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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 1月 27日《教育部关于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让我们“宅”于家中过着“超长版寒假假期”。但是，教育部要求教育教
学工作不能停，课堂从线下转为线上，这种上课形式对老师们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根据梅华小学教育教学目标，按照“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停课不停练”要求，充分考虑学生在长期居家隔离情况下，精神、情绪、身心健康等问题。梅华小学体育科组不忘教育使命，责任于心、担当于行，踏上“云

端”践行“以体育人”，让梅华学子漫步“云端”，参与体育运动，锻炼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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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兴起，线上教学 ( 也被称为在线教育 ) 已成

为当下一种重要的、常态化的教育形式。线上教学也被称为在线教育或

网上学习，是指在网络虚拟空间的基础上，将现有的科学技术、计算机

软件、网络教学平台等与课程教学相结合，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组织教学

活动。2020年 1月 27日《教育部关于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

让我们“宅”于家中过着“超长版寒假假期”。但是，教育部要求教育

教学工作不能停，课堂从线下转为线上，这种上课形式对老师们来说，

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根据梅华小学教育教学目标，按照上级“停课不

停教、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练”要求，充分考虑学生在长期居家隔离

情况下，精神、情绪、身心健康等问题。梅华体育科组不忘教育使命，

责任于心、担当于行，踏上“云端”践行“以体育人”，让梅华学子漫

步“云端”，参与体育运动，锻炼身心。

1 “以体育人”强身健体——“育体”
由于学生居家生活学习，活动空间受限，身体活动次数减少、久坐

与观看电子产品时间增多，就容易出现肥胖、体能下降、免疫力下降、

视力不良等问题。根据实际情况，为了梅华 1548 名学子身心健康发展，

激发学生居家锻炼的兴趣，增强体质，强身健体。

首先在课程选择上，针对强身健体，梅华小学树立了健康第一，全

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在校领导的科学规划，周密部署，

精准施策下，体育科组老师依托《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11

年版 )》与校本课程相结合的原则，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低年龄段 1—3 年级趣味性强的运动

项目为主如：改编《五禽戏健身操》《简易武术组合操》《亲子游戏类》

等项目结合柔韧、平衡、协调、速度、力量等身体素质练习。高龄段 4-6

年级实操性较强、韵律性较强有挑战性的运动项目如：《健身操》《武术》

《球类练习》《韵律操》等项目结合力量、速度、协调、平衡、柔韧等

身体素质练习。

其次，在“云端”体育教学中坚持落实“三基”育人，“三基”即

体育基础知识、体育基本技术和体育基本技能。 “三基”是学校体育教

学的基本任务所在，即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学习体育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锻炼健全人格。梅华体育科组 8位体育老

师通过视频会议，集思广益，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下功夫，针对“三基”

育人，每一位体育老师，都亲自讲解、示范，录制了适宜学生“云端”

学习，居家运动视频，同时通过各种途径收集适合各年级段的运动项目

和课程“云端”资源，以保障梅华1548名学子，在“云端”乐享体育锻炼。

2 “以体育人”强身健体——“育心”
在“以体育人”云端教学实践中，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特

点。教学实践中要注重学生的参与性，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为了解决“云

端”教学反馈机制滞后，体育科组老师通力合作，积极配合，采取视频

集体备课制，以确保教学内容设计合理化，运动强度、负荷设计、教授

内容难度安排要循序渐进、避免急进、急退或急停、由易到难、由简到繁、

强度逐渐增强。以培养学生自信心和意志力。如《武术操》《韵律操》《健

身操》等实操性强的项目，在“云端”教学中，录制教学视频采取多个

示范面，对每一个动作环节进行剖析，由慢到快、由分解、分段演练到

整体演练、由节拍缓慢到配乐练习，让学生在“云端”学习中体会到体

育锻炼的快乐与成长（收获），不仅增强体质，还潜移默化的提升学生

自信心，从而达到“育心”之目的。

3 “以体育人”强身健体——“育德”
伟人毛泽东曾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阐述“体育之效，在于强筋骨，

