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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为了不断提高高校游泳课教学水平和效果袁主要采用实验法袁研究了教授游泳技能

中 CAI 教学课件的应用对于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的作用与意义遥 通过研究发现院 采用多

媒体 CAI 教学可以通过逼真的画面在学生头脑中创立准确的技术手段概念袁 最终达到让学

生快速准确地掌握游泳动作技术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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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ing the experiment metho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using CAI

course-ware in swimming teaching for the purpose of enhancing students' enthusiasm in learning.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s that CAI teaching may establish concept of correct technical means in students' mind through

vivid pictures and help them master swimming technical movements quickly and cor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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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作为新潮流袁具有强大的冲击力袁在对社会各

个方面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的同时袁也向传统的教育理念

和方式发出了挑战遥多媒体 CAI渊计算机辅助教学冤技术作

为现代化技术的发展之一袁已成为当今高校教育和体育比

赛尧课堂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袁学习和掌握好多媒体

技术实现新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遥
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袁当代最先进的教育教学袁都已

经将多媒体融合到教学中袁可是袁在运用时很有局限性袁
特别是在游泳教学中还很罕见遥 作为实用性与健美性兼

备的健康运动袁游泳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袁高校中喜爱

游泳的人也与日俱增遥 可是相比于陆上运动袁其技术的难

度以及复杂程度令不少同学望而却步袁 因此不能最大程

度地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遥 常规教学都采用效率极低的

口耳相传模式袁教师的讲解和示范难以同步袁教师的示范

面尧示范角度尧示范清晰度都受到很大的局限遥 其中袁也包

括游泳场馆尧游泳设施等环境对教学的影响遥 教师想传达

的信息在教学中很难马上对学生产生较好的影响袁 过后

学生又很快忘记袁导致学习效率极其低下袁这往往影响和

限制了教学效果和质量遥 针对这个情况袁怎么改进高校游

泳教学水平袁让学生能多方位地了解游泳最本质的一面袁
成为当今游泳教学改革讨论的话题遥 本文认为可以通过

多媒体教学手段袁 让逼真的画面在学生头脑中创立准确

的技术概念袁 最终达到让学生快速准确的掌握运动技术

的目的遥

选取上海大学游泳普修课作为实验课程袁实验组和对

照组均以无游泳基础的初学女学生作为实验对象袁群体身

体状况良好遥

共 4 个班级 120 位女生参加本研究项目袁实验组为两

个班级 60 位女生袁对照组为两个班 60 位女生遥

本实验班采用多媒体 CAI 课件教学袁对照班级采用普

通教学袁根据相同的教学大纲进行实验袁实验项目为蛙泳一

项袁考核分为达标和技评两种方式袁总教学时数为 30 学时遥

通过对图书馆以及中国知网中有关文章尧论文的参考

以及相关教学尧比赛影像资料的查阅袁最终获得同游泳有

关的优质资料遥 同时袁在蛙泳教学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过程

中袁参阅了广州体育学院尧解放军体育学院制作的游泳教

学多媒体 CAI 课件袁并收集大量资料袁这些全面的理论和

实践资料袁 保证了多媒体教学课件更具代表性和先进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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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课件在应用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袁保证了实验

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遥

采访长期从事教学科研方面的专家 4 名以及教师 6

名渊尤其是专门从事高校教学尧科研方面的专家和教师冤袁
就游泳教学中采用的 CAI 教学模式进行采访咨询遥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袁 共计 120 名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遥 主要从野教师的教冶和野学生的学冶两方面来进行问

卷调查遥 野教师的教冶 内容主要包括 野对游泳技术的学

习尧对技术直观性反应尧对技术的纠错方法 冶等 3 个方

面曰野学生的学冶内容主要包括野对游泳完整技术的认识尧
对自己技术缺点的认识尧 对自己动作的改进情况冶 等 3

个方面遥

1.2.4.1 对照组按照常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 1 比 30渊1

名教师和 30 名学生冤的实践游泳技术教学袁教学手段尧教
学环境尧教学方法按照传统教学形式袁即院教师示范讲解蛙

泳技术→学生进行模仿练习→教师指导→纠正错误→学

生反复进行强练习→技术定型遥
1.2.4.2 研究周期为一学期遥 在教学实验中袁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教学时数均为 30 学时袁每个学时为 45 min遥以蛙泳技

术教学为实验项目袁整个教学过程共分为 4 个阶段袁即初

步掌握动作阶段尧动作分解练习阶段尧动作配合练习阶段尧
动作熟练运用阶段遥 实验组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传统教

