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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体育教育领域逐步引入“体育数据分析”课程以提升学生的数

据分析能力与实践技博士能，不同国家在课程设置的起步阶段呈现出差异，中国体育教育领域课程设

计已具备一定优势，例如结合实际需求展开特色化教学，但仍存在体系化不足等问题。相比之下部分

发达国家课程内容更为成熟，注重跨学科协作与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通过对中外体育教育专业“体

育数据分析”课程起步探索的现状进行比较，从教学目标、课程内容、实践环节等角度分析其异同并

提出适合未来发展的策略，为国内体育教育专业提供优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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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physical education field gradually introduced 

"sports data analysis" cours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data analysis and practice can Dr Ca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beginning of curriculum presents the difference，China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design has certain advantages，such as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demand characteristic teaching，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systematic deficiency.In contrast，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more mature，pay attention to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project driven teaching mode，through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ports 

education "sports data analysis" course start to explor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omparison，from the teaching 

objectives，course content，practice perspective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put forward suitabl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provide optimization reference for domestic physic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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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的更新是适应社会需求与学科发展的

重要手段，在大数据背景下，体育数据分析已成为现代体育发

展的重要技术支撑，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设计逐渐引入这一领

域，为学生提供数据思维与技术能力的培养契机。近年来中国

高校对该课程的研究与实施逐步展开，与国外成熟的教育体系

相比既有显著进步，也存在一定差距，以下将从课程设置的起

步探索出发，结合国内外发展特点，分析优势与不足并探讨未

来的优化策略，为推动体育教育专业与大数据时代的深度融合

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一、体育数据分析课程设置的起步现状比较 
（一）国内体育教育领域的起步探索 

近年来国内体育教育领域开始逐步重视大数据在体育管

理与训练中的应用，尤其是“体育数据分析”课程的开设，部

分高校已经意识到传统的体育教育模式不足以适应现代体育

发展的需求，开始在课程设置中融入数据分析的相关内容。国

内在此领域的起步相对较新，通常将该课程作为选修课进行设

置，主要涉及一些基础数据分析技能的培养，还有部分高校将

数据分析与体育赛事分析、运动员成绩评估等实际应用结合，

为学生提供较为贴合行业需求的学习内容。虽然起步较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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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领先院校也开始探索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引入外部资源，

让学生接触到实际的体育数据和案例，提升实践能力和职业素

养，然而国内体育教育中的体育数据分析课程尚未形成系统的

教学体系，课程内容多为零散的技术培训，教学方法也多以传

统讲授为主，缺乏跨学科的融合，学生对于数据分析的理解往

往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操作和问题解决能力较为薄弱。整体

来看，国内在课程设计上注重与行业需求的对接，但仍需要完

善课程内容体系，提升教学质量，尤其是在数据分析工具和方

法的深度与广度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国外体育教育领域的实践经验 

与国内相对初步的探索相比，国外部分发达国家在体育数

据分析课程的设置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较为成

熟的体系，欧美等国家的高校普遍在体育教育中引入了数据科

学与统计学的相关课程，这些课程通常涉及从基础数据分析到

高阶技术应用的多层次内容。国外的课程设置非常注重跨学科

的融合，除了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等专业知识外，数据分

析课程还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相结合，使得学生在

学习如何分析数据的同时能够理解数据背后的科学原理和算

法逻辑。国外高校的教学模式通常更注重实践，课程设计采用

项目制或案例驱动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需要掌握分析工具还

要将这些工具应用到真实的体育场景中，解决实际问题，通过

与体育俱乐部、赛事组织方等行业机构的合作，学生能够直接

接触到实际的体育数据，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行业适应性，

国内外的差异在于，国外的课程不仅强调技术和工具的学习，

更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这为学生未来

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 

二、体育数据分析课程教学内容的差异性分析 
（一）教学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对比 

