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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视域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尔夫教学中
的应用探索

杜玉珍

（河北东方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1）

摘要：社会在发展，技术也在时代潮流中更新换代，5G、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已经极为广泛，不再稀奇。体育是高校所有学生都要

学习的课程，混合式教学同样和体育课程进行了结合，多种信息化收教学手段涌现，如慕课、云平台等。这些改变都是为了培养更符合

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最终各专业人才将会为地区经济发展而服务，这也是产教融合的最终目的。本文以产教融合为背景，对高校体

育课程中高尔夫教学中混合式模式的应用展开了探索，希望通过混合式教学的应用，让高尔夫教学助力产教融合和区域发展，实现经济

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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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是国家与地方经济经济增长的关键点，高校应抓住

这一契机，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教育背景，密切和地方政府、

龙头企业联系，和地方产业实现共同发展，以此提高学生的就业

竞争力，进而促使体育产业能够高速发展。高尔夫运动起源于国

外，同时也成为了奥运项目，属于新兴体育产业。《“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倡导要促使全民健身和全面健康实现深度融合，

高尔夫运动与此相符。但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高校高

尔夫人才数量与市场需求还有较大差距，所以本次我们立足产教

融合的视角，对高尔夫混合式教学的应用进行探索，能够从一定

程度上缓解当前存在的问题，对于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地促

进作用。

一、调查统计分析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学习高尔夫技能，既是国家发展

的需要，也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对于体育产业发展大有

裨益。本次我们选择了 2022 级休闲体育专业高尔夫专项班学生

100 人，其中 50 人为实验组，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另 50 人

为对照组，采用传统式教学，开展为期一学期的实验。首先我们

选择了不同项目，100 米、铅球、800 米等项目，针对混合式对学

生的身体素质影响进行分析，判断是否有影响。之后通过高尔夫

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高尔夫理论知识指标变化，进一步说

明混合式教学的优势。

1. 混合式教学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分析

实验后 实验组（N=30） 对照组（N=30） T 值 P 值

高尔夫自主学习 143.16±2.71 134.00±2.37 2.442 0.021

通过表 3 可知，高尔夫教学中学生自学能力方面，实验组与

对照组 P<0.05，有显著性差异。这就说明，混合式教学比传统教

学法更加有效，能够明显提升学生自主学习高尔夫的能力。

2. 混合式教学对学生高尔夫理论成绩分析

理论成绩 对照组（N=30） 实验组（N=30） T 值 P 值

77.53±1.19 83.50±1.12 -3.775 0.001

从 表 4 中 得 出， 高 尔 夫 理 论 成 绩 对 照 组 的 平 均 分 值 为

77.53±1.19，实验组的平均分值为 83.50±1.12，其 P 值为 0.001

小于 0.05，存在显著性差异。实验组学生的理论成绩比对照组学

生的理论成绩高 5.97 分，所以混合式教学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高

尔夫理论成绩。

二、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差异原因

1.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实验组和对照组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实验组的学生通过

超星平台可以学到课程中所要学的高尔夫球技术动作和理论知识，

还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课程，从而实现自主学习的目标。而

且教师还可以通过超星平台，看到学生的学习进度，以及他们学

习的程度。二是利用超星平台，由教师针对各个章节提出问题，

让同学们进行讨论，为他们的学习指明方向，独立地解决有关的

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

获得知识。

2. 学生高尔夫理论成绩

实验组和对照组出现差异的原因在于：一是实验组实行混合

式教学，在课程开始之前，教师会将课程的内容，通过超星平台

发给同学们，让他们去自主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提问

和讨论，使学生对所学的课程有更深刻的理解。二是由于学生事

先就掌握了一些关于高尔夫球的理论知识，将其应用到高尔夫球

的技巧训练中，这样就可以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从而让学生

对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刻，在技术运用过程中巩固理论知识的掌握。

三是教师把问题放在超星平台上，让学生自己去寻找答案，然后

再去解答，这样就可以实现对理论知识的主动学习和对所学知识

的吸收，增进学生对高尔夫球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三、产教融合视域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尔夫教学

中的应用对策

1. 构建教学平台，密切教学联系

所谓混合式教学，是教师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紧密结合起

来。事物的衔接，往往需要有相应平台，为了推进体育产业发展，

发挥混合式教学的优势，高校就要从线上与线下两方面着手，对

具体应用进行探索，具体如下：第一，线上教学。学校要利用校

内资源，给教师教学提供平台，师生只需要登录教学平台，就可

搜索到自己想要的内容，比如电子教材、在线视频或是其他辅助

材料。这些内容中，包含了高尔夫运动规则、技术动作要领以及

战术策略等，经过不同形式的呈现，学生身处数字环境下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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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会得到增强，由此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有效性。

