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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学校体育,对于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

用。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探讨人工智能介入学校体育改革的方向,一是教学形式更多元化,
线上线下有机融合;二是主体行为协同化,教师与机器协同优势凸显;三是学校体育适性化,新技术

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统一;四是现代智能信息技术应用下的学校体育智慧化。基于

此提出,学校体育改革要加强虚拟仿真训练场建设,加强多主体协同发展,完善学校体育伦理规范,
支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以推动学校体育发展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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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正在影

响或者改变我们的生活、学习、锻炼方式,并加

快了学校体育的改革步伐。人工智能技术与学校

体育的深度融合对于丰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

量,转变教学模式,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培养

体育教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力,推动学校体育

全面转型,实现学校体育加速改革与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校体育

改革的背景、方向与路径进行系统阐述,以为我

国学校体育智能化提供参考与借鉴。

1 人工智能时代学校体育改革的背景

1.1 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是一把 “双刃剑”,一方面,使得

传统意义上的只有人能做到的事情,不管是简单

的体力劳动 (如感知和运动),还是复杂的脑力

劳动 (如推理、决策、学习),都可以通过机器

或者软件去完成,并且达到跟人工同样的效果,
甚至比人做得还好。随着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的

日益成熟,有专家预言,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产

品将成为人类智慧的 “容器”,虽然通用的智能

系统在未来10年内很难超过人类智能,但在越

来越多的特定领域内,智能系统的问题解决能力

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人类的智能水平[1];另一方

面,数据是人工智能的 “燃料”,是驱动人工智

能取得更高识别率和准确度的核心要素。人工智

能的快速发展让其安全与信任问题成为焦点[2],
如何正确、合理地使用与管理用户数据,保护用

户数据隐私等问题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而,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瓶颈是什么? 人工智能会给

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人工智能是否会被安全

使用等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探索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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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政府智能教育战略规划

人工智能经过6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互联

网、超级计算、大数据、5G等新技术的共同

驱动下,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各

领域 从 数 字 化、网 络 化 向 智 能 化 加 速 跃 升。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加快教育现代

化建设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

义。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对

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智能化建设具有重要作

用。2017年,国务院印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明确提出,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新

型教育体系,建立智能、快速、全面的教育分

析系统[3]。2018年,教育部印发 《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智能教育,

开展智能化教学支持环境建设,推动人工智能

在教学、管理等方面全流程应用,利用智能技

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探

索教育教学新环境建设与 应 用 模 式[4]。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将加 快 信 息 化 时 代 教 育 变

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

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5]。学校体育是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体育智能化发展是一种必

然趋势,人工智能必将对学校体育的学习方

式、学习机会、锻炼场所、锻炼方法等诸多方

面产生深远影响。

1.3 人工智能时代体育教育的疫情应对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随着 “学校停

课”“居家隔离”等一系列切断病毒传播路径的

措施出台,线下教育按下 “暂停”键。为落实教

育部 “停课不停学”要求,线上体育课加速落

地,教育信息化尤其是教育智能化成为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危机的有效途径[6]。在线教育、远程办

公以及视频会议都蕴含着人工智能元素,如图像

与语言识别技术应用、学生自我学习评价模型构

建以及各种智能化学习软件等,对促进学生有针

对性地自主学习和加强弱项 “精准化”练习起到

重要作用[7]。在严格实行居家隔离的情况下,学

生无法进行户外体育锻炼,体育教学活动受到严

重影响,先进的智能技术为化解学校体育危机提

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8]。

2 人工智能时代学校体育改革的方向

2.1 教学形式多元化:线上线下有机融合

相较于传统教学,线上教学具有跨时空性、

共享性、联通性、大数据性等特点。结合这些特

点,本文将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

式、教学资源、学生主体与教学管理6个层面,

对线上与线下教学进行对比分析。

(1)教学方法。线下教学是先教后学,即教

师先讲解课堂所传授的内容,而后学生通过学习

或者练习等方式来完成体育技能的迁移,最终达

到体育技能的熟练掌握和动作自动化。线上体育

教学,造成了师生一定的时空隔离,体育教师弱

化了教授过程,更多侧重学生体育技能的自学,

学生的主体性进一步凸显,学生从被动学习逐渐

变成主动学习,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体育技能与

思维能力。
(2)教学内容。线上体育教学对教学场地与

空间具有较高要求,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体育

项目,以及健美操、瑜伽、原地徒手与器械练习

等受空间限制较少的运动项目,可以转移到线上

组织与开展。而足篮排、乒羽网等对场地要求较

高的运动项目受到较多限制,不适宜线上教学。
(3)教学组织形式。师生由面对面教学转向

基于互联网的人机界面。线下教学,是教师与学

生面对面的交流,教师成为学生获取知识与解决

疑问的唯一渠道;而线上教学,由于师生时空分

离,教师与学生间不再是简单的一对一或一对多

的线性层级,而是多点对多点的复杂网络[6],这

无疑对教师的教学设计、平台操作与管理、面对

设备上课情绪的调节与管理等教学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4)教学资源。线下教学资源主要是由体育

