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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ＣＤＩＯ模式的田径普修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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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田径普修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学观念陈旧、形式单一、教法呆板、重形式轻实质、缺乏创新等问题。将
ＣＤＩＯ先进教学理念引入到田径普修实践教学中，重点分析了其架构，设计了基于 ＣＤＩＯ的田径普修实践教学总体目标、
实施方案和步骤、学习方法和考核评价，并结合案例设计进行分析。实践表明：基于 ＣＤＩＯ理念的田径普修教学改革模
式能明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交流与写作能力，整个课堂教学质量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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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根据教育部２００３年６月份下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文件，要求从

２００４年开始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含综合大学、师范院校、体育院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中施行，该方案
明确提出田径是六大类必修课程中的主干课程，并要求给与足够的重视和重要地位①

①

。２０１０年《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
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

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增强诚信意识，养成良好学风②
②

。高校作为大中

小学体育教师的摇篮，每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体育师资及社会体育工作者和体育组织者，在体育

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田径普修作为体育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它强调速度与耐力的结合，力量与技巧的融合，在竞技

体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学校体育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基础作用。然而，目前的田径普修实践教学

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１）教学观念比较陈旧落后，教学形式单一，都是固定的“三段式”教学，缺乏
创新部分，对探究式、自主式和合作式理解不深，重形式轻实质，重现象轻本质等；２）技术动作都是“注
入式”教学，教法比较呆板，忽略了学生个体运动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差异，缺少个性化教学方式（如探究

式、自主式等），不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３）运动技能考核比较片面，重达标、轻技能，缺少多元化和
人性化的评价标准。

基于ＣＤＩＯ工程教育理念是以人为本，凭借丰富的经验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运用启发式和互动式
教学，突出知识的积累，强调“做中学”原则和“基于项目的教育和学习”原则，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团队能力、创业能力、交流与写作能力、领导能力等③
③

。笔者在同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１－３］，将 ＣＤＩＯ
教学理念融入到田径普修实践教学中，重点分析与构建了基于 ＣＤＩＯ的教学总体目标、实施方案、案例
设计教学、学习方法和考核评价等方面，促使田径普修实践教学的每个环节都能为整体培养目标贡献最

大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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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ＣＤＩＯ模式的田径普修实践教学改革设计
２．１　实践教学改革的总体目标

根据《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的总体要求，基于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理念的田径普修实践课主要培养
学生的学科理论知识体系，掌握跑跳投的基本技术和运动技能，同时，使学生掌握并具备中等学校体育

教师必备的田径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技术和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使学生具备从事中等学校田

径运动各项工作的基本能力。依据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标准，笔者将基于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理念的田
径普修教学总体目标分为认知、技能技术和情感三个领域部分，详情如表１所示。

表１　基于ＣＤＩＯ模式的田径普修实践教学改革目标

培养领域 学习层次 目标与内涵

认知领域

识记 能记住相关知识和技术动作要领，并能清楚表述。

领会 能理解技术动作要领，能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其相关知识，并能鉴别正误。

应用 能将知识信息用到新的情境中，能示范、解答并制定计划和方案。

分析 能将知识信息分解和分析，能明确完整的知识信息之间的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综合
能将分解的知识信息进行组合，形成完整的知识整体。并能将不可分割的完整信息贯穿

到教学和训练中。

评价 能运用获得的知识信息标准，判断其动作的正误。

动作技能领域

粗略掌握
通过观看技术图片和影像，讲解示范，学生模仿操练，建立完整的正确技术动作表象。使

学生对动作过程、要领建立基本概念。

改进提高
提高练习的条件和难度，克服动作僵硬和不协调现象，通过分解或完整的练习，使学生体

会各技术环节之间的联系，基本掌握和熟练掌握技术动作。

熟练巩固
反复进行完整技术练习，能较准确的完成完整动作。重点讲解各技术动作环节的作用，

加深对技术动作的理解和体会，组织测试，提高学生对技术动作实际应用能力。

情感领域

接受 学生愿意注意课堂活动，教师指引和维持学生的注意。

反应 学生主动参与，愿意接受老师的注意，表现出对课堂活动的兴趣。如自愿和愉快的练习。

自觉表现
由注意课堂活动到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到欣赏课堂活动的转化，经常自觉表现。如表现出

愿意奉献和担当等良好的个性品质。

２．２　实践教学改革班级与课时分配
根据ＣＤＩＯ的教学理念，田径普修由一位任课老师担任，班级人数适合２０～２５人左右，上课时间适

合安排在两个连续学期内完成，通常安排在每学期的１～１２周，每周４学时，每学期４８个学时，总学
时９６。
２．３　实践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基于ＣＤＩＯ教学理念是强调“做中学”和“基于项目的教育和学习”原则，强调学生主动参与理论学
习，并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完美转化，田径普修实践教学遵循“教、学、做”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突出

