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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动健身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互联网这个大背景的时代，孕育出了大量的运动健身 APP，对人们的身体素质的提

高有较大意义。但是也就仅仅出现在人民大众眼前，在很多领域都还没涉及。比如，在教育领域，目前，教育领域都还是采

用比较传统的教学方法。所以，运动健身 APP 在教育领域具有较大的市场，运动健身 APP 的社会作用日益凸显，将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课程融合发展，不仅能够对大学体育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创新，还间接的提高教学质量。文中以文献资料法

对本研究进行深度探索，为运动健身 APP与大学体育课程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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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fitness has gradually entered people's vision. 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 a large number of sports fitness apps have 

been bred,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physical quality. But it only appears in front of the people and 

has not been involved in many fields. For exampl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till adopts mor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refore, sports fitness app has a large marke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role of sports 

fitness app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fitness app and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not only innovate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but also indirec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is study wit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fitness app and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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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全面健身计划的实施下，我国对加强体育强

国的建设非常重视。从而是运动健身 APP 发展得到了质的

飞跃，慢慢出现在人民大众的眼前。运动健身 APP 作用也

越来越明显，涉及范围从大众领域逐渐过渡到教育领域，

为大学体育教学方法提供了多元化的参考。另外，运动健

身 APP 对体育知识的传播速度较快，能够为大众提供专业

的有关体育知识；也可以作为当前体育老师之间的交流平

台，为大学体育教学提供丰富的理论基础。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教学相互结合，不仅能够创新教学方法，且还

能间接性促进当代大学生的身体素质状况，这对促进大学

体育教学的发展有着巨大意义
[1]
。 

1 运动健身 APP与大学体育教学的基本情况 

目前进行调查大学生进行传统体育健身和运用运动

健身 APP 进行健身的基本情况，调查大学体育教学与运动

健身 APP 相互发展的基本情况具体表现如下： 

1.1 大学生进行传统体育健身和运用运动健身 APP

进行健身的基本情况 

目前调查可知，实行传统体育健身的大多数是以岁数

较大的老年人为主，由于存在代沟，其次当代大学生对传

统体育的了解不是很深刻，传统体育健身的方式比较老套，

不受当代大学生喜爱，因此大学生进行传统体育健身少之

又少。相对于传统体育健身而言，运用运动健身 APP 进行

健身的情况要比较乐观一点。首先运动健身 APP 属于线上

活动，比较方便，没有时间的限制，只要你想练，什么时

候练都可以，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省钱，使用运动健

身 APP 可在 APP 中免费获取运动健身教学。再次，运动健

身 APP 比较智能化，能够对当代大学生运动的数据进行准

确的计算及给出相应的建议，并且可以为当代大学生运动

训练进行量身定做合理的训练方法。最后，运动健身 APP

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可以使当代大学生进行线上的交流，

在健身 APP 中向大家分享自己的训练方法及效果。所以当

代大学生对运动健身 APP 的使用比较频繁
[2]
。 

1.2 大学体育教学的基本情况 

当前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当代大学生的身体素质逐

渐下滑，这是因为缺乏锻炼而导致的，国家则颁布一系列

关于当代大学生增强身体素质的相关文件要求。目前，普

通高校为响应国家文件而进行大学体育教学改革，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主要以当代大学生为主要对象。

但是，普通高校的体育教学也呈现出许多问题：首先是，

人们随着安逸生活，逐渐降低了对运动的重视，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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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教学中，学生们轻视了体育课的重要性，对自己

的身体健康没有重视；其次当代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的基础

设施不够完善，制约了学生进行运动训练，使学生的训练

积极性缺乏。最后就是体育期末考查存在问题，在考核方

面，普通高校大多数的评价标准是以竞技体育为标准，从

而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同时制约了大学体育教学的

合理发展。总之，当代大学体育教学存在较多的缺陷。 

2 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教学的融合发展   

2.1 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教学融合发展的基础 

在政治方面上，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成长，在 2019

年 9 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

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意见》。因此，间接地推动了运动

健身 APP 在大学体育课程中的推广和发展；在社会基础上：

当前大多数普通高校的在校学生，主要以学业为主，减少

了运动训练，影响了当代大学生身体素质的发展，紧紧依

靠一个星期一两节体育课来完成身体锻炼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需要在大学体育课程中进行线上线下教学。因此，运