教师进行搜集与准备,而线上教学可以获取、利

用的教学资源更加丰富多样,各大网络平台有着

海量且高质量的体育教学与锻炼相关内容,为学

生提供了更便利、灵活的选择,学生在教学资源

的搜集掌握中越来越占据主导。
(5)学生主体。线下教学主要是 “灌输知

识,技能传授”的方式,学生并无多少自主选择

权,只能被动接受;而线上教学,教师会根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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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身心特点、兴趣爱好以及体育基础进行相应的

模块化与定制化的教学设计,真正体现学生主体

性,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的兴趣。
(6)教学管理。线下教学主要采用 “主观观

察—测试—平时表现”的管理模式,该模式主观

性较强,难以保证管理的科学性与准确性;而线

上教学可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精准的教学规律与

结论,为教学管理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
如前所述,一部分体育教学内容需要教师面

对面地言传身教以及足够的运动空间,而线上教

学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线上教学主要是在一些特

殊情况 (如重大疫情、特殊天气等)或是针对一

些特定教学内容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将知识点移

至课前,以实现 “先学后教” “以教定学”的目

的,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总之,学校体育课

程要以线下教学为主体,通过线下带动线上,线

上弥补线下不足,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为新时

代学校体育课程改革与发展提供新形式与新动能。

2.2 主体行为协同化:人机协同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学校体育,教学主体将

不再局限于 “师—生”和 “生—生”之间的肢体

语言与情感沟通与交流,而是转向 “人—机器”
之间的联系。刘三女牙等人指出 “人与机器智能

各有所长,机器擅长搜索、计算、优化等操作,
而人擅长直觉、推理、决策等更复杂的认知活

动。”[2] 具体来说,“人能做的事人去做,机器能

做的事机器去做,而人机可以相互融合做的事人

机共做。”[9] 目前应关注教师与机器协同教学,
以充分整合人与机器的各自优势,实现两者的有

机融合与协同。
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协同教学路径 (图1)

的具体工作机制是,学生向智能机器提出体育教

学问题,智能机器通过自身系统所存储的知识元

素 (即知识库),分析与诊断学生的提问,提出

解决方案或修正与优化建议,通过人机界面反馈

给学生;智能机器如果没有解决方案,则会把问

题反馈给AI(人工智能)代理人,由AI代理人

进行诊断与分析,提出解决方案或修正与优化建

议,通过人机界面反馈给学生;AI代理人如果

没有解决方案,会直接反馈给体育教师,由体育

教师进行诊断与分析后直接解答,或者与其他教

师、同行、专家等沟通交流与讨论,提出相对科

学的解决方案或修正与优化建议,最后通过人机

界面反馈给学生,或者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如有

多种解决方案或修正与优化建议,学生可以有选

择地参考与借鉴,并根据自身情况消化吸收。

学生问题 人机界面

知识库 问题分析与诊断 有方案？ AI代理人

提出解决方案 问题分析与诊断

有方案？

体育老师问题分析与诊断提出解决方案

有
否

否

有

图1 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协同教学路径

2.3 学校体育适性化:共性与个性统一

教育的本质在于使人成为人,学校教育应以

培养 “完 整 的 人”和 “全 面 发 展 的 人”为 目

标[10]。过去的体育教学内容基本都是统一化或

共性化的,忽略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缺乏对学

生个性的尊重,学生只需服从教师、服从教学大

纲,而无自主选择权,有违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的基本规律。在教学中应该以 “人性为本,突

出学生在体育中的主体地位。”在过去一直延续

的班级授课制等规模化教育制度下,个性化教学

改革进展缓慢,教学中的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并未

得到较好处理。
而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教学平台或系

统,通过全面记录保存下学生的学习数据,对学

生的兴趣、爱好、特点、特长、薄弱环节等方面

进行智能数据分析,不仅可以为学生定制个性化

的服务,而且可以提供更具适应性的学习路径。
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人工智能,丰富了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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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与方法,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但对于

