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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素质教育影响下,多媒体技术以被广泛应用在中职院校教育教学中,这转变了传统死板教学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

了课堂教学的灵活性和时效性,更好的推动了教学活动的开展。本文主要对多媒体技术在中职体育课太极拳教学中的运用进

行分析研讨,希望对中职体育教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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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职院校体育课太极拳教学中,由于太极拳自身特性

的影响,学生对其兴趣及参与积极性不高,教学质量低下,很

难满足现今素质教育的要求。为此,需将多媒体技术合理应

用到中职院校太极拳教学中来,通过形象、生动的视频、图

像等的展示来吸引学生眼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改

进学习质量。 

1 太极拳运动的特征 

太极拳作为武术运动的一种,在我国拥有较为悠久的发

展历史。太极拳属于综合性较强的体育运动,不仅包含武术

方面的知识,还涵盖哲学、养生等多方面内容,通过太极拳的

练习,一方面能够实现人们意、气、身这三者的锻炼,另一方

面也能让人们从太极拳练习中发现不同的形态美、哲学美及

神态美,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提升人们的精神层次。以往太极

拳都是老年人的娱乐活动,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太

极拳认知的深入,其逐渐向年轻化方向转变,并得到了普及

和推广,成为人们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体育项目。 

2 中职院校体育课太极拳教学开展的意义 

2.1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水平 

中职院校学生正处在成长期,不仅思想趋于成熟,对身

体素质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太极拳作为传统武术类运动项目,

将其融入到中职院校体育教学中来,对于加深学生的思想意

识,增强身体协调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太极拳是一项动静结

合、快慢结合、刚柔结合的运动项目,每个动作对身体的柔

韧性、力量及协调性都有较高要求,且虽然太极拳的动作较

为简单,但是在训练学生的反应能力、力量和速度上却有着

显著效果,能够更好的促进学生神经系统的运转,提高学生

的灵敏度和身体协调度。这些能力的提升能够帮助中职院校

学生更好的进行技能学习和掌握,方便日后就业。所以在中

职院校体育课中,开展太极拳教学是尤为必要的。 

2.2有利于学生人格的塑造 

对于部分中职院校的学生来讲,因受到家庭及学习环境

的影响,形成了偏执型人格,或暴力、激进、或懦弱、胆小,

不管哪种性格对于学生日后发展都会带来较多的不良影响。

而太极拳教学活动的开展,能够在太极拳练习中为学生注入

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改变学生的思维模式,树立积极向上的

乐观态度。同时枯燥的太极拳运动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意志

力、忍耐力,舒缓学生的暴躁情绪,并在此基础上,了解武术

精神的内涵,树立正确的人生品格,养成谦让、厚朴、宽容的

品德。 

2.3有利于提高体育美的欣赏水平 

太极拳运动是通过人体形态的动静变化来实现运动效

果,且每一个动作形态的演示都较为注重形态、节奏、线条

等的美感,让学生在练习时能够更好的体会体育美的特点,

并从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内涵及意境,不断提升学生的精神

境界。 

2.4有利于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 

与普通院校相比,中职院校的教学压力较小,学生的课

余时间也较多,再加上太极拳练习对空间要求不高,基本随

时随地都可进行,较为适合中职院校的学生丰富自身课余生

活,达到陶冶情操的目的。 

3 中职院校太极拳教学的现状 

3.1参与积极性不佳,学习较差,动作要领掌握不全 

中职院校的学生正处在青春期,思想波动较大,很难长

时间集中注意力在一件事情上,所以在太极拳学习时,经常

会存在这种情况：在学习第二式动作时,第一式的动作要领

已经忘记差不多,且随着时间推移,学习内容的增多,整体记

忆效果也将逐渐减弱,待 后全部学习完成后,学生能够记

下的动作及要领少之又少,很难达到教学要求。另外,太极拳

的招式是从简到难的,对于招式的流畅性要求较高,如果前

面的内容无法熟练掌握,在后续练习时,很难保证学习效果,

重新了解势必会浪费更多时间,影响整体教学质量。 

3.2学生的领悟能力较低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教师纠错过程中,对于学生学习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教师能够及时对其问题予以纠错和改

正,但是由于学生的领悟力较低,对于动作要领的掌握较差,

影响了整体学习进程。针对这种情况,教师需要不断的进行

问题纠正,甚至同一问题要说上百次,才能逐渐将学生的问

题改正过来,这不仅会消耗较多时间,也会消磨教师的耐心,

影响教学效果。另外,在太极拳练习中,学生能够及时发现他

人身上存在的问题,却无法发现自身的不足,很难自主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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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错误。 