以人为中心，具体设计步骤见表２所示。
表２　基于ＣＤＩＯ模式的田径普修实践教学改革的实施方案

阶段 任务 指导与监督

构思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
教师布置学习项目内容和任务，学生根据内容

查阅资料，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的构思。

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完成。学生分组进行，负责本模块

的资料查阅。

设计Ｄｅｓｉｇｎ 各小组分析讨论，整理相关信息。 教师指导，各组学生自主完成。

实现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各小组按照分工，完成各自的模块。 教师指导，学生自主进行。

运作Ｏｐｅｒａｔｅ 各小组实施模块，展示项目设计成果。 教师指导，监督，反馈，学生讨论，总结，共同解决问题。

３　基于ＣＤＩＯ模式的田径普修实践教学改革案例设计
笔者以湖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４级１班田径普修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 ＣＤＩＯ教育模式实

践教学改革与实验，选用申伟华老师的《田径运动双语教程》为教材，以孙庆杰老师的《田径》、熊西北老

师的《田径基础教程》和文超老师的《田径运动高级教程》为教辅资料，以男子１１０米跨栏跑项目为例，
详细设计了基于ＣＤＩＯ模式的实践教学案例。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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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构思（Ｃｏｎｃｅｉｖｅ）
首先，组织学生观看世界１１０米栏优秀运动员比赛视频和教学视频，使学生对１１０米跨栏项目有一

个整体的认识，然后将学生分组，２０１４级体教１班共２２人，每３～４人一组，学生自由组合，共分为７个
小组，各小组从跨栏跑项目的发展史、跨栏步技术、起跑至第一栏技术、栏间跑技术、冲刺跑技术、全程跑

技术和跨栏跑规则和裁判法中选取学习模块，每组选出一位组长，组长安排和组织本组的学习，集体构

思，讨论完成１１０栏学习模块的可能性和预期目标，在选择主题模块时若有冲突，由教师协商调解。
３．２　设计（Ｄｅｓｉｇｎ）

教师列出各模块的阅读提纲，如１１０米栏项目的术语，各模块分教学重点、难点和易犯错误级纠正
方法，跨栏跑教学中应注意的事项等，设置１１０米栏项目规则和裁判法的思考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拓
展地阅读课外书籍，引导学生，组织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弥补各自阅读时的疏漏，激发学生再次阅

读，寻找最佳答案，从而进一步学习本模块的知识，同时阅读水平和层次都有所提高，培养自学能力。引

导学生从熟读到讨论再到精读本组模块的基本知识，让学生在完成各自模块的学习任务中形成阅读—

讨论—再阅读的良性循环，指导每组讨论和设计自己的实施方案，教师要充分了解各组学生的基本情

况，如性格、语言表达能力和兴趣爱好等特点，在组长的协助下进行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提

高学生主动学习和相互沟通的能力。

３．３　实现（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教学实现过程需要在操作之前反复演练，各小组成员要积极协作配合，通力合作完成目标任务。如

跨栏跑项目的发展史这一模块。学生需根据老师拟出的提纲，将其模块的学习分为３个工作任务来完
成。第一个任务是介绍跨栏跑项目的起源、概念和技术发展历程。第二个任务是目前中国、亚洲和世界

纪录的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第三个任务是讲解跨栏跑项目的正确技术（可以利用视频、动画和图片

等），并采用蹲踞式起跑跨１到３个栏来示范跨栏跑技术。第四个任务是要求本组同学体验性地跨越一
个栏，并练习３次，这个模块的学习可以安排３个同学分别去搜集相关资料，并分别负责各任务知识点
的梳理并制作成 ＰＰＴ或 Ｗｏｒｄ文档，通过反复演练和讨论后，由组长负责本组模块的演示和修改，并向
老师汇报工作，最终完成本组模块的学习任务。

３．４　运作（Ｏｐｅｒａｔｅ）
在教师的指导下，各小组组长全面负责本组模块学习，鼓励学生尽其所长，大胆沟通和交流，组长挑

选学生代表本组在课堂上展示本组学习模块的学习成果，汇报内容主要涉及学习任务模块、任务学习的

设计思路、研究过程、交流合作、学习任务的拓展、主要困难、解决困难的方法、个人的收获和体会等。最

后，教师对每组的运作进行点评，突出设计的亮点、提出不足和修改之处，补充和完善各自的方案。

４　实践教学改革的教学方法与评价
４．１　实践教学改革的教学方法

田径普修作为体育教育专业的必选课之一，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其它专业的学生好，但对跨栏跑项目

而言，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鉴于跨栏跑项目的复杂性和高难度要求，应打破传统的常规教学方法，根

据ＣＤＩＯ国际工程教育理念，突出以人为本，凭借教师丰富的实践经验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运用启发
式教学、互动式教学方法，强调“做中学”和“学中做”，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全员参与、分工

合作、经验分享，信息共享，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４．２　实践教学改革的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应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态度、平时表现、理解能力、技战术、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等。主要

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本组学生间的相互评价、各学习小组间的相互评价。教师评价占６０％，本组学
生间的相互评价占１０％，学习小组间的相互评价占３０％。

笔者就上述实践教学改革方法在我校体育教育专业做了几次实验，从技评测试和达标测试的情况

来看，实验改革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学生的学习兴趣、主观能动性、沟通能力、乐观精神、专业技能和

竞技能力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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