学袁在传统教学中适当穿插多媒体教学曰对照组则采用传

统教学法进行教学遥
在实验的 4 个阶段袁我们对实验制订了技术动作考核

的评分标准渊表 1冤遥

1.2.4.3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期结束袁 组织专家一起进行专

项技术考核遥 考核组和对照组均以 50 m 蛙泳的技评和考

核成绩作为评审根据袁整理数据资料尧分析处理袁整理出结

论并提出有效建议遥 达标评定标准见表 2遥
表 2 50m 蛙泳考核和技评标准

对实验结果所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遥

主要以文献资料和专家访谈为主袁文献和访谈内容主

要是针对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以及对多媒体课件的应用提

出科学合理的方案遥

主要是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制作及专家对此的检验遥

主要是教学对比实验和问卷调查袁教学对比实验主要

通过对实验组在课前尧课中尧课后运用多媒体教学和对照

组按照常规教学模式袁以及实验组和对照组蛙泳教学的 4

个阶段进行对比实验遥 问卷调查于游泳教学时数达到 16

个学时进行袁学期结束后袁不再进行问卷调查遥

对通过教学对比实验和问卷调查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

统计与分析袁主要是问卷调查的结果与分析尧蛙泳 4 个阶段

的技术动作评定与分析尧 蛙泳达标与技术考核的结果与分

析尧4 个蛙泳教学实验结果的 T 检验等 4 个方面的研究遥

对第四步研究阶段所得出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遥

依照上海大学以往上游泳课所遇到的难点袁根据游泳

教学大纲进行设定袁在最初设定的教学计划进度以及目标

的基础上袁进行重新整理和优化袁可以把课件内容系统科

学的处理成文字袁此外袁计算出需要的总时间袁该总时间包

括文字材料和配音袁 同时还需要收集有关的音频资料袁最

表 1 蛙泳 4 个阶段技术动作评分标准

标准 45m 以上 35～44m 25～34m 15～24m 15m 以下 

分值 

评定 

＞90 分 

优 

80～90 分 

良 

70～80 分 

中 

60 分 

及格 

60 分以下 

差 

 

阶段 评 定 标 准 评 定 等 级 

初步掌握动作阶段 

 

 

动作分解练习阶段 

 

 

动作配合练习阶段 

 

 

动作熟练运用阶段 

陆上是否能进行动作模仿； 

在水中，动作是否做到与陆上一致。 

 

在水中是否能掌握动作要领； 

并且动作运用效果是否明显。 

 

在陆上是否能掌握动作的配合； 

在水里是否能进行一般动作的配合。 

 

在水中，动作是否能熟练配合； 

效果是否明显。 

陆上模仿熟练，陆水动作一致 

陆上模仿熟练，陆水动作一般 

陆上模仿一般，陆水动作一般 

能熟练掌握动作要领，效果明显 

掌握动作要领一般，效果一般 

不能掌握动作要领，效果不明显 

陆上动作配合熟练，能进行水中配合 

陆上动作配合一般，水中配合一般 

陆上动作配合一般，水中配合较差 

动作熟练，效果明显 

动作熟练程度一般，效果一般 

动作熟练程度较差，效果不明显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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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汇总分析袁仔细检查以保证文字尧声音尧图像尧图表的

