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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教育的直观性、开放性、动态性和规范性等特征，决定了现代媒体技术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数

字视频媒体技术在体育运动技能教学中能够实现课堂信息的全映射，促使师生高层次互动，实现教与学活动的一体化，为师生

一起客观具体推进教学活动，强化过程控制，达成教学目标提供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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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video media in sports skil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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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hysical education and intuitive，open，dynamic and normative characteristics，determines the mod-

ern media technology has a broad application space i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The mapping technology of

digital video media can realize the class information in the sports skill teaching ofteachers and students，

promote high level interaction，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gether，the advancing teachingactivities，strengthen the process control，and provide

a platform to achieve teach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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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媒体(Media)也称为媒介，是用于传播信息的介质，就其表现

而言，数字视频是信息的主要形式之～。国际电话电报咨询委员

会CCITT将现有的主要媒体分为五大类，其中之一就是感觉媒体

(Perception Medium)，它是指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使人产

生直接感觉的媒体，如引起听觉反应的声音，引起视觉反应的图
像等。有关研究表明，人类获取的信息八成来自于视觉。体育是以

人的肢体的运动为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体育教育是以动作的模仿

为其重要的手段。在学校体育教学中，往往是教师在课堂上进行

示范，学生跟着模仿，学生根本无法清楚看到自身各个部位运动
过程状态及动作完成情况，动作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只能依靠教师

的逐个纠正来实现。在这种信息映射过程中，使学生完全处于被

动地位。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已经深入到我们

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复杂的图像信息处理变得非常的简单，在

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数字视频技术如果应用到体育运动技能教

学中，信息实现了全映射，课堂变得空前的生动活泼。

1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数字视频媒体是指用电视信号经过视频采集、压缩而成的一

定格式(如．avi、mpe91)的数字视频文件，可实现在计算机上进

行回放。

一般认为，在教学中使用数字视频媒体，使得学习过程过多

依赖于视角阅读，不适合运动技能类的学习。笔者认为，数字视频

媒体应用于体育运动技能教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是与体育教学的直观性相契合。在学校所有教育教学活动

中，体育课明显特征是以人的肢体运动技能训练为主。体育课与

其他课程相比较，显然是一动一静，体育课教学要在体育场馆进

行，教师要带领学生在直观演示中完成运动技能的训练。运动技

能的学习主要是以形象思维为主体的模仿练习过程，这就要求教

师要充分利用直观的方法和手段，积极调动学生的感官对方向、

距离、速度等运动要素的认知，通过详细的观察与思考，获得生动
具体的知识。在体育运功技能教学中，帮助学生建立各个环节发

展变化过程的清晰表象，数字视频媒体是一个绝佳平台。

二是与体育教育的开放性原则相一致。体育课在教学主体、

内容选择、组织形式、方法手段以及评价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开

放性，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体育课教学提供了便利的技术

资源。网络上有海量的体育视频，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找到精彩

的教学资料。数码技术飞速发展，手持数字化视频技术设备全面

普及。技术和设备为数字视频媒体技术应用于体育课教学提供了

便捷的条件。我们常常看到，在体育课堂上，学生利用手机的摄像

功能，记录技术动作的过程，然后自己在课内外反复播放、揣摩。

三是与体育运动的动态性相对应。体育运动技巧性强，动作

变化多样，身体各个部位配合要求较高，初学者难以在短短的时

间内通过老师的示范，观察领悟内涵并建立起正确的概念。如果

在教学中借助视频媒体的回放、慢放、暂停等功能，让学生从不同

的角度观看每一个细节的技术环节，清楚地了解运动过程的暂态

情况，将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建立正确的动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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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与体育动作的规范性相协调。规范性是体育运动技能的
灵魂。运动技能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模仿的过程，对于教学重点和

难点，特别是复杂的技术动作，借助视频媒体教学，不但可以实现

示范多角度回放，而且可以进行规范化比对，师生一起研讨矫正。

2应用的关键环节

数字视频媒体主要是通过图像信息的传递来实现教学功能。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编制的视频媒体课件信息传递给学生，学生

在接受刺激后通过认知加工对信息进行处理，并作出相应反应，
教师得到反馈信息后与预先确定的教学目标进行对比后作出评

价，并以此为依据决定下一步的操作。数字视频媒体在体育运动
技能教学中应用有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一是编制课件。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进行教学设计，收

