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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学体育课普遍存在的学生学习与练习时间少、学习渠道单一、实战偏少、自

信心和积极性不足等问题，结合前人对体育教学模式的研究，在信息化教学的大趋势下提出“课

堂教学＋线上教学＋课外同步单项俱乐部”的“三位一体”复合型体育教学模式，并在华南师范

大学羽毛球选项课中进行实践检验。研究表明：“三位一体”复合型体育教学模式能够较好解决大

学体育课存在的主要问题，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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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ommon problems in phys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learning and practice time, single learning channel, less practical chance, lack of self-confidence and enthusiasm, 

combined with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general trend of information 

teaching, the study proposes the “three-in-on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which consists of classroom 

teaching, online teaching, and extracurricular synchronous single club. Through the practical testing of optional 

badminton course i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three-in-one” teaching mode 

could solve the main problems of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n promot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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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是大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学校体育的最后一站，对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

独特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然而，经过

笔者与其他大学体育教师多年来在教学实践中的观察

与总结，并结合前人研究发现，当前大学体育教学仍

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1)学生学习与练习的

时间少；(2)学生学习渠道单一，被动学习；(3)过于强

调单一技术练习，比赛实战偏少；(4)多采用终结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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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形式(关注学生的最终成绩而非学生的进步程度)，

导致基础薄弱的学生自信心与积极性显得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许明荣等[1]提出“俱乐部制课内外

一体化模式”，以提高学生学习体育的主动性与积极

性，延长学生体育锻炼的时间。高航等[2]提出引入美国

体育课程所实施的“运动教育模式”，以解决体育教学

中存在的“重技术、轻实战”的问题。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促使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诞生，王国亮等[3]提出

将翻转课堂模式引入体育教学。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

式，翻转课堂体现着“以学生为中心”等先进教学理

念，能够拓宽学生学习渠道，在提高学生体育技能掌握

水平以及体育锻炼积极性等方面有着良好效果[4]。本研

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信息化教学的大趋势下，

基于我国国情提出在大学体育课中实施“课堂教学＋

线上教学＋课外同步单项俱乐部”的“三位一体”复

合型教学模式(以下称“三位一体”模式)，以解决当

前大学体育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改善教学现

状、提升教学质量。 

 

1  “三位一体”模式的理论探析 
1.1  “三位一体”模式的内涵 

“三位一体”体育教学模式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

以课外同步单项俱乐部为辅助、并以线上教学融入课

堂教学与俱乐部活动的复合型教学模式，这 3 个环节

有机融合、紧密相扣，由此实现课内与课外、线上与

线下的一体化联动。 

1.2  “三位一体”模式的设计原理 

“三位一体”模式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融

合线上学习与俱乐部模式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这使其有别于一般的混合式教学或俱乐部制模式。其

每一环节的设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能对其他环节产

生积极效果，形成良性循环。例如：课外同步单项俱

乐部能强化学生的技能水平，学生能更早进行比赛，

更早体会到运动的乐趣；为了能在团体赛中表现得更

好，反过来学生又会更积极地参与俱乐部活动以提升

技能水平。“三位一体”模式的设计原理是多个良性循

环链的组合构成一个稳定运作的系统，能够优化教学

效果。“三位一体”模式的运作系统如图 1 所示(箭头

表示一环节对另一环节产生积极作用)。 

1.3  “三位一体”模式的理论基础 

1)掌握学习理论。 

布卢姆在掌握学习理论中提出班级授课制基础下

的个别化教学策略，即“以团体教学(班级授课制)为

基础，辅之以经常、及时的反馈，为学生提供所需的

个别帮助以及充足的学习时间，从而使大多数学生达

到课程目标所规定的掌握标准[5]。 

 

 

图 1  “三位一体”模式的运作系统 

 