与此同时，该教学平台还包含了在线测试、作业布置等功能，教

师登录平台后就可见到学生的学习进度，找到其不足之后，便可

予以针对性指导；第二，线下教学。高尔夫项目想要提升教学实效，

学生需要有足够的高尔夫运动场地进行练习。线下教学中，学校

可以为师生提供高尔夫球场、训练场或模拟器等，学生日常学习

和练习都得到保障，给学生提供更为真实的训练场景。通过线下

教学，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达到具象化的效果。总体来说，线

下的有机结合，能弥补各自不足，学生可从中掌握高尔夫运动技能，

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2. 密切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

俗话说“嘴把式不如手把式”，部分学校因为场地有限，可

能无法给学生提供相应的训练场。此时，学校就要和当地的相关

部门密切联系，从体育产业中汲取力量，获取更多的教学资源，

由此实现优势互补，推动高尔夫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双方的合作

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合作方式层面。学校和相关企业合作

期间可共同创建实训基地，采用联合培养高尔夫人才的方式，投

入相应资金或技术进行研发。实训基地创建成功后，学生就可在

训练场进行实操，将课堂上所学技能在实践中操作，真正掌握操

作技能。学校和企业的研发工作可以同时展开，以此推动该运动

的发展；第二，合作内容层面。学校和企业的合作，不只是停留

在表面或是简单的合作，而是要深入到高尔夫运动的各个层面，

企业不只要提供场地，还可参与到日常的高尔夫训练、比赛或管

理当中。相较于高校教师，产业从业者能第一时间洞察到行业变化，

他们掌握着最前沿的发展趋势。因此，企业参与到高尔夫教学内

容的制定当中，可以弥补教师不在一线，无法精准把握一线情况

的不足，给其教学融入更多的新鲜元素，保持高尔夫教学的先进

性和前沿性；第三，合作机制层面。创建有效的沟通机制与反馈

机制，保证校企合作顺利的基础上，提高合作成效。高校和企业

之间要建立健全的沟通机制，彼此之间可以及时共享信息，针对

学生实践中的问题可进行交流，以便共同协商解决问题。与此同时，

校企之间还要完善协调机制，切实保障双方权益。

3. 提高实践能力，夯实师资力量

无论是产教融合的大背景，或是混合式教学形式的变化，都

需要教师要跳脱出理论层面的束缚，将实践能力和理论知识放在

同一地位。产教融合要求教师要有扎实的实操技能，而混合式教

学要求教师要有相应的数字素养。本文认为教师可从如下两方面

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第一，锻炼高尔夫运动技能。教师是学生

学习路上的引路人，也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主力军。高尔夫教学

不只是要给学生传授技能，面对运动中的很多突发情况，教师还

要教给学生应对技巧。利用现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以视频、动画等方式给学生展示动作要领，对不规

范的动作要及时纠正，不断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另外，教师也

要培养学生的高尔夫文化素养，如运动礼仪和规则意识等，促进

学生成长的全面性；第二，提高教师的数字化素养。混合式教学

模式下，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基础，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

制作课件或视频，方可实现该模式的应用。对此，学校还要着重

提升体育教师的数字素养，如针对在线教学平台使用、网络资源

整合技术以及数据分析等进行培训，以此实现高效教学。与此同时，

教师也要主动了解现在的信息技术发展，根据教学实际选择合适

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就此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

4. 完善教学评价，促进全面发展

产教融合背景下，判断高尔夫教学是否有效，学生是否掌握

了运动技能，教学评价无疑是重要手段之一。传统的教学评价大

多为结果性评价，很少有教师关注到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过程。这

一弊端制约了教学改革，也不利于高尔夫教学的发展，因此针对

课程评价体系，要及时进行完善。本文认为学校要做到结果性评

价和过程性评价相融合，兼顾结果，更要关注学生过程中的表现，

具体如下：第一，过程性评价。顾名思义，指的是针对学生期间

的表现，对其进行评价，如展现的学习态度、参与积极性、合作

能力等。线上教学实，教师利用在线平台能记录学生的学习轨迹，

掌握他们的观看视频的时长、讨论次数和作业提交等，将此作为

过程评价的依据。线下教学时，教师主要是观察学生实际操作和

模拟比赛等情况，对他们展现出来的团队合作能力予以科学评价；

第二，结果性评价。除了关注过程之外，教师还要注重最终呈现

的结果，不同的过程会展现不同的结果，反映的问题也各有不同。

教师根据结果，可以对整体过程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不足，然

后针对问题剖析原因，这对于后续的教学计划调整大有裨益。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高尔夫教学的开展，有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

进行。产教融合背景下的体育产业发展中，高尔夫运动是其重要

组成部分，而作为大学生休闲体育项目的选择之一，将混合式教

学应用于该教学，对于教学质量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结合

具体的调研数据，分别从几方面进行了数据统计，总结了各结果

出现的原因，最后提出了如何在产教融合背景下，更好的应用混

合式教学，即构建教学平台，密切教学联系；密切校企合作，深

化产教融合；提高实践能力，夯实师资力量；完善教学评价，创

建评价体系，以此提高高校高尔夫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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