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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柔力球又名太极柔力球，是一项太极化的球类运动，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由山西晋中白榕教师结

合中国的太极拳和西方的网球、羽毛球等运动技术融合而成的一项新型体育项目。随着该运动项目不断

发展，已经逐渐融入到大学体育课程体系中。如何借助慕课实现对柔力球课程的有效教学是当前教师所

思考的方向，基于此，本研究简单分析了慕课在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教学中使用的优势和不足，之后有

针对性地提出慕课在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教学中实现有效教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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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ft ball, also known as Taiji soft ball, is a polarized ball sport with strong Chinese national charac-
teristics. It is a new sports project formed by combining Chinese Taijiquan and western tennis, bad-
minton and other sports technologi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it has been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How to use courses 
to achieve effective teaching of Taiji soft ball course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teacher thinking,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simply analyzes the courses in the university sports Taiji soft bal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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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fter targeted courses in the university sports Taiji soft ball 
course teaching to achieve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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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MOOC”是英文“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首字母的缩写，被译为“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

或者“慕课”[1]，在过去的十年里慕课在全球飞速发展。慕课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教

学模式，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将自己准备的教学资源，实时地讲解给学生，并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知识，实现对课程的高效学习[2]。而且，学生可以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对教学

的内容进行录制，然后再进行反复地观看，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王会儒等在《中国大学慕课体育类课

程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发现体育专业院校在线课程建设相对滞后；课程运行中单元作业以

及互动环节薄弱；课程应用效果与影响力不如预期；课程分类及在慕课平台的位置不清晰。建议各高校

在推进慕课教学模式时，确立“学生为本”的指导思想，创新建设若干满足不同教学需要、不同学习需

求的慕课课程和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2]。郭赛一在《我国体育技术类在线开放课程现状及对策研究》发

现目前我国体育技术类在线开放课程存在课程所在平台较为集中，不同课程项目的数量差距较大；视频

质量参差不齐、内容更新较慢；在线开放课程学习体育运动技能效果不理想等问题[3]。综上所述，在诸

多政策的推动下，当前中国慕课的规模与数量已达到世界第一，慕课所特有的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教学模

式，使得任何人都能享受到优秀的教育资源，同时慕克的推广也衍生出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将慕课引

入到高校柔力球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借助慕课的教学优势，弥补当前柔力球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也能够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柔力球课程教学效果，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柔力球的基础动作和练习技

巧。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宿州学院大学体育柔力球选项课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等文献数据库查阅有关“慕课”“柔力球课程”等关键词的搜索，收集论文研究相关

内容，为撰写研究思路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2.2.2. 数理统计法 
根据论文研究需要，对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运用 SPSS 统计学软件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力求研究内

容的科学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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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逻辑分析法 
参考各高校大学体育课程慕课及翻转课堂的应用情况，结合宿州学院大学体育课程慕课的应用情况

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在实施教学时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慕课 + 太极柔力球”在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教学模式构建 

3.1.1. 慕课的本质与特点在模型中的体现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可容纳大量学习者，不受地域和人数限制，课程资源对所有感兴趣的学

习者免费或低成本开放；碎片化学习，教学内容被分解为短而精的视频片段，每个片段聚焦一个特定的

柔力球知识点或动作技巧，学习者可根据自身时间灵活安排学习；自主学，学习者自主决定学习进度、

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如教程、案例、拓展阅读等，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互动