就体育教学而言，一方面，除了集体教学之外，

教师还需要密切关注每一位学生，及时解答疑问、纠

正错误。然而，传统体育课中，一名教师往往难以兼

顾到数十名学生的需求，学生有疑问得不到及时的解

决，学习效果便会大打折扣。而微课则能够很好地弥

补这一点不足，其能辅助教师为学生提供个别化指导，

提升学习效果。 

另一方面，为达到教学目标，学生需要充足的学

习时间，这一点与运动技能形成规律也是相吻合的。运

动技能形成的本质是条件反射的不断建立，即只有通过

大量练习才能达到动作的自动化。因此，开展课外俱乐

部活动，增加学生学习和练习体育的时间非常必要。 

2)建构主义理论。 

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提出：知识是在主

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6]。建构主

义关于教学的基本思想包括：(1)注重以学生为中心进

行教学；(2)注重在实际情景中教学；(3)注重协作学习[7]。 

就体育教学而言，灌输式的教学让学生只能被动

接受知识，不利于建立心理认知结构。因此，要重视

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拓宽学生学习的渠道，让学生

自愿积极参与俱乐部活动，从而获得良好的运动体验。

此外，还需要尽快让学生投入到完整的运动中，在比

赛实战中促进各项技术技能的掌握，逐步建立起心理

认知结构。 

1.4  “三位一体”模式的运作流程 

“三位一体”模式的运作流程从时间序列上可分

为课前、课中、课后 3 个部分。课前，教师依据教学

安排，将课堂教学内容提前以微课形式向学生开放，

学生观看微课预习，激发学习兴趣，建立运动表象认

知。课中，教师讲授知识与技能，组织学生练习技能

以及比赛实战，学生若不理解或遗忘了教师讲授的内

容，可以在自由练习的时间里，自主观看微课解答疑

问。课后，学生参与课外单项同步俱乐部活动，在辅

导人员的安排下进行练习或比赛实战，同时以微课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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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纠正自身错误动作。教师还可以布置一定的练习

任务，让学生在参与俱乐部活动时完成。“三位一体”

模式运作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三位一体”模式运作流程 

 

1.5  “三位一体”模式的实施要点 

1)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三位一体”模式的中心环节，是学

生体育学习的主线，线上教学与课外同步单项俱乐部

都围绕课堂教学而进行。体育知识与技能的讲解强调

精讲多练，避免因长时间讲解消磨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学生可以利用线上资源自主学习，因此，教师在

课堂上不必详细讲解某一知识点，而是让学生有更多

时间在课堂上练习技能和比赛实战。 

一般的混合式教学会将体育教学分为课堂教学与

线上教学两部分，在课堂中采用传统教学形式，在课

前、课后则采用线上教学作为补充。而“三位一体”

模式则将线上教学融于课堂教学中，采用小群体教学

的组织形式，学生之间可以在练习时利用微课讨论问

题、指出对方错误，也可以指导自身练习。 

强化课堂比赛，以赛促学、以赛代练，比赛的形

式以团体赛为主，唤起学生的自尊心。运用比赛教学

法实施教学，在团体赛的基础上学生轮流担任运动员、

裁判员、观众等角色，从而体验到运动的魅力，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团队学习与团体赛的结合能有效提高学

生线上学习以及参与俱乐部活动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教学评价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

