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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会议提出的教育数字化概念为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教育为

媒介的体育教学顺应了时代的历史潮流，是体育教学新的发展方向。文章通过对线上体育教学的优势与

困境、机遇与挑战进行总结分析并加以建议，以期为我国的体育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教学模式

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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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digital education proposed at the twenty largest meeting of the CPC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network education as the media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Times and is the new devel-
opment dire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he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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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ifficulti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onlin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suggests them,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innovation in teaching mode for the reform of phys-
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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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2 年 10 月 26 日，党的二十大会议顺利召开，会议提出了教育数字化概念并指出教育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为教育事业的全面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1]；为贯彻教

育部《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2020] 2 号)的文件精神[2]，落实《关于

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期间课程自主学习和在线教学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3]，保证防控期间全

国学校体育课程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各院校体育部门开始进行线上课程内容的制定与线上教育课程的

开展，线上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常态化教学方式进入大家的视野[4]。 

2. 体育教学的现状分析 

体育教学作为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培养人才的实践性活动，也是全面实现学校培养目

标的重要环节。深化体育教学模式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体育教学模式，对于实现从知识传授到能力训

练的跨越，培养良好的基础和高素质的复合型体育人才具有重要意义[5]。传统的体育教学方式是以实践

性的特点为前提，在固有的场地以教师示范与学生学习为基础，通过不断纠错来培养学生的运动能力。

沈帅[6]认为，线上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体育课程的固有模式，突破了空间与班级人数的限制，从网络上

实现学生与教师的“面对面交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教育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突破了传统

教学在时间上和空间的限制，保证了体育教学的可持续性，有力地推动了体育教学模式的更新迭代，使

得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受益匪浅。重要的是，线上体育教学是一种具有双向互动性的教学模式，及时反映

了学生的学习需求，有利于建立和发挥学生身心健康的双向调节机制，这可以让不善于表达想法的学生

也能积极提出问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常体育教学的不足。 

3. 线上体育教学的优势与困境 

线上体育教学过程中，因体育课程教学的特殊性，学生对于对示范动作模仿容易产生倦怠心理，会

导致无法完成教学目标。张博[7]认为，线上体育教学是基于互联网为载体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网络高效

便捷的特性，线上体育课上以网络视频平台为辅助、利用腾讯会议等 APP 进行全息视频教学，使得学生

在模仿学习的过程中也能得到教师专业的示范与指导。刘雄波[8]认为，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云联动的特点，

利用网络建立虚拟教学场景，将学校体育教学中很难或无法实现的内容展现出来，摆脱空间的限制、有

效地控制可变性因素、将抽象性动作示范利用视频展现，实现传统教学方法不可实现的无限动作示范，

从而丰富体育教学的方法，提高学生学习效率。陈涛[9]认为，师生在线上教学中进行联动学习，降低体

育课程对空间的需求，减少教学环境因素对体育教学的限制，这种教学方式使得教学双方处于一种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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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愉悦的环境中进行“面对面”互动，培养了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主学习能力，遇到问题能及时沟通，

教师也可以及时与学生讲解、交流，这使师生的交流更加频繁，学生可以获取更多的知识与技能，有效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通过信息化手段教学的方式不断在教育界普及与推广。各学校通过教

学培训的方式让更多师生了解信息化教学手段，并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信息化教学方式，使得体育教

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法都有了新的挑战。杨凯[10]认为，体育课的教学方式和特点决定了体育课

程难以用信息化的授课方式来完成。只通过会议视频 APP 等软件进行教学指导，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

效果，学生的学习能力具有顺序性和差异性，不能在一节课上同时完成教学目标，教师也不能通过线上

教学有针对性地进行动作纠错，以至于不能按要求完成教学目标。因体育教学的特殊性，多数课程需要

体育教师现场示范和学生现场学习，并且某些特定的课程更需要现场借助课程辅助工具才能完成，这使

得学生在进行线上体育课程的过程中无法完成课程任务。同时，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大多体育教师

的教学特点偏向于实践性教学方式，对线上体育教学方法学习不够深入，以至于不能熟练运用到线上体

育课程的教学中去，更有甚者会使得体育课程无法正常进行。 

4. 线上体育教学的机遇和挑战 

线上体育教学作为近几年新兴的教育模式，其拥有很多潜在的受众群体，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

