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西学院一流本科课程申报资料

《运动训练学》

基于“学习过程系统化”的混合式教学设计

体育学院 盛建国

二〇二〇年八月



目 录

0-0《运动训练学》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1

0-1《运动训练学》课程主要教材基本信息...............................14

0-2《运动训练学》最近两学期开课时间.................................15

1.《运动训练学》说课视频............................................16

1-1《运动训练学》说课视频 PPT....................................16

2. 运动训练学教学设计样例说明......................................38

3. 《运动训练学》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日历-进度计划.............43

4.《运动训练学》最近一学期的测验、考试（考核）及答案（成果等）......44

4-1《运动训练学》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课堂在线测验..............44

4-2《运动训练学》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试卷......................45

4-3《运动训练学》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考试答案..................48

4-4《运动训练学》分章节试题（节选第一单元）........................50

5.《运动训练学》最近两学期学生成绩分布..............................60

5-1《运动训练学》两学期学生考试成绩..............................60

5-2《运动训练学》两学期学生成绩分布..............................66

6. 《运动训练学》最近两学期学生在线学习数据.........................71

7.《运动训练学》教学文件............................................72

7-1《运动训练学》教学大纲........................................72

7-2《运动训练学》讲义 2019（节选第一单元）.........................91

7-3《运动训练学教案》2019（节选第第一单元）.......................103

8.《运动训练学》课程教学团队评教结果................................118

9.《运动训练学》课程负责人主要获奖..................................119



附件 3

河西学院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

（2020 年）

课程名称：运动训练学

专业类代码：040201

授课教师（课程负责人）：盛建国

联系电话：18993628508

申报类型：○线上一流课程

○线下一流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

○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申报学校：河西学院

填表日期：二○二○年七月七日

河西学院制

二○二○年七月



填报说明

1. 每门课程根据已开设两学期的实际情况，只能从“线

上一流课程”“线下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社会实践一流课程”中选

择一类进行申报。

2.申报课程名称、授课教师（含课程负责人）须与教务

系统中已完成的学期一致，并须截图上传教务系统中课程开

设信息。

3.相同授课教师、不同选课编码的同一名称课程，若教

学设计和教学实施方案相同，教学效果相近，可以合并申报。

4.专业类代码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

版）》中的代码。没有对应学科专业的课程，填写“0000”。

5.申报书与附件材料一并按每门课程单独装订成册，一

式一份。



一、课程基本信息

（三）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课程名称 运动训练学

课程编码

（教务系统中的编码）

1052121007

课程类型 ○文化素质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实验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三年级

面向专业 体育教育专业

学 时 总学时：48 线上学时：16 课堂学时：32

学 分 3学分

课程链接 https://www.yuketang.cn/v2/web/index

先修（前序）课程名称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学校体育学

后续课程名称 专项提高课、教育实习

主要教材
书名、书号、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上传封面及版

权页）

最近两期开课时间
2018 年 8 月 27 日—2019 年 1 月 11 日（上传教务系统截图）

2019 年 8 月 26 日—2020 年 1 月 10 日（上传教务系统截图）

最近两期学生总人数 230 人

使用的在线课程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及名称

中国大学MOOC《运动训练学》（福建师范大学）

使用方式： ○MOOC SPOC

注：（教务系统截图须至少包含课程编码、选课编码、开课时间、授课教师姓名等信息）



二、授课教师（教学团队）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

（序号 1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及团队其他主要成员总人数限 5人之内）

序号 姓名 单位 出生年月 职务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教学任务

1 盛建国 河西学院 1970.10 副院长 教授
18993628

508

shenjg@hx

u.edu.cn
主讲教师

2 赵同庆 河西学院 1984.03 教师 讲师
15193415

027

993564559

@qq.com
主讲教师

3 袁兴亮 河西学院 1984.06 教师 讲师
18993631

008

yuanxl062

8@qq.com

实践教学

指导

4 姜彦春 河西学院 1982.02 教师 讲师
18209361

836

379597717

@qq.com

实践教学

指导

5 香成福 河西学院 1966.12 教师 副教授
13993645

475

xiangcf@h

xu.edu.cn

实践教学

指导

授课教师（课程负责人）教学情况（300字以内）

（教学经历：近 5年来在承担学校教学任务、开展教学研究、获得教学奖励方面的

情况。）

课程负责人盛建国教授，近 5年来一直承担河西学院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基

础课《运动训练学》《田径》教学任务，累计 880 课时。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发表

教学研究论文 16 篇，其中 CSSCI 论文 2篇，指导青年教师申报立项甘肃省教育科学

规划项目、河西学院教学研究与教学方法改革项目 8项。2015 年获得河西学院教学

优秀奖，指导训练学生获得甘肃省第三届大运会跳高、铁饼、标枪 4人次第二名，

2018 年荣获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智慧教学之星”，2019 年《运动训练学》课