一致性遥

游泳(蛙泳冤教学利用多媒体 CAI 课件的运用袁主要分成

3 个组成部分袁上课前的准备尧课中教学尧课后的整理深化遥

在校园局域网内上传有关蛙泳的最新制作好的教学

课件遥依据蛙泳的技术不同点袁将课件进行分类袁形成较好

的分层教学资料袁分为熟悉水性以及蛙泳技术类动作的完

整和分解讲解遥对实验组学生渊为保证研究数据的准确性袁
教学课件只对实验组学生开放袁每位实验组学生各自有专

门的上课代码冤进行多方位的技术教学袁在展开有关蛙泳

的每个动作技术教学之前袁 结合教师的讲解以及动作演

示袁并利用多媒体的特点袁内容可以快速有效尧生动地展示

给学生遥 并且利用软件可以对学生进行重复侧重的讲解袁
将一些比较难和比较复杂的动作进行强化袁让学生深刻地

理解和记忆遥 例如收腿动作袁我们事先在多媒体教学课件

中袁制作了整个蛙泳的正确收腿动作的视频和讲解袁并且袁
还制作了错误或不合理的收腿动作遥图 1尧2 是教学课件中

的一部分视频截图渊收腿阶段冤遥

图 1 蛙泳的正确收腿

图 2 蛙泳不良收腿渊双膝大开冤

常规教学中袁教师要在上课时袁通过下水或陆上模仿

才能演示如图 1 的蛙泳正确收腿动作和图 2 的错误收腿

动作袁而通过对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应用袁使学生可以在上

课之前袁就能领悟到蛙泳收腿的动作要领遥而且袁这种强烈

的视觉对比袁能够在学生的脑海里产生视觉冲击袁因而能

更快地形成正确的动作影像和动作意识遥

在集合好上课队伍之后袁由教师统一安排学生观看多

媒体教学课件袁把上课的主要内容袁通过这种直观的方式袁
在学生脑海里产生生动尧直观的技术动作和要领袁时间为

5 min 左右遥 并且将摄影机连接到电脑袁 将摄影的录像实

时在电脑上播放袁使动作快速地反馈遥 为了提高拍摄效果袁
将摄影机固定在三脚架上袁 特别情况下可以取下摄影机进

行特殊动作拍摄遥摄影机记录下学生在水中练习的动作袁教
师可以准确地知道和记录学生的错误动作遥 拍摄和训练结

束后袁可以将学生叫到电脑前袁老师一般先播放视频袁让学

生分析自己动作的错误之处袁然后老师指出所有错误袁让学

生有醍醐灌顶的感觉遥最后再次观看教学视频袁使学生对正

确动作的理解和自己错误动作的改正有更好的认识遥

在课后袁可以建立一个资料库袁为了方便以后进一步

学习和优化教学袁需要将上课内容收集和剪辑袁并存入教

学课件中遥 实验组学生可以通过各自的上课代码袁上网运

用教学课件袁 可以自行分析自己的动作和教学动作的差

距袁并分析其中的原因遥 这样一来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

热情和主观能动性袁且较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热

情袁 也方便他们在以后的自我训练中体会自身动作的优

化袁更有利于游泳技术的巩固与发展遥

在总课时进行到一半时袁 即上课时数达到 16 个学时

的时候袁给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袁每人发放一份问卷袁共发

放 120 份袁回收 120 份袁有效率 100%遥
从表 3 的调查结果可知袁 对于运用了多媒体的实验

组袁93.8%的学生对老师持肯定态度袁 模糊占其余 6.2%袁
而对照组中持肯定态度的只有 53.9%袁否定的占到 18.9%

的比例遥 在表 4 中袁对运用多媒体能否帮助学习游泳技术

的选择中袁持肯定态度的占比高达 90%遥 然而对照组中持

否定态度的依旧高达 19.4%袁肯定的却只有 50%遥 由此可

以认为多媒体教学得到了广大学生的认可袁学生普遍认为

其有助于掌握游泳技术袁这种教学方式明显直接影响了学

生学习的兴趣遥而且袁通过问卷法所得出统计结果袁实验组

和对照组在学生学习游泳的兴趣方面袁 差异是比较大的遥
所以袁教师在游泳教学中利用 CAI 教学袁不但可以让学生

产生浓厚的兴趣袁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学习动机袁还能发

挥主观能动性袁最后达到大大提高学习效率的目的遥
表 3 游泳教学中对教师的教学方法的满意度

调查内容 
满意 

实验组 对照组 

一般 

实验组 对照组 

不满意 

实验组 对照组 

对游泳技术的学习 

对技术直观性反应 

对技术的纠错方法 

54     34 

58     33 

57     30 

6     18 

2     17 

3     14 

   0     8 

   0     10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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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己在学习游泳技术时的情况

