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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eliminary construction of campus network and CAI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development, VOD (Video on Demand) is the most attractive technique, which pours new vigor into our CAI. 
Today, VOD technique and CAI exist the problem, which is unable to use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athletics 
course teaching. Making use of the multi-media class, multi-media computer, digital projector and the com- 
puter with touching control, the task plays a superiority role in multi-media and touching control technique, 
develops the computer assisted platform, meets the demand of CAI simultaneous teaching in the gymnasiums, 
improves the pro state of the modernization teaching in the gymnasiums, provides good environment of 
self-study and cooperating-study for the students, and provides more teaching extensive information for th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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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校园网建设的初具规模和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CAI)的不断发展，应用此技术开发的视频

点播技术(VOD-Video on Demand)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同时也为我们实施计算机辅助教学注入了新的

活力。当前，无论是 VOD 还是 CAI 都存在着无法与体育实践教学同步使用的问题，本文运用文献资

料法、问卷调查法、教学实验法及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普通高校体育选项课 CAI 课件的研制与应

用进行了实践研究。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借助多媒体教室、多媒体电脑、数字投影机以及触摸屏电脑

等技术设备，可以发挥网络多媒体技术和触控技术的优势，有效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平台，逐步满足

体育场馆内计算机辅助同步教学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和改善体育场馆现代化教学手段，不仅能为学生

体育课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提供良好的现代教育技术环境，而且为教师授课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教学信

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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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与 Internet 技术的发展，

学校多媒体教室和校园网建设的初具规模，尤其是流

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日趋成熟，为我们充分利用网

络资源实施计算机辅助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应用此

技术开发的视频点播技术 VOD (Video On Demand)

引人注目[1]。当前，随着我们对现代技术设备的研究

与利用，借助多媒体教室、多媒体电脑、数字投影机、

触摸屏电脑、数码摄像头等设备，发挥多媒体技术和

计算机技术的优势，有效开发建立计算机辅助教学平

台，丰富体育课件教学系统，改善体育场馆现代化教

学手段现状，达到实时满足学校体育场馆内计算机辅

助教学的需要，为学生体育技能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

提供良好的教育技术环境，为教师授课提供更为广泛

的教学信息资源。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抽取大学本科生 249 人(122 人为实验组、127 人

为对照组)进行教学实验，并对 122 名实验组学生和

30 位高校体育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2.2. 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查阅关于课件点播教学、Windows Media 技术和

网络传输技术资料，确立教学平台实现技术和方案及

平台结构和功能。 

2) 问卷调查法 

对教师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回收率 100%，

学生问卷有效率为 87%，教师问卷有效率为 93%。 

3) 基于流程课件制作法 

课件的制作采用了 Author Ware 基于流程图示的

交互式多媒体制作软件，具有强大的交互功能、丰富

的变量和函数、大量的库和模板、跨平台的体系结构、

高效的多媒体集成环境和标准的应用程序接口，它允

许开发者使用文字、图片、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媒体

信息来创作交互式的应用程序。目前用 Author Ware

创建多媒体应用程序已经广泛用于 CAI 教学各个领

域。 

4) 实验法 

采用整群抽样，抽取大学本科生 8 个体育班学生

(分别是排球、羽毛球、武术、健美操)为实验对象，

实验组(4 个班 122 人)，对照组(4 个班 127 人)。对抽

取样本进行身体素质测试，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

立定跳远、握力(女生五十米跑)、台阶实验，经 t 检

验均无显著性差异(P > 0.05)(见表 1、表 2)。 

对抽样误差的控制，将抽取的实验对象基本情况

分别计算标准误差，置信度为 95%，以 x 2s 确定置

信区间，将各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在置信区间的对象排 

 
Table 1. Experimental group & control group male students basic conditions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男生基本情况统计表 

身高(cm) 体重(kg) 肺活量 立定(cm) 握力(kg) 台阶实验(指数)
组别 

x s x s x s x s x s x s 

实验组(101 人) 173.65 4.85 60.3 6.58 3825 536.9 240 8 51.8 13.27 50.3 4.87 

对照组(103 人) 174.05 5.41 62.6 6.76 3899 676.9 245 10 54.8 15.34 49.5 6.14 

t Stat 0.346161 1.539601 0.543702 2.16041 0.931259 0.657727 

P (T ≤ t)单尾 0.365083 0.063852 0.294141 0.016968 0.177334 0.256377 

t 单尾临界 1.664885 1.664625 1.665708 1.665426 1.665151 1.665708 

P (T ≤ t)双尾 0.730166 0.127705 0.588281 0.033935 0.354669 0.512754 

t 双尾临界 1.991257 1.990848 1.992544 1.992103 1.991675 1.99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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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xperimental group & control group female students basic conditions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女生基本情况统计表 

