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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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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到来，微课作为新型教学资源，为小学体育教学变革注入新动能。本研究深入剖析微

课的内涵特质，结合小学体育教学特性，系统探讨微课在增强教学针对性、突破时空限制、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应

用价值。同时，基于教学实践提出“精准化内容设计”“沉浸式情境创设”“多元化交互融合”等应用策略，通过动态分

解运动技能、模拟赛事情境、搭建云端互动平台等方式，实现微课与小学体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研究旨在为提升小学体育

教学质量、推动体育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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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与“双减”政策背景下，小

学体育教学承担着增强学生体质、培养运动习惯的重要使

命。然而，传统体育教学存在技能讲解抽象、个体指导不足、

课后巩固薄弱等问题，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需求。微课

以其主题聚焦、内容精炼、形式灵活的特点，能够将复杂运

动技能拆解为可视化、碎片化的学习资源，契合小学生具象

思维主导的认知特征。同时，借助移动终端与互联网技术，

微课打破课堂时空边界，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泛在化的学习

支持。深入探究微课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对创新教学

模式、提升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微课的内涵概述

微课是以现代教育技术为依托，围绕单一教学主题，

将教学内容、教学活动与教学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形成的时

长较短、内容精炼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其核心特质在于“微

而精、小而全”，通过聚焦某一知识点、技能点或教学环节，

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融合动画、图片、音频等多媒体元素，

构建起完整且独立的教学单元。从教学设计层面看，微课遵

循认知负荷理论，通过精简内容、优化呈现方式，降低学生

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负担，提升知识吸收效率；在技术实现上，

依托录屏软件、视频编辑工具等，将抽象的教学内容转化为

直观生动的可视化资源，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

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微课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在教

学时间上，微课一般控制在 5—10 分钟，契合小学生注意力

集中的时间规律，避免因内容冗长导致学习疲劳；在教学内

容上，摒弃面面俱到的知识罗列，选取教学重难点进行深度

剖析，如针对前滚翻动作，微课可将动作分解为蹲撑、低头、

蹬地、团身滚动等步骤，逐一细致讲解，确保学生精准掌握；

在教学形式上，突破课堂教学的时空限制，学生可通过手机、

平板等终端随时随地学习，且支持暂停、回放等操作，便于

自主把控学习节奏。此外，微课还具备可重复利用、易于传

播分享的特点，教师能够根据教学反馈不断优化更新，形成

优质教学资源库，实现教学资源的高效共享与循环利用。从

教育理念层面，微课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通过

个性化、碎片化的学习方式，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为自主学

习与差异化教学提供有力支撑，推动教学从“教为中心”向

“学为中心”的转变。

2. 微课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2.1 增强教学针对性，实现个性化指导

小学阶段学生身体素质、运动基础存在显著差异，传

统体育教学的统一化教学模式难以满足个体发展需求。微课

凭借其内容聚焦、形式灵活的特性，能够精准对接学生个性

化学习诉求。教师可依据学生体能测试结果、课堂表现，针

对不同水平学生设计差异化微课内容。对于运动基础薄弱的

学生，提供基础技能分解微课，如跳绳教学中，从握绳姿势、

摇绳节奏到跳跃动作，分步讲解并辅以慢动作演示；对于能

力较强的学生，推送进阶技巧微课，如花样跳绳的交叉跳、

双摇跳等，激发其运动潜能。这种分层教学模式，使每个学

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中提升运动技能，真正实现

“因材施教”。同时，微课的反复观看功能为学生提供了多

次学习机会，学生可针对自身薄弱环节进行重点强化，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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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学习的不足，有效提升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2.2 突破时空限制，拓展学习场域

