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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分析 

课程名称 健身俱乐部流⾏课程基础 授课内容
交替类步伐动作变化

——Jazz Square

授课对象 21级健身专项班 授课⼈数 32

授课地点 健美操馆 授课类型 专业必修课

内容分析

本次授课内容是交替类步伐动作变化（Jazz Square⽅形步），是交替类步伐动作变化

章节的最后⼀个内容，在此之前，学⽣已经学习了多个交替类步伐的动作变化内容，这为

过度到Jazz Square⽅形步动作变化的学习起到了铺垫作⽤。同时，本次课是对第⼀章的整

体应⽤，也为下⼀节进阶实践课打好基础。

学情分析

知识与技能基础
休闲体育专业的学⽣，在⼤⼀先修了《健美操》课程，了解本项⽬

运动特点、创编原则等理论基础。

认知与实践能⼒
通过主办校企公开课与休闲运动⽂化节，具有健身俱乐部流⾏课程

的实践经验，但并不深⼊。

学习特点

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学习兴趣⾼、单个动作的控制能⼒较好。不⾜

之处在于，同学们缺乏表现欲望，还有少部分同学对⾳乐的节奏感、肢

体的协调性还有待提⾼ 

教学⽬标

知识⽬标

1. 了解上下肢动作的拆分合并练习⽅法 

2. 基本掌握⽅形步的组合⽅式及变换⽅式 

3. 掌握⽅形步的技术要领

能⼒⽬标

1. 90%以上的学⽣能创造并示范⽅形步的动作变化 

2. 85%以上的学⽣能熟练掌握整个交替类步伐组合 

3. 90%以上的学⽣能提⾼协调、灵敏等身体素质

情感⽬标

1. 具备良好的与⼈交流和团队协作能⼒ 

2. 具备科学求真的态度和职业素养，发展学⽣⾃主学习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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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步伐动作变化中的上下肢协同配合

解决策略 课前采⽤先⾏组织策略，在微课中⽤镜头呈现⽅式、示范⾯拓展等

技术解决技术应⽤问题。 

课中采⽤⾏为练习和基于问题的策略，通过情景模拟和变式任务助

⼒学⽣对上下肢的协同配合。 

课后采⽤作业重塑和领操实践等策略进⼀步巩固提升和拓展应⽤。

教学难点 技术动作与⾳乐节奏的控制和把握 

解决策略 课程借助媒体，采⽤节奏可视化技术及节奏器具的应⽤突破难点。

教学策略

课程采⽤基于成果导向理念的导学式教学策略，即在教师引导下，学⽣通过观察、实

践进⾏⾃主学练，以期实现预期学习成果的⼀种教学策略。这个预期学习成果，在课前通

过课程⽬标确定，同时设定任务序列，学⽣进⾏⾃主学练。在课中任务驱动教学与合作学

习,聚焦学习成果的达成。课后成果巩固提升，实现进⼀步⾼阶运⽤。课程整体运⽤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进⾏教学实现，根据项⽬特点进⾏过程化考核，实现有效教学管理。 

 

图1  基于成果导向理念的导学式教学策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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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

导学式教学策略中的“导”，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学习成果的达成，我主要采⽤

了任务驱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微格教学法等来引导学⽣主动学习，促进知识的内化。 

导学式教学策略中的“学”，就是学⽣根据学习成果的达成，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主

学习、探究学习、拆分合并等学习⽅式掌握教学重点。通过微格训练、合作学习、团队学

习等学习⽅式克服教学难点，逐步达成教学⽬标 。

教学资源

1.课程基于SPOC搭建领完善的教学资源配套，已完成微课拍摄15个，每章节均上线⾏

业前沿的教辅参考资料，所创建的混合课程⽬前已有129015次浏览量，594⼈次学习。 

 

2.教师建设独⽴教学平台，利⽤个⼈IP增加学⽣获取教学资源的效率和传播度。 

 

3.引⼊校企合作的企业资源，对接⾏业需求，从师资、实践项⽬等共促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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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活动
设计意图 

信息化⼿段

课前阶段

布置任务

创设情景—— 
健身操教练领操任务。 
确定学习成果——应⽤
90%的交替类步伐的动作
变化 
交代任务序列和任务⽔准

发布知识导图 
布置学习任务 反馈：学的兴趣 任务化要求

⾃主学习

理论学习 
技术内容学习 
完成讨论

过程化引导在线教
学资源与教学活
动、在线答疑

反馈：学的问题 
完成：任务序列

结合SPOC配套课
程，进⾏过程化引
导 
在微课中采⽤镜头
式呈现⽅式、示范
⾯拓展、节奏器等
技术突出教学重点

结果性检测
检测理论知识点 
检测技术完成规范度 
检测讨论相关度

激励与考核并进
完成：作业互评  
反馈：学的情况

结果性检测学习成
效，促使课前环节
⾼参与度的⾃主有
效学习⾏为发⽣

课中阶段

准备部分 
10-15分钟

1.课堂常规 
集合 、整队、宣布课堂内
容 、思政教育

讲解归纳 主动思考 
反馈问题

聚焦成果的达成

2.专项热身 
以已经学过的交替类步伐
结合⼿臂动作来进⾏热身 

讲解示范 在⾳乐伴奏下观察
与模仿练习

提⾼学⽣中枢神经
系统兴奋⽔平，避
免损伤，也可以很
好的复习之前学过
的基础步伐 。

3.节奏游戏 
运⽤⿎点的⾳乐节奏游戏 

讲解示范 在⾳乐伴奏下观察
与模仿练习

通过对节奏的强
化，为课程内容做
铺垫，引导学⽣克
服 “交替类步伐⾳
乐节奏的控制和把
握”的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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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部分 
55-65分钟

