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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数字中国的背景下，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法、逻辑分析研究方法，以数字体育发展为引线，

通过对广东省10所有体育专业的院校进行调查，并进行个案研究，旨在了解广东省高等院校体育专业数

字化教学的发展现状及在发展过程中的内涵。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高等院校体育专业数字化教学改革整

体态势良好，但是在改革中也暴露出各种问题：数字化教学资源不足、平台落后；教师数字化教学技能、

师生数字素养有待提升；数字化教材建设滞后；数字化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根据数字化发展的内涵，

数字化教学改革的内涵发展应该是资源的数字化、技术的赋能化、数据的共享以及评价的数字化。显然，

体育专业数字化教学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入。希望相关的研究能为有关部门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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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China, this study uses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logical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ports as the lead, and investigates 10 colleges 
with sports majo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ase studies are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gital teaching in sports maj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its connot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reform in sports maj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good, but various problems have also been exposed in the reform: insufficient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and backward platforms; teachers’ digital teaching skills and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need to be improved;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are lagging behind; digital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is imperfect.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development, the connota-
tion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aching reform should be the digitization of resources, the empower-
ment of technology, the sharing of data, and the digitization of evaluation. Obviously, the reform of 
digital teaching in sports majors needs to be further deepened. It is hoped that relevant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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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新时代数字中国背景下，加快教育转型建设数字中国，教育强

国，推进教育数字化改革是工作的重要内容。2020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布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学校联通 学生赋能》，在全球领域开始了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革命，教育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近年来，我国也相续出台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国教育

现代化 2035》等相关政策，多措并举加强教育数字化建设，推动“互联网 + 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推进教育数字化写进报告，明确了教育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意

义。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2023 年，召开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数字化现场推进会，面向中西部地区专门召开教育数字化助力教育

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成立教育部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设立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应用特别工作组，

为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提供智慧和力量。“智慧高教平台”，提供了 2.7 万

门优质慕课、虚拟仿真实验，以及 6.5 万余件教材、视频等各类学习资源。“慕课西部行计划”实现西部

高校基本全覆盖，仅 2022 年一年，为西部高校提供的慕课及订制课程服务 4.5 万门，帮助西部地区开展

混合式教学 176.9 万门次，参与学习学生 2.5 亿人次，培训西部教师 35.5 万人次。 
广东省高校积极响应国家顶层设计方针，结合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意见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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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2021]31 号文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2023-2027)》的通知精神，

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发展，建设数字广东，以高等教育数字化、智能化引领广东省高等

教育现代化建设，支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1.2. 目的和意义 

1.2.1. 目的 
通过研究旨在了解广东省高等教育体育专业数字化发展的现状，明确体育教学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

特征以及体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所蕴含的价值，挖掘现存困境与优化路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数字

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数字化的教学改革是研究如何将新型的数字化技术融入体育教学改革，充分利用

数字技术，创新教学模式、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适应新时代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 

1.2.2. 研究意义 
高等院校体育专业数字化教学改革，能提升体育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能提升教学效率，优化教学

质量；数字化教学发展可以加大数字化教学平台的建设，提升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数字化教学改革可

以提升教师整体的数字化素养；数字化教学改革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实现学生的多维度、多平

台学习，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数字化教学改革是新时代体育教育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可以

培养更多的数字时代人才，以体育专业的特色数字化教学改革为其他专业改革提供经验和参考。 

1.3. 数字化教学在体育专业教育进行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1.3.1. 必要性 
首先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当今的口号是“数字中国”“数字体育”，时代在进步，教育必然要发展，

数字化教学改革是时代前进的必然趋势。其次是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必然要发生变化，丰富的数字化教

学资源(视频、动画、游戏等)可以使课程内容更加生动，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数字化教学工具(如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等)能够增强课程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数字化教学可以提供更加丰富

和多样的学习资源，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体验，提高学习效率。最后数字化教学平台可以提

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能提供个性化教学，数字化的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

