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背景下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教学路径探究

李宏飞，沈煜*

昆明学院体育学院，云南昆明，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在国家相关战略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成为学校体
育教学的核心目标。本文基于大数据技术优势，结合政策导向与学术研究成果，构建“数据驱
动—精准干预—协同治理”的教学路径。通过文献分析法梳理大数据在教育治理、体质健康管
理中的研究现状，从数据采集整合、教学模式创新、协同机制构建、评价体系优化四个维度设
计实施路径，旨在突破传统教学的粗放式弊端，为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研究发现，大数据技术可通过精准识别学生体质差异、动态调整教学策略、促进多元主体协同，
有效增强教学针对性与实效性，为“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学校体育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大数据；学生体质健康；教学路径
【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编号:2407225857）

1.引言

1.1研究背景

学生体质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工

程，也是学校体育教育的核心目标。近年来，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虽呈稳步提升趋势，但

肥胖率、近视率居高不下、运动习惯养成不足

等问题仍较突出[1]。我国明确要求“强化学校

体育教育，健全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机制”，

同时进一步提出对青少年体育发展做出全面

部署，强调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

体育赛事体系等。借助大数据可更好地整合体

育与教育资源，精准把握学生体育需求，优化

体育教学，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推动体育与教

育事业协同发展。大数据技术凭借其海量数据

处理、精准建模分析、实时动态反馈等优势，

为破解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中的“个性化需求识

别难、教学干预精准度低、多元主体协同弱”

等痛点提供了新路径。本文基于相关研究成果，

结合我国政策导向与教育实践，系统探究大数

据背景下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教学路径，以期

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

考。

2.文献综述

2.1大数据研究现状

在教育治理与体育领域的交叉融合研究

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价值与实践路径成为学

界关注的热点。王帅和吕昊鑫在《大数据时代

循证教育治理：价值阐析、机制演进与阈限澄

明》中提出，大数据通过循证决策提升教育治

理的精准性，其构建的“数据采集—证据生成

—政策迭代”机制为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提供

了治理范式参考[2]。付文娟和屈丹分别聚焦

高校档案管理与心理健康档案的大数据应

用，前者提出档案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后者论证了心理健康数据在危机预警中的

动态分析价值，二者共同指向学生个体健康

数据的整合与深度利用。[3,4]
在体育教育与数字化发展的交叉领域，

张波等探讨体育文化数字化发展时指出，大

数据技术可通过体育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

精准化提升体育教育的文化浸润效果，为体

质健康教学注入文化赋能逻辑。[5] 顾小清

等和卢秀等则从教育数字化转型与评价悖

论视角，揭示大数据在教育评价中面临的技

术理性与人文价值冲突，提出需构建“数据

驱动—价值引领”的体质健康教学评价体系。

[6,7] 此外，吴伟和邱发生、贾若男等基于

教育变革理论，强调大数据对高校教学改革

的驱动作用，主张通过数据挖掘学生个性化

需求，为体质健康教学的精准化设计提供理

论支撑。[8,9]
2.2学生体质健康研究现状

国家政策层面，明确将学生体质健康提

升纳入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完善体质健康

监测网络”“推进体教融合”等具体要求。

学术研究中，周琳珍等和霍鹏宇等基于动态

博弈理论，分析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

多元主体在体质健康治理中的利益博弈与

协同路径，提出构建“数据共享平台+责任

共担机制”的治理模式。[10,11] 张晓亮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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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峰结合“新课标”背景，指出学校体育在体