件获得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智慧教学雨课件”。

授课教师赵同庆讲师，承担专业基础课《运动训练学》《羽毛球》教学任务，

主持校级教学研究和教学督导改革项目 2项，获得 2016 年、2018 年、2020 年河西

学院教学技能比赛二、三等奖。

实践教师香成福副教授，承担专业基础课《篮球》教学任务，指导训练学生获

得甘肃省第四届大运会篮球男子乙组第三名。

http://mail.hxu.edu.cn/coremail/XT3/pab/view.jsp?sid=BAjjHVLLufSQkPxybRLLmtneBeurKBZP&totalCount=1&view_no=0&puid=18&gid=&pabType=
http://mail.hxu.edu.cn/coremail/XT3/pab/view.jsp?sid=BAjjHVLLufSQkPxybRLLmtneBeurKBZP&totalCount=1&view_no=0&puid=18&gid=&pabType=


三、课程目标（300字以内）

（结合本校办学定位、学生情况、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具体描述学习本课程后应

该达到的知识、能力水平。）

依据学校“地方型、应用性、实践型”办学定位，体育教育专业培养能够胜

任城乡中小学学校体育工作及从事群众体育活动的应用型人才。要求学生能够掌

握学校体育课程与教学、课外体育锻炼与训练、竞赛管理与组织的基本理论与方

法，具备较强的体育教学能力以及训练、竞赛的组织管理能力；本课程也是体育

专业学生考研必考科目。由此，课程教学目标确定为：

(1) 知识传授：能理解运动训练在竞技体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引用和演绎训练基

本理论，归纳开展竞技能力训练的方法。

(2) 能力培养：根据案例制定并展示训练方案，分析方案讨论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对方案合理性进行评价。

(3) 素质提升：联系训练学原理来解释训练实践中的典型问题，能从整体上规划

训练工作，为考研和训练实践打好基础。

(4)价值塑造：认识科学训练对青少年均衡发展的重要性，树立体育教师良好的

职业伦理和扎根基础教育的情怀。

四、课程建设及应用情况（1500字以内）

（本课程的建设发展历程，课程与教学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课程内容与资源

建设及应用情况，课程教学内容及组织实施情况，课程成绩评定方式，课程评价

及改革成效等情况。）

1.课程建设发展历程

《运动训练学》是体育教育专业基础课，2014 年建成校级精品课程，2016

年作为学校课程试题库建设项目验收合格，2018 年立项校级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项目，2019 年确定为河西学院本科专业重点建设课程。2018 年、2019 年利用雨

课堂平台，经过两轮混合式教学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成效。



2.课程与教学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主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的适应性问题。（1）课程适应性。作为一门专业理论

课，课程改革既要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具备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需要，又要适

应学生升学考研必备较深的理论知识提升的需要。（2）教学适应性。一方面适

应不同学生学习需求，另一方面要根据课程特点和学生学习习惯，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与教学平台，同时把大量网络资源应用到教学中。

3.课程内容与资源建设及应用情况

（1）课程内容先破后立。依据课程教学目标，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新设计，

按适应性原则进行删减与扩增，使课程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匹配度更高将颗粒

化教学内容以可视化学习导图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课程内容体系。

（2）形成配套课程资源。以课程内容为统领，建立了课件库、试题库、案

例库、视频图片库，同时选取中国大学 MOOC 福建师范大学《运动训练学》慕课

课程部分内容作为教学辅助。根据教学设计应用课程资源，力求达到最优化组合。

《运动训练学》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 主要内容

课件库  24 个教学课件；18 个导学课件；35个学习导图

试题库

 717 道题型试题库，包含填空、选择、判断、简答、综合题

 24 套考试试卷，包含 A\B 卷命题计划表，并经专家审核验收

 测试试题库，分为课堂练习题、随堂测试题、单元测试题

 8 个训练方案设计题

案例库  15 个示范案例；8个勘误案例；学生设计的训练案例

视频图片库  24 个教学视频；比赛视频与图片；学生练习视频与图片

在线课程资源  中国大学 MOOC《运动训练学》（福建师范大学）

4. 课程教学内容及组织实施情况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精选和改造课程教学内容，拓展和利用各类课程资源，

