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码影像多媒体在体操课保护与帮助教学中的作用

董业平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为了解决体操课保护与帮助教学中，没有会做动作的学生协助，教师难以独自进行示范教学的问

题，借助数码影像技术，有针对性地整合教学材料，对体操保护与帮助教学过程进行改革。与以往的教学相比

较发现：新方法不但解决了没有学生会做动作时教师难以示范教学的困难，而且，还能促进学生掌握保护与帮

助的技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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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gymnastics’protect and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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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perimental collate of twain teaching methods indicates that the digital video technology assistant teaching be-

ing used to the course of teaching gymnastics’protect and help，not only solve the problem which happen when the student

can not do the movement，but also carry through the course of teaching more agility and pertinence and obtain better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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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高 师 体 育 系 的 竞 技 体 操 课 教 学 中，强 调 以

传授体育知识、技能 的 课 堂 教 学 为 中 心，以 掌 握 动 作 技 术 为

主要任务。这些思想观念，适应了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但

是，以往的竞技体操 课，对 学 生 的 保 护 与 帮 助 技 能 的 实 际 操

练不够重视，学生毕 业 后 在 体 操 的 教 学 中，不 知 如 何 对 学 生

进行有效的保护与 帮 助，或 者 保 护 帮 助 手 法 错 误，造 成 严 重

的伤害事故，不少学校因此惹上了官司。为了减少这类事件

的发生，不少中小学 校 干 脆 不 开 设 竞 技 体 操 课，用 健 美 操 或

韵律操，甚至广播体 操 取 而 代 之。其 实，这 样 的 做 法 对 人 的

身心训练，是不够全 面 的。竞 技 体 操 课，虽 然 有 一 定 的 危 险

性，但它对人的身心协调发展和灵活性及刻苦耐劳精神的培

养，是其他项目不可 比 拟 的。而 且，人 的 身 心 素 质 必 须 通 过

专门的训练才能得 到 发 展 和 提 高。同 时，面 对 21 世 纪 愈 趋

激烈的人才竞争，社会更需要身心都得到全面发展的复合型

人才。因此，为了减少 所 谓 的 危 险 性，取 消 中 小 学 的 竞 技 体

操课，使学生的身心缺少相应的训练而造成身心全面发展的

缺失是不明智的。

造成体育教师体操保护与帮助的手法不当，不能进行有

效的保护与帮助的原因有多方面。如近年来由于中小学，甚

至大学的体育课已基本取消竞技体操的内容。因此，在高师

体育系的不少教师和学生认为，以后当体育老师不用上竞技

体操课了，体操的保 护 与 帮 助 可 有 可 无，在 思 想 和 行 动 上 都

不重视体操的保护 与 帮 助。另 外，在 教 学 实 践 中，面 对 不 会

做体操动作的学生，教 师 难 以 进 行 完 整 的 保 护 与 帮 助 示 范。

因此，只有等教会学生体操动作以后才能进行保护与帮助的

教学。可是，近年来由于高师体育系学生的竞技体操基础较

差，加上竞技体操的 教 学 课 时 被 一 减 再 减，学 生 学 习 时 间 不

够，为了应付技术考 试 拿 到 毕 业 证 书，更 没 有 时 间 和 精 力 去

学习保护与帮助的内容。显然一些学校取消体操课的原因，

不是体操课的危险性，而是忽视了保护与帮助环节，因此，应

该重视体操保护与帮助的教学改革，使学生真正掌握保护与

帮助的知识和技能。为 此，我 们 利 用 数 码 影 像 技 术，改 革 教

学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力图让学生在未掌握动作之前，尽快

学会相应动作的保 护 与 帮 助 方 法，使 他 们 在 校 学 习 期 间，运

用和实践这些保护与帮助方法。

1 对象与方法

以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体育学系 2004 级新 入 学

竞技体操普修班的 41 名 学 生 为 研 究 对 象，随 机 将 他 们 分 成

A、B 两组。两组学生体操运动技术和经验上的水平相似，两

组的各项相关指标差异均没有显著性（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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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学生各项相关指标成绩（-x ± s）比较

组别 人数 协调能力 综合力量 模仿练习

A 组 21 77 .95 ± 3.91 78 .10 ± 6.02 78 .10 ± 5.66

B 组 20 78 .80 ± 5.98 77 .25 ± 4.69 79 .60 ± 5.12

T 值 0 .548 0 .542 0 .891

P 值 > 0.05 > 0.05 > 0.05

针对以往的体操保护与帮助教学，面对不会做体操动作

的学生，教师难以独 立 进 行 完 整 的 动 作 示 范 的 问 题，先 拍 摄

制作体操保护与帮助动作的音像教材，并按照体操动作保护

帮助教学的要求进行整 合，形 成 有 针 对 性 的 多 媒 体 课 件。A
组在教学一开始，用 多 媒 体 设 备，呈 现 体 操 保 护 与 帮 助 动 作

的音像教材，解决了 教 师 难 以 独 立 示 范 的 问 题。同 时，借 助

多媒体的平台，可以就教学的需要，反复呈现相应的内容，甚

至还可以用不同的播放速度播放，以满足教学的需要。B 组

采用以往的教学方法。对两组教学效果呈现的差异，采用百

分率的差异性 t 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经过 18 周，每 周 3 学 时 接 受 不 同 的 教 学 方 法 的 学 习 和