动健身 APP 在大学体育教学的需求比较明显
[3]
。 

2.2 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课程教学融合发展的

实践及效果 

当运动健身 APP 在大学体育教学中运行，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帮助和引导学生参与健身运动，同时还可以记录运

动时所产生的数据，如，心率、时间、所消耗的热量、计

步数、体重等，除此之外运动健身 APP 还可以提供视频教

学，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运动训练计划，运动健身 APP

的内容丰富，功能千变万化，既符合时代的发展，又能满

足学生的需要。运动健身 APP与大学体育融合发展内容形

式新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健身需要，同时运动

健身 APP 包含了学校体育课程还包含了体育课程外的运

动内容，能够满足学生对体育课中所学内容的复习与预习，

同时还能满足学生对课外体育知识的学习与需要，对学生

养成体育锻炼优良方式有很大帮助。根据调查研究发现在

大学中体育课比较少，除了关于体育专业的学生有较多的

体育课，其他专业的体育课很少，所以这里就没有说体育

教学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其次在一系列的课外体育活动

中从本质上讲很难做到督促管理到位
[4]
。 

3 运动健身 APP与大学体育教学融合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与措施 

3.1 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课程教学融合发展的

现状 

根据上面所反映的情况运动健身 APP 恰巧可以完善

学校大学体育的不完善之处，并可以提供有效的督促方法。

学校体育不应停留在传统体育教学上，应随时代的发展进

步作出应有的改变、有所创新，将网络与学校体育紧密结

合，紧跟时代发展趋势，使学校体育与互联网有效结合，

通过采用运动健身 APP 来完善大学学校体育。运动健身

APP 内容丰富、功能多样，互联网给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

体育教学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并给学校体育的开

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运动健身 APP 有着较强的社交功能，

在进行运动的过程中，以我为例，我在运动的过程中，就

喜欢和别人进行交流运动情况，分享经验。社交功能的便

利，大学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质量评价中进行多样化教学

评价，可以以运动健身 APP 的规定标准进行对学生的运动

状态进行评价，其次，学生还可以根据自身的运动情况进

行安排合理运动。经过调查显示，运动健身 APP 可以激发

学生的运动兴趣，能够主动的进行运动锻炼。且还可以弥

补当代体育教学出现的缺点，可以提升大学老师的教学能

力，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可以增加师生感情。 

3.2 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课程教学融合实践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 

3.2.1 运动健身 APP 内容一致化程度比较严重 

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优化，运动健身 APP 进入了一个

爆发时期，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吸引了一大批从事运

动健身机构的涌入，目的就是为分割这块“大蛋糕”，随

着大量的从事运动健身行业人员涌入市场，在没有完善的

监管机构和系统化的管理制度约束的环境下，不正当竞争、

相互模仿、抄袭别人成果的现象很常见。运动健身 APP

由于没有比较明显的产品差异和产品人群的合理划分划

分，并且还缺乏产品的特色和卖点。 

3.2.2 当代大学教师教学思想根深蒂固 

目前，运动健身 APP 在大学的下载使用情况属于良好

状态，但是，很少有高校将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课程

相结合。这受到大学体育老师的教学方法的影响，当代大

学体育老师很少用创新的教学手段进行教学。经过调查可

知，大学教师认为，学生下载任何一款运动健身 APP 时在

获取信息内容方面差别不大； 

3.2.3 运动健身 APP 针对性较强 

其次运动健身 APP 等应用开发偏重于女性，同时大量

针对女性健康、运动塑型、减脂的运动 APP 数量远远多于

针对男性的运动健身 APP 数量，面对这种情况，凸显了运

营商为了利用没有从大众角度出发，导致发布的内容单一，

满足不了当代大学体育教学要求
[5]
。 

3.2.4 用户结构多样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并且去面对运动健身 APP

在面对青少年运动锻炼这一块有待提高，当代互联网在快

速生长发展，用户结构也是各有千秋，若依旧像曾经那样

忽视不同的运动健身人群，运动健身 APP 很难得到持续的

发展。 

3.2.5 运动健身 APP 采取数据差异性较大 

再次运动健身 APP 功能较为单一并且运动数据采集

准确性较差，很多智能手机因其手机本身自带的硬件功能

的制约，在面对一些不需要走路的锻炼方式时，运动健身

APP 的运动记录功能并不能发挥作用，因此，现在手机的

硬件技术不断的成熟以及采集数据方法的科学性是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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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身 APP 发展的重中之重；学生通过运动健身 APP