体能等情况，定制教学计划，通过器械数据进行实时的数据传递及分析，监测学生的运动表现，及时调

整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质量。 

1.3.2. 可行性 
首先国家和地方不断出台政策，鼓励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教育部门和学校也增加了对数字化

教学的投入，积极搭建平台和引进数字化设备，开展各类型的数字化教学改革；其次，数字技术如人工

智能、VR、MR 等技术已经日渐成熟，为体育专业数字化教学改革提供技术支持，使数字化教学改革成

为可能；通过培训，教师具备了数字化教学理念，掌握了基本的数字化教学工具和方法，综合数字化教

学素养的提升为数字化教学提供了保障；作为受教育的主体，当代大学生普遍对数字化教学工具和教学

资源有较高的接受度，更乐意接受数字化的教学形式。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化概念界定 

数字化最早来源于计算机的一个术语，它是将各种信息(包括文本、图像、声音等)转换为数字格式的

过程，以便于在计算机和数字网络中存储、处理和传输。计算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类的工作效率，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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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形式席卷各行各业，国家也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

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高等教育数字化：高等教育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改造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管理模式，以数据信息

存储、传输、表现复杂场景和对象的技术，推动教育变革、发展和价值创造的过程。曹建(2024)指出高等

教育在通过全面的、彻底的数字化转型之后，可以形成一个能够实现数据驱动、人机结合、跨界开放的

新兴的教育生态系统，构建出一个更加适切、更加开放、更加卓越、更加完备、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高

等教育新体系[1]。 
高等教育数字化教育的内涵：高等教育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改造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管理模式，

以数据信息存储、传输、表现复杂场景和对象的技术，推动教育变革、发展和价值创造的过程。高等教

育数字化的内涵特征包括培养数字化思维和理念，应用数字化技术和平台，开展数字化创新和变革，采

集数字化行为和轨迹，提升数字化能力和方法，以及加强数字化管理和评价。核心要素则包括教育数字

化的全要素建设、全业务数字化应用升级、教育教学全流程的科学决策和管理，以及高等教育全领域的

均衡发展[2]。 

2.2. 文献计量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输入高等教育数字化关键词检索，共检索到 1668 篇相关文献，文章主题主要为数字化

转型 258 篇(主流研究趋势与方向)，教育数字化 70 篇，数字化校园 93 篇，高等职业教育 42 篇，数字化

背景研究 38 篇，数字化教学资源 32 篇，高等教育数字化 50 篇，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图书馆建设之类。 
关于高等教育数字化的研究在 2020 年之前一直比较低迷，从 2021 年开始进入研究的高潮，2021 年

发文 73 篇，2022 年达到 132 篇，2023 年多达 390 篇，从大数据预测，2024 年预计发文量在 370 篇左右。

从文献的发表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数字化的研究是当代研究的热点。从发文的质量来看，核心期刊占据

2/3，总体发文质量较高。从学科分布来看，研究的领域主要在高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和计算机

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三个方面，总体占到 79%，其中体育方面的研究只有 17 篇，占总数的 0.57%。研究的

层次方面主要分两种，分别是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文献主要为研究论文，资讯和综述较少。 

2.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领域 

数字化课程教学改革：麦振庭，丁世聪(2024)大数据在高职体育专业学生体能训练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中针对当今数字化信息的浪潮，提出以 ChatGPT、元宇宙、大数据、虚拟智能设备等技术为手段，探析

高职体育专业学生体能训练课数字化的教学改革，提出构建高职体育专业体能训练课程培养的虚拟智慧

平台的基本框架，利用元宇宙特性，构建体能训练的虚拟课堂；发挥 ChatGPT 特性，使学生的模拟体能

训练授课获得最即时的评价的措施手段[3]。王建军(2024)虚拟仿真技术在高校体育专业教学中的应用一

文中提出在高等教育体育专业领域内，虚拟仿真技术的引入与应用已成为教学创新的重要标志，对提升

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模式起到了关键作用。虚拟仿真技术融合了“自主式”“设计式”与“互动式”等

