做示范动作。实验班教学中，教师

示范的时候允许学生拍摄教师的示范动作，然后学

生观看视频，分组练习，练习过程中各小组分别对本

组成员进行拍摄，让学生观看视频，通过图像对比、

小组讨论，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分析、讨论问题－解

决问题。

三、信息化教学实验研究

本次教学研究的实验对象为初中起点五年一贯

制二年级两个班的学生，一个实验班和一个对照班。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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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班采用智能手机的视频功能辅助教学方法，对

照班按传统讲解示范等教学方法分别进行教学，安

排实验教学之前，比较了两个班级上学期身体素质

测试成绩无明显差异，两个班级教授内容均为排球

垫球的新授。

（一）教学方法的比较

以排球垫球教学为例，在垫球教学过程中，主要

有准备姿势不充分、脚步移动慢、两臂夹不紧伸不

直、击球位置不对、压腕动作不够、抬臂过大等几方

面的问题。实验班采用的教学方法为：录像－反馈

教学法。上课前教师整理了一段排球垫球的教学视

频，主要内容包括赛场上运动员运用和各种垫球视

频剪辑、垫球的分解动作教学、两人一组对练完整动

作示范，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观看正确动作的教学

视频，形成初步动作概念，为下一步练习技术动作打

下基础。

在外堂课教学过程中，请同学录制教师的示范

动作，分组练习时各小组备用，运用慢放、暂停等功

能，将学生练习动作的错误视频与正确视频对比进

行教学，对动作进行分解，完整地展示垫球时“一插、

二夹、三抬臂”的每个动作环节，使学生尽快形成完

整动作表象。以准备姿势和垫球手型为例：

１．教师安排同组同学将学生不做准备姿势垫球

的动作录制，与做好充分准备姿势的录像进行对比，

明显发现准备姿势不充分的情况下导致脚步移动

慢、垫球动作变形、不能正确完成垫球动作并将球垫

到指定位置。

２．教师安排同组同学将练习垫球过程中出现屈

臂、两臂夹不紧的情况录制，与正确垫球手型进行对

比，引导小组内同学之间共同研究问题。

通过对教学过程观察发现，在动作技能形成的

泛化阶段，练习与反馈的时间间隔越短，越有利于巩

固正确动作，越有利于避免学生错误动作的形成；在

分化阶段，学生能较完善的完成技术动作，练习与反

馈的间隔时间可以适当加长，利用智能手机对学生

练习技术动作录像，反馈环节让学生观看，能使学生

清楚认识到自己错误动作的细节，更加深入的理解

动作概念、动作要领。课上教师少讲、精讲，学生多

练习。教师用智能手机记录学生在练习过程中典型

的正确、错误动作，学生可以运用手机录像、小组研

究相互纠正错误动作，出现错误动作的同学可以直

观地看到自己动作的录像，及时调整动作方法，巩固

大脑形成的正确动作表象。

对照班按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运用完整教

学法、分解教学法讲解示范，先通过教师的完整示范

使学生形成完整动作表象，重复练习一段时间后集

中纠错再练习。由于中等师范学校学生没受过系统

的体育训练，全身动作的协调性不高，肌肉力量不

够，致使学生不能通过教师的语言描述错误动作完

全理解老师的意图，而且体育技术技能的学习需要

较长时间的重复，排球的垫球相对比较枯燥，学生因

练习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而产生厌学情绪，

（二）教学进度安排

实验班和对照班分别进行８个学时（４个教学

周）的垫球教学实验。教学进度保持基本一致。

第１学时　学习准备姿势、脚步移动、垫球基本

动作、两人一组垫固定球。

第２学时 复习步法、两人一组垫固定球、两人

一组练习一抛一垫

第３学时　两人一组练习一抛一垫

前３个学时，实验班在课前安排学生观看教学

视频，课上教师录制学生正确、错误典型动作的视

频，及时给予正确动作同学肯定的评价，继续巩固；

对于有错误动作的同学，通过观看视频对比正确动

作及时纠正。

第４学时　两人一组练习一抛一垫、两人一组

交替练习自垫

第５学时　两人一组交替练习自垫、连续对垫

第６学时　两人一组交替练习自垫、连续对垫

