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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可穿戴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高校体育教学开始探索

如何利用这些新兴技术来优化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并实现个性化、智能

化的运动干预。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从可穿戴技术的基本特征

入手，探讨其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现状、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实施路径。当前高

校体育教学融入可穿戴技术存在的问题包括：（1）设备成本较高，学校资金投入不

足；（2）可穿戴设备收集大量学生的个人健康数据，可能引发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

若数据管理不当，可能会泄露学生的个人隐私；（3）教师对可穿戴设备的接受度较

低，尚未形成将其融入教学的习惯；（4）后台的建设不够完善，数据分析以及数据解

读能力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的解决路径包括：（1）建设数据驱动的体育教

学体系；（2）增强互动与反馈机制；（3）推动跨学科合作与技术融合；（4）推广与

普及可穿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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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popularization of wearable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universities are exploring how to use these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optimiz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mprove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and achieve personalized and intelligent sports interventions.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challenges, and future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wearable technology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starting from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integrating wearable technology into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include: 

(1) High equipment costs and insufficient funding from schools; (2) Potential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issues due to 

the collection of large amounts of students’ personal health data; (3) Low teacher acceptance and lack of integration 

habits; (4) Inadequate backend construction with insufficient data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apabilit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proposed solutions include: (1) Establishing a data-drive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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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而可穿戴技术通过实时的数据记录、反馈和

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运动兴趣和参与度。

1.4  促进学生健康管理与预防运动损伤

可穿戴设备不仅关注学生的运动数据，还能监测

其他健康指标，如心率、血氧、睡眠质量等。这些健

康数据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及

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有助于提升整体的健康管

理水平。许多潜在的健康问题并不容易发现，通过

可穿戴设备的有效监测，可以读取使用者的心率、

血氧饱和度等指标，让使用者及时关注自身的健康 

水平。

1.5  提升体育教师的教学管理水平

可穿戴技术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运动表现，还能大幅

提升体育教师的教学效率和管理水平。通过数据的整合

和分析，教师能够全面了解每个学生的运动情况，为每

个学生提供科学的反馈与指导。

1.6  响应国家体育教育改革和“健康中国”战略

随着国家对体育教育的日益重视，尤其是近年来提

出的“健康中国”战略，高校体育教育面临着更高的要求。

可穿戴技术的嵌入是实现健康管理、促进体质提升的重

要手段之一，能够帮助高校体育教学更好地履行培养学

生身体素质、促进学生健康的职责。

2  可穿戴技术嵌入高校体育教学的应用
现状
目前，可穿戴设备在我国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还处于初步阶段，许多高校还在探索中。其主要应用

在心率监测与运动强度评估、运动表现分析与反馈及

健康数据管理、跑步与步态分析、智慧健身房管理等 

方面。

2.1  心率监测与运动强度评估

一些高校已经在体育课程中使用智能手环或智能

手表，实时监测学生在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卡路里消

耗、运动强度等数据。例如，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会上

与深圳新次元公司合作，部署了“赛博运动空间”，

结合智能可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AI）技术，实现运

动监测与沉浸式互动体验。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教师根

据学生的体能状况，调整运动强度，避免运动过度或 

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2 年 1 月 4 日指出，当今世界，

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建设体育强国，

必须实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立自强［1］。高校体育作为

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校体育教学

则是高校体育发展的根本。发展高校内的体育科技也成

为了如今的潮流与使命。智慧体育作为近些年来较为流

行的一个词语，将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集为一体，

以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等为基本架构，整合

教育、医疗、旅游、文化等“体育＋”资源，形成一种

较为高级的生态系统［2］，具有智慧化、生态化和场景化

等特征。而可穿戴技术作为智慧体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是一种利用嵌入、识别和传感等方式进行交互和存

储的技术，主要用来探索和创造能直接穿在身上或整合

进用户衣服或配件的设备［3］，已广泛应用于健康医疗、

养老健身、生物工程、移动通信、时尚文化、教育和工

业等领域［4］。

1  高校体育教学融入可穿戴技术的必要性
高校体育作为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建设

“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重要一环，也是推进“健

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一环。在当前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背景下，将

可穿戴技术嵌入高校体育教学具有诸多益处。

1.1  提升体育教学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传统的体育教学通常依赖教师的经验来评估学生的