先进的教学方法，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动力与参与度。现实环境中，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与开

发团队知识储备不足；虚拟仿真实验研究应用鲜少涉及高校体育课程范畴；部分高校不重视虚拟仿真技

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成为其限制因素[4]。从文章的参考文献中，又发现关于公体课虚拟仿真教学体系的研

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虚拟仿真平台建设与实践探讨；虚拟仿真实验应用在高校体育专业游泳教学

中的必要性分析；基于虚拟仿真的体育教学实训平台设计；高校院校体育专业借助虚拟仿真技术辅助教

学的重要性及其对策研究；高校院校体育专业借助虚拟仿真技术辅助教学的重要性及其对策研究。兰刘

逸飞(2023) Uniijoy 数字化健身操舞系统在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中的教学应用研究使用系统进行健身操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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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教学，不仅能提供前沿的教学资源，还可提供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为学生带来沉浸式课堂体验，

解决教学过程乏味等问题[5]。 
数字化专业建设，学科发展：时茂仁等(2024)在我国高等体育院校“数字” + “体育”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研究—以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运动康复专业为例的研究中，从提高高等体育院校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运动康复专业本科生的数字体育素养为出发点，对我国高等体育院校

“数字” + “体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研究，提出了“数字” + “体育教育”数字体育人才培养

模式设计与实践(体育教育)、“数字” + “竞技体育”数字体育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与实践(运动训练)、
“数字” + “社会体育”数字体育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与实践(社会体育)、“数字” + “体育” + “医

学”数字体育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与实践(运动康复) [6]。何娟露(2023)智慧体育赋能贵州高校体育专业教学

模式改革研究中，针对智慧体育如何赋能，如何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探讨，提出构建高校智慧体育

的理论基础、基本理念、现实条件及教学模式的构建雏形[7]。 
数字平台建设：钟杼灵，金光辉(2024)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虚拟智慧平台构建探究中指出，高校

体育教学融入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可能性和挑战性，提出构建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虚拟智慧平台的

基本框架[8]。李伟(2023)高校体育专业课程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实践运用的研究中，信息技术与体育教

学的深度融合是信息技术与体育课程整合的根本性目标，也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向，会为今后体

育教学带来一定的优势，提出了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体育自主化学习平台的思想[9]。 
数字素养、数字化人才培养：黄娟，白晓亮(2024)教育数字化转型下体育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中指

出，教师的数字素养是教育数字转型下面临的新课题，体育教师要打开自己的教学思路，认识信息技术

带给教育的跨时代变化，提高体育教师对数字赋能教育的认可，增加教师切身体验；提升教育管理者对

体育数字化的重视程度，加大数字化资源与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投入；加强体育教师间的数字化教学研

讨，加强数字化技术专业人员与教师间的沟通与交流，提高数字化技术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水平；开展

针对数字化体育教学实效培训，制定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计划与制度；优化体育教学数字化技术和资源

的应用，提升数字化技术在体育教育教学中的智能性[10]。梁晨(2024)教育数字化背景下体育教师数字素

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中指出，在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中，体育教师数字素养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和关

注。明显存在数字理念滞后、数字技术空缺和专业培养缺失等诸多实际问题。基于此，提出了构建体育

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11]。刘玲君(2024)我国体育产业数字化人才培养困境及突围的策略探讨中阐

释了体育产业数字化人才的内涵及培养的意义，然后结合目前中国体育产业数字化人才培养困境，针对

性提出了相关的培育对策[12]。余贝，谢经良(2023)我国体育数字技能人才的内涵及培养的价值、困境与

纾解中从体育数字技术人才的概念出发，探索体育数字人才培养的时代价值，提出了限制体育数字技术

人才发展的困境，针对困境提出了解决的方案[13]。罗月名，何芳(2022)在文章 AGIL 分析视域下体育产

业数字化人才培养研究，运用 AGIL 理论模型对体育产业数字化人才培养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体