集教学内容，按照一定的规则将教学内容组织成一个学习单元，

并利用工具软件开发出相应的数字视频教学课件。在每一个单元

教学之前，教师还可以将事先收集整理的教学主体内容精彩视频
片段和相关技术动作规格、要领文件，发布在校园网平台上，使学

生通过提前预习，建立初步的运动概念表象。
二是观摩示范。在课堂上教师将预先编制的教学课件按照一

定的结构进行组织，并通过计算机系统将文本、视频、动画等教学

信息显示出来，使技术动作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起表象认识。进而

教师进行示范和讲解，对于关键细节，教师可配合视频的回放、慢

放和暂停，让学生从正反两方面理解各个要素的内涵，掌握技术

动作操作要领，使学生建立起正确的动作概念。

三是模仿训练。数字视频媒体为学生提供了及时、全面的课

堂信息反馈，学生可以根据所得到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学

习行为。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方便地利用数码录像机，收集教学信

息，反复采集学生练习过程中的动作图像，使课堂教学层层递进。

根据教学进度和要求，可采取关键技术环节录像和整个过程录像
相结合的办法，掌控教学节奏，切实有效推进课堂进程。

四是交流探讨。数学视频媒体为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之

间频繁的信息交换提供了切实的桥梁，通过交互不断深化学习活
动。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所提供的各种反馈措施，可以强化学生

的正确反应，减少和消除学生的错误反应。教师利用图形图像编

辑软件Il lustrator、CorelDraw、Photoshop、Freehand和非

线性视频编辑软件Premiere、After effets；video studio以

及动画编辑软件Animator Studio、3D Studio MAX、COOL 3D、

Maya Softimage，对课堂上采集的图像信息进行编辑整理，并在

发布校园网平台上，建设开放式的交流探讨论坛。学生利用课余

时间，登录校园网下载图像信息，并通过回放、慢放、暂停等功能

认真揣摩，并对照标准动作视频，不对深化对运动技能的理解。

3应用的基本模式
几年的教学实践探索，我们总结出了基于数字视频媒体体育

运动技能教学应用的几种基本模式：

一是自我纠错。体育课教学中，信息传递有一个盲区，老师示

范，学生跟着老师模仿，只有老师能看到学生的动作完成情况，学

生无法看到自己的运动过程，所以只有依靠老师的指导，进行修

正和评价，学生无法自我纠正。数字视频媒体的引入，使学生可以

了解到自我的动作姿态，并可将自己的运动过程同标准动作进行

比对。通过数字视频显示标准动作和自我动作的差异，使学生不

断调整自己的学习过程，不断获得新知。教师在课件编制中，要充

分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设计差异化的分支教学流程，并给予

学生恰当的帮助和提示。

二是师生互动。数字视频媒体对学生学习的过程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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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共同会诊，并根据学习的具体过程和结果，对症开方，商讨给

出适应性的建议，帮助学生合理调控自己的学习活动。数字视频

媒体的引入，使师生间的交流有了抓手，更加客观和具体。教师可

将具有代表性的学生课堂视频，编辑成教学案例，与学生共同分

析探讨，真正实现教学活动是师生的双边活动这一精神，课堂上，

教师和学生谁也少不了，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达成教学目标。

师生深层次的互动，必将突破传统纠正教学方式的局限，极大地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师生间的良性互动。
三是课内外结合。校园体育活动丰富多彩，一周一次的体育

课难以满足学生的要求。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使得体育课教学

由单一的课堂朝课内外结合方向发展。数字视觉媒体提供的直观

图像，使学生在课外进行体育学习成为现实，在校园网覆盖的范

围内，学生可以即时比照体育课教学网站上提供的视频动作来寻

找自身动作存在的问题。要加强课程网站建设，开发优质视频和

动画课件，提高课件在判断评价和教学决策方面的交互层次。为

学生创设特定的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学习情景，由学习者提出问

题，建立假设，设置参数，并利用计算机提供的大量学习资源来验
证自己的假设，直到问题得到解决。特别是对一些传统经典运动

项目，要网罗人才，投入资金，进行攻关，开发虚拟现实课件，为学
习者提供一种与现实接近的虚拟环境，学生可以通过头盔显示

器、数据手套、数据衣、立体眼镜等输入动作数据与计算机交互，

并获得仿真的感觉和体验。

4结束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媒体设备和系统逐渐在学

校教育领域得到应用与普及。媒体技术的应用突破了传统教育方

式，丰富了教育手段。多媒体教学就是这其中的典范，它将语言文

字、声音、图像、动画、实物教具等多种媒体信息集于一体，利用高

分辨率投影设备、实物展台、高保真音响系统等先进设备，使教学

工作同时具有了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教育资源的可能性，也为教

育改革的深入开展提供现实的基础。

与其他课程相比较，体育课教学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相对落

后，必须首先加强基本条件建设，根据体育教育的场地设施要求，

建设体育教学多媒体大厅，配备多媒体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

投影仪、话筒、音箱等设备。与其他课程教学一样，体育教师可以

利用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等设备组织教学，利用PPT、教学课

件、教学录像带等教学资源组织教学，实现体育教学信息的多媒
体化与数字化，教学过程的个性化，采用灵活、高效的教学方法手

段，及时、准确的进行信息反馈，实现体育课现代化的教学与学习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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