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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不再适用，应对形势，探索出一条符合现实需要

的教学模式成为学校体育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研究分析在信息化时代，“双线混融”教学模式成为学

校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基于此得出，“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应用于信息化时代下的学校体育教学具有

适应现实需要、进一步促进学校体育信息化与现代化、促进体育与健康教育深度融合及健康素养提升的

时代价值；提出加快体育一体化课程建设、健全学校体育教学信息化培育模式、强调体育与健康教育走

向更深层融合、完善“家、校、社”一体化联动机制是“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应用于学校体育教育的现

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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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he traditional school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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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teaching model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ploring a 
teaching model that meets the actual needs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at in the era of informatization, the “dual-line mixed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l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it is con-
cluded that the “dual-line mixed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l applied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era of informatization has the value of adapting to the actual needs, further promoting 
the informat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
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health literacy; it proposes that ac-
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mproving the cultivation 
model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emphasizing the deeper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perfecting the integrated linkage mechanism of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are the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ual-line mixed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l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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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教育的信息化已经成为国际教育的发展主流，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正在迅速发展。教育是

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为此党和政府目光对标长远，结合时代发展，针对现实需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性文件，创造各种新的理论及精神，引领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飞速发展。2018 年 4 月 13 日，为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1]，指出要进一步办好网

络教育，积极推进“互联网 + 教育”发展，旨在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2019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2]，明确提出“要加快信息时代的教育变革，利用现代技术实现规

模化教育和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前不久，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推

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3]的教育现代化发展重要命题，基于此

教育部科学与信息话司发布了《2022 年 10 月教育信息化和网路安全工作月报》[4]，其中发布有教育信

息化四个重点工作的进展，旨在切实推进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建设。作为教育“五育”中占有重要基础性

地位的体育，尤其是作为国民体育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学校体育，紧跟国家教育现代化大势的发展方向，

将信息化教育深层的融入到学校体育中去成为我国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校体育的发展趋势。 

2. 教育信息化学校教学模式的演变 

2.1. 线上教学模式逐渐成为学校常态化教学模式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互联网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在线教育模式就已经开始发展了。从早期互联

网转播技术不够成熟的网课录播时代到多媒体技术突破发展后，线上教学模式开始崭露头角，但由于传

统的教育教学模式根深蒂固，线上教学模式难以得到很好的发展空间，更多作为一种教学组织形式的补

充。在线教育是一种通过网络媒介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远程教育方式。借助网络直播平台和众网络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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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与学生能打破传统的集中于课堂进行教学的时空限制，随时随地的进行教学活动。得益于信息化社

会下多媒体、互联网、云计算、计算机、区块链等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 5G 通信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创新科技应用于教育领域，使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成为可能，为线上教学创造了必备的物

质条件。 
教育信息化为线上教学模式更深层次的融入学校教育创造契机，伴随着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动态变化，

学生的学习方式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改变，最明显的是线上教学占比规模的大幅度增加。陆续探索开展

各种各样形式的线上教学活动。有师生借助钉钉、腾讯课堂、云课堂等工作学习平台实现的线上直播教

学；也有老师通过录课软件提前将教学内容录制完成提供给同学学习，或者是老师通过某平台软件如中

国大学 MOOC 等提前甄选适合的精品课程指导学生在线学习的线上录播教学；同时还包括老师通过微信

群聊或 QQ 群向学生发布图文课件和布置作业，以及通过语音指导学生学习的具有高度灵活性的线上语

音教学和图文教学方式。 
教育信息化是数字化时代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探索创新，技

术赋能下的线上教学已经具备足够的发展物质基础；特殊时期伴随人们生活和学习方式的改变，线上教

学的发展同样具备了人口、政策的扶持。可以说线上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当前学校教育教学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2.2.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混融共生的新态势 

2.2.1.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两种模式间的内外逻辑 
我国学者祝智庭借鉴了国际新零售领域商业模式演变到 OMO (Online Merge Offline)模式的过程，提

出了OMO教育模式即线上线下融合的学校教育新模式[5]。通过分析O2O (Online To Offline)，OAO (Online 
And Offline)，OMO 三种模式的内外部关系，可以直观的理解三种模式中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之间的关

系以及三种教育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更深层次的领悟为何信息化时代人类将全面进入“双线教学”

的时代，深度进入“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混融共生”，即“双线混融教学”的新时代这两者之间的递进关

系[6]。 
 

 
Figure 1. Evolutionary route of online and offline education models 
图 1. 线上线下教育模式演进路线 

 
如图 1 显示，信息技术开始应用于教育领域，线上教学诞生早期与线下教育之间往往是一种助力关

系，形成一种 O2O 的教学模式。该模式的运行逻辑是线上或线下的教学通过从对方获取帮助，特征为线

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两种模式之间尽管已经呈现一种混合状态，但二者相互间具有明显界限，主要是一种

机械式的简单结合，并不能充分实现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模式间的协同调配。在O2O教学模式的基础上，