育产业数字化人才培养存在体育专业教育同质化；培养目标定位不精准；人才流动配置缺乏保障；人才

评价机制不健全等困境[14]。 
高等教育数字化是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化教学内涵要求我们要不断升级教学和管理模式，

优化教学平台。从收集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总体研究较多，但关于体育教学数字化

的研究占比较低。关于体育专业数字化发展的研究中，数字化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通过 ChatGPT、元宇

宙、大数据、智能装备、仿真技术以及先进的数字化系统实现；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体育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通过数字化教学平台的搭建，实现信息技术的传播，为体育实践教学服务；文献更多的在于发

现在实现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有效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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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东省高等院校体育专业数字化教学现状及数字化改革案例 

3.1. 数字化教学现状 

根据课题研究，对广东省十所有体育专业的院校进行调研，调研采用问卷和电话访谈形式进行，从

调查问卷分析得出，十所高校的体育专业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开展了或深或浅的数字化教学改革，其中

改革最深入的当属体育专业院校广体、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和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取得的成

效也最大。 

3.1.1. 教学资源、学习平台 
数字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的搭建是数字化教学改革的基石。从广东省体育专业数字化教学资源和

平台的建设看，广州体育学院教学资源非常丰富，包括课程学习网站 6 个，151 工程课程网站 2 个，教学

课件资源网站 3 个，体育英语资源网 1 个，校外学习资源网 1 个。广州体育学院积极推进数字化教学环

境建设，包括教学楼教学空间的数字化建设，以及术科智慧教学与质量监控和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建设。

这些措施旨在提升教育教学、竞赛训练、教学管理的数字化水平，以适应教育模式的变革。广州大学校

园码构建“1 + 2 + N”微服务生态，该成果通过构建“一个”校园码，实现身份码、支付码、状态码等多

码合一的便捷智慧服务模式，为全国高校智慧校园建设提供了新方向和新路径。由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北京体育大学、深圳市好家庭实业有限公司共同牵头，联合全国体能训练行业企业成立，旨在落实

国家战略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推动全国体能训练智能化行业发展。 

3.1.2. 教师数字素养提升 
广东省教育厅在 2018 年就提出了“双融双创”政策，“双融双创”指的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

双向融合，以及教师、学生创新与创造能力的发展。这一政策旨在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促进教育创新，提升教师和学生的数字和信息化素养。岭南师范学院印发《岭南师范学院教育数字化行

动计划》(2023~2025 年)，积极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治理和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体育学院教师乔克满参加了“首届高校体育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与创新”

培训班。 

3.1.3. 数字教材建设 
案例：广州体育学院启动了我国首部《数字体育概论》教材的建设，这标志着数字体育教学内容的

系统化和规范化。该教材将涵盖数字体育在教学、体测、赛事、考试、大数据等方面的应用，为数字体育

教学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2023 年 11 月 17~20 日，纪念高教版《运动生理学》研讨会在广东广州

召开，会议围绕新阶段运动生理学科发展方向与使命、体育课程思政、运动生理学教材编写原则及课程

教学的重点难点等内容进行了综述，体现了数字化时代教材建设的更新与进步。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

学院的谢幼如教授、博导主讲的课程《数字教材创新应用》旨在深化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助推数字化转

型赋能课堂教学高质量发展。课程以数字教材创新应用作为重要抓手，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

教师队伍，助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人才高地”。 

3.1.4. 数字化教育论坛 
广州体育学院参与了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 2023 年度理事会会议“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未来

教育创新”论坛的研讨与学习；岭南师范学院承办的“CCF 走进岭南师范学院暨教育数字化转型前沿论

坛”；岭南师范学院与西安交通大学共同举办的 2024 年“AI 赋能教育教学改革”专业能力提升培训(西
安交通大学高端培训班)在西安交通大学顺利开班，岭南师范学院 50 名教师参加此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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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学生教学素养的提升及数字教学评价体系 
2024 年广州市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大赛取得了显著成果，共有 2031 支队伍参与市级活动。根据