开展多种教学活动，多层次多范围进行学习评价，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线上

与线下结合起来、课内与课外结合起来，实现学习过程系统化：

(1) 打基础。以应用性功能为主改变课程内容结构，并进行颗粒化改造。

(2) 会应用。从最简单的训练方法年度训练计划方案，按从易到难、从简到繁为

原则，选择 5-7 个典型项目制定训练方案，提高训练规划能力。

(3) 能融合。通过问题设置、精讲多练、翻转教学、评价总结四个环节，使学生



对学科知识与应用技能的融会贯通。

实现学习情境由易到难，学习内容循序渐进，应用能力逐步提高，把训练基

本理论、训练方法、竞技能力训练、训练计划制定等核心知识点，与方法运用、

方案制定、计划演示、综合分析、理论演绎等核心技能点融合统一起来。

《运动训练学》雨课堂教学数据统计表

教学信息 教学活动 课堂互动

年度 班号 教师
选课

人次

教学活

动总数
授课数 到课率 公告数

课堂互

动总数

投稿

总数

弹幕

总数

发布

试卷数

试卷

试题数

试卷试题

正确率

2018 年 体育 162 盛建国 52 55 24 89.7% 4 3035 6 35 20 776 0.75

2019 年

体育 171 赵同庆 44 41 20 84.5% 5 1979 1 25 16 265 0.75

体育 172 赵同庆 46 42 19 89.2% 10 2016 1 17 17 301 0.673

体育 173 盛建国 45 80 21 91.9% 22 3760 4 2336 30 1056 0.42

体育 174 盛建国 43 93 29 82.5% 24 4220 60 3212 33 1043 0.52

5.课程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成绩评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提

前公布并在教学过程强调成绩考核办法，发挥成绩分数调节作用。

《运动训练学》考核要求

完成形式 活动内容 效果测评 占比 要求

线上、线下
观看教学视频、PPT 及资料

查阅课堂笔记
在线时长 240 分钟 5％

每周统计公布督促

学期末统计汇总



6.课程评价及改革成效情况

（1）老师、学生都很忙。课前预习、推送资料、课堂练习、方案制定、计

划演示让师生忙了起来。

（2）学生对混合式教学模式有较高的满意度。教学结合课程特点与学生学

习特点，师生互动较多，起到了让学生动手、动脑的作用，学生反应比较积极。

教学内容先由学生带着问题思考，由具体到抽象，从生活到课堂，并进行测评，

符合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教师教学设计由点、线、面逐步提高学生认识水平，

而且每个环节既有教师的讲解与演示，又有学生实践操作的跟进，并能通过弹幕

或投稿即时反馈到课堂，再由教师进一步分析、评价，起到示范作用，加深学生

理解，提高了教学有效性。

（3）期终考试成绩有显著提高。2017-2019 年三年期终考试试题都从试题

库随机抽卷，并统一集体阅卷，考试成绩排除其它影响。通过二种教学模式期末

成绩比较，混合式教学成绩提高幅度近 10 分，教学成效显著。

2017-2019 年《运动训练学》期终成绩比较

教学形式 班级 人数 均值 ｔ值 Ｐ值

常规教学 151、152、161 170 59.41±13.595
6.643 0.000＜0.01

混合式教学 162、171、172、173、174 230 69.35±15.615

线下、线上
线下、线上（发帖）讨论

线上提交讨论报告
5个分报告 15％

每次讨论后即时评分

学期末汇总

线上

课节自测 21 个课堂自测练习 0％ 自测结果当日查看

单元测试：

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

5次测验/25 题

试题库抽题
20％

单元结束课堂测验

测后 1小时查阅答案

线下、线上
小组线下作业，线上提交

视频、PPT：讲解、互评
5次作业 20％

下一单元前一天 24：00 提交，

完成后汇总成绩

线下 期终考试：标准试卷 试题库抽题 40％ 学院安排时间

五、课程特色与创新（500字以内）

（概述本课程的特色及教学改革创新点。）

1.课程特色

本课程特色是适应性。即建设适应地方性院校应用型人才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的课程体系。“最好的教育是适合的教育”，课程结合学校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