质健康促进中面临教学内容单一、评价标准滞

后等挑战，呼吁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课程内容

与学生体质需求的动态匹配。[12]
技术应用层面，李冲和史曙生构建了青少

年体质健康大数据治理框架，提出“数据采集

标准化—分析智能化—干预精准化—反馈实

时化”的闭环管理机制，为教学路径设计提供

技术路线图。[13] 王海波和陈海波、田甜和古

博文分别从数据平台构建与管理模式角度，论

证了大数据在学生体质健康档案动态管理、健

康风险评估中的应用价值，强调通过数据可视

化技术实现个体健康状况的精准诊断。[14, 15]
徐汉朋从体育强国战略视角，提出整合教育、

体育、医疗等领域数据资源，构建“体教医融

合”的协同服务平台，推动体质健康干预的常

态化与精准化。[16]
在教学干预研究中，卓晗等、胡桂康提出

信息化体育教学对学生体质提升的促进作用，

建议结合大数据分析学生运动偏好与体质短

板，设计个性化运动方案。[17,18] 张欣则指

出我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存在数据利用率低、

区域干预失衡等问题，呼吁加强数据深度挖掘

与分层分类干预。[1] 岳建军等通过国际比较

发现，我国体质健康政策存在执行碎片化、社

会力量参与不足等困境，提出借助大数据技术

提升政策靶向性，构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

—社会协同”的立体化干预体系。[19]
2.3文献述评

现有研究围绕大数据与学生体质健康的

关联，形成了政策驱动、技术赋能、治理创新

的多维研究框架，但仍存在以下待突破领域：

2.3.1数据驱动教学的深度融合机制尚未

完善

当前研究多聚焦数据平台建设或治理框

架设计，对如何将体质健康数据转化为具体教

学策略（如基于数据的课程内容动态调整、个

性化运动处方制定）的研究不足，缺乏“数据

采集—教学决策—效果反馈”的全链条闭环设

计。

2.3.2跨领域数据协同的壁垒尚未突破

尽管政策强调“体教融合”“体医结合”，

但教育、体育、医疗等领域的数据共享机制仍

存在标准不统一、协同效率低等问题，现有研

究对跨领域数据治理的制度设计与技术路径

探讨不够系统，难以形成全方位的体质健康促

进网络。

学生主体需求的精准响应存在缺口。现有

干预策略多基于群体数据特征，对学生个体

差异（如不同学段体质特点、个性化运动偏

好、健康风险因素）的精准识别不足，缺乏

“以学生为中心”的大数据应用场景开发，

难以满足多样化的体质健康提升需求。

综上，现有研究为大数据赋能学生体质

健康教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路径，但需

进一步聚焦教学实践场景，探索数据驱动的

精准教学模式，构建跨领域协同机制，最终

形成“数据采集—学情诊断—路径设计—效

果优化”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理论框架：大数据赋能体质健康教学的逻

辑基础

3.1数据驱动理论：从经验教学到证据导向

传统体育教学依赖教师经验设计课程，

难以精准匹配学生个体需求。数据驱动理论

强调通过采集学生体质数据（如身体形态、

机能指标、运动习惯）、行为数据（课堂表

现、课后锻炼记录）、环境数据（场地设施、

气候条件）等多源数据，运用机器学习、数

据挖掘等技术构建学生体质健康模型，为教

学目标设定、内容选择、方法优化提供量化

依据。例如，通过分析学生运动心率、能耗

数据，可动态调整运动强度；基于体质测试

成绩的时空分布，可识别区域或群体健康短

板，实现“教学决策有数据支撑、干预效果

可量化评估”。

3.2健康促进理论：从碎片化干预到系统治

理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促进定义为“促使

人们维护和提高自身健康的过程”，强调个

体、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作用。大数据

技术通过构建“学生—学校—家庭—社会”

数据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学生端实时

反馈运动数据与健康感知；学校端整合教学

效果与体质监测数据；家庭端获取个性化干

预建议；社会端接入医疗、体育场馆等资源，

形成“数据采集—需求分析—资源配置—效

果反馈”的全链条健康促进系统。

3.3协同治理理论：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

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学生体质健

康治理需要教育、体育、卫健等部门及学校、

企业、社区的协同参与。大数据技术为多元

主体提供了协作平台：政府通过数据监测政

策执行效果，制定宏观规划；学校基于数据

优化教学方案；企业开发个性化运动 APP
提供技术支持；家庭通过数据共享参与健康

管理。周琳珍等提出的动态博弈模型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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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程度与协同治理效率呈正相关，大数

据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激励各方形成“责

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治理格局。[10]
4.大数据背景下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教学路