传统体育教学受场地、时间制约明显，学生课后缺乏

专业指导与练习环境，导致技能巩固不足。微课借助互联网

与移动终端，打破时空壁垒，将体育学习延伸至课堂之外、

校园之外。学生在家中可通过手机、电视等设备观看微课视

频，跟随视频指导进行体能训练、技能练习，如利用“居家

体能训练微课”进行仰卧起坐、平板支撑等练习，不受天气、

场地影响。此外，教师可在课前推送预习微课，引导学生提

前了解教学内容，如在篮球运球教学前，让学生观看运球姿

势、原地运球技巧的微课视频，带着问题进课堂，提高课堂

学习效率；课后推送复习微课，帮助学生巩固所学技能，如

录制投篮动作分解微课，让学生课后反复观看练习，强化肌

肉记忆。这种随时随地的学习方式，构建起“课前预习—课

堂学习—课后巩固”的完整学习链条，拓展了体育学习的时

间与空间维度，为学生持续提升运动能力创造条件。

2.3 激发学习兴趣，提升课堂参与度

小学生具有好奇心强、注意力易分散的特点，传统体

育教学中单调的讲解示范难以长时间吸引学生注意力。微课

融合动画、音乐、游戏等多元元素，以生动有趣的呈现形式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武术教学中，将动作要领与武侠动画

相结合，通过动画角色演示武术招式，配合激昂的音乐，营

造武侠氛围，让学生仿佛置身武林江湖，增强学习代入感；

在田径教学中，设计闯关游戏式微课，将跑步训练设置为“穿

越障碍关卡”，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提升跑

步速度与耐力。此外，微课还可引入虚拟教练角色，以亲切

活泼的语言进行讲解指导，增加学习的趣味性与互动性。这

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

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显著提升课堂参与度与学

习主动性，让体育课堂充满活力与生机。

2.4 助力技能分解，突破教学重难点

小学体育教学中的许多运动技能动作复杂、连贯性强，

学生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微课能够将复杂技能进行精细化

分解，通过慢动作回放、多角度展示、关键动作标注等方式，

帮助学生清晰观察动作细节，突破教学重难点。在体操技巧

“肩肘倒立”教学中，微课将动作分解为坐撑、举腿翻臀、

伸髋挺腹、展体倒立等步骤，逐一进行演示讲解，并对易出

错的部位如肘的支撑位置、身体的平衡控制等进行重点标注

与提示；同时，利用动画模拟肌肉发力过程，帮助学生理解

动作原理。学生通过反复观看微课视频，逐步掌握动作要领，

再到课堂上进行实践练习，能够有效降低学习难度，提高技

能掌握效率。

3. 微课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3.1 精准化内容设计，适配多元需求

精准化内容设计以学习分析理论为支撑，通过学情数

据挖掘与教学目标解构，构建个性化的微课资源体系。教师

需借助体质健康测试数据、课堂行为观察记录等多维度信

息，精准定位学生在运动技能、体能水平上的差异，将体育

教学内容转化为阶梯式知识模块。在足球教学“脚内侧传球”

技能微课设计中，先以动画形式展示传球整体过程，再分别

对支撑脚站位、踢球脚摆动、触球部位等关键环节进行特写

讲解，并标注技术要点。同时，针对不同水平学生设计分层

内容，基础版微课侧重动作规范教学，进阶版微课增加传球

力度控制、方向调整等技巧讲解 [1]。此外，结合学生兴趣爱

好与生活实际，融入趣味元素与实用场景，如在跳绳微课中

设计“跳绳吉尼斯挑战”环节，激发学生挑战自我的欲望；

在武术微课中融入防身术技巧，增强实用性。通过精准化内

容设计，使微课既能满足教学要求，又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提升学习效果。

3.2 沉浸式情境创设，深化学习体验

沉浸式情境创设突破传统视频教学的单向呈现模式，

融合具身认知理论与多模态交互技术，构建可感知、可参与

的虚拟运动空间。教师利用 3D 建模与动作捕捉技术，将田

径赛道、武术擂台等运动场景进行数字化还原，配合环绕音

效与光影特效，营造高度仿真的运动氛围。在篮球“三步上

篮”教学微课中，构建虚拟篮球赛场情境，学生仿佛置身比

赛现场，跟随虚拟教练在观众呐喊声中学习三步上篮技巧 [2]。

通过 3D 动画模拟球员动作，从不同视角展示三步上篮的节

奏与姿势，并设置互动环节，如在关键步骤暂停，让学生判

断动作是否正确，答对可解锁下一关，答错则有详细讲解与

示范。在体能训练微课中，创设“丛林探险”情境，将仰卧

起坐、深蹲等训练项目设计为穿越丛林的关卡任务，学生在

完成任务过程中，忘却训练的枯燥，全身心投入到情境挑战

中。沉浸式情境创设不仅提升学习趣味性，更让学生在模拟

真实场景中，强化运动技能与应变能力，深化学习体验，实

现知识技能与情感态度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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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多元化交互融合，构建智慧课堂