方式，学习成绩由平时表现、比赛、技术 3 部分综合

评定。平时表现可以从学生的出勤、课堂学习态度、

自主学习情况、俱乐部活动参与情况、进步程度等多方

面综合评定，比赛部分的评价侧重于比赛过程，同时淡

化比赛结果，让不同基础学生都有机会获得满意成绩。 

2)课外同步单项俱乐部。 

俱乐部制教学模式的初衷在于尊重学生个体选

择，克服传统教学模式“整齐划一”的弊端，提高学

生体育学习的兴趣。其特点是以俱乐部的体育教学取

代传统的班级制教学，以会员关系取代师生关系。俱

乐部制教学模式经过多年实践，虽然在部分高校获得

成功，但在许多高校也出现体育教学与教师边缘化、

学生参与程度低、自由散漫等问题[8]。故许多学者认为，

照搬国外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制模式并不能够很好地适

应中国国情。 

针对存在的问题，“三位一体”模式以选项课的课

堂教学为基础，同时以课外同步单项俱乐部作为课堂

教学的延伸与补充。俱乐部以授课教师为主导、以辅

助课堂教学为目的、活动内容与课堂教学内容同步。

因此，所有该体育选项课的学生均为俱乐部会员，可

直接自由参与活动。此外，俱乐部不存在资金运转，

这就极大地降低管理难度与成本。课外同步单项俱乐

部既尊重学生的个体选择，同时又避免体育教师的边

缘化，相较于“俱乐部制教学模式”而言更合乎中国

国情。 

俱乐部的活动地点设于学校内各运动项目的场地

中，方便所有学生参与活动。俱乐部活动以自愿参与

为原则，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参与活动的时间。

俱乐部活动现场需要辅导人员，辅导人员可以从班级

学生、学校运动协会成员、校队队员中选择，并给予

其一定的奖励。 

俱乐部的活动内容是为课堂教学服务的，由授课

教师根据教学需要而制定。在辅导人员的组织下，学

生对体育课上所学内容进行练习，强化技能；有一定基

础的学生则自由进行比赛，提高实战能力。此外，学生

还可以在俱乐部活动时完成教师布置的练习任务。课

外同步单项俱乐部旨在为学生提供课外体育练习平

台，弥补体育课练习时间的不足，强化学生体育技能

的练习，为学生进行比赛实战奠定基础。 

3)线上教学。 

线上教学贯穿于整个体育学习过程的始终，融于

课堂教学和俱乐部活动之中。课前，学生通过线上课

程资源进行预习，建立起运动表象认知，能够在课堂

上更快吸收、理解知识，节省教师讲解的时间，提高

课堂效率。在课堂上与俱乐部活动的过程中，若学生

在练习过程中不理解或遗忘了教师讲授的内容，就可

以自主观看微课学习，解答疑问和纠正错误动作。 

线上教学基于 SP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实

施，线上课程资源以微课的形式呈现。为了提升学习

效果，每一节微课只讲解一个特定的知识点，时长以

5~10 分钟为宜[9]，集中呈现各技术的动作环节与要领、

常见错误及纠正、练习方法等内容。 

教师可以利用线上平台布置一定的练习任务，让

学生在课后拍摄并上传练习视频。一方面，能够鼓励

学生参与线上学习与俱乐部活动，约束学生逃避学练

的行为；另一方面，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练习视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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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总结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做到有的放矢、优化

课堂教学。教师需要密切关注后台的线上学习记录，

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并及时调整教学。此外，还需要

设置线上聊天室，便于与学生交流、及时答疑。 

1.6  “三位一体”模式在大学体育课的应用策略 

1)建设与完善高校信息化教学管理平台。 

网络环境与信息化平台是线上课程资源运行的必

要条件，也是实施“三位一体”模式的前提。目前，

绝大数高校都已经拥有较为稳定的校园网络，但是部

分高校的线上教学管理平台还不够完善。线上教学管

理平台应具备以下的功能：(1)资源上传与下载功能；

(2)师生沟通交流功能，便于教师及时解答学生的疑

问；(3)后台监测与统计功能，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线

上学习情况；(4)任务发布功能，教师可布置一定任务，

如让学生完成题目或提交练习视频等。功能丰富、完

善的信息化教学管理平台能够极大地便利学生与教

师，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因此，需要加大学校对体育

信息化教学的扶持力度，提高体育教学信息化教学条

件[10]，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保证“三位一体”模式

运行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得到满足。 

2)建设与共享线上课程资源。 

线上课程资源建设是“三位一体”模式的关键一

环，资源质量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然而，体育教

师群体普遍没有长期、系统地接受过计算机技术、视

频拍摄制作的相关教育与训练，其所制作的微课质量往

往不尽人意。针对体育信息化教学资源匮乏的现状[11]，

在信息资源共享的理念下，更加可行、有效的方式是

由相关部门组建专业的体育微课制作团队，团队人员

应包括体育教学、计算机、传媒等领域的专业人士，

通过协调与配合共同完成线上课程资源的制作，并向

国内高校开放共享。微课内容在广度与深度上要尽可

能地延伸，满足不同水平学生学习的需要。由此实现

优质教学资源的整合与优化，福泽国内所有高校教师

与学生，为“三位一体”模式的应用奠定基础。 

3)转变体育教师的教学观念。 

要实施“三位一体”模式，就必须对体育教师以

往的教学观念作出一定转变。其一，体育教师需要重

视信息化教学，熟练灵活运用各种信息化教学手段，

提高信息化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的结合水平。当前大

多数体育专业教师对信息化教学模式并没有表现出积

极态度，故需要重构其教学理念[12]。其二，要摒弃过

分注重单一技术教学的观念，重视学生完整运动的体

验，为学生尽可能多提供比赛实战机会；其三，要摒

弃采用单一终结性评价、忽略学生个体差异的观念，

要更重视学生运动参与的过程而非技术掌握的程度。 

2  “三位一体”模式在大学体育羽毛球选项

课的实践 
2.1  实践方案 

为了检验“三位一体”模式在大学体育课实施的

可行性，华南师范大学羽毛球选项课 12 个班的 345

名学生参与为期 12 周的实践检验。图 3 为本次实践的

具体流程。 

 