径设计

4.1构建“多维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建模”的

精准诊断体系

通过建立覆盖学生全学业周期的体质健

康数据档案，整合基础生理指标、动态运动数

据、课堂表现记录、体育设施配置及家庭运动

氛围等多源数据，运用智能穿戴设备、AI分
析技术及物联网接入实现数据实时采集。依托

大数据清洗与关联分析，构建学生体质健康

“数字孪生”模型，通过聚类分析生成个体体

质标签以识别优势与短板，借助时间序列分析

追踪指标变化趋势并触发风险预警，利用机器

学习预测运动兴趣与体质提升瓶颈，为个性化

教学提供数据支撑。

4.2创新“分层分类教学—动态处方干预”的

精准教学模式

基于体质健康数字画像将体育课程分为

基础巩固、进阶提升、精英拓展三层级，分别

匹配体适能强化、专项技能融合、运动管理进

阶课程，兼顾体质薄弱学生补短、中等学生提

升及优秀学生特长发展。结合智能分析结果生

成“运动处方+健康建议”双维度干预方案，

明确运动频率、时长、形式及饮食作息指导，

通过 APP实时推送与记录；构建“智能课堂+
泛在训练”场景，融合 VR设备模拟运动、心

率监测动态调强的课堂教学，与 AI纠错、小

组挑战结合的课后社交化训练，实现“以学生

为中心”的个性化培养转型。

4.3搭建“政府-学校-社会”数据协同的立体

化治理平台

建立国家至学校四级纵向数据平台与学

校、社区、企业横向协作网络，推动教育、体

育、卫健部门数据贯通与社会资源接入，形成

“数据归集—服务输出”治理链条与“数据反

哺—产品优化”良性循环。明确多元主体协同

机制：政府制定标准、设立专项基金，学校组

建跨学科团队落实教学，家庭通过小程序参与

健康管理，企业与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持与效

果评估，媒体营造社会氛围，破解部门壁垒以

落实“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参与”的体

教融合数字化治理要求

4.4完善“过程性评价+增值性反馈”的教学效

果评估体系

突破单一体测评价，构建“体质指标+行

为习惯+健康素养”三维体系，纳入动态运

动指标、锻炼频率及科学锻炼意识等多元维

度，借助区块链技术保障数据可信。采用“基

线-中期-末期”对比模型进行个体增值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反推高效教学手段，生成学生

“体质健康提升雷达图”与学校“体质健康

热力图”，实现可视化反馈与发展性评价，

平衡数据技术理性与教育人文价值，落实

“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目标。

5.实施保障与挑战

5.1实施保障

在技术层面，需加大教育信息化基础设

施投入，支持国产运动监测设备研发以降低

技术依赖，同时建立数据加密、访问权限控

制等安全防护体系，参照付文娟对高校档案

数据管理的研究思路，确保学生健康数据采

集、存储、使用的合规性与隐私保护。[3]制

度层面，通过出台《学生体质健康数据管理

办法》明确数据采集边界、跨部门共享流程

及各主体责任分工，将大数据应用成效纳入

学校体育工作考核指标，形成制度化推进框

架。师资层面，针对体育教师开展“数据素

养+教学实践”融合培训，鼓励参与数据驱

动教学改革项目，培育既精通体育教学规律

又具备数据采集分析能力的复合型师资队

伍，为教学路径落地提供人力支撑。

5.2现实挑战

当前实施面临三方面主要挑战：一是数

据孤岛问题，教育、体育、医疗系统因数据

标准不统一、共享机制缺失形成信息壁垒，

需加强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推动跨部门数据

接口对接与治理规则协同；二是技术依赖风

险，过度聚焦数据量化分析可能导致教学忽

视学生主观运动体验与情感需求，需借鉴顾

小清等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反思，在技术应

用中坚守教育本质，平衡数据理性与人文关

怀；三是区域差异显著，中西部地区受限于

设备不足、师资数据素养薄弱，大数据应用

基础薄弱，需通过“东中西部学校结对帮扶”

“数据技术专项培训计划”等缩小区域差距，

确保技术赋能的均衡性。[6]
6.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大数据技术为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提供

了精准化、个性化、协同化的解决方案：通

过多维数据采集实现体质健康精准诊断，借

助分层教学与动态处方提升干预针对性，依

托跨部门数据共享构建立体化治理平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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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值性评价完善教学反馈机制。这一路径既

响应了“健康中国”与“教育数字化”的政策

要求，也破解了传统体育教学的粗放式弊端，

为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学校体育改革提供了新

范式。

6.2建议

为推动大数据背景下促进学生体质健康

教学路径的有效实施，可采取“试点先行—动

态迭代—伦理规制”的系统推进策略：首先在

信息化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展“大数据+体质健

康教学”试点，通过实践探索积累经验，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向全国辐射；同时建立

教学效果追踪机制，依托数据反馈对模型算法

和干预策略进行动态优化，构建“实践—数据

—改进”的螺旋上升发展模式，确保教学路径

的科学性与适应性；此外，需制定学生健康数

据使用伦理准则，明确数据采集的知情同意原

则、存储期限及销毁机制，在技术应用中坚守

教育伦理，切实保障学生信息安全与隐私权利，

为大数据技术在体质健康教学中的规范应用

筑牢制度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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