将微课与在线学习平台、智能穿戴设备等融合，打造

多元化交互学习环境。教师利用在线平台发布微课学习任

务，学生完成学习后上传练习视频，教师通过平台进行实时

点评反馈，如在羽毛球发球教学中，学生上传发球视频，教

师标注动作问题并提供改进建议。同时，引入智能手环、运

动传感器等设备，实时监测学生运动数据，如跑步时的速度、

心率，跳绳时的次数、频率等，并将数据同步至学习平台生

成个性化运动报告。结合报告内容，推送针对性强化微课，

如针对心率过高的学生推送科学运动强度调节微课 [3]。此外，

在平台上设置讨论区、排行榜等功能，学生可分享学习心得、

交流训练经验，相互激励竞争，形成良好学习氛围。多元化

交互融合打破师生、生生之间的时空限制，构建起智能化、

个性化的学习生态，提升体育教学的互动性与实效性。

3.4 动态化资源更新，保障教学时效

动态化资源更新机制以教育生态理论为指导，构建“需

求收集—数据研判—迭代优化”的资源进化闭环。教师通过

学习平台行为数据、学生反馈问卷等渠道，实时捕捉教学中

的难点痛点，结合体育教育前沿动态与学生兴趣迁移趋势，

对微课资源进行持续迭代。同时，建立师生共创机制，鼓励

学生参与微课脚本设计与视频录制，将学生自创的趣味热身

操、特色运动游戏转化为教学资源。这种动态化更新模式打

破静态资源的局限性，使微课成为适应教育环境变化、满足

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活态教学载体，持续赋能小学体育教

学创新 [4]。如发现学生在篮球投篮姿势学习中存在普遍问题，

及时更新投篮微课，增加更多纠错案例与针对性训练方法；

根据流行运动趋势，开发新兴体育项目微课，如飞盘、腰旗

橄榄球等，拓宽学生运动视野。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微课创

作，将学生优秀的运动展示、创意训练方法制作成微课资源，

如学生自创的趣味热身操微课，在班级内分享学习，增强学

生的参与感与成就感。此外，与其他学校、教育机构合作，

共享优质微课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不断丰富微课资

源库，为小学体育教学持续注入新活力，保障教学的时效性

与前瞻性。

3.5 协同化教学实施，优化教学流程

将微课深度融入小学体育教学全流程，实现与课堂教

学、课外练习的协同联动。课前，教师推送预习微课，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基础知识与技能，如在排球垫球教学前，让学

生观看垫球手型、准备姿势的微课视频，并布置简单预习任

务，如模仿练习 10 次，培养自主学习能力。课堂中，以微

课为辅助工具，针对学生预习中的共性问题进行重点讲解，

利用微课的慢动作回放、细节展示功能，帮助学生突破难点；

同时，组织小组合作学习，结合微课内容进行实践训练与交

流讨论，如分组练习垫球并互相纠正动作 [5]。课后，教师根

据课堂教学情况推送复习巩固微课与拓展提升微课，学生根

据自身需求选择学习，如基础薄弱学生复习基础技能微课，

学有余力学生尝试高难度垫球技巧微课；并通过在线平台提

交练习成果，教师进行评价反馈，形成“预习—课堂—复习”

的闭环教学模式，优化教学流程，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

4. 结语

微课作为教育信息化时代的创新教学资源，为小学体

育教学变革提供了新的方向与路径。其在增强教学针对性、

突破时空限制、激发学习兴趣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通过

精准化内容设计、沉浸式情境创设等多元应用策略，能够有

效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发展。在未来教育

发展中，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微课与小学体育教学的

融合将更加深入。教师应持续探索创新，充分发挥微课优势，

构建更加高效、智能、个性化的体育教学模式，为培养体魄

强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儿童奠定坚实基础，推动小学

体育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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