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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体育背景下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体育振兴、建成现代化体育强国和

健康中国的重要举措。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智能体育背景下乡村体育公共

服务信息平台建设的价值意蕴、发展困境和提升对策进行了梳理研究。研究认为：智能体育背景下乡村

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存在体制尚未健全；信息化基础薄弱；供需矛盾突出；信息平台建设资源短

缺；平台缺乏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平台缺乏有效的反馈评估机制这六点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六

点对策：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一体化发展；构建惠及全民的体育信息服务平台和保障体系；提高

体育信息化服务平台的服务精准性和个性化；提升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影响力和使用率；推动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与乡村经济发展相结合；建立有效的乡村体育公共服务反馈与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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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information plat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
ligent sport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sports, 
and build a modern sports power and a healthy China.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method, expert 
interview method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to sort out the value implications, development di-
lemma an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infor-
mation plat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sport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six 
dilemma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information platform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intelligent sports: the system is not yet sound; the information foundation is weak;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s prominent;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re-
sources are short; the platform lacks an effective security management mechanism; the platform 
lacks an effective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the following six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information platform; building a 
sports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and guarantee system that benefits all people; improving the 
service accuracy and personalization of sports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improving the influ-
ence and utilization rate of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information platform; promoting the combi-
nation of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stab-
lishing an effective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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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国务院在 2019 年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强调了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建设和体育信息化的

重要性[1]。其中，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对于整合体育资源、推广体育知识、提升体育活动的参

与度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乡村地区由于体育资源配置不均与体育基础设施落后，面临体育公共服务

不足的问题。传统的乡村体育服务多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有限投入和周期性的体育活动，缺乏系统性和持

续性，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康需求。因此，构建一个高效、智能、易访问的乡村体育公共服

务信息平台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乡村体育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也迎来了契机。国务院在 2017
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强调了积极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智能服务的便捷高效，

以及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公共安全保障的能力[2]。这一规划赋予了人工智能新的时代使命。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在体育领域的深入融合与不断发展，智能体育已经成为体育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先进技术，如 AI、5G 和大数据等，为体育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些技术不仅显著改善了城市居

民的体育活动体验，也为提升乡村体育公共服务的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2. 智能体育背景下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的价值意蕴 

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同时，乡村人口是我国人口的主体构成，在持续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乡

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提高乡村居民生活水平以及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关键所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4.12512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戈修国，周敏 
 

 

DOI: 10.12677/aps.2024.125123 853 体育科学进展 
 

在。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既完美契合了乡村振兴建设的整体纲领，又能符合居民日益增长

体育需求的内在需要。第一，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能够从

一定程度上带动乡村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发展。第二，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是体育强

国建设的应有之义。第三，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构建为体育服务供给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也为改善

供需矛盾，提供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带来契机。可以说，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是提升

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的全面深化。第四，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是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引擎，构

建安全、高效的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能够更加有效、更加快速地、更加精准的地握居民的体育服

务需求[3]，进而提供居民更为优质、具有针对性的体育公共服务，促进乡村居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

推动了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3. 智能体育背景下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困境 

3.1.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尚未健全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尚未健全，难以形成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第一，乡村

体育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滞后。虽然城乡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演进，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仍缺乏系统的、可持续的、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标准，这也就导致城乡之

间、乡镇之间在资源配置、设施建设、服务供给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和

不平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建设，造成了城乡之间公共体育服务体制之间的落

差。第二，乡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体制不明晰。也就是说，管理体制复杂，协同、多元的乡村体育公共服

务治理体系尚未形成。从现实发生来看，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工作条块分割。在加速推进智能

数字化体育的时代背景下，城市体育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为核心

的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格局。然而，乡村难以在均等化进程中具有城市特有的优势，政府、市场、

社会整合度较低，且各自职能分工交叉复杂，难以形成合力推动乡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4]。 

3.2.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化基础薄弱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共享程度低，应用性不强。第一，与城市相比，乡村互联

网普及率较低，网络覆盖面小、速度慢、信号差等，这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共享的广

度和深度，无法充分发挥出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功能价值。第二，从现实情况来看，广播和电视仍

然是当前大部分乡村人民获取信息的首要来源。互联网、大众传媒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在乡村普及程

度不高，这也就导致了体育公共服务信息更新往往滞后于乡村的实际需求。在未来选择方面，可能会面

临信息过时、不准确等问题。第三，乡村体育公共信息共享平台缺失。乡村地区还未形成统一、高效的

信息共享平台，这就直接导致了体育公共服务相关信息难以在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居民之间的有效

流通与共享，大大降低了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3.3.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信息供给与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凸显。第一，国

家高度重视乡村发展，“三农”经济、乡村振兴稳步推进，乡村经济、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同时，乡

村居民对体育方面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并且，对于体育公共服务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要求也日益提高。

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难以协调、统筹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5]。第二，乡村居

民对于计算机网络技术、数字化、信息业务等应用程度不高、不精，相比城市来说，居民开展体育公共

信息服务的能力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公共信息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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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资源短缺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与运营的资金与人才短缺。第一，乡村财政能力有限，难以支付和

承担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同时，由于乡村体育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和公益

性特点，社会资本对其的投资意愿不高，导致资金来源单一，资金筹集困难。资金短缺不仅限制了体育

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规模和速度，还影响了后续维护和运营的资金保障。第二，乡村地区在教育资

源、生活条件等方面与城市存在差距，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信息化专业技术人才。体育公共信息服

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营需要具备信息技术、体育管理、市场营销等多方面知识的人才，而乡村地区的人才

储备不足，难以满足信息平台建设和运营的需求。这导致了信息平台在功能设计、内容更新、技术实现

等方面存在不足，影响了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3.5.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缺乏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 