1.激活旧知 
阐述旧知和新知的结构关
系，让学⽣载⼊原有的技
术经验

讲解示范 
直观教学法 根据⾳乐现场复现

并展示已学步伐

激活旧知 
增强学习积极性的
同时，了解同学们
的学习状态

2.实践新知。 
（1）粗略掌握动作 
⽅形步的步伐+⼿臂动作
变化教学 

（2）改进与提⾼技术 
⽅形步的步伐+⼿臂动作
变化的技能适应性训练 

（3）达到熟练运⽤ 
对交替类步伐章节进⾏整
合应⽤ 

讲解示范·完整与
分解教学 

集中与分组练习
法、变换练习法 
预防与纠正错误法 

引导拆分合并学习 
微格教学法 
巡回指导 

观察模仿 
重复学练 

⼩组学习 
变式练习 
探究学习 

合作学习 
⼀致练习 
视频分析 
分段巩固 
拆分合并练习

形成对⽅形步的动
作表象 

形成对⽅形步的动
作分化 
线下运⽤电视屏幕
进⾏可视化节奏训
练，引导学⽣突破
难点 

形成对⽅形步和整
个交替类步伐章节
的熟练运⽤ 
线下运⽤电视屏幕
进⾏微格训练，引
导学⽣有效⾃主学
习。

3.成果展示 
分⼩组领操展示 

体验练习法 
总结评价

分组领操展示 
挑战更优 
⼩组互评

对接企业岗位 
注重成果实现 

结束部分 
10-12分钟

1.放松与拉伸 教师示范 学⽣模仿

使学⽣身⼼得到充
分的放松，避免损
伤，缓解疲劳、恢
复⼼率。 

2.课堂⼩结 
回顾课程内容、重难点 
布置实践演练作业

讲解归纳 
激励与点评并进

主动思考 
反馈问题

激发同学们表现欲
望的同时，也进⼀
步的强化的基础动
作要领 

课后阶段

作业重塑
作业互评 
技术回顾

组织优秀作业评
选，发布技术特点
讨论任务 
点评指导

主动参与 
反馈问题

重在巩固提升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活动
设计意图 

信息化⼿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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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评价 

四、教学反思 

领操实践
在社团公开课活动中，学
⽣上台展示课程所学内容

组织社团公开课活
动。课程答疑

主动参与 
反馈问题

重在外延拓展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活动
设计意图 

信息化⼿段

教学评价
1.教学分析：教学内容在教材基础上拓展了整体的综合运⽤，内容选

取符合学⽣的认知⽔平，教学内容恰当，具备⾼阶性与挑战度。

教学⽬标确定
多数学⽣能够掌握交替类步伐动作变化的基本要领，能够熟练应⽤

整个交替类步伐的动作变化，形成解决领操实际问题的能⼒。

教学策略

采⽤基于成果导向的导学式教学策略，并采⽤与学⽣预期学习成果

适配的教学法与学习⽅式，激发学⽣的学习热情，促进学⽣进⼀步提⾼

主动学习的能⼒、思辦能⼒、分析能⼒、动⼿能⼒。适⽤先⾏组织策

略、⾏为练习和基于问题的策略，有助于突破教学重点，易于学⽣掌握

复杂知识的学习规律，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有效⽅法。

教学特⾊

教学设计中，结合线上线下混合教学，通过微格教学，体验练习

法，将学⽣置身于⾼度接近健身俱乐部操课的虛拟环境，学习效果明显

提升。

本节课的教学效果预计，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积极参与各环节练习，教学课堂氛围

活跃，课程⽬标完成率90%，平均⼼率在 120次／分，练习密度为50–60%。本课教师借

助信息化⼿段解决了传统体育线上课程教学教师难指导、 学⽣难练习、作业难下⼿的难

题。通过视频展示应⽤，规范动作要求，调动学⽣参与热情。 

在知识⽬标上，通过视频学习、视频展示等⽅式，学⽣较好地了解了健美操交替类步

伐的特征，基本掌握Jazz square动作要领及应⽤⽅式。在能⼒⽬标上，以⾃编⼿位动作为

⼿段，培养学⽣创新能⼒，90%以上的学⽣能熟练掌握整个交替类步伐组合。在情感⽬标

上，通过微格训练⼿段学⽣科学求真的态度和职业素养，学⽣较好地掌握了的基本⾃学能

⼒与应⽤能⼒，但对学⽣表演与创编能⼒的培养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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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创新 
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较为成熟。采⽤基于SPOC的混合式课程教学策略，建设独⽴教

学平台，利⽤个⼈IP增加学⽣获取教学资源的效率和传播度。⽬前课程已有129015次浏览

量，594⼈次学习 

 
2. 善于运⽤现代信息技术。采⽤镜头式呈现⽅式、示范⾯拓展、节奏器等技术⼿段构建

了智慧体育课程，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3. 构建递进、多样、分层、互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依据成果导向的导学式教学策略，课程构建了递进、多样、分层、互动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将知识学习融合到成果实现和任务解决的情境当中，丰富了教学⼿段，令学⽣们⽿⽬⼀

新，反响强烈。⽆论是学习积极性、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学中的参与度，都有了极⼤改观，

使课堂教学⾏为效度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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