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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智慧体育平台 SWOT 分析及对

策研究 
杜辉 1  朱觊 2  孙轲*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云南省地处边疆，拥有 15 个特有少数民族，民族体育文化资源丰富。学校作为传播文化与发展文化的主阵地，学校背负

着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本研究通过调查 8 所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建设的现状和智慧体育在高校运用的情况，通过构建云南民

族体育文化智慧平台模型，进而对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智慧体育平台 SOWT 分析并提出对策，最后得出结论，把民族体育文化

融入学校传承，并构建出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智慧平台，依托智慧体育平台是民族体育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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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体育文化建设对于当代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是建立大学生完整人格的重要途径，云南省地处多民

族地区，有着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根据托地域特色，云南省高

校依托智慧体育增强民族体育文化建设，有利于丰富校园文化建

设，也使云南省高校文化底蕴得到进一步提升。本文为云南省高校

民族体育文化的建设提供新的方法和路径，同时为构建云南省高校

智慧体育平台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1.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智慧体育平台的优势 

1.1 提升学生对高校民族体育文化传播的速度 

现在已经进入了 5G 时代，云南省高校学生使用智能手机率也

达到了 100%，高校学生每天运用手机的频率也非常之高，如果依

托智慧体育建立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建设平台，将有效的提升

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传播的速度。可利用平台向所有进入智慧

平台学生推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各民族体育的文化知识，这是传

统的物质文化传播途径不可替代的。 

1.2 提高学生参与高校民族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可依托高校民族体育智慧平台，推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介

绍项目比赛规则和训练方法，同时各民族体育社团可在平台推送社

团活动，这样可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民族体育活动，也能让有共同

兴趣爱好的同学一起参与民族体育活动。 

2 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智慧体育平台的劣势� 

2.1 建立民族体育智慧平台成本较高   

建立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智慧平台成本较高，主要涉及平台的

开发成本和平台维护成本。平台开发需要专业技术人员通过整合现

有民族体育资源，并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形成团队共同才能建立完

成，建立后期的平台管理也需要专业人员进行，这样就导致了成本

过高。 

2.2 管理、监测机制还不够完善 

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智慧平台建立后，对平台的管理和监测机

制还不够完善。高校学生心智都已基本达到成年人水平，但是还是

有部分学生群体不够成熟，认知能力有限且判断力不够准确，容易

被不法分子利用，运用智慧平台传播与民族体育文化不相关的信

息。 

3 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智慧体育平台的机遇 

3.1 相关政策出台引领 

2021 年上半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在文件中提

出建设“城市大脑”，支持互联网医院、智慧校园建设，构建数字

环保基础支撑体系[1]。其中智慧校园建设中就可以把智慧体育与高

校民族体育融合，推进民族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2 智慧体育已服务于云南体育发展 

2020 年云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把云南省体育中考分值从 50 分提高到

100 分，其中学生体质监测合格占 60 分，并鼓励全省利用智慧体育

平台进行测试[2]。通过调查多家中学学生体质监测考试都在运用智

慧体育平台进行测试。 

4 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智慧体育平台的威胁� 

4.1 智慧体育推动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网

络安全威胁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网络是一个多应用的平台,上面运行着多种

应用,其中包括网站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邮件系统等。同时,由

于网络用户众多,很可能发生用户运行其他应用程序的情况,这样做

的后果一方面可能影响网络的正常工作,降低系统的工作效率,另一

方面还可能破坏系统的总体安全策略,对网络安全造成威胁。 

4.2 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资源整合工作量较大 

云南省地处边疆，民族体育文化资源丰富，对云南省高校民族

体育文化资源的整合是一项庞大的工作，需要组建专家团队才能进

行。这对依托智慧体育推动云南省高校民族体育文化也是一种威

胁。 

5.结语 

民族体育发展至今受到了现代体育强有力的冲击，而信息技术

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化、智能化，民族体育更应是搭上 5G

时代构建“智慧城市”的便车，让民族体育文化更好的得以保护与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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