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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正以多种方式在我国各个年龄层有序地进行着，但是，社会各界对于健身的要求却是千差万

别，所以，必须将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进行多样化、大众化、简易化的设计，以适应不同群体的广泛需要。随着各类高

科技的智能设备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相应的智慧体育产品也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使人

们的健身活动变得更科学、便捷、全面和专业的同时，也对全面健身的发展和普及带来了新的挑战。现以全民健身（体质与

健康）为背景，对智能体育的发展展开了研究，我们希望可以借此提升人民的身体素质和水平，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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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fitness (physical fitness and health) is being carried out in an orderly manner in various age groups in China, but 
the requirements for fitnes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re vastly differ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iversify, popularize, and simplify 
the design of national fitness (physical fitness and health) to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With the increasing use of 
various high-tech intelligent devices in people's daily lives, corresponding smart sports products have also had a huge impact on 
people's physical health. Based on the national fitness (physical fitness and health),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sports, hoping to improve people's physical quality and level for reference.   
Keywords: national fitness; intelligent sports; present situation; strategy 
 

引言 

近几年，各领域、各年龄段的居民都开始投入到“全

民健身（体质与健康）”的倡导中，城市健身设施的增加、

相关活动的日渐丰富，都给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发展需求，

怎样尽可能满足各个群体的健身需求，是大家面临的难题。

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很多行业的设备开始实现智能化，人们

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同样都在发生变化。对于体育领域

来说，智能体育产品也随之不断涌现，并且得到了很多人

的青睐，深化了人们对健身的认识，让更多人意识到了健

身的重要性，其不但能提升身体素质，也可让人爱上运动。

不过智能体育产品现在还面临着困境，很多问题阻碍了其

发展，怎样尽可能满足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需求，走

出现在的困境，是需要思考的重点。本文对智能体育发展

和全面建设首先进行了简要概述，随后对智能体育发展的

意义、现状等加以分析，最后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希望借

此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 

1 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与智能体育分析 

从狭义上讲，智能体育是基于现代科技智能理念下开

发出来的各类智能化健身设备，它所使用的智能技术以人

工智能技术为主，它的智能终端包括了两个方面：智能体

育设备和智能体育 APP。智能场馆、智能跑步机等较大的

设备，智能跑鞋、智能手环等小设备。还有很多的智能

APP，比如“健康猫”“keep”“咕咚”等等。这些智能体

育产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智能化程度高，具有方便易

用、非常人性化的终端系统，参与者可以在任何时候对训

练结果进行监测，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判断，对自身状态

有更完整的认识；第二，便利性和移动性。智能体育产品

是将影像资料显示在移动终端上，大多数情况下，它不会

受到任何的环境的约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第三，线上

存储。网上云储存是信息技术的产物，能够将各种数据在

互联网上进行即时的传输和储存。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智能体育已不再是单纯的运动器材、运动 APP，它是一个

完整的产业链条。从广义上讲，可以将其分成两个类别：

智能体育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类。本文所研究的“智能体

育”是狭义上的“智能体育”，其核心产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智能体育器械和智能体育 APP。开展“全民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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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健康）”活动，是为了使广大群众能够更好地投入到

体育运动中来，增强全民的身体素质。 

2 基于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的智能体育发

展机遇 

（1）智能体育能够调动人们的运动热情，减少运动

的危险性。在运动中使用智能化装置，可以对运动者进行

针对性的指导，并对运动者的健康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及

时检测到运动者的健康状态，一旦有危险，就会有警报声

响起，提醒运动者立即停下，以免受伤或者发生其他意外。

这不仅能促进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的积极性，而且还

能减少其发生的危险性。特别是在使用了智能终端后，可

以将健身转变为一种交流方式，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日常

的锻炼计划和训练结果，增强了运动者的自信，也可以激

发别人对运动的积极性，从而产生群体效应。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增加，智能装置的功能越来越多，健身爱好者在

使用智能装置进行运动时，可以得到专业的引导，更好地

保证了体育活动的效果。 

（2）智能体育开创了新型的运动服务形态，为人们

的健身活动带来了便捷。从目前的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

活动情况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机构设施不

健全、细节落实不够好、导致了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服

务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碎片化问题。但是，将智能化技术引

进到体育行业中，可以很好地解决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

的供应方面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保证人们的健身活动的质量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使经营组织更加高效，增强了社

区居民的参与性，形成了多元合作的社区居民体育生态。 

（3）智能体育能够提升体育服务的准确性，为人们

的身体健康提供更好的保证。许多的体育资源被投资到了

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活动中，但是存在着严重的供求

不均衡问题，许多运动场所和器材的利用率较差，不能有

效地满足群众的锻炼需要。一些体育场所，更是长期处于

空置状态。智能体育的引进，可以有效地解决全民健身（体

质与健康）实施中的供求矛盾，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体

质与健康）的工作。 

3 基于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的智能体育发

展存在问题 

3.1 容易产生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性 

在新兴的智能体育产品中，尤其对利用互联网装置作

为中介的智能软件有很大的需求，它们的应用可以帮助用

户进行体育锻炼，但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特别是对于一

些自控能力不强的人来说，他们在使用这些智能设备的时

候，很可能会对这些设备形成依赖，很难从这些设备中解

脱出来，从而背离了他们使用智能设备进行身体锻炼的初

衷。但在智能手机的普及过程中，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们在利用智能设备帮助人类进行身体运动的时候，

也要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人类对智能设备的依赖，争取实现

两方面的平衡。 

3.2 部分产品价格较高 

自从智能运动产品问世以来，它就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不过，大多数的智能产品都因为研发和生产成本的制约，