训练后，学 会 保 护 与 帮 助 手 法 的 人 数 比 例 比 较（见 表 2）发

现：学会保护帮助手 法 的 人 数 比 例，接 受 数 码 影 像 多 媒 体 辅

助教学的 A 组，明显高于 B 组。

表 2 两组学生掌握保护与帮助技能的比较 %

组别 人数 双杠滚杠 肩倒立前滚翻成分腿坐 杠中转体 180 成分腿坐 单杠翻身上 支撑后回环 后滚翻 侧手翻 倒立

A 组 21 90 . 4 85 . 7 85 . 7 100 . 0 76 . 1 95 . 2 100 . 0 100 . 0

B 组 20 23 . 8 38 . 0 45 . 0 50 . 0 23 . 8 38 . 0 38 . 0 45 . 0

P 值 < 0 . 01 < 0 . 01 < 0 . 01 < 0 . 01 < 0 . 01 < 0 . 01 < 0 . 01 < 0 . 01

在传统的教学 中，对 于 体 操 动 作 的 保 护 与 帮 助 的 教 学，

教师一般要请一位会做动作的学生协助进行示范，教师在保

护与帮助的过程中 讲 解 所 要 教 的 内 容。如 果 面 对 不 会 做 动

作的学生，教师只能通过分解示范，或者只进行讲解，不做示

范。这样的讲 解 和 示 范 存 在 着 很 大 的 局 限 性，如 示 范 不 完

整、讲解不到位等等。学生练习前对保护与帮助动作缺乏完

整性的认识。另外，在 整 个 教 学 过 程 中，学 生 无 法 看 到 自 己

保护与帮助练习的结果，只能靠教师讲评来了解自身练习的

结果。这种缺乏形象反馈的教学，学生很难取得完整的练习

信息，这对个别差异 比 较 突 出 的 保 护 与 帮 助 技 能 的 学 习，会

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在保护与帮助的学习过程中，每一个

学生的保护与帮助手法和技能模仿都会有自身的特点，产生

错误也有很大差别。教师在讲评和纠正错误动作时，学生得

不到自身练习过程的形象反馈，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隔靴抓

痒，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在传统的教学条件下，学生

进行保护与帮助练习时，发生手法错误和多余动作的机率会

多些。

借助数码影像 多 媒 体 辅 助 教 学，学 生 在 练 习 之 前，对 所

学的动作有完整连贯的感性认识，大脑获得完成动作的完整

信息，为动作的练习 打 下 了 良 好 的 基 础。另 外，由 于 有 完 整

的保护帮助动作的示范和分析，教师可以针对动作的学习有

重点地精讲，学 生 容 易 接 受。更 重 要 的 是 教 师 可 以 要 求 学

生，直接对教师所做 的 动 作 进 行 保 护 与 帮 助，其 他 学 生 可 以

就该学生的保护与帮助手法，与在多媒体课件中看到的动作

进行对照分析。这样不管学生会不会做动作，都能尽早地学

会相应动作的保护与帮助手法，便于他们在技术训练的相互

保护与帮助过程中，加 以 实 践 应 用 和 提 高。同 时，借 助 数 码

影像技术拍摄和回放学生的练习过程，反馈学生自己保护与

帮助的手法和技能的掌握情况，为及时巩固和纠正动作的错

误提供了传统教学无法提供的信息。因此，接受数码影像多

媒体辅助教学的 A 组 学 生，在 整 个 动 作 学 习 过 中 错 误 和 多

余的动作相对少见。因 为，在 有 多 媒 体 的 辅 助 条 件 下，教 师

完全可以在亲身的示范中解放出来，与学生们站在同一个视

角，面对所要学习的动作，详尽完整、又有重点地引导学生观

看动作示范，学生形 象 思 维 的 材 料 相 对 就 全 面 些，思 维 结 果

的相对全面性有了更好的基础，模仿练习发生错误和多余动

作的比率就相对少些，学习的效果自然就好些。

以上分析可见，利用数码影像多媒体辅助教学与以往的

教学相比，前者由于 有 多 媒 体 设 备 和 素 材 的 支 撑，无 论 在 教

学的便利性、可操作 性 和 减 少 教 师 的 体 力 负 担 等 方 面，都 比

后者优越，加上练习者可以得到自身练习的形象反馈和可以

无限制地多次反复呈现动作录像，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观看

和分析动作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部位，加深对所学动作的认识

和理解，为建 立 正 确 完 整 的 动 作 概 念 打 下 了 良 好 的 基 础 等

等，都是以往的教学方式无法比拟的。

两种教学方法的实验对照分析表明：有针对性地利用数

码影像技术 整 合 教 学 材 料，借 助 多 媒 体 设 备 和 素 材 辅 助 教

学，不但很好地解决 体 操 保 护 与 帮 助 教 学 过 程 中，没 有 学 生

会做动作时给教师 教 学 示 范 带 来 的 困 难，同 时，还 有 助 于 学

生更好地掌握保护与帮助技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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