目标，突出课程应用性特点，在课程内容、教学资源、方式方法上都突出应用性



特色，不跟随、不跟风国内外知名院校，力图建设适用于“大多数”的地方性院

校人才培养需要的课程。

1) 以学生学习为主课程教学设计

2) 建设混合式教学特色课程资源

3) 全过程信息采集，多形式考核评价

2.教学改革创新点

创新点是建立学习过程系统化教学模式。重构训练学学科理论知识，通过基

本相同的四个教学环节与学习情景，制定不同训练方案，使理论学习与技能习得

相互融合，教与学相互适应、相互促进

1) 实现教与学融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大量的互联网资源、自建资源，通过

线上与线下结合、面授课堂与翻转课堂结合、课堂测验与共同评价结合，利

用雨课堂教学工具，与学生产生形式多样的互动，实现教与学融合。

2) 落实多元评价考核。改变传统终结性评价发生，利用雨课堂全程记录教学过

程中的测验、提问、投稿、弹幕、讨论等数据，并纳入考核体系，并对主观

性问题、创新性问题进行师评生、生生互评，评价过程公开、透明、公正，

实现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结合。

3) 教学适应学生特点与学生学习特点。体育专业学生有训练实践经历，缺理论

分析深度，有提高训练水平的意愿，缺制定计划的能力；能够使用多媒体智

能设备，有较多碎片化时间可以利用等。根据这些特点，一是立足学生训练

实践制定训练计划，通过翻转课堂进行讲解；二是按照整体规划将教学内容

颗粒化处理，通过雨课堂工具传递给学生，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三

是多种考核同时开展，将知识理解程度和实践应用能力完整展现出来。



六、课程建设计划（500字以内）

（今后五年课程的持续建设计划、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改革方向和改进措施）

1.建成适应地方性院校人才培养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本科课程：

（1）2018-2019 年，建成校级在线开放重点课程

（2）2019-2020 年，建成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

（3）2020-2022 年，建成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

（4）2022-2024 年，持续改进，形成具有一定品牌效应的本科课程

在持续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1）建成适用于本课程需要的在线开放课程，并在中国大学 MOOC 或者智慧树上

线运行。课程录制目前正在进行中。

（2）建成基于在线开放课程 SPOC 课程，扩展教学资源，进一步提高课程适应性。

2.改革方向和改进措施

致力于建设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在课程体系、教学体系中突出实践性、

创新性改革方向。在后续的课程建设中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持续不断的培训学习，进一步更新观念，提高课程建设能力与水平。

（2）优化教学团队结构，扩充团队力量，提高团队成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搜

集、改造和利用教学资料的能力。

（3）根据学生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进一步优化课程设计与教学设计，提高课

程目标的达成度。

（4）对课程考核的内容、形式、标准进行评估，提高课程管理水平。



七、附件材料清单

1. 课程负责人的 10 分钟“说课”视频（必须提供）

[含课程概述、教学设计思路、教学环境（课堂或线上或实践）、教学方法、

创新特色、教学效果评价与比较等。技术要求：分辨率 720P 及以上，MP4 格式，

图像清晰稳定，声音清楚。视频中标注出镜人姓名、单位，课程负责人出镜时间

不得少于 3分钟。]

2. 教学设计样例说明（必须提供）

（提供一节代表性课程的完整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流程说明，尽可能细致地

反映出教师的思考和教学设计，在文档中应提供不少于 5张教学活动的图片。要

求教学设计样例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表述清晰流畅。课程负责人签字。）

3. 最近一学期的教学日历（必须提供）

（申报学校教务处盖章）

4. 最近一学期的测验、考试（考核）及答案（成果等）（必须提供）

（申报学校教务处盖章）

5. 最近两学期的学生成绩分布统计（必须提供）

（申报学校教务处盖章）

6. 最近两学期的学生在线学习数据（仅线上、混合式、虚拟仿真课程必须

提供）

（申报学校教务处盖章）

7. 最近一学期的课程教案（选择性提供）

（课程负责人签字）

8. 最近一学期学生评教结果统计（选择性提供）

（申报学校教务处盖章）

9. 最近一次学校对课堂教学评价（选择性提供）



（申报学校教务处盖章）

10.教学（课堂或实践）实录视频（线上课程必须提供，其他课程选择性提

供）

（完整的一节课堂实录，至少 40 分钟，技术要求：分辨率 720P 及以上，

MP4格式，图像清晰稳定，声音清楚。教师必须出镜，视频中需标注教师姓名、

单位；要有学生的镜头，并须告知学生可能出现在视频中，此视频会公开。）

11. 其他材料，不超过 2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必须提供《甘肃省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本科课程信息表》，其他课程选择性提供）

以上材料均可能在网上公开，请严格审查，确保不违反有关法律及保密规

定。

八、课程负责人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课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九、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课程评价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十、学校政治审查意见

该课程内容及上传的申报材料无危害国家安全、涉密及其他不适宜公开传播

的内容，思想导向正确，不存在思想性问题。

该课程团队负责人及成员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不存在师德师风问题、

学术不端等问题，五年内未出现过重大教学事故。

学校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十一、申报学校承诺意见

学校对课程有关信息及课程负责人填报的内容进行了核实，保证真实性。经

对该课程评审评价，择优申报推荐。

该课程如果被认定为“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学校承诺为课程团队提供政策、

经费等方面的支持，确保该课程继续建设五年。学校同意课程建设和改革成果在

指定的网站上公开展示和分享。学校将监督课程教学团队经审核程序后更新资源

和数据。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