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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据合成、算法映衬、强算加持的有力支撑下，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高新信息技术内核正以指数式裂变的速度推动

社会发展迈入智能时代。2019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中指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

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

为高校教育改革创新增添了新亮点和新活力。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立足智能时代背景，以传

统高校体育教育教学为基础，以需求为导向，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和教学资源，拓展体育教育教学内容，运用多样

化的教学方法进行体育教育教学以达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参与动机、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及自觉性和自主投入程度，进而提

高学生运动技能和知识水平，为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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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ing to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alent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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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data synthesis, algorithm reflection, and powerful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cor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high-tec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driving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at an exponential 

rate. In May 2019,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in hi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that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found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education, 

actively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and promot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 and has also added new highlights and vitality to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alent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and taking traditional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s the foundation 

and demand as the guide, we provide personaliz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eaching resources for students, expand the cont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use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improve their initiative, consciousness, and degree of independent investment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hereby enhancing students' 

sports skills and knowledge level,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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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作为体育教育的先锋阵地，在提升学生体育素质

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智能时代背景下高校体育教育

面临诸多挑战，但这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体育教育教学工作

也是一种机遇。在全球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智能时代下，

高校体育教育受到了极大冲击，传统高校体育教育模式已

不能满足人才的发展需求，因此，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

师资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意义重大： 

首先，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

资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是针对目前高校体育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而提出的研究课题，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教学相关的欠缺或不足。因此，推进高校体育教育实践

探究，有利于对体育教育教学方面的教学理念、内容、手

段、方法和师资队伍等等各方面进行理论创新。教育教学

的生命力在于革新，这样才能具有持久的说服力，也才能

为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提供学识和技术支持。社会对人才

的需要是变化的，高校体育教育教学需要与时俱进的专业，

因此，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

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为社会培养适应型人才。 

其次，满足学生发展需要。体育教育本身具有较强的

实践性特征，教师不仅需要为学生展现规范的动作技巧，

还需要引导学生再现教师示范的动作。但学生在体育课程

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明显的个性化差异，特别是不同学生

的运动能力、体育兴趣不同，所以在体育教育实际开展过

程中，需要充分尊重学生个体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传统体

育教育模式更侧重于学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从而导致学

习能力强、需求丰富的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学习产生抵触情

绪，而基础薄弱的学生又无法跟上课程教学进度。智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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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体育教育可以通过视频、音频等方式丰富课堂学习内

容，并将课堂教学延展到课外教学，为学校师生提供深度

学习、互动交流的机会。此外，学校还可以积极在课外开

展数字体育教育活动。鼓励学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通过

这种方式满足学生的多元化的发展需求。 

再次，满足学科发展需要。随着新时代的到来，高校

的体育教学工作也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创新。智能时代

在给传统体育教育教学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大学体育教

育教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发展方向。教师也能摆脱传统体

育教育内容和教学模式所具有的局限性，充分利用智能时

代的优势带来的体育教育的自由空间，站在技术层面对体

育教育组织形式进行大胆创新，深入激发每位学生的体育

学习兴趣和内在需求，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 

1 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时代特点 

1.1 基于智能时代，实现个性化学习。 

学生的学习背景、体育理论知识储备状态、体育技能

水平等个体差异会让学生对体育教育教学内容生成不一

样的学习感受。大众化统一的学习内容不能满足所有学生

的能力发展需求。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

守正与创新，可以充分利用智能技术的优势，收集学生的

学习数据和反馈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了解每个学

生的学习特点和难点，针对学生的学习水平、兴趣和目标，

制定多层次的教学方案，进而进行个性化的教学设计和指

导，通过个性化的、有针对性的、适应学生需求的理论学

习课程和训练课程，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力，确保学生最

终都能实现同步发展，达到最佳教学效果，最大程度地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技能水平。 

1.2 基于智能时代，实现交互式学习。 

当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生动活

泼的教学模式、有趣的教学内容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有助于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更好地发挥学生在高校体育教

