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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运用文献资料研究、逻辑分析法等围绕以AI技术为基础的高校智慧体育教学模式如何创

新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当前AI技术在高校体育教学中仍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技术成熟度与稳定

性需进一步提升,体育教学中大数据人才缺失严重,网络安全与数据缺漏等现实问题阻碍其发展。基于此,

应加强校企合作研发,推动技术成熟与成本降低。有效保护学生数据安全,构建系统性培训体系提升体育

教师的技术素养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和谐共融更重视其对学生体质健康、运动技能提升、以及综合素质

培养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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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logic analysis to discuss how to innovate the intelligen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s based on AI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I technology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of exploration i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maturity and stability of technology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refor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maturity and cost reduction. To effectively protect students' data security, build a 

systematic training system to enhance the technical literac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achiev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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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AI技术的迅猛发展,“AI+”已经逐步融入到各个行业

的生产和生活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科技部等六部门关于印

发《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鼓励高校院所参与人工智能场景活动

的创新,指出了未来高校智慧体育教育的发展路径[1]。因此,本

研究以AI技术为基础,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又满

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新路径,为高校体育教育的现代化转

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引领。 

1 基于AI技术的高校体育教学概述 

1.1 AI技术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在“互联网+”背景下,AI技术为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创新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基于AI技术,高校智慧体育教学模式得

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例如,通过智能穿戴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学

生的运动状态、心率、消耗的卡路里等生理指标,从而为教师提

供个性化的教学建议。同时,对学生的运动表现进行精准评估,

为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教学反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训练计划

和指导,及时调整体育教学策略和方法[2-3]。高校还可以利用

AloT(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融合技术)构建智慧体育管理平台,

实现高校间体育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通过平台化管理,

教师可以方便地获取教学资源和信息,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同

时,学生也可以通过平台获取更多的学习资源和互动机会,促进

他们的全面发展。 

1.2 AI技术与高校体育教育融合的内涵特征 

AI技术与高校体育教育融合的价值选择旨在通过技术创新

与模式变革,实现高校体育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利用元宇宙平台

增加高校体育用户的IP数量,提升大学生群体的参与度,创造不

受场地限制的沉浸式体育活动体验。个性化训练与竞赛体系通

过人工智能与生物传感技术,根据个体差异定制训练计划,同时

在元宇宙空间举办虚拟体育赛事,打破地域与物理限制,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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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供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体育场景。 

1.3 AI技术与高校体育教育融合的发展路径 

AI技术与高校体育教育融合的发展路径探索上,首先要强

化技术基础设施,包括提升VR/AR沉浸式技术的体验感与普及率,

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安全性与应用范围,为元宇宙体育平台的稳

定运行与数据安全奠定基石。同时,加快5G、云计算等通讯技术

的部署,确保高速低延迟的交互体验[4]。结合AI算法提供个性化

训练计划与健康管理服务,增强用户粘性与参与感,拓宽体育受

众基础。推动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建设,在保障安全、公平的前

提下,最大化释放体育教育的发展潜力,开启高校体育教育元宇

宙的新篇章。 

2 AI技术对于高校体育教学发展面临的挑战 

2.1 AI技术的成熟度与成本问题 

当前AI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仍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

技术的成熟度与稳定性需进一步提升。高端技术设备与软件开

发成本较高,可能给高校带来较大的财务负担,尤其是在资源分

配不均的情况下,技术普及与更新面临挑战。由于成本较高,目

前只能在部分热门体育课程中应用该系统,而一些小众体育项

目则无法享受到同样的技术支持。这可能导致不同体育项目之

间在教学资源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3]。尽管AI技术具有巨大的

潜力,但要实现全面普及和广泛应用,还需要在技术研发、成本

控制以及资源分配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2.2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 

高校智慧体育教学依赖大量学生个人数据与运动表现数据

的收集与分析,如何确保这些敏感信息的安全,防止数据泄露或

被滥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敏感信息,一旦泄露或被滥

用,将对学生的隐私和权益造成极大威胁。数据存储过程中也存

在风险。如果平台的数据存储系统安全性不足,或者存在漏洞,

那么这些数据就可能被黑客或恶意第三方获取。如果平台未经

学生同意,擅自将学生的数据用于商业目的或其他非教学用途,

那么就会侵犯学生的隐私权[4-5]。这需要建立严格的数据保护机

制与隐私政策,增强大学生群体用户的信任。 

2.3师资培训与观念转变 

在高校智慧体育教学的实施中,教师作为教学改革的关键

对AI技术的接受度与应用能力参差不齐。如何有效培训体育教

师队伍,使其掌握智能教学工具,同时转变传统教学观念,是实

施智慧体育教学的一大障碍。由于许多体育教师长期从事传统

体育教学,对AI技术、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了解相对较

少,并且缺乏操作智能教学工具的基本技能。缺乏培训资源和机

会也导致教师在面对新技术时感到无从下手,难以有效掌握和

应用智能教学工具[6]。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导致很多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面临技术适应的挑战。 

2.4个性化与标准化平衡问题 

虽然AI技术能促进个性化教学,但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忽视

了体育教学中的情感交流、团队协作等非技术性要素的重要性。

AI技术使得教学内容和方法能够基于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和优化,

但这也可能导致教学内容的过度标准化。当教师过度依赖AI系

统提供的教学方案时,可能会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多样性,使

得教学变得单一和机械化。由于AI系统难以完全模拟人类的情

感交流和互动,这种真实的、面对面的交流在体育教学中至关重

要。同时,体育教学中的团队协作和领导力培养等也需要通过实

际活动和互动来实现。 

3 基于AI技术的高校智慧体育教学模式发展前景

展望 

3.1推动AI技术成熟促进高校智慧体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高校应与科技企业、研究机构建立深度合作,共同研发适合