3.3无法展现太极拳的韵味和神髓 

中职院校的学生在学习完太极拳后,虽然能够记住所有

招式,但是由于不了解太极拳的精髓及内涵,只能简单的进

行动作模仿,却无法保证太极拳打出效果,动作过于生硬刻

板,无法表现出太极的空灵和飘逸神韵。 

4 问题产生原因 

一是受到太极拳自身特点的影响,中职院校学生在太极

拳的学习中存在诸多问题。太极拳毕竟属于武术的一种,仍

具攻防特性,而与普通拳法不同的是,太极拳较为注重动静

结合、内劲与意识的融会贯通。太极拳有着自身的动作要求,

其不仅内敛连贯,还柔和圆通,独具神韵和内涵,每一个动作

与下一个动作之间没有间歇,一个动作的结束就是另一个动

作的开始,前后贯通,连绵不绝。 

二是中学生自身的性格特征,使其对太极拳的领悟存在

表面性。中职院校体育教学中,太极拳并不是作为必修课而

是选修课,学生可根据自身喜好及性格特征选择自己喜欢的

体育活动。但由于太极拳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在学习中也以

理论知识为主,对于中职院校的学生来说,缺少灵活性和趣

味性,再加上学生自身对理论知识的排斥,使其对太极拳学

习的兴趣缺缺,降低了教学效果。 

三是中职院校教授太极拳的固有模式,使学生打出的太

极拳缺少神韵。在太极拳教学中,教师要将手势与步伐分开

教学,两者熟练后,才能教授学生如果进行动作的连贯打出,

并确保上下身的协调性,之后教会学生如何呼吸,完成身体

与意识的有机融合,明确太极拳要领。这种教学思路遵循了

传统太极教学从简到繁、从形似到神似的思路,教学方法也

以从旁指导、动作演示、反复教学为主。另外,中职体育教

师数量较少,一名教师难以满足多数学生的需求。 

5 多媒体技术在中职院校体育课太极拳教学中的运用 

5.1在初学阶段的应用 

结合目前中职院校学生太极拳学习情况可以看出,学生

在对太极拳新动作的方向及轨迹上存在不清晰的情况,需要

教师通过不断演示、指导和纠正,加强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太

极拳动作的流畅性。而通过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教师可在演

示和练习前,通过多媒体课件的播放让学生熟练掌握该式的

分解动作,并在观看中提出疑问,了解招式内容,强化教学效

果。如果学生还无法熟练掌握,教师还可以进行播放暂停,

有针对性地讲解动作,给予学生 直观的教学,加强对学生

动作的细节锻炼。另外,学生可以在课外利用多媒体练习,

这对学生快速掌握动作细节有很大的帮助。 

5.2纠错阶段的应用 

在纠错环节内合理应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活动,及时

纠正学生招式中存在的不规范或错误行为,加强动作的标准

性。在练习过程中,难免会存在重复情况,学生在面对重复情

况时,很容易出现马虎大意的现象,打出动作出现不规范性。

利用多媒体技术,学生可将自己的招式演练记录下来,并上

传给教师,教师通过观看上传视频,找出学生招式中存在的

错误,及时纠正学生不足。当前,智能手机的像素已经非常出

色了,教师可以发挥智能手机等多媒体的作用,在练习中进

行拍摄,然后对比标准动作,从而发挥出多媒体在纠错阶段

的重要作用。 

5.3在太极韵味学习上的运用 

中职院校学生的思维模式还不是十分成熟,在动作学习

中,通常都是从点线开始定位,这使得太极动作多少存在机

械僵硬性,且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多,即使学生明确了学习轨

迹,但在把控上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很难将太极的韵味体

现出来。而利用多媒体技术,则可以很好的克服这一问题,

提高学生对动作的理解和感悟能力,并通过视频的循环播放,

来帮助学生将动作串联起来,加强动作之间的连贯性,进一

步了解太极韵味。 

6 结语 

综上所述,多媒体技术在中职院校体育课太极拳教学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增强了太极拳教学的生动性、趣

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提高了教学效率,加强了学生

的学习效果,使学生充分体会到太极拳的精髓,实现了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方毓臻.多媒体技术在中职体育课太极拳教学中的

运用[J].亚太教育,2019(02):95. 

[2]胡建平.探究式教学模式下太极拳教学运用多媒体手

段的实验研究[J].运动,2017(19):55-56. 

[3]刘向东.太极拳教学引入高中体育课的研究[J].运

动,2019(04):112-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