育教学过程的主观能动性。基于智能时代，教师可以及时

更新和补充教学内容，开发出生动、形象的多媒体课件，

利用动画、视频、音频等方式呈现文化实践活动相关内容，

使学生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地了解和感受体育与经济、文化、

科技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利用丰富的教学平台与网络

扩展学习视野，丰富教学内容，加强学生对各种体育相关知

识及体育项目的交叉学习，帮助学生全面提升体育素养。 

1.3 基于智能时代，实现评价性教学。 

基于智能时代，在充分了解学生个性需求的基础上，

为确保体育教育教学学生最终获得相同的学习体验，需要

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课程，这对于学生线上自主学

习、教师熟练地使用网络平台提出了较高要求，基于智能

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教学评价不能

局限于期末考试，而应加强过程考核，对学生进行发展性

新的评价，通过过程管理可以加深学生自我认知，帮助学

生发挥优势弥补不足，助推体育教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2 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体育教育是体育学院重要的学科教育之一。根据多年

的教学经验，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体育教育教学体系，

目前，体育教育教学的开展仍然以传统的教学模式为指导

开展教学活动。传统的体育教育教学模式具有一点过的历

史性和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对体育教育的认识不全面。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中小学阶段的体育课一直不被重视甚至被取代，中小学生

体育教育几乎沦为空谈，不仅造成学生体育素养低，还导

致学生和老师对体育教育不够重视，认为其是消遣娱乐的

无关紧要的边缘科目；同时，大学在体育课程教学中关注

点仍然是运动技能培训方面，对学生人文关怀、思维培养、

价值观、体育意识培养等方面鲜有关注。 

其次，体育教育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体育教育局限在

课堂上，在课外大部分时间，学生接触体育价值观培养的

机会少，大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

大大不利。加之，在体育教育课堂教学中，硬塞灌输式、

讲解式与传授式等手段展开教学活动，学生被动吸收，学

生对体育教育课堂的参与感与学习体验感相对较低，致使

学生难以形成良好的学习兴趣和运动热情，从而导致体育

教育教学效果差强人意，难以为学生提供高效、高质的体

育素质和运动技能提升服务。 

3 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守正 

3.1 遵循实效性原则。 

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

项目的开展，不单单是要达成简单的教学任务，也并非单

纯地跟随师资培训项目建设的趋势而进行课程创新，其本

质是要通过体育教学夯实学生体育理论知识水平，提升体

育运动技能掌握水平，打破体育教育教学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满足学生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为学生身体素质和心

理素质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体育不仅仅是身体运动，还

有技战术、体能、心理问题等，一名体育素质良好的学生，

需要理论与技能并举，弥补体育实践过程中偏重技能不足，

遵循实效性的原则，真正地理解体育教育教学的内涵和本

质，而不是流于形式化，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其育人价

值，从理论知识的掌握、思维的拓展、运动技能的提升、

自信的培养等多个层面实现育人的根本目的，助推新时代

高素养、全面发展的体育人才的培养。 

3.2 遵循高效性原则。 

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

项目的开展，教师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优势开发模拟体育

训练系统，他们可以感受训练现场的环境、光线和声音，

与虚拟的对手或者教练进行比赛或训练，身临其境的体验

能够增强学生的沉浸感和参与度，让他们更加专业地投入

到体育训练中；利基于智能时代，学生们可以随时随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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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种模拟运动器械实践，这不仅可以省去很多时间，还

可以大大降低了实际训练过程中的出错率。 

3.3 遵循融合性原则。 

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

应注重教学方法和现代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通过交互融

合可以弥补单一技术的不足，引导学生进行复盘，确认已

掌握和需要加强学习的知识点及训练动作，引导学生建立

体育知识点和运动技能提升之间的求解关系。通过不断地

练习、强化让学生在实际体育训练中学会思考、掌握知识、

提升运动技能。 

4 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创新 

4.1 智能时代背景下，创新体育教育教学模式。 

高校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人才基地，为了更好地完成高

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对新形势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对体育教育人才的新要求，学校应遵循人才成长的基本规