与社交学习，设立在线讨论区、学习社区，学习者可以交流心得、分享经验、互相答疑，教师定期参与互

动，解答共性问题，引导讨论。 

3.1.2. 柔力球教学的特殊性在模型中的融入 
动作技能主导，以高清视频为主，多角度、慢动作展示柔力球的标准动作和技巧，配备动作分解图

和文字说明，帮助学习者清晰理解动作要领；身体感知与协调性，设计专门的感知训练模块，引导学习

者通过身体感觉来掌握球与拍的配合、力量的控制，提供身体协调性练习的方法和指导；实践与反馈，

要求学习者上传自己的练习视频，教师进行个性化的点评和反馈，组织线下实践活动，如校内比赛、社

区表演等，促进学习者的实际应用和技能提升。 

3.1.3. 教学流程 
课程导入，介绍柔力球的魅力和课程目标，展示优秀柔力球表演视频，激发学习兴趣；知识讲解，

系统讲解柔力球的历史、规则、基本原理，通过动画、图示等方式辅助理解；动作示范与练，教师进行标

准动作示范，强调关键要点；学习者跟随视频进行模仿练习；个性化指导，学习者提交练习作业，教师给

予针对性建议，同学之间相互评价和交流；综合应用与拓展，学习复杂的套路和战术，鼓励创新，自行编

排柔力球动作，总结与评价；回顾重点内容，进行课程总结，开展学习者满意度调查，收集反馈意见。 
本模型旨在充分利用慕课的优势，针对柔力球教学的特殊需求，为学习者提供高质量、个性化、互

动性强的学习体验，以有效提升柔力球教学效果，将慕课的优势与柔力球教学的特点有机结合，为柔力

球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3.2. 慕课在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教学中应用的优势 

3.2.1. 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运用慕课展开教学活动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创新，实现学生学习地位的转变，让学生回归到

课堂学习的主体地位，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可以以更好的精神

状态参与到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与教师进行有效地互动，实现对教学内容的高效学习，而且在这种学

习模式下，学生可以灵活地根据学习兴趣自主进行学习内容的筛选，最大程度上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

效果[4]。 

3.2.2. 激发学生课程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慕课与传统教学模式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学习的主体。在慕课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效地实现教学

地位和教学观念的转化，将课堂归还给学生，让学生在课程教学中可以自主地进行课程内容的学习，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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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去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地对教师所提供的各种教学资源进行运

用，实现对课程知识的有效学习。而且对于学生而言，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可以针对自己不理解和

感兴趣的知识实现有针对性的学习，全面地提升学习效果和学习水平。 

3.2.3. 增强课程学习的观赏度 
大学体育课程理论的部分较少，更多的是一些体育项目基础动作的展示和教学。柔力球是一种具

有较强观赏性的体育运动，采用慕课的方式展开柔力球教学，可以将柔力球的这种观赏性放大，以此

激发学生课程学习的兴趣。比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将近年来的一些柔力球比赛的视频引入到课

程教学中，让学生在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这些视频对柔力球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逐渐提升课程的学

习效果。 

3.2.4. 明确教学的重点 
慕课在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教学中的使用还可以帮助教师明确课程教学的重点。在传统的教学模式

下，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对柔力球基础动作的讲解过多，会导致学生逐渐模糊了课程教学的重点，课程结

束后，学生不仅无法有效地掌握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连最基本的柔力球的比赛规则都无法有效地掌握。

而慕课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将理论知识和基础动作指导的内容分开，帮助学生明确课程教学的重

点，从根本上提升柔力球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学生柔力球课程的学习效率。 

3.3. 慕课在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教学中应用的不足 

虽然慕课在大学体育太极柔力球课程教学中的使用具有极大的优势，但由于慕课在大学柔力球课程

教学中使用的时间较短，融合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足，严重地制约着大学体育柔力球教学效果的提升。 

3.3.1. 部分教师使用慕课进行教学的专业素养不足 
对于部分高校教师而言，在线下进行课程讲授时，教师因具备充足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教学的过程

中具备较高的灵活性，可以有效地开展各项教育教学活动，帮助学生实现对课程基础理论知识与动作技

巧的掌握。但是在利用慕课进行教学时，教师的这种优势会被极大的削弱，部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甚

至因为缺乏对慕课的了解，导致出现教师手足无措的情况出现，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慕课在大学体育柔

力球课程教学中的使用，影响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5]。 

3.3.2. 缺乏实践操作的过程，课程教学效果不显 
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慕课在教学的过程中主要的教学工具就是智能移动电子端，学生在课程学

习的过程中只需要通过对手机、pad、笔记本电脑等的运用就可以实现对各种课程的学习。对于体育课程

而言，其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还要掌握一定的基础动作技巧。而基础

动作技巧的学习在没有实践操作过程的帮助下，学生无法有效地对其进行理解和记忆，从一定程度上影

响到了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的教学效果。 

3.3.3. 师生之间实际距离较远，无法实现对技术动作的有效纠正 
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让学生掌握柔力球运动的一般规则和基本技术。在基础动

作的学习时，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及时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帮助学生对基础动作进行纠正，直到掌

