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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在高校体育田径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吴昊 

（吉林体育学院  长春市  130000）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教学体系的逐步改革和完善，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体系等，已然受到各个教育阶段
的重视，并着手开展相关的教学工作。而在高校体育田径课教学过程中，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
积极性，强化体育田径课的教学质量。基于此，本文从探究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在高校体育田径课教学中的积极意义出发，分析在融
合教学期间遇到的主要问题，并为高校体育教师提出切实可行的教学策略，目的是提高大学体育田径课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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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system, the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optimize teaching systems has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various stages of education, and relevant teaching work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sports track and field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the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and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ports track and field course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exploring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teaching of sports track and 
field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period, and propose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university sports teachers, 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sports track and field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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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作为教育教学体系的最高阶段，在进行教学创新的期

间，应该作为首当其冲的模范，敢于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自
主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同其他专业课程开展融合教学。尤其是对
于高校体育田径课程来说，因其传统的教学模式致使其教学效
果和质量差强人意，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
高校体育田径课程教师要积极转变陈旧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
法，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创设趣味性的田径课程，调动学生对田
径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进行针对性和个性化的体育
田径课教学活动。以此来切实强化学生群体的综合身体机能素
质，真正成为田径课程教学的主动学习者，促进高校体育田径
课程的创新和优化。 

1 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在高校体育田径课教学中的意义 
1.1 推动高校体育田径课现代化教学 
在高校体育田径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合现代信息技术能够

助力体育田径课程的创新和改革，向现代化和智能化的方向进
行教学转变，真正做到为体育田径课程教学赋能，提高学生对
体育田径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现代信息技术也可以
帮助高校体育教师深入研究和思考，田径课程在现代社会高速
发展的视角下如何合理的进行调整和优化，充分发挥自身具备
的育人效果，从本质上激发学生的体育潜能，强化学生的身体
机能素养和体育素质。与此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学优势和
特点，也能够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引导学
生在体育实践活动中充分感受到田径课程的魅力和乐趣，为高
校实施现代化体育田径课程打下坚实的教学技术基础。 

1.2 激发学生对田径课的学习积极性 
传统的高校体育田径课程教学模式，大多数是由单个的体

育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将所要进行的体育活动进行简单
的阐述和解说。而鉴于不同专业课程班级的学生人数较多，如
果只是以灌输式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为主，就会导致学生对于
体育田径课程的理解和认知出现偏差，难以对体育田径课程给
予真正的学习兴趣，不能充分调动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主观能

动性，致使师生的体育课堂教学互动效果差强人意。通过结合
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改革，体育教师可以深入挖掘学生对田
径课程感兴趣的相关教学因素和教学资源，合理的设计具有趣
味性的多媒体课件。深入贯彻落实“以生为本”和“寓教于乐”
的教学原则，采取针对性和个性化的体育田径课程教学活动，
充分满足学生对于体育田径课程的学习需求，切实强化田径课
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2 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在高校体育田径课教学中的问题 
2.1 滥用信息技术教学方法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够深化不同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提

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是现阶段高校各专业任课教师普遍采
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有利于切实摆脱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不
足之处。然而，目前来看大多数高校体育教师在应用现代信息
技术的过程中，只是将其简单的认同为一个辅助教学工具，一
味的依赖于多媒体教学课件，机械、枯燥的向学生展示相关的
教学理论内容，并没有深入到所讲解教学课程的重难点中去，
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研究。因此缺失了实际性的教学活动，导
致现代信息技术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也失去其原本具有的
教学优势和教学意义。由此可见，高校体育教师在应用现代信
息技术时，应该注意突出学生教学主体的优势和作用，从激发
学生的创新意识、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开展信息化的融
合教学，才能够有效避免因滥用、乱用现代信息技术，导致体
育田径课程教学出现不理想化教学效果的问题。 

2.2 学习者的学习状态不理想 
现代信息技术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大学生，而高校体育田径

课程在教学期间也更多偏向于单一和枯燥的形式。尤其是学生
在面对冗杂的体育田径课程理论知识学习时，可能无法长时间
的保持学习注意力和积极性。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体育教师
选择利用信息技术结合体育田径课程教学的方式，寻找能够吸
引学生学习兴趣的田径课程教学内容，引导学生积极、健康的
在互联网上搜集相关的田径课程知识。还创设了便捷的教学渠
道，以此来提高师生教学互动的频率。但是，大学生群体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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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较强，个性特征也尤为明显。在进行互联网在线课程学
习期间，可能受限于自制力较差的影响，而浏览与体育田径课
程无关的内容。甚至会受不良和非法信息的教唆，形成错误的
价值观念，导致学生的学习效率逐步下降。究其原因，是由于
大学生群体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世界和搜索信息时的自制
力较差，难以达成理想化的学习状态，影响体育教师进行现代
化的体育田径课程教学。 

3 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在高校体育田径课教学中的路径 
3.1 充分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 
高校体育教师要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体育田径课程的