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

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 这一精辟论述揭示了体育

与德育的内在联系。在 “以体育人”“云端”教学实践中，在教学形式

的选择上，注重学生全面体验。为了激发学生居家锻炼的兴趣，参与体

育锻炼，同时增进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沟通、配合、交流。梅华1548名学子，

于 4月 13 日至 17 日相聚“云端”竞赛，2020 年梅华小学第四届体育健

康节——乐锻炼、强体魄、递温情”为主题的居家亲子运动会。各年级

比赛项目如下：一年级比赛项目：亲子游戏 (开合跳 )、二年级比赛项目：

亲子游戏 ( 翻山越岭 )、三年级比赛项目：踩点舞、四年级比赛项目：十

字交叉跳、五年级比赛项目：韵律操《燃烧我的卡路里》、六年级比赛

项目：《健身操》。第四届体育健康节，“云端”竞赛在全体梅华班主

任的大力组织下，家长朋友们的积极支持配合下，成功地落下了帷幕。

生命在于运动！“云端”居家运动会，展示了梅华学子延期开学 “云端”

学习实践居家锻炼的成果。通过“云端”居家亲子运动会，不仅锻炼了

学生的意志品质，增强了体魄，培养了学生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更传

递出孩子与父母之间无限的爱和幸福感。锻炼了学生的沟通（家庭成员

之间）能力以及人际（家庭成员之间）协调能力；同时还锻炼了学生责

任意识与团队合作意识。梅格竞立，尚美韶华！梅华人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人民教师神圣的使命：立德树人，让梅华每一棵幼苗快乐健康成长！

4 “以体育人”坚守育人职责，严守师德师风
作为教师要牢固树立，教书育人的责任意识，为了传承梅华“用爱

育人，用心做事”的职业精神，演绎年轻“尚美”教师主播的故事。为

了提高网络“云端”教学质量，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使线上教学进一步优化，把关质量，体育科组根据学校工作安排，推荐

刘帅老师于“云端”之上，“主播”了一堂生动、精彩、有趣，深受学

生喜爱的武术公开课，课后体育科组全体老师积极参加网上评课，并形

成总结。

5 体育空中课堂在线教学实践分析

5.1 提问互动，明确主题

在组织开展体育空中课堂之前，体育教师需要提前对课程标准予以

研读，清楚了解空中课堂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结合本课教学内容

把握关键教学环节。由于学生居家学习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场地以及器

材的制约，教师可合理降低学习难度，制定有针对性的在线学习目标，

营造师生互动的学习情境，对居家体育锻炼可能出现的扰民等问题做好

充足预案，在师生有效互动的过程中提升教学效率。通过设计问题来引

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互动中来，组织进行自主学习探究活动，激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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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维积极性，让他们能够对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有充分掌握。

