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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教育信息化不只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在高度智能化环境中推动教育创

新的关键驱动力。随着 5G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发展，社会正加速进入数字化

智能时代。在数智时代，对于高校民族体育而言，如何充分运用先进技术，将 VR/AR运用到教

学中成为教学的时代课题。因此，本文深入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应用价值，

并针对性地提出实践策略，旨在深化数字技术在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的应用与落地，为数字技

术助力传统体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提供策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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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but also the key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 a highly intelligent
environ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5G technology,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ety is accelerating into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for national spor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pply VR / AR to teaching has become a topic of teaching times. Therefore,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able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strategies, aiming to deepen the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provide strategic support for digital technology
to help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Keywords]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National spor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innovation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体

育”教学亟需不断创新教学思路，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运

用数字信息技术助力教学工作成为重要环节[1]。《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中强调，作为体育行业要加强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动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以促进体育行业高品质发展的

建议》，该建议着重指出了在体育生产过程中运用先进的智

能化、大数据和 AI 等科技的必要性。《“十四五”体育发

展规划》被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该规划清晰地指出，“推动

新兴的大数据、区块链、IoT、云计算和 ai 等技术在体育领

域的创新运用”。因此，本文旨在将 VR/AR 运用教学中，

为同行教学工作者提供思路，从而助力高校体育教学工作再

上新台阶。

一、虚拟现实（VR）及增强现实（AR）概念分析

虚拟现实（VR）是一种利用计算机科技创建的虚拟环

境，人与计算机的交互技术使得能够在这个虚拟环境中观察、

听觉、体验和互动[2]。增强现实（AR）是一种从人类的视角

出发，通过电脑创建的虚拟图像叠加，并通过一个影像展示

的计算机绘图技术。简言之，虚拟现实主要关注在与现实世

界隔离的虚拟环境中的参与和互动，而增强现实则在与现实

紧密结合的扩展世界中实现智能增强和直接交互。虽然虚拟

现实和增强现实存在差异，但也有共通之处。

“屏幕体育”，又名虚拟现实体育，是一种利用计算机

程序进行虚拟现实的方式，尽可能地降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让人们能够直观地体验到各类体育活动的体育信息服务领

域的典型内容[3]。虚拟现实体育利用视觉技术，如模拟真实

环境的传感器，以及掌控用户行为的技术，给予现实世界无

法实现的新奇体验，同时刺激人们的身心感受。即使没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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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器械，也能体验到运动的乐趣，这改变了运动爱好者的习

惯和体验方式。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是在虚拟环境下实施的

间接身体行为，尽管与直接的身体行为存在差异，但它们运

动者们之前从未感受过的体育科技的智能化程度，因此，它

们在体育领域的使用得到了肯定的评价。

在 2021 年，许多世界各地都积极举办了涉及“科技或

人工智能与运动”的运动科学探讨。根据最新的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以及运动领域的最新研究信息，观察到虚拟现实体

育馆、虚拟现实网球、虚拟现实自行车等行业均已启动此类

的研究课题。

二、数智时代将信息技术融入高校民族体育的重

要意义

（一）有利于优化传统体育教学，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通过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将信息科技深入应用于

实际操作，能够优化教学环境和设备等硬件条件，创新教学

方式、策略和工具，从而更好地发挥传统教学与信息科技教

学的优点互相补充[4]。通过运用多媒体工具，教师能够展示

一些在技术教育中的抽象动作或重要知识点，这有助于学生

形成直观的动作感知和明确的认知，从而让他们更精准地理

解并掌握技术的关键。此外，信息科技的运用也让教师在课

堂上更加灵活，能够及时修正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误，提

高了教学的目标性和效率，大幅度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成效。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构建新型教学模式

通过引入信息技术，体育课程的内容变得更具活力，这

对于建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大有

裨益。在课堂中，教师运用了诸如图片、视频、表格、音乐

等多种教学工具，使得原本单调乏味的技术讲解和理论学习

变得丰富多彩，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5]。

学生们能够在开始学习之前，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获取相关的

学习资料，以便能够即刻发现并积极应对问题，这样就能达

到自我学习的目标。在真正的实践活动中，学生们能够实时

地进行拍摄，通过手机的投影和视频的播放，来理解和分析

自己的技术缺陷。在老师的引领下，学生们可以有目标地进

行优化，从而增强训练成果。

（三）有利于推动教学理念更新，促进教学改革创新

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出现了如混合式教育、翻转课堂、

慕课以及微课等新颖的教育模式，这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

途径，也拓宽了教育领域。这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教

育观念的刷新，并催生了教育方式和手段的创新。教师有能

力利用信息科技和多媒体工具，满足体育教学的所有环节，

确保课堂教学的直接、生动和具体，增加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通过网络课程和社区等平台，教师有能力突破知识传播的屏

