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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不断发展，传统教学模式下培养体育教育人才面临新的挑战。本次研究以羽毛球教学为例，

尝试将OBE理念融入到体育教育专业羽毛球教学改革中，结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注重教学和学

生学习成果，转变学生角色和引入多元考核方式，不断完善发展羽毛球教学创新，促进教学可持续改进，

找出符合高校体育人才培养新途径，提升高校体育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体

育人才寻求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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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train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lents 
under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Taking badminton teaching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egrate the OBE concept in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admint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Combined with the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it pays 
attention to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changes students' roles and introduces 
multiple assessment methods, constantly improves and develops badminton teaching innovation,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and finds out the new ideas that meet the re-
quirements of college sports talent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seek a new breakthrough in the cultiva-
tion of applied sports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 we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through the following ways.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
tion personnel training is to seek a new breakthrough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sports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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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对大学本科课程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要让课

程优起来，提升课程的高阶性，突出课程的创新性，增加课程的挑战度。在教学内容方面要体现前沿性

和时代性，及时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学术研究、前沿技术引入课程。教学方法上要体现先进性与互动性，

大力推行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与个性化学习，课程设计应增加研究

性、创新性、综合性内容，加大学生学习投入，科学“增负”，让学生体验“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学

习挑战。在考评方面应严格考核考试评价，增强学生经过刻苦学习收获能力和素质提高的成就感[1]。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既是践行“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的一种有效方法，更是提高创新性体育人才

实践应用能力的关键。 
体育教育专业是高等师范院校中开设较广的体育类专业之一，为中国的体育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

优秀体育人才。随着体育教育事业和时代的发展，体育教育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时期体育教育

专业羽毛球专项人才培养与社会的融入度在某些方面有待提高[2]。体育教育工作者亟待转变教育教学

理念，创新思路，尝试在教育过程引入 OBE 理念，挖掘和提升专业办学内涵，提高实践型及应用型人

才培养质量[3]。 

2. 相关概念 

OBE 全称 Outcome-Based Education，是基于学习结果的教育模式，是一种以结果为本位、以预期“学

习产出”为中心来组织、实施和评价教学的教育模式[4] [5]。该理论的实施是以培养效果为基础的教学逆向

设计，具有培养目标清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灵活，评价体系科学，师生及从业人员参与积极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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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模式的构建 

3.1. 教学模式的构架 

笔者从 2019年开始在工作中引入OBE理念，对线上与线下混合式教学方面进行初步的探索和实践，

连续两个学期将该理论纳入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羽毛球课程，结合现有资源，经过

前期筹备可基本满足学生线上学习需求，为教师及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和线上、线下的教学活动建

立沟通渠道，继而实现教与学的有机融合，为完整构建系统的羽毛球线上和线下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奠定基础。 
我们连续 2 年整理体育教育专业羽毛球专项学生所在用人单位反馈情况，突出反映的问题是专项运

动能力较强但专项理论基础薄弱，同时存在运动操作不够规范等问题。基于此，我们注重以目标为导向，

课前预设问题，课中研讨，课后总结与实践，始终坚持学生为中心，挖掘学习动机和积极性，强化课前

预学、课中研学、课后促学，将线下教学、相互督促，线上学习效果共享有机融合，形成羽毛球线下和

线上混合教学模式。 

3.2. 教学组织的形式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结合羽毛球项目特点，无论是引用线上教学平台课程资源，还是自建课程资源，

我们均以羽毛球理论学习、技术实操、项目探析、实践应用为主线重构教学内容，根据不同阶段的教学

内容将教学对象独立和分组，通过引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归纳总结的思路进行教学，帮助引

导羽毛球专项学生实现从初级认知到高级认知的快速转化，结合线上平台资源以及现有课程资源，通过

各类案例视频导学、初步自学、互动讨论、教学前测来完成课前预学；通过线下教授梳理羽毛球知识体

系，重构教学内容；通过问题引导、案例分析、启发式讲授、交互式学习完成课程的高阶性；借助平台

实现线上与线下的监督与管理，归纳羽毛球教学过程分析与统计；运用案例引导，通过尝试小组合作，

分组研讨学习强化学生羽毛球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 
 

 
Figure 1.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multiple evaluation mode 
图 1. 线上线下混合式多元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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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学量化考核 

我们咨询了相关专家，结合专家意见对课程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了量化，以过程性评价、诊断性评

价、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建立评价模型并贯穿课程始终，让学习目标更加明确，利用各个