广州市教育局的公示，共评出市级奖项 1045 个，优秀组织单位 36 个，优秀指导教师 34 位。这一赛事不

仅提升了学生的数字素养，也锻炼了他们的设计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附

属体育运动学校的学生表现出色，荣获了市级奖项两项以及区级奖项五项。广东省教育厅设立了 2024 年

广东省中小学课堂教学数字化评价与质量提升项目，旨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教师改进教育

教学，推动形成数字化赋能课堂教学评价与质量提升的新生态。项目遴选出 180 所学校作为项目学校，

涵盖了小学、中学和中职学校。这表明广东省在推动数字教学评价体系。系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高校体育教学的评价体系还停留在学生教务系统形式评价的阶段，如何破冰，针对数字化教学改革，

开展过程性评价、诊断性评价是未来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3.2. 数字化教学改革案例 

3.2.1. 浸润计划 
案例：由广东省教育厅组织实施的体育浸润行动，由广州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广州大学、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韶关学院、肇庆学院等 17 所院校参与，通过教育的传递，一方面服

务基层体育教师，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高校体育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该浸润计划的指导学习包括了文

献检索、前沿应用技术发展、论文报告格式编辑、海报画册设计制作、相机基本设置、Excel、Python 基

础、人工智能和 PPT 基础操作等内容的培训。 

3.2.2. 高等教育智慧平台 
案例：高等教育智慧平台的建设是适应教育现代化趋势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

公平、推动教育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工具，帮助教师更好地设计和实施教

学计划，提高教学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从而提升教学质量；依靠数字化赋能，智慧平台使得远程教学成

为可能，打破了地理限制，让更多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兴趣选择课

程和学习材料，实现个性化学习；智慧平台可以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教育数据，为教育研究提供丰富的数

据支持，促进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智慧平台的建设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

字素养，使他们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工作和生活。广东省高等院校体育专业在智慧教育平台的资源

建设以广州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和广州大学体育学院建设的最好，网络影响力也最明

显。从访问量和学习量来看，高等教育智慧平台已经成为广东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接收网络学习资源的

重要平台。 

3.2.3. 虚拟教研室 
案例：虚拟教研室是以创新教研形态，加强教学研究，共建优质教学资源，并开展教师培训，通过

信息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了高效便捷、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师教研模式。旨在推动教师教

学能力提升和教学资源共享。 
华南师范大学胡小勇教授牵头成立了教育部“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虚拟教研室。广州体育学院、

广州大学体育学院等都举办了虚拟教研室申报与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专题讲座，提升了教师对虚拟教研室

建设的认识和申报能力。 

3.2.4. “砺儒”平台 
案例：华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积极响应学校的教学信息化工作，参与了“砺儒”系列线上教学平台

群建设和“砺儒”新师范(线下)创新学习空间建设，以实现线上线下教学功能的相互融合促进。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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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砺儒”线上教学平台群，包括砺儒云课堂、砺儒小课堂、砺儒云直播、教学视频服务平台、砺儒教育实

习工作坊、在线教与学数据分析系统等，围绕学校传统教学基于在线教学的扩展延伸与改革创新，构建

基于互联网的全方位虚拟学习环境。 

3.2.5. 智慧校园建设 
案例：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提出了智慧校园建设的规划和构想，即“1311”构想，包括 1 大脑(体

育教育和训练大脑)、3 应用(智慧教育、智慧管理、智慧实训)、1 平台(数字平台)、1 基础设施(1 张融合

网和 1 个数字基座)，致力于以数字为支撑，以教师、学生、运动员为中心，推动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实现学院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4. 数字化教学内涵分析 

4.1. 学科数据共享化 

体育教学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科数据的共享化。这意味着体育学科的各类数据，包括学

生的身体机能数据、运动表现数据等，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收集、分析和共享，从而提高教学的个

性化和精准性，同时也为学生自我健康管理提供了依据，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2. 教学资源数字化 