价格比较高，高昂的价值限制了一些需求但经济条件不允

许的人群，但也有一些智能产品卖得很便宜，比如智能手

环。但这些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3.3 产品服务的供给质量低效 

智能体育产品服务的提供，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及

科学技术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为国内的智能体育还处于

初级阶段，所以在研发智能化的运动产品时，有许多的东

西都要从国外引进。所以，由于受到科技发展的制约，生

产出来的智能体育产品的智能化程度较低，并且目前市面

上主流的智能产品也都具有相似度高、生产能力低等特点，

很难解决供求矛盾。另外，国内从事运动智能化产品研发

的企业，在进行智能化产品开发时，存在着创意不足等问

题，并且难以掌握市场的需求和用户群体的定位，没有能

够很好的体现出这种服务本身的真实价值，从而使得它的

服务并没有满足用户的运动健身需求。 

3.4 技术研发与人才供应不足 

一方面，由于国内的运动智能化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

开展相应的产品开发既要耗费巨额资金，又要承担很大的

风险。然而，由于智能体育自身的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

加上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对智能体育产业的理解还停留在

肤浅的层面，这就造成了在智能体育产品的开发，功能方

面有着很大的缺陷，很难将其真正运用到体育领域中。 

4 基于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的智能体育发

展策略 

4.1 积极落实制度建设工作 

智能体育是近几年才兴起的，其发展不仅有利于推进

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还可以指导人们形成良好的运

动习惯，提高整体的体质。健全智能体育体系不是一天两

天就能完成的，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的指

导和各方的大力配合。政府部门要在财政、税收等方面制

定相应的措施。由于智能体育场馆是面向大众的，具有明

显的社会福利性质，因此其建设和经营严重依赖于政府资金。

政府要尽量加大资金的投资力度，对智能化体育馆进行主动

的改造和完善，使广大民众能够在高质量的场馆内享受到更

好的锻炼。另外，还需要加强对智能体育的管理力度，获得

完备的数据资料，制订相应的策略，以利于智能体育的发展。

在实施策略上，体育协会、企业和运动参与者之间需要相互

协作，才能为智能体育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2 加快智能体育馆建设步伐 

体育馆的智能化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此发展能够保

证体育馆的高效率运行，为开展群众健身活动提供有力的

场所支撑。目前，国内体育馆的数目在持续增长，但其布

局不均衡，且智能程度较差；目前还没有几个场馆能够达

到智慧化的。由于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意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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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团体日益增多，场地资源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

需要加速智能化体育场馆的建设；确保场地供应充足。在

这一过程中，要加大对居民的体育锻炼和健康需要的认识，

使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4.3 促进健身产品智能化建设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体育用品的智能化已经是

向着趋势的发展，而在高科技支持下的运动商品也逐渐走

入了人们的视线。要把重点放在客户的需要上。智能体育

是在传统体育基础上进行升级优化后的高质量结果，它是

一种促进消费者需求提高的产品，也是符合体育运动发展

的需要。随着国民健身活动的深入，人们对于体育发展的

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关注于使用者的需要，可以对健身

器材进行智能构建，让它能够持续地充实自己的功能。政

府和企业可以进行问卷调查，听取民众的看法，对民众的

建议进行汇总和分析，为发展和改进我国的体育设施提供

了一种有益的借鉴。 

4.4 加强智能服务功能研发 

开发和运用智能体育有关技术，能够保证智能化的体

育产品和服务能够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多元

化的健身需要，从而为开展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工作

作出贡献。为了推动智能体育产业的持续发展，我国的政

府部门和有关企业应该更多地投入到体育智能科技的研

究和开发上。 

目前，体育产品智能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国产自

主品牌的智能化运动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很小，这与国产智

能运动设备的科技含量不高有关，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

运动智能化产品存在着性能雷同、部分关键部件依靠国外

等问题，缺少核心竞争能力。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对智能

化运动商品的技术含量进行持续提升，改进其性能，创建

自主的智能化运动商品品牌。在智能化体育产品中，要进

行技术革新，使其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创造出不同的优势，

以最大限度地适应顾客对运动的个性化需要。此外，随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数据的存储需求也越来越高，5G

的逐步推广使得数据的传播速率大大加快，但是如何有效

地保存和利用这些数据却是一个难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

来，信息储存的技术与装置已经跟不上信息的快速发展，

海量的信息已经丢失，而且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国家

应该加强对信息储存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突破其关键的关

键科技，弥补其在信息科技发展方面的不足，从而更好地

满足人民大众对于智能体育产品的需要。 

4.5 加大智能化监管力度 

由于我国全民健身（体质与健康）运动正在火热进行，

所以智能体育的热潮不断升温，但是智能体育才刚刚起步，

产业管理体系尚未建立。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两面，对于

技术而言，如果运用不当，很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危险。

智能体育产品利用信息技术为参加者运动服务时，可藉由

信息技术为运动参加者提供指导信息，但若运用不当，则

可能成为限制参加者成长的因素。例如，人体健身资料的

安全性问题，若被某些人因利益而违法购买或出售资料，

导致资料外泄，可能对使用者的正当权利造成伤害。另外，

在训练过程中，由于缺乏精确的数据，可能会引起锻炼过

程中的失误，从而对参与人员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乃至

危及到自己的性命。所以，产业要制定智能体育产品的安

全生产和使用规程，健全有关的法律和规定，防止智能科

技和传统体育的结合发生问题。 

5 结论 

全面健身的背景之下，智能体育的发展空间更为广阔，

将二者结合起来，不但可以落实相关政策，也能为智能体

育发展提供助力。本文在对现状进行了阐述后，针对如何

发展智能体育提出了具体的策略，我们希望能够改变传统

体育的发展模式，融入更多的现代化元素，把传统体育和

智能体育合二为一，就此创建新的体育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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