障，消除师生间的交流难题；通过一对一的技术沟通和专门

的指导，教师有能力更有效地进行课后的练习和比赛的数字

化、个性化和可视化教学，为课堂内外的体育教学整合创造

更多的可能。

（四）有利于不断深化统计分析，助推智慧课堂建设

借助云存储、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的信息技术，

可以有效地利用大数据，从而推动智慧体育课堂和数字体育

校园的构建。可穿戴设备如运动心率臂带，作为科学锻炼的

智能化平台，可以精确地记录运动过程中的所有数据，这为

实行精细的体育教学和训练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此外，

利用人机互动的方式，能够构建让学生能够感知并体验的环

境来进行沉浸式学习。通过收集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课后

的活动，以及体质健康检查等相关信息，能够利用算法进行

分析，从而获取学生的“数字体育画像”。这样，教师就能

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化、系统化、有针对性的需求，为他们的

全程学业提供更优质的运动健康管理服务。

三、数智时代高校民族体育信息化教学现状分析

（一）对教育信息化的理解不深入

教育信息化不仅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同样也是全球智能

化背景下的必然走向。为了实现体育教育的信息化改革，教

育工作者需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接受前沿的观念和新颖

的教育理念。然而，有些教育工作者过于偏颇地认为，只需

要将信息科技整合到教学中，就可以实现网络教学，掌握相

关的应用程序，并上传教学视频和文本资料就足够了。未能

意识到，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的深度整合也是至

关重要的。由于对信息化教学的肤浅理解，教师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依旧采取“以教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因此，

协助体育教师克服认知难题，已经变成了推进体育教学信息

化进步的首要职责。

（二）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

在进行体育教学的全过程，包括从教材设计、课件创建、

图片编辑，到设备使用以及教学执行等，体育老师不只需要

掌握信息技术的运用技巧、跨领域的知识，也必须有高效地

整合和利用信息化资源的能力。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和科技

产品的迭代，各个年龄段的教师在运用信息科技的能力上有

明显的区别，一些教师在运用信息科技的过程中可能会感觉

无法胜任，无法将信息科技完全融入体育教学之中。所以，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不只需要“优质的实施”，还需要“优

秀的教师”。

（三）高质量信息资源获取较难

数字化的教学资源构成了信息化体育教学的根本，同时

也是衡量信息化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目前，所使用的教学

素材和课程视频的品质相对较差，不能满足教师在日常教学

中的需求。因此，为了优化和提升课件的内容，急需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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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视频和优质的素材资料。主要的获取信息化教学资源方

式包括摄影制作、网络搜索以及共建共享，但由于知识产权

等因素的限制，能够共享的体育教学资源非常稀少。目前，

网络上的影像和图文资料的质量并不均衡。专业的视频制作

需要教师拥有高级的动作示范技巧、相关的拍摄经验以及一

定的资金支持。因此，开发和利用体育教学资源是信息化教

学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四、数智时代高校民族体育运用信息技术教学的

对策建议——以 VR/AR为例

（一）创新数字化教学理念，充分运用 VR/AR 信息技

术

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的应用，推广

并普及了科技型的体育教学。虚拟现实的体育设施为学生提

供了更多的身体锻炼的场所，激励他们在体育课之余也投入

教学中，从而有效地帮助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利用虚拟现

实的 Tivol 教学方法，对于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建立他们

的自信心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例如：通过使用虚拟现实进行

生存游泳教育，可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运动自我效能和水上

安全意识，这就证明了虚拟现实体育教室的教育成效。

基于此，利用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的技

术进行体育课的整合，将为未来的学校体育教学创造积极的

环境。这种方式不只可以刺激学生的各种运动经历和身体行

为，也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力，培养他们的参与度，从而提

升他们的运动兴趣，进一步提升运动课的教学成效与价值。

在此基础上，需要运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

来创新并推广各种体育项目。尤其需要得到政府和教育部门

的大力帮助，这样才能鼓励学校和教师利用科技工具来提升

体育教育的实施能力，进一步确保对于虚拟现实体育设施的

效能研究的热情。

（二）深化数智资源融合应用，优化学校体育发展模式

从建立体育教学数据收集流程、应用先进数智技术进行

数据处理、创新数智治理平台等方面着手，创新学校体育数

智治理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教、学、评、测、练、思等环节，

拓展学校体育数智化服务场景；同时，实时动态调整体育教

学内容及发展路径，以达到多样化体育教学、个性化体育实

践等目标。

例如：在体育教学数据收集流程环节，建立学生身体健

康信息和体能锻炼等数据库，记录学生的身高、体重、BMI

等基础信息，并结合学生的运动习惯、饮食习惯以及生活习

惯等，对学生的体育教学作出合理的规划以及指导；在应用

数智技术进行数据处理环节，使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

术工具收集和分析学生的体育学习、训练、竞赛等信息资料，

优化学校体育管理及教学过程；在创新数智化治理平台环节，

加强学校体育信息交流共享和监管反馈、优化学校体育管理

流程、调整体育教学内容、提高学生体育活动质量。

（三）培养数字体育复合型人才，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培养需要跨学科的知识与技能，灵活

运用不同领域的知识技能来解决问题。因此，学校体育数智

化转型应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为牵引，围绕专业布局、课

程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深化改革，建立跨学科的融合

教育体系，以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

多元化、协同性的学习环境，培养大量适应学校体育数智技

术发展与数智治理的高质量人才。

例如：通过实施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充分发挥科研实力

强、创新氛围浓、校企合作紧密的高校优势，积极开展体育

行业的数字学科课程建设。利用校企联合培养、定向培养等

模式，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

五、结束语

数智技术是推进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数智治理对加速

学校体育治理现代化、推动学校体育优质均衡发展具有重要

价值。本研究立足教育信息化 2.0发展背景，针对现阶段高

校体育存在对教育信息化的理解不深入；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不足；高质量信息资源获取较难等问题，提出针对性的

对策建议，例如：创新数字化教学理念，充分运用 VR/AR

信息技术；深化数智资源融合应用，优化学校体育发展模式；

培养数字体育复合型人才，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不断加快

我国学校体育治理向现代化进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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