教学效果，就要将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打造一个师生共同建设和参与的体育
田径课堂，摆脱传统教学模式只以教师作为教学主导的陈旧观
念。立足于高校体育田径课程的特点来看，其在应用现代信息
技术的过程中，可以从教学内容的方面入手。利用互联网收集
大量优秀的体育田径课程教学资源，为创新体育田径课程教学
打下一定的基础。体育教师可以将相关的资料按照其类型进行
排序，汇总成文件夹的形式，上传到在线教学平台上。由学生
根据自身所感兴趣的体育田径教学资料，自由的进行选择和学
习。在其中穿插优秀的微课、慕课田径课程教学视频资源，引
发学生对其进行激烈的讨论。帮助学生正确使用在线互联网数
据库，收集和整合其他的田径课程教学资料，切实提高学生作
为教学主体的参与度。同时还能够锻炼学生快速提取、收集、
分析信息的能力，使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作为有力的教学工具，
帮助高校体育教师深化体育田径课程的教学效果。 

3.2 优化体育田径课教学评价机制 
体育田径课程的教学评价是检验田径课程教学效果的主要

方式，也是学生极为关注的重点内容。通常情况下，学生为能
够取得达标或者更高的体育田径课程成绩，就会在短时间内进
行体育健身和锻炼，以此来努力完成高校体育教师制定的及格
标准和任务，并能够充分体现出自身所具备的综合体育素养。
而传统的高校体育田径课程教学评价，更多也是以学生的平时
成绩和期末作业为主，重点考查学生是否能够具备较好的耐力、
体力、爆发力等个体创造性因素。而在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后，
高校体育教师要给予学生一定的自由空间。不应过多的增添学
生在面对期末测试时的学习压力，可以采取阶段性考察的方式，
摆脱重期末测试结果的错误观念。同时，还要围绕学习不同学
生群体的身体素质，采取针对性的体育田径课程教学考评方法。
比如，对于身体机能素质较好的学生来说，在达成教师制定的
田径课程学习任务和测试标准后，可以对其给予深度的鼓励，
引导学生向更高阶层的体育领域进行冲击和挑战。在大数据技
术的加持下，为学生制定量身的田径课程教学计划，保证学生
的身体机能素质和人文知识素养做到两手抓，切实培养优秀、
高素质的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而对于身体竞争素质较差的学
生，不能过多的进行责备和打击。而是要利用学生参与过田径
活动的详细数据图表，全面分析其在进行田径课程学习期间遇
到的问题，结合学生所处的身心发展阶段特点和其自身的思想
价值观念，适当调整田径课程教学评价的方法和内容，真正推
进素质教育的全面贯彻落实。 

3.3 深化学生对田径课的学习兴趣 
为切实提高学生对于体育田径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

性，强化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质量，高校体育教师就要创设一个
轻松、活跃的体育课堂和学习氛围，尽可能的减少学生对于田
径课程的厌学心理。首先，高校体育教师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引导学生感受更加丰富的田径理论知识，拓展学生的体育
文化视野，深化学生对所学田径课程理论内容的理解和印象。
其次，在进行体育田径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也要适当穿插能够
直观显示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吸引学生对田径课程的学习注意
力，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和分析。最后，高校体育教师也不
能忽略田径课程在实践教学方面的重要性。在讲解相对来说较
为出现的理论知识后，体育教师可以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帮助下，
将学生难以理解的部分以图文、音频、视频等多元化的方式进
行讲解和展示，使学生能够生动、形象、直观的观察教师所讲
解的理论内容，从而进一步正确理解和认知体育田径课程的理
论知识，真正明确体育田径课程的魅力和乐趣。 

3.4 创新现代化的体育田径教学课堂 
对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滥用和乱用，是目前高校大多数体育

教师存在的教学问题。为能够打造多功能的、趣味性体育田径
教学课堂，自主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是一个正确的教学改革方向。
但如果没有将信息技术同教学方法进行合理的融合，就会导致
田径教学课堂的流程和秩序杂乱无争，从而出现反作用的问题，
使学生对体育田径课程的认知出现一知半解的现象。针对这个
问题，高校体育教师要创新教学方法，正确的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整合相关的体育田径课程教学资源。深入到学生群体中去，
了解学生对于田径课程的实际学习需求，并开展具有选择性的
田径课程教学活动，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权利。同时也可
以开设一个具有院校教学特色的在线教学平台和系统，向学生
随时随地输送优秀的田径教学视频、教学文章、理论知识以及
健身技巧等等。学生也可以在课余时间进行体育锻炼时，及时
的向体育教师寻求帮助，在教师的引导下正确使用田径健身技
巧，打造真正的、高效率的现代化高校体育田径教学课堂。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高校体育教师可以

打造趣味性的、智能化的高校体育田径教学课程，有效提高体
育田径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真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学习积极性。因此，体育教师要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选择权
利，适当调整田径课程教学评价的方法，创建现代化的在线田
径课程教学平台，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同高校体育田径课程
教学进行融合的优势和作用，强化学生的综合体育素养，为高
校培养优秀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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