 
 

图 3  实践流程图 

 

1)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以小群体教学的组织形式进行，学期伊

始根据每个班级的人数，将学生分为 6~8 个组，每个

组在固定的一片场地练习。课堂基本流程为：准备活

动—教师集体讲解示范、学生统一模仿练习—学生组

内自由合作练习—教学比赛—放松活动。在组内自由

练习阶段，学生之间可以自由观看微课，讨论问题并

相互指导。 

由于进行羽毛球比赛需要一定基础，故前 3 周课

堂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熟悉羽毛球比赛规则与裁

判法、握拍法，以及学习与强化反手发网前小球、正

手发高远球、正手击高远球 3 项基本技术，待学生初

步掌握一部分技术后在第 4 周开始教学比赛，此后循

序渐进地增加比赛时间。 

教学内容总体保持不变，主要包括：羽毛球规则

与裁判法、握拍法、反手发网前球、正手发高远球、

正手击高远球、吊球、杀球、正反手搓球、挑球、四

点步法等基础内容。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

结合的教学评价方式，学习成绩=平时表现(30%)+比赛

(30%)+技术(40%)。技术考核在最后一周进行，内容为

正手发高远球与正手击高远球两项基本技术。 

2)课外同步羽毛球俱乐部。 

俱乐部活动与课堂教学地点相一致，在学校羽毛

球教学馆进行，活动时间为每周周一至周五 7：00- 

8：00。每次活动安排两名辅导人员到现场组织活动及



 
132 体育学刊 第 30 卷 

 

指导学生，辅导人员由班级学生、羽毛球协会成员、

校队成员以及羽毛球专项研究生组成，授课教师在每

周四对辅导人员统一进行培训。 

俱乐部活动包含集体性活动与非集体性活动两种

形式。集体性活动面向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学生在

现场辅导人员的组织下集体学练前一节课所学内容，

主要目的是提高单个技术的掌握程度；非集体性活动

面向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学生自由进行比赛，提高实

战水平。活动期间，学生可以自行观看微课指导自身

的学习、练习。 

3)线上教学。 

在学期开始前完成羽毛球线上课程资源的设计与

制作，并上传至华南师范大学砺儒云课堂。线上课程

的教学内容分为基础类内容与拓展类内容，以满足不

同基础学生的需要。基础类内容包括羽毛球规则与裁

判法，以及握拍法、正手发高远球、正手击高远球、

吊球、杀球、反手发网前球、四点步法、正反手搓球、

挑球、平抽快打；拓展类内容包括勾对角、反手高远

球、反手吊球。 

在学期伊始，告知学生微课的使用方法，构建“线

上班级”。针对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教

师于每周三 21：30-22：30 在砺儒云课堂中设置聊天

室集中答疑。此外，教师还在后台对学生微课学习的

情况进行监测、跟踪。 

2.2  实施情况与分析 

本次教学改革实践的目的为检验“三位一体”模

式在大学体育课实施的可行性，以及其是否能够解决

目前大学体育课普遍存在的学生学习与练习时间少、

学习渠道单一、比赛实战少的问题，故改革实施的情

况与效果通过定量结合定性的评价方式，从俱乐部活

动参与情况、线上学习情况、课堂教学比赛情况 3 个方

面进行检验。 

1)俱乐部活动参与情况。 

据表 1 所示，羽毛球俱乐部活动参与人数总体上

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此外，每周参与 1 次活动的

人数最多，参与 2 次及以上的学生则很少。通过在活

动现场与学生的交流得知，7：00-8：00 的活动时间

对于学生而言并不理想，而这也制约了学生参与活动

的积极性。因此，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尽可能地优化活

动时间十分必要。 

本次实践检验共有 345 名学生参与，故可以统计

得出，俱乐部活动平均每次参与人数约为 36 人，相对

于活动场地只有 8 片羽毛球场的承载能力而言，参与

情况是较为理想的；平均每位学生每周参与活动的时

间约为 30 分钟，相较于试验前每周只有一节体育课

80 分钟的羽毛球活动时间而言，延长约 38%，故俱乐

部活动显著增加了学生练习技能的时间。 

 