律和特点，转变教学理念，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

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应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利用数字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等，创新体育教育教学模式，

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确保线上教学内容更加生

动有趣，线下课堂气氛更活跃互动性更强。比如，在进行

体育教育知识讲授过程创设生动具体的教学场景实现知

识与应用的交叉融合，教师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场景

进行还原，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单调与枯燥，两种模式优势互补，

相辅相成。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学生学情分析，为学

生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线上教学内容和线上课时，弥补

线下“大锅饭”带来的不足，确保学生最终都能获得相同

的学习体验。 

4.2 丰富教学内容，促进体育教育融合发展。 

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

注重教学内容的交叉融合。首先，学科内应用场景与学科

理论知识交叉融合。比如，理论知识教学的过程通过引入

应用场景为学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场景分析数据，从主干

知识延伸到应用领域，促进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学生通过

应用场景学习延伸学科交叉知识、对场景进行分析，既可

以增加理论课堂的趣味性，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

以通过理论的分析作为实践的反馈和评估，以理论支持实

践，用实践践行理论，推进体育教育教学的向前发展。其

次，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体育素质的提升依赖于体育教育

相关理论知识的积累、运动技能的提高。知识是技能的基

础，没有知识不可能形成技能；只有知识没有技能，一切

都是纸上谈兵，因此需要加强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融合。

体育教育教学是建立在训练基础上的学科，从而帮助他们

更好地学习与成长。其次，体育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体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从教学实际出发，结合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与规律，充分发挥体育教学对学生的德育价值，在传

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融入体育知识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 

4.3 建设良好的教师队伍。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负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职

责。教学师资队伍是推动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

培养的守正与创新高效融入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重要实

施者，基于智能时代，高校体育教师应转变教学理念、优

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法，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贯彻到体育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激发学生对体育教育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达到上述目标，高校应建设良好的

教师队伍，切实开展基于智能时代体育教育师资人才培养

的守正与创新专题培训，注重教师相关教学素养、教学技

能的培训和提升，切实发挥智能时代的诸多优势，推动体

育教师教学质量、水平的提升。 

5 结论 

（1）体育教育并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问题，对体育

教育的认识不全面、部分教师专业素质不够高等教学问题

的存在，影响了体育教育育人价值的实现。 

（2）借助智能时代先进技术的优势，各地高校都在

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对传统的教学进行延伸和拓展，以期

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培养综合型

人才打下基础。 

（3）借助智能时代先进技术的优势，建设打造了资

源共享平台和实践平台。平台的建设为学生提供了在线学

习的机会，为学生推送相应的教学资源，实现教学资源的

优化利用，有效促进教与学之间的互动交流。实践平台的

打造，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和方式，

帮助学生在体育训练中提高体育运动技能和相关知识水

平。同时，教师可以借助平台便利对学生进行实时指导，

提高体育教育教学的高效性；利用平台，学生的反馈能够

及时高效地转达给教师，以学促教，帮助教师进行教学的

持续改进。此外，借助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体育训练视

频案例，通过不断地训练提升学生运动能力。 

（4）借助智能时代先进技术的优势建设建立了教学

评价机制。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估机制，有助于体育教育师

资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的持续完善。教学评价应体现

在学生学习的每一个环节，包括但不仅限于学生线上教

学学习状况、课业完成情况、实验项目完成程度等进行

评价，科学进行梯队建设与人才培养。体育教育师资人

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应是动态的、可持续的，根据教学

评价结果进行合理的调整，确保实体育教育教学具有持

久的教学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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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运动人体科学实验教学改革探究”，项目编号：

2409121510；（3）2025 年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

目名称：“双减”背景下初中学校体育“双增”的路径研

究，项目编号：20241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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