进行各种运动训练，可以通过用运动健身 APP 进行准确性

的监测运动数据，但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目前，在互

联网时代，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系统崩溃，由于使用的

人数不断加多，系统不能进行稳定的工作，使当代大学生

难以继续长时间的系统训练。在信息化时代大背景下，运

动健身 APP 深受大学生青睐，可以在线上与大学任课教师

进行相互交流进行有效训练及进行理论教导。其次，对学

生的运动状况以身体素质进行线上评价及作出合理的运

动建议。在大学的学习阶段，是学生养成体育锻炼意识的

非常重要手段。 

3.2.6 运动时手机携带不方便 

由于大学体育课程时间短，且人数多，教学模式比较

单一，老师比较难以做到每个学生都能掌握当天学习的体

育技能，容易磨灭大学生们对体育课的兴趣，据调查显示，

大学生在运用运动健身 APP的过程中，会出现携带手机不

方便，操作麻烦，和运动结果监测不准确等问题
[6]
。 

3.3 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课程教学融合实践过

程中解决措施 

3.3.1 制定相关制度管理 

首先，在管理制度上，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建立相

关部门加强监督，第二，运动健身 APP 要规范发布训练内

容，为大学体育课程提供有利的训练方法，第三，运动健

身 APP 发布者要与普通高校的相关体育课程相结合，为大

学体育课程提供可行建议和经验。若在管理制度上有所松

弛，会使运动健身 APP 平台出现低级产品的出现。当运动

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教学融合发展时，会导致体育教学的

质量下降，也会使线上体育教学资源不充足，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课程相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体育教

学资源。 

3.3.2 重视教学资源的质量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许多健身 APP 平台也涌入了

短视频，不管是科学的和不科学的运动训练方法的涌入，

对当代大学的运动训练的方法选择有所影响，这正是因为

教学资源的严重缺乏导致的。大学体育教师对 APP 应用不

够广泛，大多数的体育教师在进行授课时都是以传统的教学

方法进行讲课，欠缺对教学方法的创新，所以导致运动健身

APP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的将大学体育课程进行融合。 

3.3.3 培养大学生的运动意识 

再次，当代大学应要培养大学生的移动学习意识，互

联网的到来，为大学生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健身 APP，为

他们提供了便利，如果不能够顺应时代的变迁，就会与这

时代脱轨。还有就是近年来学生们的自制力逐渐下滑,学

生们在进行互联网进行训练时难免会沉迷于网络，所以，

老师在进行组织教学时，要注意培养学生对手机使用习惯。 

3.3.4 要求开发者要不断完善服务系统 

使用者对使用运动健身 APP的监督情况反馈，形成良

性循环反馈；在这层面可以有效提高了对大学生进行体育

活动实用性，拓展了大学生的运动范围，促进了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课程的融合。 

3.3.5 创新运动健身 APP 的经营模式 

一方面可以改善原有的盈利方式。再付费 APP 方面，

由于它更加科学与专业，功能全面、用户体验感强，因此

受到广大运动团体的青睐。在广告层次，对广告宣传要进

行创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科学化、创新化

进行宣传广告，提高宣传广告的质量且也要提高广告的宣

传效率。另一方面，要不断进行盈利模式的创新。随着当代

大学生习惯的形成，体育运动健身类 APP逐渐成为体育产业

增长的可能，同时体育运动健身 APP可以为当代大学生提供

指导，模拟场地进行训练，还可以为大学生推荐训练器材。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前，运动健身·APP 在大学起着一个非

常重要的作用，在现阶段，普通高校都会用运动健身 APP

来监督当代大学生的运动情况，主要是随着新时代的不断

变迁，当地大学社的身体素质逐渐下降，光靠一个星期的

两节体育课来锻炼身体，是完全不够的。其次，如果把运

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课程相结合，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

且又优化了教学方法。所以运动健身 APP 与大学体育课程

相结合的作用明显，在体育教学领域有着较好的发展潜力

和趋势。本文章对运动健身 APP 的相应内容和作用进行了

分析和总结，其最主要是促进大学体育课程教学进行创新，

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在大学体育课程中将融入运动健身

APP 对体育教学的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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