运动表现，缺乏科学的数据支持。而可穿戴技术通过实

时收集学生的运动数据（如步数、心率、卡路里消耗、

运动强度等），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加精确和客观的信息，

从而提高教学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1.2  实现个性化体育教育，满足学生差异化需求

在传统的体育教学中，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

差异较大，普遍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进行教学。这种

方式无法满足每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可能导致部分学

生无法从中获益，甚至产生运动伤害。可穿戴技术的引入，

可以根据学生的身体状况和运动数据，制定更加科学和

个性化的运动方案。

1.3  提高学生运动参与度和兴趣

当前，许多高校学生的运动参与度普遍较低，尤其

是在学业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情况下，学生往往忽视

(2) Enhancing interac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3)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4) Popularizing wearabl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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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动表现分析与反馈及健康数据管理

利用可穿戴设备，教师能够获得学生的步频、跑步

速度、姿势等运动表现数据，并实时反馈学生的运动技

术和姿势，帮助学生改进运动技能。一些高校已开始使

用智能健康管理平台，结合可穿戴设备收集的数据，为

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分析和运动建议。尤其在课外体

育活动中，学生能够通过应用程序查看自己的运动数据

和健康趋势，激励其保持规律的锻炼习惯。目前市面上

有一款“步道乐跑”App，这是一款主打校园运动健康

的跑步锻炼应用程序。其功能包括：（1）校园乐跑； 

（2）自由跑；（3）定向探秘；（4）专题知识；（5）课 

程管理；（6）体质测试；（7）在线考试。学生可以自

由选择其中的功能打卡完成任务，在完成每一项任务的

同时，达到一定的运动量。

2.3  个性化运动处方

根据学生的运动数据，教师可以制定个性化的运动

计划，使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体能水平的情况下

进行锻炼。这种个性化的教学方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运动参与度和兴趣。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与以动健康合