在蛙泳整个教学过程中袁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在

4 个阶段按照前面所制定的评定具体标准和等级渊表 1冤进
行技术评定袁其评定结果统计如表 5

表 5 蛙泳 4 个阶段技术动作评定情况表

在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

进度进行教学时袁我们对实验组学生在课前尧课中尧课后等

环节运用了多媒体教学课件袁而对照组学生按照常规来教

学遥 在不同的 4 个教学阶段中袁所表现出来的技术评定结

果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袁比如在动作配合练习阶段中袁实验

组动作配合达到野好冶的学生占整个实验组学生的 58%袁
野中冶 的占 37%袁野差冶 的占 5%曰 而对照组的学生分别是

野好冶占 40%袁野中冶占 30%袁野差冶占 30%袁从这一系列简单

而又准确的统计中袁我们可以看出袁实验组通过运用多媒

体 CAI 教学课件袁在学习过程的 4 个阶段中袁取得的学习

效果是对照组学生所无法达到的遥

学期结束时袁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分别进行 50 m

蛙泳达标和技术考核遥
当两组学生渊实验组和对比组冤按照相同的教学计划

完成学习目标后袁按统一的标准进行技评考试袁标准是按

照完整动作技术规范连续完成 50 m 蛙泳所需要的次数遥
按表 2 优尧良尧中尧及格尧差 5 档进行打分遥 为了保证公正

性和完整性袁组织专家一同参与袁所请的专家参与整个研

究的问卷调查尧考核尧检验尧数据统计等工作袁并对实验组

和对照组学生的达标和技术情况进行主观的评定袁评定结

果如表 6尧7遥
表 6 50 m 蛙泳达标情况表

表 7 50 m 蛙泳技术评定情况表

从表 6 可以看出袁实验组野良冶渊80 分以上冤占 75%袁而
对照组仅占 48%遥 优秀渊90 分以上冤比例也是实验组遥遥

领先袁占 50%袁远大于对照组的 20%遥 此外袁对照组在最后

还有 8 人没有掌握蛙泳技术遥
表 7 的技术评定结果表明袁实验组和对照组蛙泳水平

并不相同袁还需要系统的进一步的教学才能让他们理解并

熟练掌握蛙泳技术袁尤其对照组学生袁技术规范等级中不

规范的学生较多遥 参照考核标准袁实验组评定等级野中等冶
或以下的学生占整个实验组的 46.7%袁 对照组为 70%遥

游泳多媒体 CAI 教学课件的应用袁使学生在离开教师

的传授后袁能自主地学习上课内容袁能自主地通过业余练

习袁巩固提高自身的技术动作袁使自己的运动技能得到进

一步的提高遥

为了检验蛙泳 CAI 教学课件在游泳教学中的应用效

果袁我们对 4 个班级学生的计评和考核实验结果袁按照统

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时数及均衡化原则进行检验袁检验以

T 检验为主渊表 8冤遥
表 8 4 个教学班实验结果的 T 检验

实验结果表明袁 在蛙泳的技评尧 达标两项 T 检验中袁
实验组均比对照组具有非常显著性和显著性差异遥通过对

以上数据结果的分析袁 综合前面游泳 CAI 教学课件应用

的 3 个结果与分析袁清晰地表明袁实验组在游泳教学过程

中运用多媒体 CAI 教学课件袁 其蛙泳的教学效果明显优

于对照组遥 同时袁也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说明制作的游泳

教学渊蛙泳冤CAI 课件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袁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袁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袁进而强化与掌握

知识袁提高教学效果遥

通过实验发现袁多媒体 CAI 教学课件的应用袁不仅能

提高学生的兴趣袁还能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遥 由学生满意

度的对照维度可以看出袁 多媒体 CAI 教学大大提高了学

生对于课程的理解以及对教师的满意度曰由最后的成绩分

布来看袁 多媒体 CAI 教学确实使得教学质量与成果有了

大幅度的提高曰根据假设检验表明袁以上结果结论均显著

可靠遥
教师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效果受多方面影

响袁CAI 教学课件就是提高这种效果的最有利方法之一遥

调查内容 
满意 

实验组 对照组 

一般 

实验组 对照组 

不满意 

实验组 对照组 

对游泳完整技术 

的认识 

对自己技术缺点 

的认识 

对自己动作的改进 

情况 

56     30 

 

54     32 

 

52     28 

4      21 

 

6      17 

 

8      17 

   0     9 

           

0     11 

          

0     15 

 

结果 

 

组别 

初步掌握 

动作阶段 

好 中 差 

动作分解 

练习阶段 

好 中 差 

动作配合 

练习阶段 

好 中 差 

动作熟练 

运用阶段 

好 中 差 

实验组 

对照组 

45 13  2 

32 15 13 

38  18  4 

26  18 16 

35  22  3 

24  18 18 

28  29  3 

14  28 18 

 

情况统计 
50m 

（优） 

35 ~49m 

（良） 

25 ~34m 

（中） 

15 ~24m 

（及格） 

15m 以下 

（差） 

实验组/人 

对照组/人 

30 

12 

15 

17 

10 

14 

2 

9 

3 

8 

 

评定内容 实验组/人 % 对照组/人 % 

技术规范 

有明显缺陷 

不能完成 

32 

25 

3 

53.3 

41.7 

5 

18 

34 

8 

30 

56.7 

13.3 

 

指标 技   评 达    标 

实验组 

(N＝60) 

对照组 

(N＝60) 

81.25±6.34 

 

74.38±5.56 

T     P 

3.615＜0.01 

88.77±11.92 

 

76.81±15.89 

T       P 

2.782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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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不断改革需要适应新的时代袁 在不断的改革中袁利
用当今方便的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袁能收集整理多种多样

的媒体讯息袁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袁更有利于学生的

后期保存以及后续的继续学习和深化袁此外袁其强大的交

流互动功能更是提高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创造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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