OAO 的教学模式应现实需要被提出，即线上与线下更进一步的结合，处于并行关系。旨在用线上教学活

动和线下教学活动相连接的方式力求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通过分别开展线上和线下的教学活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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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起整合为完整的教学活动，此时二者间的混合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但是仍然明显的边界，在

完整的教学活动中往往陷入线上与线下的教学信息交互不流畅的困境。 
基于上述两种教学模式所存在的局限性，我国教育工作者扎根我国现实国情，率先提出了 OMO 教

学模式，主张线上线下无边界、教育功能一体化、时空跨度进一步缩小，力求构建全方位、全场景、全过

程的无缝式学习环境。可以看出 OMO 的教学模式整合了之前两种教学模式的可取之处，是对 OAO 教学

模式的递进式发展与对 O2O 教学模式的迁越式提高。是线上结合线下教学模式从机械式的结合到协调性

混融的巨大进步，对推进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2.2.2. 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对于未来学校教育的必要性 
传统的线下教学一般在课堂中开展，教学环境相对固定，现实条件下的课堂学习符合我国传统的学

习模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以及情感交流的需要。这种真实性方便作为教学主体的师生开展多元化

的学习活动，同时方便作为教育主阵地的学校这一机器的日常运行，即为师生提供教学活动所必要的管

理与服务。而线上教学模式打破了线下教学模式受到的时空限制，使师生的教学活动在技术设备支持的

前提下可以在任何时间任意地点开展，同时更是突破了旧式的地理因素限制导致的优质师资资源和教育

资源的不均等化，对实现全社会的教育公平在宏观上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均具备

各自优点，将二者进行深度的有机融合进而优势互补形成双线混融教学模式，使推动教育信息化、数字

化与智能化进程是未来学校教育教学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3. 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应用于学校体育教学的时代价值 

信息化时代教育系统本身的发展要求加快了教育信息化的步伐。立足于健康中国战略对全面提高全

民健康水平的任务，全国各界体育教育工作者要凝心聚魂，跟随时代步伐积极融入教育工作的新态势，

加快体育教育信息化的步伐以推动我国体育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就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做出战略部署，青

少年体育培育工作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的基本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体育人”这句话到现在已经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以什么“体”

去育人。这个体指的就是体育，学校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主阵地，学校体育同样如此，伴随着教育信息

化，学校体育的教学工作已经随着学校教育整体模式的变化而产生一系列改变，于是思考最新的乃至未

来一段时间仍然适用的“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应用于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的价值所在就有了重要意义。 

3.1. 打破旧的束缚，适应现实需要 

信息化时代，全国各地各级学校的教学方式在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之间反复徘徊，究竟以何种教学

模式适应信息化时代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了学校教育工作者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体育学科的教

学具有“身体直接参与”的独特属性，要求体育教学活动需要受一定的时空限制和地理限制。如何更好

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努力开展好学校体育课程，完成好学校体育对于培养青少年体质

健康任务成了全国体育教育工作者的一场大考。 
笔者认为，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引进到学校体育教学工作是应对这场大考的最合适的现实选择。体育

线上教学模式经历了体育教师网上授课，学生居家锻炼体能、发展素质的教学态势，但过程中存在有部

分体育教师信息化素养不高，使用线上教学设备技术不畅通；学生居家学习受场地和器材限制大多开展

无器械的体能练习，不能全方位的发展学生各项技能和身体素质，且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不高；线上教

学开始网上体育课程资源不够丰富，不够满足师生开展线上体育学习的需要。探索过程中部分学校开始

实施线上和线下结合的体育教学模式。从居家锻炼到再次回到学校，将体育的学习技能和发展体能的课

程回归体育场，开展小规模分散式的线下体育教学；将体育与健康知识偏理论性的内容依然通过线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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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开展，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看似回归正轨，实际却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体育课堂主张的是“精讲多

练”，而采用线上线下并行的体育教学模式很容易导致部分体育教师走入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误区，要

么不“讲”，要么多“讲”，极大的影响了学生们体育课的学习效率。可以认为，线上与线下教学具有明

显界限的双线并行教学模式具有教学环节不畅通，线上线下脱节的特点，同样不适用于学校体育教学。 
由此，具有明显协同调配特点的“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可以为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找到出路。它在

同时具备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两种模式各自的优势的同时，通过对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进行有机整

合，可以有效解决双线并行教学模式所产生的遗留问题。于体育课而言，双线混融的教学模式在特殊时

期最大限度的保障了体育课回归体育场地，可以规避单调的线上教学和机械式的双线并进教学模式的缺

陷。随着信息技术赋能于学校体育教育的深层融入，可以预见“双线融合”教育模式不仅仅适应于特殊

时期人类的教育需要，同样适应于未来的人类教育。 

3.2. 进一步促进学校体育信息化与现代化 

“互联网+”时代，应教育面向现代化的需求，学校体育教学的信息化步伐也不断加快。线上教学模

式融入体育教学已经成为学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这一发展趋势的

进程，学校体育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充斥机遇与挑战，面临了众多难题。如教学模式发