数字化教学资源如虚拟仿真实验室、在线视频教程和互动式电子教材以及教学平台，为体育专业学

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材料。这些资源不仅扩展了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还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

主学习能力。 

4.3. 教学技术赋能化 

数字化技术如运动捕捉分析、智能穿戴设备等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使得教学更加科学和精准。教

师能够实时获取学生运动数据，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学生也能通过技术反馈更好地理解动作要领，提高

学习效率。 

4.4. 教学评价数字化 

数字化教学评价是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运动表现进行跟踪和分析，从而提供更全

面、客观的评价结果。这种评价方式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调整教学策略，同时也为学生提

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反馈。 

5. 存在问题与挑战 

5.1. 基础设施与资源配置不足 

广东省高校体育专业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许多院校的数

字化硬件设施如智能教室、虚拟现实设备等还不够完善，限制了数字化教学的实施和效果。此外，高质

量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也相对匮乏，如在线课程、电子教材、互动学习平台等，这些资源对于提升教学质

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至关重要。 

5.2. 教师数字素养与技能有待提升 

体育专业教师虽然在体育教学领域有丰富的经验，但在数字化技能方面明显存在不足。许多教师对

于数字化教学工具和平台的使用不够熟练，缺乏系统的数字化教学培训和指导。这导致他们难以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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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也难以设计和实施富有创新性的数字化教学活动。 

5.3. 学生数字学习能力与信息素养需加强 

体育专业学生虽然在体育技能方面有较好的训练，但在数字学习能力和信息素养方面可能需要进一

步加强。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下，学生需要具备信息检索、数据分析、在线交流与合作等能力，这些能力

对于他们适应数字化教学和未来职业发展都非常重要。 

5.4. 数字化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目前，体育专业数字化教学的评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缺乏全面和系统的评价机制。现有的评价方

式往往还是依赖传统的考核手段，未能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过程性评价和反馈。这导致难以准确评

估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掌握情况，也不利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动力。 

6. 对策与建议 

6.1. 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数字化教学的基础设施是广东省高校体育专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这包括建设智能化体育场馆、

升级高速网络设施以及配备先进的体育训练分析系统。通过这些举措，可以为远程教学、视频分析等数

字化教学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从而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6.2. 教师数字技能培训 

针对教师的数字技能培训是提升体育数字化教学的关键。可以定期组织体育教师参与信息技术培训，

教授他们如何使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同时，鼓励教师参与教学改革项目，通

过实践提升自身的数字教学能力。 

6.3.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构建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至关重要。可以整合现有的体育教学资源，开发在

线课程、虚拟仿真实验、互动式学习软件等，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同时，建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促进资源的交流和利用。 

6.4. 数字化评价体系构建 

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字化评价体系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广东省高等院校体育专业可以利用大

数据、学习分析等技术手段，对学生的体育学习行为、运动表现进行跟踪和分析，提供全面、客观的评

价结果。此外，还需完善评价体系，确保评价结果能够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掌握情况。 

6.5. 政策支持与法规建设  

政策和法规的支持是广东省高校体育专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加大

对体育专业数字化教学的投入和支持，同时建立健全相关法规，确保数字化教学的健康发展。此外，还

应加强版权保护，鼓励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创新和开发。 

7. 结论 

广东省高等院校体育专业数字化教学改革总体发展态势良好，根据国家的顶层设计方针，开展高等

教育数字化转型。调查的 10 所院校都或多或少的进行了数字化教学改革的行动。研究结果表明：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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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体育专业院校外，整体数字化的教学资源及教学平台建设参差不齐；教师的数字化教学技能及数

字素养有待提升，参与相关数字技能的培训教师较少；数字化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没有相对应的数字

评价平台。数字化教学改革首先要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提供保障措施，搭建技术教学平台；鼓励和提

倡教师开展自我数字化技能和素养的提升；搭建数字化的教学评价体系，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和平台开展

跟踪评价；最后是提供制度保障，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数字化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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