高校体育教学的AI技术与元宇宙应用。通过产学研联动,不仅可

以降低自主研发的成本,还能加速技术迭代与成熟度提升,实现

技术成果的快速转化与应用。政府与教育部门应出台更多扶持

政策,为高校智慧体育教学项目提供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经济

激励,减轻高校财务负担。同时,设立专项基金,鼓励技术创新与

应用推广,特别是对于资源分配不均的地区,应给予更多的政策

倾斜支持,促进教育公平发展[7]。通过上述策略,可以有效应对

当前面临的挑战,促进高校智慧体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为学生

提供更加丰富、个性化、高效的运动学习体验[8]。 

3.2保护数据安全促进高校智慧体育教学的健康发展  

强化数据加密技术可以采用先进的端到端加密技术,确保

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

截取或篡改。实施分布式数据存储,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

特性,分布式存储学生数据,增加数据被非法访问的难度,同时

保证数据不可篡改,增强数据完整性。定期进行数据的安全审计,

检测系统漏洞,及时修复。同时,对教职员工进行数据保护意识

与操作规范的培训,提升整体安全水平[9]。通过这些综合措施,

不仅能够有效保护学生数据安全,增强用户信任,还能促进高校

智慧体育教学的健康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加安全、高效、个性化

的体育学习环境。 

3.3构建系统性培训体系提高高校体育教师的技术素养 

构建系统性培训体系开发针对体育教师的混合式学习课程,

结合线上线下资源,包含覆盖AI技术、元宇宙教育应用、智能教

学工具等操作,确保教师掌握最新技术知识与技能。通过模拟高

校智慧体育教学场景,让教师亲身体验AI及元宇宙技术如何融

入体育教学,如利用VR进行动作示范、通过数据分析指导个性化

训练等,增强实践能力。通过讲座、研讨会等形式,邀请教育技

术专家、优秀智慧体育教学实践者分享案例,展示技术如何赋能

体育教学,改变教师对传统教学的固有认知。鼓励教师参与高校

智慧体育教学的相关科研项目,与科技企业、研究机构合作,促

进教学与科研的深度融合[10]。通过上述措施,可以有效提升体

育教师的技术素养,促进其教学观念的转变,推动高校智慧体育

教学的深入实施与长远发展。 

3.4实现技术与人文和谐共融的高校智慧体育教学模式 

高校在实施智慧体育教学时,首先要明确教学的目标和价

值,确保AI技术是为实现教学目标而服务的。同时,要关注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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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性要素的培养,确保学生在技能学习的同时得到全面的发展。

加强引导教师合理使用AI技术,避免过度依赖和滥用。在使用AI

技术时,要保持教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和

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避免教学内容过度标准化。同时,

收集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意见,不断优化和改进高校智慧体育教

学的方法和手段。融合虚拟与实体教学,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确保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多元化与深度[11]。强调人

文关怀与情感教育,在高校智慧体育教学设计中融入情感智能

教育,利用AI分析学生情绪状态,提供心理支持与个性化鼓励,

强化师生间的情感连接[12]。通过上述策略,可以在高校智慧体

育教学中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和谐共融,确保个性化学习的同时,

维护体育教学中情感交流、团队协作等核心价值,避免技术异化,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 结语 

当前AI技术发展迅速,高校体育教育应该抓住AI发展的机

遇,实现高校智慧体育教学的转型升级。但由于AI技术在体育教

学中的应用仍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技术的成熟度与稳定性,数

据存储系统的安全性,用户的信任度等问题限制着高校智慧体

育发展的前景。为了转变传统的高校体育教学模式,推动教育体

制改革的落实,要加强校企合作研发,推动技术成熟与成本降

低；有效保护学生的数据安全,增强用户信任；构建系统性培训

体系提升体育教师的技术素养；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和谐共融,

从而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体育教学服务,最终使我国高校智慧

体育教学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科技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创新

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国科发规〔2022〕199号)[R].2022. 

[2]霍波,李彦锋,高腾,等.体育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的研

究现状和发展方向[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35(03):233-256. 

[3]王建.智慧体育教学实施框架与开展思路[J].体育文化

导刊,2023,(05):103-110. 

[4]王雷,吴博.智慧体育的内涵、意义及前景展望——评《现

代化背景下高校智慧体育服务创新研究》[J].中国教育学

刊,2023,(03):158. 

[5]叶宇.5G时代下高职院校“指数型”智慧教学模式创新

构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20):45-51. 

[6]刘勇,耿文光,宋崇丽,等.高校课外体育活动智慧化管理

策略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22,(06):49-56. 

[7]窦丽,陈华卫,钱澄.高校智慧体育课堂的价值与模式研

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011):136-140,146. 

[8]田宏杰.AI时代的高校教师发展:理念突破与路径展开

[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0. 

[9]房超,李正风,薛颖,等.基于比较分析的人工智能技术创

新路径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20:1-160. 

[10]蒋旺喜,李炜.基于智能技术的高校多媒体教学服务平

台设计与开发[J].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23(19):108-112. 

[11]姜维强.高校体育教学创新探究——评《新时代高校体

育教学理论解析与模式创新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23(10): 

I0017. 

[12]万忠玉.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校体育教学路径探析

——评《体育教学与模式创新》[J].教育发展研究,2021(11):1. 

作者简介： 

李梓豪(1992--),男,汉族,辽宁沈阳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

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