第一，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涉及的数据量不断增加，包括居民的

个人信息、运动数据、交易记录等敏感信息。然而，乡村地区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相对较弱，居民数据

泄露、篡改等安全事件频发。这不仅会损害居民的个人隐私权益，还会影响信息平台的公信力和可信度。

第二，相比城市，乡村居民隐私保护意识普遍较低，不太清楚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信息。在使用体育公

共服务信息平台时，可能会随意填写个人信息、分享运动数据等敏感信息，从而增加隐私泄露的风险。

第三，目前针对乡村体育公共信息服务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不能有效地保

障居民的合法权益。 

3.6.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缺乏有效的反馈评估机制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评估体系目前尚未完善，缺乏科学、系统的评估标准和方法。体育公

共服务信息平台的服务质量、用户体验、满意度等方面的评估往往依赖于用户的主观感受和经验判断，

缺乏客观、量化的数据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难以准确评估自身运营效果，

也无法为后续的改进和提升提供强有力依据。 

4. 智能体育背景下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对策 

4.1.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一体化发展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一体化发展。第一，加强政策引导与规划

先行。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明确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的目标、任务以及具体措施，并将其

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中，切实有序地推进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第二，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加大对乡村体育设施的投资力度，建设符合标准、居民满意的体育场地和健身设

施，为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提供实体支撑；另一方面，提升乡村地区的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水

平，确保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顺畅运行。第三，加强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拓宽乡村体育公共服务

信息平台的发展路径。建立乡村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组织支持的协同机制，共同推动乡村体育公

共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与发展。 

4.2. 构建惠及全民的体育信息服务平台和保障体系 

优化区域、城乡资源配置，逐步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惠及全民的体育信息服务平台和保障体

系。第一，通过建立省级或市级统一的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整合各类体育资源和服务信息，为

乡村居民提供便捷的查询、预约、参与等服务；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乡村自行开发或引入适合本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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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体育信息服务小程序、APP 等，满足乡村居民多样化的体育需求。第二，建立健全乡村体育公共服

务信息平台的保障体系，包括技术保障、资金保障、人才保障等。第三，加强平台的技术研发和维护，确

保系统的稳定运行和数据安全。第四，满足不同乡村居民人群体育信息服务需求。例如，为老年人提供

适合其身体状况的健身指导和课程；为青少年提供有趣味性、挑战性的体育赛事和活动；为女性提供适

合其身心特点的健身项目和社交活动等。第五，构建高效的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体育公共

服务相关信息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共享。第六，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一方面加

强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建设，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另一方面增强居民的

隐私保护意识，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等方式普及居民隐私保护知识。 

4.3. 提高体育信息化服务平台的服务精准性和个性化 

加强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数据分析和挖掘，为居民提供精准、个性化的体育信息服务。第一，

在智能体育时代，个性化、定制化的体育信息服务已成为时代所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对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上的居民用户行为、偏好等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个性

化的体育服务。例如，根据用户的运动习惯和需求，推荐适合的健身课程或赛事活动；根据用户的身体

状况和健身目标，制定个性化的健身计划等。第二，构建全面的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数据采集系统。

包括用户基本信息、运动习惯、偏好、健康状况、参与赛事活动的记录等；另外，利用传感器、物联网等

技术手段，实现运动数据的实时采集和上传，确保数据的及时性。 

4.4. 提升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影响力和使用率 

第一，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高乡村居民对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

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如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广泛传播体育知识、

信息平台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增强居民的使用意愿。第二，鼓励乡村社区、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积极参与

信息平台的推广和使用，通过组织集体活动、体育赛事等，引导居民利用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进行报

名、预约和参与。第三，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用户社群，促进用户之间的交流与分享，形成良好

的使用氛围和口碑效应。 

4.5. 推动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与乡村经济发展相结合 

第一，体育 + 旅游融合发展。一方面，利用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推广乡村体育旅游资源，吸引游

客前来参与，带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打造乡村体育旅游品牌，通过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进行宣传推广，提升乡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游客与融资。第二，体育 + 农产品营销。在体育

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上开设农产品专区，展示和销售乡村特色农产品，为农民提供新的销售渠道，增加收

入。另外。结合体育赛事或活动，开展农产品展销会、营销会，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农产品的品牌

化经营。第三，体育 + 教育培训。一方面利用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开展乡村体育教育培训服务，如线

上健身课程、体育技能培训等，提升乡村居民的运动技能和健康素养。另一方面吸引体育专业人才和机

构入驻乡村，开展体育教育和培训项目，提升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服务质量，促进乡村体育公

共服务信息平台的专业性。 

4.6. 建立有效的乡村体育公共服务反馈与评估机制 

第一，构建科学、全面、可操作的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评价指标体系。涵盖平台功能完善度、

用户体验、服务质量、资源利用效率、经济效益等多个方面。对平台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为后续的改

进提供依据。第二，设立多元化反馈渠道。一方面建立线上线下的反馈渠道，如设立专门的客服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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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在线反馈表单以及社交媒体互动平台等，确保乡村居民能够实时地提出对体育公共服务信息

平台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另一方面鼓励居民通过社区会议、座谈会等形式面对面地反馈问题，增强反

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5. 结语 

智能体育下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是一项多维度、深层次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

创新的实践，更是针对中国广大乡村地区体育公共服务不足、居民健康需求日益增长这一国情而提出的

具有针对性的、深远意义的体育改革与发展方略。展望未来，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乡村体育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将成为连接城乡体育资源、激发乡村体育活力的关键桥梁，

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必将在促进乡村社会全面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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