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8 Vol. 4 No. 01 2022理论热点

研究人工智能与现代体育远程教育融合策略
张　旭 1　金　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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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普及，人工智能 + 远程教育已经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当前，远程教育在高校

中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可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参与性依然不高，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人工智能与现代体育远程教育融合，

开辟现代化、创新化的体育教学路径，促进体育育人效能的发挥，已经成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基于此，本文就人工

智能与现代体育远程教育融合策略进行了详细探讨，仅供相关人士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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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体育远程教育是运用信息技术来改变教学现状，实现

体育教学由课堂教育向课外，尤其是网络教育方向延伸。从客

观角度而言，体育远程教育实际上是属于个性教学模式，它是

围绕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的个性展开，满足不同身体水平的学生

的学习诉求，是保证体育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对此，高校体

育教师要善于运用智能技术手段，不断转变教学模式，开辟体

育远程教育新路径，从而在丰富体育教学内涵和形式的同时，

进一步彰显体育教学的育人优势，为学生更好地成长和发展保

驾护航。

一、搭建智能平台，转变教学模式

对于高校体育远程教育来说，其指的是以线上技术来整合

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合理引导的一种教学模式，即：高校教师

根据教学任务和学生的身心健康来展开教学设计，以智能技术

为着力点，引导学生参与到日常体育活动中，使他们能够学习

体育知识和技能，获得身心健康发展。在该模式下，高校体育

教学也由之前的单一线下教学转化成线上教学，体育教师可以

尝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搭建智能平台，从而提高体育教学的

多样性、专业性和安全性，为学生提供多种专业学习资源，激

发其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实效。

例如，高校教师可借助 QQ、钉钉、雨课堂等互联网手段

来搭建体育远程教育平台，在此基础上，为学生讲述一些体育

课程的要点。如在“足球越位”教学过程中，很多学生对于越

位规则不是很了解，如果单纯以言语讲述的话，他们也无法领

悟其中的具体内涵。对此，教师可依托智能平台，引入一段“足

球越位讲解”视频，借助雨课堂平台，通过越位划线、模拟

VAR判定等方式来带领学生深刻认识越位规则。在此基础上，

教师可以展示一些具体的比赛越位判定录像，让学生结合刚才

所学的内容进行分析判定，从而使他们能够在活学活用之中深

刻把握教学内容。

二、借助智能技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在体育远程教育中，体育教师由原来的领导者转变成助推

者，这也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体育远程教学中的主体，进而在

学习时更加积极和主动。对此，我们也要结合体育新课标要求，

积极借助智能技术，引导学生展开自主化的体育学习，从而更

好地激发他们的潜力，让他们在远程教育当中收获更多。

例如，在体育网球远程教学中，教师便可以将目光放到

VR、AR 等技术之上，引导学生借助相关设备开展“模拟体验

式学习”，期间，教师可以向学生详细介绍一下具体技能动作，

然后引领他们在智能模拟环境中去实践和历练。在此基础上，

可以依托智能检测大数据技术，对学生的模拟练习情况进行监

督和分析，找出其不足的同时进行更进一步的引导，让学生能

够学得自主、学得开心、学得高效。

三、借助可穿戴技术，提供安全支持

可穿戴设备是运用识别、传感、连接和云计算服务等交互

及储存技术，以代替传统体育教学中手持设备的现状，真正实

现体育教师和学生的互动、监管等功能。高校部分学生缺乏锻

炼，在体育远程教育中，进行体育活动测试时，在没有体育教

师的健康引导下，极易出现健康隐患。体育远程教育中一旦出

现体育事故，严重影响高校的正常秩序，给教师带来巨大心理

压力，并且会降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在智能技术应用

背景下，高校体育远程教育也要重点引入一些可穿戴技术，保

障学生的安全学习、安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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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长跑的远程教育中，对于一些体质较差，尤其是

有一些心脏疾病隐患的学生来说，长跑训练是存在一定危险的。

这时，教师可以引入可穿戴智能技术，如让相关学生穿戴心肺

功能检测便携式设备，对他们在长跑过程中的心肺功能情况进

行实时检测，及时了解他们的身体异样情况，安排合适的训练

内容等等，以此来保证体育教学和远程教育的安全化、科学化

开展。

四、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循序渐进地渗透到高校教育教学中，并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高校体育远程教育中，人工智能

与现代体育远程教育融合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必然趋势。对此，

高校体育教师应当正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意义，在体育教学

尤其是体育远程教育当中，积极引入多种人工智能技术，以此

来丰富体育远程教育的内涵和形式，提高体育教学的趣味性、

安全性和有效性，让体育的育人优势得到有效发挥，为学生更

好地成长与发展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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