在教学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国内体育数据分析课程通

常以基础内容为主，广度相对有限，多数课程集中在数据处理

与初步分析工具的学习，例如 Excel、SPSS 等软件的操作以及

基础统计学概念的应用，这些内容对于初学者而言具有一定的

实用性，但由于课程时间安排紧凑，课程设计往往难以深入涉

及高级数据分析技术，例如数据挖掘、预测建模和复杂数据的

可视化表达等。国外高校在课程广度和深度上表现更为均衡，

其课程内容从基础统计分析扩展至机器学习、算法设计和大数

据处理，覆盖了数据科学领域的多个层面，此外，国外课程往

往引入开放式学习模块，例如通过自选课题的方式，让学生在

某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如运动损伤预防数据分析或团队战术

优化。这种设计不仅扩展了课程的广度，还使学生能够根据个

人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适合的学习方向，相比之下，国内课程

的深度开发较为不足，课程内容多以基础技能为主，难以满足

学生对更高阶技能的学习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在

实际工作中的竞争力
[2]
。 

（二）跨学科内容的整合程度 

在跨学科内容的整合程度方面，国内体育数据分析课程较

少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课程内容多局限于体育领域内部，例

如单纯的运动成绩统计分析或赛事数据整理，这种单一学科框

架的设计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相对单薄，难以形成综合解决问

题的能力，部分高校虽然尝试将运动生理学或运动心理学内容

融入课程中，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往往流于表面，无法实现

深层次的学科交叉。国外高校在这一方面的实践经验较为丰

富，通过多学科内容的深度融合充分体现了数据分析课程的多

维性和综合性，例如国外课程通常结合管理学、经济学、甚至

社会学的知识，使学生能够从多角度分析体育数据的潜在价

值，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引入使课程内

容更加前沿且实用性更强。学生通过这些多学科内容的学习能

够理解数据背后的体育科学原理，也能应用先进技术进行高效

分析和预测，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国内课程在跨学科

整合上与国外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学科关联度不高和融合深度

不足，未来需要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加强以适应体育行业日益复

杂的需求。 

三、体育数据分析课程实践环节的实施对比 
（一）国内实践环节的探索与成效 

国内体育数据分析课程的实践环节设计正处于探索阶段，

一些高校开始尝试通过校企合作、赛事参与和实验室研究等方

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例如一些高校与本地体育赛事组织合

作，为学生提供真实的比赛数据进行分析。让学生从中掌握数

据采集、清洗、处理及分析的基本技能，这种基于真实场景的

实践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提升其对理论知识的理

解，部分高校还建设了专门的体育数据分析实验室，为学生提

供硬件支持，例如高性能计算设备和专业软件系统，这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了实践教学的深度与专业性
[3]
。尽管如此，实践环

节中仍存在诸多限制，例如实践资源的分布不均，部分院校难

以获得高质量的数据和实际案例，实践课程内容缺乏系统规

划，学生的训练过程较为碎片化，实践成果难以有效巩固和转

化为实际能力，虽然国内高校在实践教学的探索中表现出积极

性，但整体成效仍需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构建完整的实践体

系和整合优质资源方面还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二）国外实践环节的成熟模式 

国外高校在体育数据分析课程的实践环节设计上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模式，展现出较高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国外课程普

遍采用项目制教学，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从数据采集到分

析报告的全流程操作。例如学生需要设计数据采集方案、开发

数据清洗流程、构建分析模型并最终提交完整的项目报告，这

种基于真实任务的实践方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

括数据处理、问题解决和沟通协作能力。同时国外高校非常重

视与行业的深度合作，通常与体育俱乐部、赛事主办方以及科

技公司联合开发实践项目，学生通过接触实际的行业需求能够

更好地理解数据在体育行业中的实际应用场景，从而提高职业

适应性，国外高校还利用在线平台和开放资源，为学生提供大

量高质量的数据集和虚拟实验工具，使实践环节突破了时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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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限制。 