身高(cm) 体重(kg) 肺活量 立定(cm) 五十米跑(秒) 台阶实验(指数)
组别 

x s x s x s x s x s x s 

实验组(21 人) 162.08 5.45 52.6 5.44 2518 587 180 0.15 9.38 0.78 42.6 11.1 

对照组(24 人) 160.78 4.96 51.2 4.37 2667 397 176 0.11 9.15 0.39 46.4 13.2 

t Stat 1.83699 2.12359 2.182905 2.58357 2.70643 2.32564 

P(T ≤ t)单尾 0.033809 0.017463 0.015158 0.005271 0.003784 0.010489 

t 单尾临界 1.652106 1.65247 1.653223 1.653043 1.654807 1.652038 

P(T ≤ t)双尾 0.067618 0.034927 0.030316 0.010542 0.007569 0.020978 

t 双尾临界 1.971271 1.971835 1.973012 1.97273 1.975486 1.971166 

 

除后进行统计，因为各实验与对照样本为同一群体(体

育选项班)，因此，这些对象仍参与实验过程，只是不

计入统计结果。 

实验设计：将实验对象按实验内容不同分为四个

实验组和四个对照组。实验组采用不同的辅助教学方

法，其它条件均相同，对照组与实验组均为同一位教

师授课、教学内容相同、考核内容与方法相同、教学

周数相同，各实验组应用此教学平台施加各种多媒体

辅助教学手段。 

实验一组：羽毛球、武术、健美操实验班采用多

媒体触摸屏电脑辅助课堂同步教学。 

实验二组：排球实验班采用网络学习。 

5) 数理统计法 

将测得的数据输入 Excel 2003，通过 Excel 和

SPSS 统计功能进行双样本异方差 T 检验、配对样本 T

检验、统计描述、抽样误码差和置信区间计算等统计

计算。 

3. 结果与分析 

3.1. 教学平台的结构和功能 

基于网络的教学平台的实现技术较复杂，包括

网络拓扑与构建技术、点播课件制作技术、视频点

播技术等软硬件技术，了解实现技术可以参阅《体

育教学课件点播平台的实现技术》一文[2]，本文只

针对此教学平台的实践效果进行研究。 

教学平台结构如图 1 所示，包括主控室、客户

端和网络系统。 

1) 主控室(网络中心) 

 

Figure 1. RCAI chart 
图 1. RCAI 结构图 

 

主控室有服务器、媒体采集与制作机以及交换机

等网络设备，是教学平台的网络中心。主要功能：服

务器存放点播体育课件及媒体文件。接受来自客户端

的点播请求并将媒体文件以流媒体传至客户端。而采

集机主要是将各种媒体采集并制作使其数字化，再将

其推送至服务器，供客户端视频点播。 

2) 客户端 

教学平台客户端包括：个人电脑、触摸屏电脑、

数字投影机等设备，将以上设备安放在体育馆内，供

课堂实时教学使用。 

触摸屏电脑，既是一种计算机输出设备，又是一

种输入设备，教师(学生)可以用手指触摸相应按纽实

现点播链接，在屏幕上即可浏览学习内容；适合课内

分组教学，如球类、健美操等。优点：使用时方便直

观，可实现学生与计算机实时交互。缺点：屏幕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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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使用人数较少。 

数字投影设备：该设备包括计算机和数字投影

机。计算机从服务器接收体育课件，并将其传送至数

字投影机，供教学使用。也可用大屏幕电视代替数字

投影机。适合人数较多的集体教学，如：游泳、体育

舞蹈等。优点：屏幕大、直观。缺点：需要一台与网

络相连的电脑，操作灵活性小，不适合学生自学使用。 

多媒体教室：将电脑、数字投影机等设备综合运

用于多媒体教室，适合各种理论课使用，不适用于体

育实践课课堂教学。 

3) 网络系统 

通过网络系统架设体育教学局域网络，可以满足

8 Mbps 带宽的 MPEG-2 或 1.5 Mbps 带宽的 MPEG-4

视频流的传输要求[3]，保证高质量、平滑的声音和画

面的实时播放。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介绍的教学平台只是按物理

元器件，而实际上的教学平台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教学

方法体系。因此要探索该平台辅助教学的有效性，不

只是看其建立与否，而应看与其配套的教学方法体系

的实践效果。 

初步建成的哈尔滨工程大学体育馆计算机辅助

教学平台，运行效果良好，该教学网络有服务器一台、

触摸屏电脑 5 台、数字投影机 2 台和十多个联网用户，

为室内体育课计算机辅助教学提供了有效服务。 

3.2. 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采用教学平台教学后，学生的学

习兴趣明显提高(95%选择提高学习兴趣)；教师和学

生认为课件中的“技术动作慢放”对自己很有帮助(分

别为 90%和 95%)；学生希望利用教学平台“观看自

己的摄像重放”(65%学生选择喜欢)；影响教学平台

应用效果的因素中 不利的是“计算机应用水平”(教

师占 40%、学生占 30%)、其次是“项目”和“场馆”