5.2 作业互动，及时反馈

在线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需要对学生上节课的体育锻炼作业完成

情况实施客观评价，借助于信息反馈和学生进一步连线互动，充分尊重

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促进在线教学针对性和实效

性提升，让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

生在课后体育锻炼时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予以集中讲解与视频展示，让学

生清楚动作要领。另外还可以将学生进行课后体育锻炼的视频上传到班

级群，有效调动其居家锻炼的积极性。

5.3 学练互动，巩固提高

按照班内学生的学习基础以及居家锻炼的特点对课堂教学流程予以

设计，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学一学、练一练、比一比、评一评等方式开

展教学。体育教师可借助于“双屏同播”的方式来为学生直播讲解，帮

助学生更为清楚地看到动作细节，借助于有效的练习互动来让学生掌握

体育技能，促进教学效率提升。同时组织学生练习的过程中可以利用随

机“摇号”的方式来抽取学生一对一连线，要求学生通过视频进行动作

展示和知识要点回答，教师第一时间对其予以点评及纠错，提升练习效

果，也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参与互动的主动性，进一步巩固在线课堂知识

内容。如针对掷球入框这一动作，采取随机摇号的方式和学生连线，了

解到学生使用手腕发力予以投掷，没有做到肩上屈肘，我们能够第一时

间发现学生的问题并及时对其进行动作指导，学生纠正后再次完成几个

动作，规范性得以极大提升，也帮助了其他同学了解到动作要领。另外

在组织比一比活动时，师生进行连线互动，模拟线下课堂活动，引导学

生在学中玩、玩中评，师生之间能够充分沟通交流。同时在趣味游戏环节，

我们借助于多媒体软件进行跑酷游戏，要求学生按照屏幕中的动画提示

以及教师发出的口令，通过跑、跳等基础动作来完成相应的任务，不但

有效确保了学生在家的运动量，还让线上教学变得更具有趣味性，但在

游戏过程中要时刻提醒学生注意安全，避免扰民。

5.4 语言互动，有效激励

在组织开展线上教学的过程中体育教师能够设计互动性较强的语言

来激励引导学生，譬如说：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玩好吗？大家可以跟着老

师的动作自己试一试吗？老师做完了，你们呢？时间还有 30 秒，大家

继续加油！同时可以通过班级体育小明星这一荣誉榜来对表现好的学生

进行鼓励，也能够发挥出激励其他学生的作用。最后我们还可以基于问

题引导要求学生一边思考一边体验，进一步促进线上互动实效性的提升，

不断深化学生在线学习体验，促进教学质量提高。

5.5 游戏互动，提质增趣

在线上教学时，我们设计了“快乐风车转盘”的体验游戏，转盘中

分别写下了体育锻炼活动（跳绳、仰卧起坐等）、家务劳动、亲子游戏、

教师任务等不同的内容，随机抽取学生连线互动，学生按照教师指引来

“转动”大风车转盘，最终完成指针指示的内容。借助于这样一种充满

趣味性和期待感的游戏，不但能够显著调动学生参与线上互动的积极性，

还能够在玩耍的过程中进行体育锻炼，让线上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更加多

元化，促进教学质量提升。

5.6 作业设计，自主健身

体育教师要结合本课的教学内容在完成线上教学之后为学生合理设

计锻炼任务，确保他们能够保证基本的居家运动量，逐步培养学生参与

体育锻炼的意识。同时要提示学生做好下节课学习的准备，在居家进行

体育锻炼时注意安全并开展好个人防护，和线上学习形成闭环，将体育

锻炼渗透到线上和线下的各个环节。

5.7 案例反思

基于体育课程教学自身的独特性，我校积极探索探究空中课堂教学

模式，本案例对空中课堂线上教学的各个环节予以优化设计，借助于直

播软件的连线互动功能，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趣味性游戏，进一步强化

了学生的线上学习体验，促进教学效率提升。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

第一时间对学生予以指导和鼓励，对学生实施科学客观的评价，帮助其

规范体育动作，掌握体育技能。在趣味性游戏的设计和开展过程中，学

生还能够与家长、教师共同互动，有效保障学生居家运动量，实现线上

体育学习与线下居家锻炼的密切联系，提升在线教学质量。

另外，在空中课堂教学中我们发现，部分学生的注意力难以长时间

集中、学生的自控性较差、教师的针对性指导有限等，导致部分学生无

法养成常态化的居家锻炼意识，每天的最少运动时间得不到保证，对此

体育教师在组织开展教学活动时应当尽可能选择限制较少、趣味性较强

的活动，引导学生在课堂中和教师一起连线锻炼。在未来的体育教学教

研中，我们还应当积极主动和学生家长进行沟通，取得更多家长的支持

与理解，不断推进家校联动，共同致力于为学生创设良好和谐的居家学

习环境，确保学生在家中能够坚持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6 小结
梅格竞立，尚美韶华！自“小梅花”空中课堂开课以来，梅华体育

科组每一位老师都始终坚守“以体育人”之责，责任于心、担当于行，

从体育课程内容选择、教育教学方式、学法指导、课后反馈机制以及学

生锻炼效果评价上，都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让梅华学子漫步“云端”，

参与体育锻炼，强身健体，精彩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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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85页）复杂性和难度性。在这方面的研究有表面的、也有深层

次的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到目前为止在全国的某些地区这些研究开展

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但是我省作为西部地区比较贫困的省份在这方面的

工作的开展更是困难重重，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少。而我所调查的这

个县作为全国贫困县之一由于长时间的贫困再加上当地居民大多为少数

民族，人们对体育教育认识不足导致人们对体育教育事业的不重视，这

使得体育教育事业在该地区开展尚少。本研究旨在对当地体育教师能力

结果的调查与分析，为提高当地体育教师能力，发展当地体育事业做相

应的数据参考及建议。这是本选题的一个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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