握正确的基础动作为止。但是在使用慕课开展教学时，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被拉大，教师无法在教学

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观察，想要对学生的基础动作进行指导和纠正就显得愈发困难[6]。此外，

这种教学模式会严重地影响教师对学生个体的指导效率，让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只能指导其中部分学生进

行动作的纠正，更是影响了课程教学的效果。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105


陈秋如，陈欢欢 
 

 

DOI: 10.12677/ae.2025.151105 767 教育进展 
 

3.3.4. 对学生学习态度监管不到位，学习效果没有保证 
慕课这种独特的教学模式，使教师对学生课程学习的监管作用被削弱，教师无法在课程教学的过程

中明确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态度，这就让部分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存在“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情况，

不仅让慕课在柔力球教学中的教学价值得不到体现，还让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的教学效果被大幅度的削

减，不符合当前社会背景下教育教学工作的需求。 

4. 提升慕课在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教学中应用效果的策略 

4.1. 提升课程教师的慕课教学水平 

高校教师对慕课的使用水平是影响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利用慕课教学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了有

效提升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升自身对慕课的理解和掌

握程度，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展开对慕课的运用，提升柔力球课程的教学效果[5]。为此，教师在教学的过

程中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思考。第一，加强对体育柔力球课程相关教师队伍的构建，让多个教师共同参

与到慕课教学资源的制作过程中，提升慕课教学资源的建设质量。第二，教师需要借助互联网中的教学

资源，主动地去学习，及时地更新教学观念，丰富自身的教学知识和教学经验，更加科学、合理、灵活地

对慕课进行运用，全面地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实现对学生的有效培养。 

4.2. 引导学生加强对周边器材的运用，提升课程教学的实践性 

对于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的慕课教学而言，理论教学和实践之间的脱节是影响其教学效果的重要因

素。基于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当从理论结合实践的角度出发，引导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主动

运用周边的器材，对照慕课中的教学资源，不断地纠正自己的基本动作，在实践操作时逐渐地掌握柔力

球的技术要领，实现对柔力球课程的有效学习。对于柔力球而言，其本身就是来源于太极拳和羽毛球、

网球等运动等的基础动作，所以教师在引导学生利用慕课进行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也应当引导学生可以

尝试利用羽毛球拍、网球拍等基础的运动器材进行模仿训练，将慕课在柔力球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不足补

充起来，提升慕课在大学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此外，教师也可以利用这种教学方式实现对柔力球

课程教学内容的丰富，让学生在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柔力球基础动作的练习，进一

步地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 

4.3. 积极的布置课程作业，任务驱导学生学习 

兴趣虽然是学生课程学习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在缺乏学习任务的情况下，学生课程学习的质量和效

果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应当加强对学生课程学习任务的布置，

将学生对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的学习置于一个个小的任务下，让学生逐步地去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一

方面可以有效地提升柔力球课程的趣味性，引导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课程教学中，实现对教学效果的有效

提升。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学生逐步地掌握柔力球运动的基础动作要领，逐渐实现对柔

力球课程的有效学习，提升学生课程学习的质量。比如，在课程教学中，教师按照柔力球课程教学的内

容，每一节课都熟练的掌握一到两个柔力球运动的基础动作，要求学生在下一节慕课教学中进行在线展

示，这样就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地进行柔力球练习，为柔力球课程的微课教学提供基础的保障。 

4.4. 倡导家庭成员或者其他社会成员的加入 

为了有效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实现对学生的培养和发展，教师在采用慕课的方式展开教学时，还

应当为学生创造合适的运动实践的机会，以此提升学生对柔力球运动的掌握情况。比如，教师就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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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将家长也引入到柔力球的练习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有效地完成柔力球的

学习，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提升学生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此外，教师还可以在教学

的过程中要求学生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进行练习，比如舍友、同学等，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课程的

学习效果，还能实现对学生交际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多方面能力的锻炼和提升，全面提升课程的教学

效果，体现出大学体育柔力球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5. 总结 

慕课在大学体育教学中有效运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提升课程教学的效果，体育教师在引导学生通

过慕课进行学习时，需要基于体育运动本身的特点进行思考，找到线下体育课程与线上慕课之间的融合

点，然后采用合适的方式将慕课引入到体育课程教学中，确保和提升课程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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