等因素不利于安置触摸屏电脑。 

通过与学生交谈和沟通，实验组学生对多媒体教

学的效果大部分都很满意，认为课件辅助教学对体育

技能学习帮助较大，通过多媒体学习有利于其技术动

作掌握。说明，多媒体辅助体育教学平台有利于学生

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的提高。究其原因，兴趣是动机

的一种形式，体育兴趣是指学生力求积极认识和优先

从事体育活动或身体锻炼的心理倾向，它是学生参加

体育活动的基本动力之一[4]。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兴

趣和需要所引起。在实验教学中，多媒体教学资源以

其形象生动，趣味性强的特点，加上高水平的运动技

能欣赏，满足了学生积极参与的需要，使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显著提高；传统教学中，教师讲解示范占用了

大量时间，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成了被动地接受者，学

生的真正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学习兴趣明显降

低，在学习中表现出过多依赖情绪，不积极主动，影

响了学习的兴趣。 

3.3.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显示：在实验后，排球、羽毛球、健美

操实验组学生的学习成绩高于对照组，其中，健美操

平均得分实验组高于对照组 8 分之多，羽毛球平均得

分实验组高于对照组 5 分，经过双样本异方差 T 检验，

均有显著性差异(P < 0.05，见表 3)，说明健美操和羽

毛球实验组学生成绩明显好于对照组，实验教学提高

了教学效果，其中健美操和羽毛球课辅助教学效果

显著。排球和武术课教学效果差异不明显。 

究其原因：第一，多媒体辅助课堂同步教学效果

好于多媒体辅助课堂异步教学的原因是缺少有效监

控，在同步教学中，教师采用与同步多媒体教学相适

应的教学方法，能有效控制学生观看多媒体课件和学

习，而异步教学中，教师无法对学生观看多媒体课件

进行了有效监控，部分学生根本不观看多媒体课件导

致教学效果不明显。第二，健美操、武术、羽毛球项

目虽然都采用了多媒体辅助课堂同步教学，但健美操

和羽毛球效果明显，而武术效果不明显，这与武术教

学内容大部分是套路内容相关，学生对观看多媒体课

件中的动作示范有抵触情绪，认为武术是根据实战要

求采用合理有效技击技术的项目，实战中的技术以实

用为主，不应重视技术动作规格等条条框框，所以，

武术课实验组学生的技评成绩反而低于对照组，另一

方面反映出，观看多媒体课件占用了部分学生的练习

时间。 

研究结果表明：体育课实践教学中采用多媒体辅

助教学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提

高，技评成绩有所提高，有利于学生运动技术的掌握；

同时，采用多媒体辅助课堂同步教学效果好于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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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xperimental group &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experiment results & statistics (T test)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后成绩统计(T 检验) 

排球 羽毛球 武术 健美操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平均 84.75676 84.3 87.02857 81.81081 79.23077 81.25 85.77143 77.625 

方差 56.96697 125.0872 54.8521 60.82432 131.3927 53.88462 61.76975 143.266 

观测值 29 32 30 30 32 33 31 32 

t Stat 3.523161 2.91177 2.063954 1.988894 

P (T ≤ t)单尾 0.000384 0.002409 0.021264 0.025133 

t 单尾临界 1.667572 1.666915 1.665708 1.664885 

P(T ≤ t)双尾 0.000767 0.004818 0.042529 0.050265 

t 双尾临界 1.995468 1.994435 1.992544 1.991257 

 

辅助课堂异步教学。此外，学生认为观看自己的动作

重放对提高运动技术帮助很大，体现了学生对自身学

习情况反馈的需要，说明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明显提

高。多媒体辅助教学中，同步辅助教学效果好于网络，

同步辅助教学中采用自助式教学方法效果更佳[5]，多

媒体辅助教学的有效性与教学方法有关，这与前期研

究成果一致[6]。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经过研究与实践，设计并研发出基于局域网络

的体育场馆同步计算机辅助教学平台，该教学平台包

括主控室、客户端、网络设备等硬件设备和与之相适

应的教学方法体系，实现了多媒体触摸屏电脑实时教

学，多媒体投影仪辅助教学等。并初步建成了学校体

育场馆实时计算机辅助教学平台，该平台包括服务器

1 台、触摸屏电脑 5 台、投影仪 2 套和十多个网络终

端。 

2) 通过问卷调查和主控因素教学实验，多项实验

组学生成绩高于对照组，说明体育课采用教学平台辅

助教学效果较为显著，其中，采用多媒体同步辅助课

堂教学效果 佳。 

4.2. 建议 

1) 由于目前互联网的带宽有限，会出现视频流的

阻塞和断流等影响服务质量的问题，建议各院校先在

局域网上开展教学平台教学，然后再以此为依托，逐

步面向互联网进行研究，推动远程教育的发展，从而

促进现代远程体育教育技术的发展。 

2) Windows Media 技术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可

以在此基础上开发新的应用方式。采用 Windows 

Media Server 技术构建网络媒体服务系统，充分利用

现有的网络设施，为学生提供实时体育课直播，满足

学生对个体学习动作摄录重放的需要，并以此为依

托，开发校园体育赛事网上直播与转播等新的应用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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