信息第 52 次统计报告基础数据称，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了

10.76 亿人，庞大的网络使用群体与教育受众群体为线上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重大砝码[11]。在学校

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线上教育在中国线上教育受众群体中所占比重很大，2017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

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探索未来教育教学新模

式[12]。浓厚的体育改革氛围为线上教育教学模式在体育教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传统体

育教学模式通过信息化的加持也迎来的巨大的机遇。《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2022)》指出，科技正在重新

定义教育，推动教育产业迎来智能化浪潮。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教育为媒介的体育教学顺应了时代的历

史潮流，是未来体育教学的发展方向[13]。基础设施的完善和 IE 前沿技术的快速发展是推动体育线上

教育必不可少的积极因素。刘华菁[14]认为，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和创新的计算机技术也是促进其发展

的重要动力，可以利用现代人工智能技术来突破教育的局限性，使得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情况下也

能够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并以普惠的方式影响更多的受众群体。因此，线上教育模式已经是许多国家

亟需解决的教育问题，同时期望通过对线上体育教育新模式的研究，能为国家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做

出微薄的贡献与力量。 
线上体育教学作为近几年一种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有着许多超越传统教学模式的优点，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林宇晴[15]认为，进行体育授课需要先进的技术设备支持。学生在上课的同时需

要配备相应的电子设备，同时网络环境与硬件设施也需要满足一定的需求才能确保线上课程的顺利完成。

这使得偏远地区或者网络未完成覆盖的地区难以保证线上课程的需求；体育课程在线上教学的模式中，

教师面临着因角色模式转换而带来的挑战，不仅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及时指导学生利用网络来

完成教学任务，还要对学生面对新型学习模式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心理疏导；学生在线上体育教学过程中

的主体地位容易被忽视的，现今我国进行线上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完成日常的教学任务以及应对突发事件

导致的不能正常进行体育课程的教学，以便于更好地利用线上教学模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其次，线上体

育不同于传统的体育课，刘庆[16]认为，线上体育存在一定弊端，如师生单纯依赖电脑等电子设备，无法

有效性地进行实操演习，忽略动作示范、动作纠错的问题，且上课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突发事件无法预估

到，这都需要师生在线上教学反思的过程中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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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线上体育教学的思考与建议 

1) 线上体育教学的思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5G 时代的到来、AI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虚拟现实(VR)、增强

现实(AR)等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线上体育教学将更加生动形象，且高效便捷，且教育资源将进一步均衡

和优化配置，线上教学在国内会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和应用，线上体育教学有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但线上体育教学作为一种新型体育教育模式，依然存在着许多需要完成的难题，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依

旧是现今体育教育教学的主流手段，线上体育教学模式并不能取而代之，应该将两种体育教学模式的优

缺点互补，才能更好地为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出其力。因此，我们应及时转变教育观念，积极探索深

化体育教学改革，不断完善体育教学体系，以促进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 
2) 线上体育教学的建议 
现今体育教学方法应结合教学现状，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针对不同学生的生理特点，充分考虑学

生的身体状况、技能水平以及教学目标，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并统筹线上

线下教学的不同特点，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手段来完成教学目的。例如，可以通过在线直播、视频教程、

互动讨论等方式进行网络授课。适当强化线上教学模式中的实践教学环节，线上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缺乏

实践操作的练习强度，但仍可以通过实践教学环节来弥补这一不足。如教师可以组织线上比赛、互动游

戏等活动，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对线上体育课程建立长期有效的评估机制，确保线上体育

教学的效果和质量。通过作业、考试、课堂表现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估。对线上教学模式教

学双方提供技术支持和技能培训，针对部分师生缺乏线上学习经验和技能的问题，校方应积极提供必要

的技术支持和培训，帮助师生更好地适应线上体育的学习和教学环境。 

6. 结语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体育教育事业发展的趋势和新方向。为了全面有效地提高线上体育教学的教学质

量，学校应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强化各方面实践教学环节、建立长期有效的评估

机制以及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等策略与方法。不断坚持体育教学课程的探索，为我国的体育教学改革提

供新的理论支持和教学模式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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