评价环节激发和强化学生的学习动力，逐步提升学生的专业核心素养[6]。详见图 1。 

4. 教学目标和教法优化 

4.1. 教学目标设计 

通过课程学习，努力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以预期“学习产出”为中心制定教学

目标： 

4.1.1. 知识目标 
教授学生羽毛球运动项目的起源与发展、羽毛球运动的特点与价值、羽毛球规则的起源与演变、羽

毛球基本技术概念学习、身体素质在羽毛球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羽毛球运动中技战术发展趋势对身体

素质的要求、身体素质训练的基本原则、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青少年羽毛球训练的基本原则、羽毛球

运动的竞赛礼仪、羽毛球竞赛编排、羽毛球教学训练设计与教学实践，实现将理论知识点串连成知识链

的能力。 

4.1.2. 能力目标 
根据羽毛球运动项目规律和内在特点，通过示范和教学训练促进学生思维创新和教法意识创新的形

成，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教授羽毛球技战术演变过程，引导学生利用新理念、新方法探索羽毛球

知识运用能力，并在这一过程培养一定的团队合作意识，促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良好沟通交流解决教

学与训练中所出现的问题，培养学生胜任中小学及中等以上学校的羽毛球教学、科学运动、健康指导及

课外训练工作。同时具备从事羽毛球临场执裁和组织竞赛的基本工作能力。 

4.1.3. 素质目标 
通过羽毛球运动的文化学习，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指导思想，培养学生良好的

意志品质、团队精神、规则意识、以及潜心从教、严谨从教的师德修养。强化建设体育强国的使命感，

坚定信念，努力拼搏，为实现体育强国梦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4.2. 教学方法优化 

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加强教学环节把控，持续改进，培养创新思维、实现课堂有效性为

目标。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采用 TBL、PBL、PI 等多元教学方法，在线下环节，设计、拍摄、制作

相关主题视频，上传到线上教学平台，供学生分小组进行线上预习，通过任务设置引导学生主动查阅资

料、相互探讨，在线下分小组展示，然后进行探究式参与学习，并将讨论结果应用到自主训练与教学实

践当中，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等高级认知。 

5. 教学实践 

羽毛球教学内容较多，本次以羽毛球正手移动挑球为例，实施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分为

课前预学、课中研学、课后促学三个阶段。 

5.1. 课前预学 

依托课程平台，课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羽毛球正手移动挑球的预习作业：教师对学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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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分组并评选出组长，教师对各族分发正手移动挑球任务单，各组成员了解任务要求，观看案例视频，

各小组在线上或线下对案例视频进行探讨，组长对探讨内容进行梳理汇总，并按照任务单要求初拟设计

方案。 

5.2. 课中研学 

课中各小组长对羽毛球正手移动挑球案例视频进行分析汇报，并展示设计方案，教师对各组汇报以

及展示情况做好相关记录，在汇报展示结束后组织各小组进行组间初次互评，互评结束后教师对案例视

频中羽毛球正手移动挑球技术学习中步法、手法、组织形式、团队配合、训练态度进行逐一讲解，然后

对各小组的汇报展示进行点评，接着布置学习任务。最后分别请 4 个小组进行二次展示，并进行组间第

二次互评以及教师点评。点评结束后，完成线上平台测试，检验学习效果。 

5.3. 课后促学 

本次教学教师将课堂教学过程制作成知识点微课，连同思维导图等上传至课程平台，让授课学生能

随时随地的进行课后复习和巩固。同时，教师登录课程平台，对本次课的学生表现进行点评，并发布课

后拓展任务，学生按照要求完成课后拓展任务。 

6. 结束语 

本次运用 OBE 理念实现线上和线下混合式教学，以教学目标预设为前提，以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为途径，有效控制传统的理论知识灌输，不断通过案例、提示、讲解、点评、任务驱

动、小组讨论等手段引导学生活动、思考，帮助学生建构知识、培养技能、提升素养。该模式利用互联

网技术和各类教学平台资源开展体育教育学专业羽毛球课程是在教育部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提出的课程

“两性一度”的背景下的一次改革和探索[7]，尽管教学周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教师与学生的认可，

但在后期混合式课堂的系统构建、实践、完善过程中还需要一定的保障和支持： 
1) 教师要具备一定的信息化意识以及信息化处理手段，学校应定期对教师进行这方面能力的培训，

同时，学校要加强建设符合办学特色和学情特点的自有教学平台，并加大投入，为师生提供优良的智慧

型教学场馆。 
2) 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教师要加强对课件、导学案例、题库等教学资源的收集、整理、

制作。保证课件内容的针对性、生动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3) 加大和就业单位的沟通和协作，构成校内外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互相补充的双师型教学团队，

拓展学生学习实践平台、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为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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