缺乏自控能力的学生来说,网络世界同样充满着

诱惑与风险,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沉迷于网络

世界而无法自拔。
首先,不能否定统一化或者共性化教学的优

势,同时也要客观看待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平

台的个性化教学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在体育教

学中,高新技术应该更多地侧重于 “帮学”,而

非 “帮教”。在 “帮教”方面,学校体育仍需要

延续传统的规模化教学方式,传授共同内容,解

决共性问题;在 “帮学”方面,重在辅助学生学

习。针对大数据分析所得出的学生共性问题,及

时归纳总结,反馈给体育老师,回归到传统的规

模化教学方式上,只有做到共性与个性相互统

一,才能保证与提升学校体育的适性化水平,更

好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与变革。

2.4 学校体育智慧化:智能信息技术的应用

图2 学校体育智慧化教学云平台

  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教育信息化也将步入

下一个阶段———智慧教育。学校体育的 “智慧”
离不开 “智能”技术,离开了 “智能”,也就没

有了所谓的 “智慧”。人工智能技术是智慧教育

时代发展的核心力量[1]。如何将互联网、物联

网、虚拟仿真、可穿戴的电子运动设备等技术手

段应用到学校体育教学中,以优化教学方法与手

段,提高教学质量,科学评估体育教学效果,构

建全新的智能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是当下关注

的重点。学校体育智慧化首先要构建学校智慧化

教学云平台 (图2),教学云平台可以存储体育

教师录制的教学视频,甚至全国体育教学名师的

教学视频,以及全国和世界范围内优秀运动员的

运动技能视频等,还可以存储学校常用的应用程

序等。学生通过移动终端设备 (如手机、平板电

脑等)访问教学平台,获取个人所需的学习资

源。教学云平台通过学生所佩戴的运动手表、运

动手环等电子设备,以及 KEEP、创高体育等

App,来采集学生的运动信息 (如心率、血氧饱

和度等指标),对学生运动状态进行监控,并给

予学生及时的反馈指导,以避免学生运动负荷过

大及运动方式不当,造成身体不适。教师负责管

理教学资源,及时进行信息系统维护,根据学生

运动情况及时对学生进行指导,制定科学的运动

训练计划。

3 人工智能时代学校体育改革的路径

3.1 加强虚拟仿真训练场建设

在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时代,学校体

育教学将向着精确化、智能化、网络化方向发

展,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自主、智能的信息化教

学方式。虚拟仿真技术具有很强的互动性、逼真

性、娱乐性等特点,其应用会为学校体育教学带

来一场革命性的升级。虚拟仿真技术通过头盔显

示器或者数据手套等设备,为学生创造一个虚拟

的三维世界,给学生带来沉浸式的直观体验,让

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强烈感受。可以在综合运用

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基础上,建

立虚拟篮球、虚拟足球、虚拟搏击、虚拟乒乓球

等虚拟仿真训练场 (图3)。以篮球虚拟仿真训

练场为例,里面安装有摄像头、血氧检测仪、体

温检测仪等各种检测设备与传感设备,如学生做

一个简单的投篮动作,其动作就会被系统采集并

传输到运动仿真系统,运动仿真系统依据力学等

原理对学生所做投篮动作进行分析并进行运动力

学建模,对篮球运动路线进行仿真预测,与系统

内正确的篮球运动路线进行比较,以判断学生所

做技术动作准确与否,并及时反馈与指导。

3.2 加强多主体协同发展

学校体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校、社

区、家庭体育协同是未来学校体育生态化发展的

目标。孩子对体育的认知始于家庭,家庭体育在

整个学校体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学校体育

开展的基础;学校是整个学校体育的关键环节,
孩子们对体育认知的升级以及对运动技能的学习

掌握基本上都是在学校完成的;社区是学校体育

的延伸,是学校体育的依托,对孩子们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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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运动习惯的保持与延续具有重要作用。但目

前我国学校、社区、家庭体育的发展仍处于相对

割裂的状态[11]。要以学校为龙头、以社区为依

托、以家庭为基础,打造多主体协同的学校体育

教学网络平台,通过互联网,实现物物互联互

通,促使 “学校—社区—家庭”体育有机联动,
创造一个更加生态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学校体

育教学体系。

图3 虚拟仿真训练场构建图

3.3 完善学校体育伦理规范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是人工智能在学校体育

应用中的敏感问题,而数据又是人工智能的 “燃
料”,是推动学校体育智能化的核心要素,在处

理数据、技术与人的关系时,必须遵循 “有用”
“无害”伦理诉求,充分体现数据与人工智能技

术的价值地位。首先,要建立学校体育科学的伦

理框架,界定主体对数据的权利,明确采集数据

的具体效用,引导科学技术与体育相融相生[2];
其次,要制定规范的数据采集制度,保证数据使

用的合法性[12],禁止通过后台或其他渠道搜集

用户相关信息,以真正保护用户隐私。

3.4 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单一学科研究无法实现技术的进步与推动教

育改革,学校体育要与教育学、计算机、心理

学、生理生化、医学、生物力学、脑科学等学科

交叉融合发展。研究方法上,关于体育的理论、
方法、技术、教学研究,需要综合运用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人才培养上,要重视

学校体育与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培养和队伍建

设,以形成强大的研究实力,为智能化学校体育

发展提供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与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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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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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rven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ith
 

big
 

data
 

as
 

the
 

core
 

in
 

school
 

sports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our
 

direc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by
 

literature
 

and
 

logic
 

analysis.
 

The
 

first
 

direction
 

is
 

more
 

diversified
 

forms
 

of
 

teaching
 

and
 

organic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he
 

second
 

direction
 

is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
 

of
 

subjects
 

and
 

the
 

cooperative
 

ad-
vantage

 

of
 

teachers
 

and
 

machines.
 

The
 

third
 

direction
 

is
 

the
 

adaptability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ombination
 

of
 

new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unity
 

of
 

generality
 

and
 

indi-
viduality.

 

The
 

fourth
 

direction
 

i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telligence
 

under
 

the
 

application
 

of
 

mod-
er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eform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raining
 

field,
 

strengthen
 

the
 

coor-
din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subjects,
 

improve
 

the
 

ethical
 

norm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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