四、体育数据分析课程未来发展策略建议 
（一）国内课程体系的优化方向 

1.完善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与深度 

国内体育数据分析课程的内容设置目前主要集中在基础

数据处理和简单统计分析工具的应用上，缺乏对高阶技术和先

进理论的系统性教学，为了提升课程的深度与广度，首先需要

对课程内容进行全面优化，课程应当从基础的数据分析技术入

手，逐步引导学生掌握更为复杂的分析方法。例如大数据处理、

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通过引入这些

高阶内容能够培养学生更加灵活和深刻的数据分析能力，帮助

他们应对未来体育行业日益复杂的数据挑战。课程的系统性设

计至关重要，应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构建清晰的知识体系，

逐步培养学生从基础理论到实践操作再到高阶应用的能力，通

过基础课程教授数据收集、清洗、统计分析等内容，然后逐步

增加对更复杂数据分析方法的学习，如基于运动表现的预测模

型、基于生理数据的运动员健康监测等，这样的循序渐进有助

于学生建立起完整的知识架构。另外还应加强数据可视化、分

析报告撰写等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具备清晰、有效

地展示分析结果的能力，通过这一系列系统化、深度化的课程

设计学生能够在完成学业后更好地适应复杂的体育数据分析

任务。 

2.强化实践环节与行业合作 

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国内的体育数据分析课程

必须强化实践环节并与行业展开深度合作，高校可以与体育赛

事组织、体育俱乐部、数据分析公司等行业单位合作，为学生

提供真实的体育数据和案例，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环境中解决实

际问题，例如学生可以通过参与赛事数据分析、运动员健康数

据监控、团队战术分析等项目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在实践环

节的设计上应注重多样化，除了与企业的合作外，学校还可以

建设体育数据实验室，为学生提供数据采集与处理、分析模型

设计等全方位的实践平台，此外应该鼓励学生参与跨学科合作

项目，将体育数据分析与其他学科知识如运动医学、心理学、

人工智能等结合，提升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创新思维，通过

与行业的紧密合作以及实践环节的多样化，学生能够获得更多

的行业资源，也能在职业发展上获得更好的支持，确保体育数

据分析课程能够更好地培养符合行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4]
。 

（二）借鉴国外经验的本土化实施 

1.引入跨学科知识与项目制教学 

借鉴国外体育数据分析课程的成功经验，国内高校应积极

引入跨学科知识并推行项目制教学模式，跨学科的融合能够让

学生更全面地理解体育数据分析的应用场景，不仅限于数字计

算，更能结合运动员的生理、心理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国内可

以借鉴这种做法，将运动医学、心理学、运动训练学等领域的

知识融入课程内容，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体育数据的复杂

性。例如课程可以设计为多学科团队合作的项目，让学生在团

队中扮演不同角色，既能参与数据分析也能从运动科学的角度

提供专业建议，这种项目制教学能够让学生在实际问题中学习

数据分析技术，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协作，共同

解决复杂问题，更好地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2.结合国内特色，优化课程内容与实习平台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国内高校需要结合本土特色，优

化体育数据分析课程内容和实习平台，国内体育产业和体育教

育的发展与国外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在体育赛事、运动员训

练及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场景具有独特性。因此国内课程内

容应更加贴近中国体育行业的实际需求，结合本地化的体育赛

事、运动员健康管理、体育大数据分析等方向优化课程结构，

例如可以将中国特有的体育项目数据分析、传统运动医学、地

方性体育发展等内容纳入课程中，增强学生对国内市场的理解
[5]
。同时在实践环节中应该加强与本土体育机构和企业的合作，

建设更多符合行业需求的实习平台，例如与体育俱乐部、运动

队、健康管理公司等合作，为学生提供数据分析的真实案例和

实习机会，通过与行业紧密合作提供贴近实际的项目与数据，

使学生能够在校期间就接触到真实的工作环境和行业需求，提

升他们的实战能力和就业竞争力，这种结合国内特色的本土化

课程设计能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本土体育行业，同时促进国内

体育数据分析教育的长远发展。 

结语 
通过对中外“体育数据分析”课程设置的比较，可以看出

国内外在多个方面既有差异也存在互补性，中国高校在起步阶

段已展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和实践探索，但仍需借鉴国外成熟经

验，进一步优化课程设计，增强课程对学生职业发展的支撑作

用，通过逐步完善“体育数据分析”课程体系，体育教育专业

将在大数据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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