第７学时　连续对垫

第８学时　连续对垫

第４－８学时，仅针对个别掌握技术动作慢或动

作协调能力稍差的学生及时纠正，大部分同学反复

练习，下课前总结时观看视频，先观看掌握动作标准

同学的视频，后观看出现典型错误动作的视频，学生

自己对比找出问题

（三）教学效果（测试结果）的比较分析

测试内容：自垫、两人一组对垫两项内容，包括

达标、技评两个方面。

测试结果：

垫球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学生掌

握技术的水平，从这个方面分析，实验班的同学测试

成绩在４０－－４９次之间占５７．１４％，而对照班占全

班的２３．２６％，经过８个学时的教学实验，实验班和

对照班在垫球技术掌握的熟练程度上存在显著差

异，实验班运用智能手机录像并选择有利时机反馈

给学生，并及时纠正错误动作，对学生掌握排球垫球

的动作技术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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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达标测试成绩对比

自垫次数

（高度大

于８０ＣＭ）

＜３０次 ３０－３９次４０－４９次 ＞５０次 Ｎ

实验班 ４ １１ ２４ ３ ４２

９．５２％ ２６．１９％ ５７．１４％ ７．１４％

对照班 １５ １７ １０ １ ４３

３４．８８％ ３９．５３％ ２３．２６％ ２．３３％

两人一组

对垫来回

次数（距离

大于３Ｍ）

＜１０次 １０－１４次１５－１９次 ＞２０次 Ｎ

实验班 ８ ２２ ８ ４ ４２

１９．０５％ ５２．３８％ １９．０５％ ９．５２％

对照班 １９ １６ ６ ２ ４３

４４．１９％ ３７．２１％ １３．９５％ ４．６５％

表２　技评测试成绩对比

自垫技评分

（高度大于８０ＣＭ）
＜６分 ６－８分 ９－１０分 Ｎ

实验班 ４ ２３ １５ ４２

９．５２％ ５４．７６％ ３５．７１％

对照班 １７ １６ １０ ４３

３９．５３％ ３７．２１％ ２３．２６％

两人一组对垫技

评分（距离大于３Ｍ）
＜６分 ６－８分 ９－１０分 Ｎ

实验班 ８ ２６ ８ ４２

１９．０５％ ６１．９０％ １９．０５％

对照班 １９ １８ ６ ４３

４４．１９％ ４１．８６％ １３．９５％

从技评的实验结果分析，自垫球项目实验班技

评达到６分以上的同学占９０．４７％，而对照班６分

以上的同学占总人数的６０．４６％；两人一组对垫球

项目实验班技评达到６分以上的同学占８０．９５％，

而对照班６分以上的同学占总人数的５５．８１％。实

验班的同学掌握技术动作的水平普遍高于对照班

级，说明智能手机录像运用到排球垫球教学中，对于

学生学习技术动作有很大帮助。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体育教学中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在学生学习

排球技术动作方面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运用智能手机的

录像、回放功能帮助学生清楚认识到自己做动作时

的错误点，对比正确动作的视频，并结合教师的讲解

及时纠正错误动作。通过访谈和观察，学生对这种

教学手段表现出较浓厚的兴趣，学生在练习过程中

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积极性。与传统的体育教学

方式相比，更加直观的展示学生正确、错误动作，结

合小组学习的形式，学生之间共同研究分析问题，培

养学生合作学习方面的能力。

（二）建议

（１）有室内场馆的学校，可以在场地旁边的大屏

幕上播放技术动作的正确演示和学生易犯错误动作

的视频。

（２）课前预习环节十分重要，班长或体育委员在

教室多媒体上播放动作视频，教师可以在班级ＱＱ

群、微信群发送制作好的短视频，并要求学生预习。

（３）学生通过智能手机的运用提高了学习的积

极性，但是要安排充足的时间课下练习，尽快熟悉球

性，提高动作的熟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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