作，推出了基于 DeepSeek 大模型的运动处方辅助决策

平台，能够快速生成高度个性化的运动方案。例如，针

对肥胖或慢性病学生，系统可结合健康数据（如 BMI、

血压）设计包含有氧、力量、平衡训练的综合计划，并

动态调整强度与进度。传统体育教学依赖教师的主观评

估，而可穿戴设备通过客观数据（如运动强度、心率变

异性）支持精准教学，实现更为准确和客观的个性化 

教学。

2.4  实时数据反馈

部分高校体育课程使用可穿戴设备来提供实时数据

反馈。例如，实时监测学生的运动状态，帮助学生调整

运动姿势、速度和强度，从而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一

些高校在集体体育活动或比赛中使用可穿戴设备，进行

运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例如，使用 GPS 定位系统和运

动传感器来监测学生在团队项目中的表现，提供更加全

面的评估。

2.5  跑步与步态分析，智慧健身房管理系统

在跑步俱乐部和健身房中，使用智能跑步鞋或手环

进行步态分析和运动评估，帮助学员改进跑步姿势，避

免运动损伤。部分高校的体育比赛使用可穿戴设备来实

时追踪参赛选手的表现数据，如运动速度、心率、卡路

里消耗等，数据可以实时显示在大屏幕上，增强赛事互

动性和观众体验。一些先进的高校体育馆已经开始引入

智慧健身房管理系统，与可穿戴设备相结合。通过可穿

戴设备，学生可以实时了解自己的运动数据，并自动调

整健身器械的阻力或强度。通过设备收集的数据，学生

还能获得个性化的训练建议。

2.6  智能体育场馆管理，数据分析及科研应用

部分高校的运动场馆配备了智能化管理系统，通过

与学生的可穿戴设备连接，能够实时监测运动员的健康

状况，并提供智能化的运动建议。在部分体育院校和高

水平高校中，科研人员和体育教师利用可穿戴技术收集

大量运动数据，用于运动学、人体工程学、运动心理学

等方面的研究。这些数据不仅有助于教学改进，还能推

动体育教学方法和理论的创新。

3  可穿戴技术嵌入高校体育教学的发展
困境

3.1  设备成本及普及性

可穿戴设备的价格相对较高，可能导致一些学校或

学生无法承担相关费用，影响技术的普及。可穿戴设备

需实时传输数据至云端平台，对校园网络带宽和稳定性

要求较高。部分高校因网络设施落后，无法支持大规模

设备接入，导致应用场景受限。

3.2  数据隐私与安全

可穿戴设备收集大量学生的个人健康数据，可能引

发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若数据管理不当，可能会泄露

学生的个人隐私。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肌电传感器）

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学生的心率、运动轨迹、肌肉活动

等敏感生物数据，若未采用端到端加密技术或安全传输

协议，数据可能在传输过程中被截获或篡改。数据共享

边界模糊，高校与第三方平台（如运动健康 App）合作

时，若未明确数据使用权限，可能导致学生数据被商业

化滥用。

3.3  接受度与使用习惯

目前教师对可穿戴设备的接受度较低，缺乏系统的

使用培训。教师对可穿戴设备融入体育教学的认识不足，

尚未充分重视其应用价值。可穿戴设备的操作与数据分

析需要教师具备跨学科知识，但教师普遍缺乏相关培训，

难以有效利用设备优化教学，导致设备使用率低。学生

对可穿戴设备的认知仅停留在运动手表等常见设备上，

对于如何准确监测自身健康指标以及如何利用现有指标

进一步提升身体健康水平还比较模糊。

3.4  数据分析及解读能力

由于后台建设不够完善，目前针对体育，特别是高

校体育的数据平台推广度不够，数据收集后缺乏专业人

才进行处理和存储。数据维度较为单一，难以支撑精准

分析。现有的可穿戴设备主要监测基础指标（如步数、

心率、消耗热量），但对于运动姿态规范性、肌肉发力



第 4 期 27韩雪，等：高校体育教学融入可穿戴技术的路径研究

模式等复杂动作的捕捉能力不足。市场主流设备（如

Fitbit、小米手环）侧重于健康监测，而针对体育教学所

需的动作技术分析（如篮球投篮动作、短跑步频优化）

缺乏专业适配模块。多数可穿戴设备的分析结果仅提供

静态报告，如每日运动量汇总，无法根据课堂实时数据

动态调整教学策略。

4  可穿戴技术嵌入学校体育教学的路径
4.1  建设数据驱动的体育教学体系

高校可以建设一个统一的运动数据管理平台，集成

可穿戴设备采集的数据。教师可以通过平台实时查看每

位学生的运动数据，进行数据对比与分析，为教学内容

的调整提供依据。教师可以基于学生的体能基础和运动

需求，通过数据分析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运动方案，

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得到适合自己的训练强度和项目类型。

此外，学校还可以利用可穿戴设备，建立学生的运动健

康档案，长期跟踪学生的体能发展和健康变化，为学生

提供连续、系统的运动指导。

4.2  增强互动与反馈机制

利用可穿戴设备的实时数据传输功能，教师可以及

时向学生反馈其运动表现，例如运动强度、心率是否超

出健康范围，是否存在疲劳过度等情况。通过及时反馈，

学生能够更好地调整自己的运动方式。同时，为了提高

学生的运动积极性，可以设计基于可穿戴设备的数据反

馈激励机制。例如，设定目标步数、运动时长或卡路里

消耗等指标，学生达到目标后可以获得奖励或徽章，从

而提升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

4.3  跨学科合作与技术融合

可穿戴技术的有效应用离不开体育与信息技术的紧

密结合。高校应鼓励体育教师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教师合

作，探索如何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优化运动教学。

结合可穿戴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学校可以设计新

的跨学科课程，例如“运动数据分析”“智能运动管理”等，

培养既懂得运动技能又具备数据分析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4.4  推广与普及

为了确保可穿戴技术的顺利应用，高校应为师生提

供必要的设备，并定期组织使用培训，帮助学生掌握如

何使用设备、如何查看和解读运动数据。高校在引入可

穿戴技术的同时，应制定长期发展计划，注重技术与教

学内容的深度融合，以及教师和学生技术使用水平的提

升，而不仅仅是短期的技术引进。

5  结语
可穿戴技术为高校体育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

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提升教学质量，帮助学生更科学地

管理个人健康，并促进体育教育的个性化和智能化。然而，

技术的应用也面临一定的挑战，需要在数据安全、设备

普及和教师培训等方面进行有效应对。高校在推进可穿

戴技术应用时，应制定科学的实施路径，并结合学校的

实际情况，推动可穿戴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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