生重大改变后，部分学校师生们并不会使用线上教学工具，信息化素养水平不高；部分偏远和贫困地区

不具备相应的信息技术设备，缺少相应的基础设施扶持配套；体育线上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不断处于摸

索开发阶段，线上体育教学的效率不高；体育教师对线上与线下体育课的教学安排不够协调紧凑等问题

多有发生。而“双线混融”教学模式所主张的线上线下双线深度混融期望能解决体育线上教学和线下教

学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搭建更适应现实的体育一体化课程建设。解决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二者间的矛盾，

为今后的学校体育课教师与学生需要发展什么样的信息素养指明方向。从而进一步的促进了学校体育的

信息化发展，加快了学校体育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3.3. 促进体育与健康教育深度融合及健康素养提升 

立足“健康中国”战略高度，健康的身体日益成为全体国民的现实诉求，对于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

呈现全社会迁跃式提高趋势，作为与健康密不可分的体育，也不再是家长口中的浪费孩子时间，其他学

科教师的第二课堂。《“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016 年版) [7]指明了体育健康教育课程的开展方向。

然而，多年来我国的学校教育长期处于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相分离的局面。“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应用

于学校体育，能够有效的弥补健康教育的长期空缺，使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不仅有体育课，还能有健康

课；能有快速整合已有的健康课程资源，使之更加高效的尽早与体育课程进行深度融合发展，从而促进

“体育与健康”教育落到实处。 

4. 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应用于学校体育教学的实施路径 

4.1. 适应时代发展，加快体育一体化课程建设 

学校体育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现实应用几经摸索，在积累的众多宝贵经验的基础下已经初步形成

了“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诚然体育课的线上与线下教学暴露出环节衔接不畅通、线上教学

资源匮乏且配置失衡等问题。但基于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今后的教育教学大环境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仍脱离不开双线教学模式。基于此，后阶段的学校体育教学加快“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深度

混融”成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宝。需要加强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研究，大力开发、协调整合、持续优化、

均衡发展成体系化且满足“新课标”对于体育课程建设要求的体育一体化课程建设。使体育教学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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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更加均衡、体育教学过程的环节更加紧密流畅，更加适应新时代、新时期党和国家对于学校体育教

学工作所提出的育人要求[7]。 

4.2. 紧跟教育教学信息化发展走向，健全学校体育教学信息化培育模式 

在教育信息化建设背景下，硬件设施和软件配套一直处于缓慢普及和逐渐流行当中。其中，暴露出

诸多问题，在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信息化素养仍待提高，综合教学能力依然没能挣脱传统课堂

教学束缚。全体学校体育教育工作者及学校教育管理工作者应解放思想，紧跟教育信息化发展走向，改

革原有的师资培养与研修机制，提高体育教师信息素养与现代化的综合教学能力，以有效满足“双线混

融”教学模式应用于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的现实需要。 

4.3. 重点强调体育与健康教育走向更深层融合 

健康教育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卫生教育的形式被提及和关注后，经系列相关条例和政策出台而进入

快速的全新发展阶段。《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 年版)要求在普通中小学开设健康教育课程；《中小学

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08 年版)提出健康教育以体育与健康课程为主要载体；《“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2016 年版) [8]明确把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素质教育重要内容；“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下

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中明确编制了相当一部分的健康教育课程，但受制于内外各种因素干扰，健康教

育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与《体育与健康课程》呈现分离态势，不符合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的战略要求。信

息化时代将“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应用于学校体育教学是促进体育与健康教育深度融合的有效举措[8]。
要深度推进“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应用到学校体育工作中也离不开健康教育的衔接作用。 

4.4. 大力发展体育学习型社会，完善“家、校、社”一体化联动机制 

尽管学校体育作为体育教育工作的主阵地，是我国国民体育事业的基础。但仍然不可忽视家庭和社

区在整个学习型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现实给出答案，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体育教学活动将不

局限于学校环境，学生同样能在家庭和社区角落开展体育活动，并且以家庭室内作为体育教学的场所之

一。而在这种模式进行的初期，学校体育与家庭、社区体育教学衔接与流通过程不通畅的问题逐渐暴露

出来。基于本源性，“双线混融”教学模式于学校体育教学的应用同时也可视作是应用于家庭与社区体

育教学，它是适用于体育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一种高级模式，同时。也可以视作是应对未来重大突发事件

的一种有效的教育保障措施[9]。 

5. 结论 

信息技术的重大变革引导了新的形势下学校体育教学模式的新态势。新态势下的学校体育教学系统

的变化从过程看是长期的，存在多个演进方向。但随着技术普及、实施反馈，政策引领等现实因素的驱

动，可以逐渐摸索出更加适合实际需要的“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及其实施路径。具体需要从课程建设、

培育模式、学科价值以及“学校、家庭、社会的一体化联动”等方面着手。更好地发挥信息化时代学校体

育教学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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