表 1  学生签到次数统计 

周次 
每周参加

1 次人数

每周参加 
2 次人数 

每周参加

3 次人数 
总人数

第 1 周 125 2 0 127 
第 2 周 134 3 2 139 
第 3 周 141 2 0 143 
第 4 周 166 1 0 167 
第 5 周 148 4 0 152 
第 6 周 185 4 0 189 
第 7 周 166 2 1 169 
第 8 周 183 1 1 185 
第 9 周 197 5 2 204 
第 10 周 213 3 2 218 
第 11 周 218 5 4 227 
第 12 周 226 3 4 233 

总计 2 102 35 16 2 153 
 

2)线上学习情况。 

12 周教学结束后，砺儒云课堂后台中记录的学生

线上学习情况如下：共 345 名学生参与线上课程学习，

课程点击次数为 7 763 次，人均点击 22.5 次，总访问

天数为 2 803 天，人均访问天数为 8.1 天。由此可见，

学生对于微课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自主参与线上

学习的热情较高，这与如刘羽璇[13]、顾一非[14]等的教

学实验的结论相吻合。目前，以微课作为体育课堂教

学补充的效果与可行性均已得到普遍认可。 

在课堂以及羽毛球俱乐部活动中可以观察到，有

不少学生会点开微课进行学习，这说明线上学习能够

融入到这二者之中，解决教师难以兼顾到每一位学生

的问题。 

3)课堂教学比赛情况。 

在本次实践检验中，得益于羽毛球俱乐部活动以

及线上教学的辅助与支撑，学生掌握技术的速度以及

水平相较以往明显提高。在第四节羽毛球课中，学生

普遍已经初步掌握反手发网前小球、正手发高远球、

正手击高远球的动作环节，达到了进行比赛的门槛，

因此教学比赛得以顺利进行。随着学生技术水平的逐

步提高，教学比赛的时间由最早的 20 分钟逐步增加至

40 分钟。在课堂中观察到：比赛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

学生学练技术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在练习的过程中，

学生更加强调团队的配合练习，以此提高团队的整体

实力，在团体赛中获胜；学生在比赛中能够有意识地

运用新学习的技术，形成学习—练习—运用的完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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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掌握链条。综上所述，本次实践有效解决了比赛实

战偏少的问题，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代练。 

2.3  教学改革效果评价 

在本次羽毛球选项课的教学改革实践中，上文所

提到的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1)线上教学与课外同

步羽毛球俱乐部为学生提供学习、练习羽毛球技术的

机会，解决了学习与练习时间少的问题；(2)线上课程

资源拓宽了学生学习的渠道，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

意识与能力，解决了学生学习渠道单一、被动学习，

而教师无法兼顾到每位学生学习需求的问题；(3)过程

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小群体教学

的形式增长了学生的自信心，避免学生因自卑与惧怕

而逃避羽毛球学习，故解决了基础薄弱学生自信心不

足、学习积极性低的问题；(4)线上教学与课外同步羽

毛球俱乐部让学生更快地掌握各项羽毛球基本技术，

从而更早进行比赛实战，同时课堂上也能够留出更多

比赛时间，解决了学生实战少、实战水平低、不会完

整羽毛球技术的问题。在期末考核中，学生的正手发

高远球与正手击高远球技术普遍达到良好水平，成绩

显著高于往年。因此，这也表明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

教学质量得到了一定提升。 

 

“三位一体”教学模式能够在大学体育课中实施，

且能够解决学生学习与练习时间少、学习渠道单一、

实战少、自信心不足等大学体育课普遍存在的问题，

由此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

“三位一体”模式为体育教学与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发

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提高体育教学质量提供了新

的途径。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三位一

体”模式对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习兴趣、运动

习惯培养等方面的效果还缺乏着深入探索。此外，本次

教学改革实践仅仅立足于羽毛球项目，而“三位一体”

模式并非一定适用于所有运动项目的教学，故在其他运

动项目中的实施方法以及实际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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