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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ploring practical paths to empower digitaliz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aims to address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the lag i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iz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sports education, insufficient and superficial digital empowerment across various 
aspects of higher vocational sports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silos. The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mpowering 
digitaliz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sports education, improves the digital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enhances digital analysis, and 
strengthens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ulty training, all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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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高职院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
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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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AI大模型迅速崛起的国际背景下，各个领域争先恐后想要探明和大模型融入的机制。数字化也成为推动教育领域革故鼎
新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立足于高职院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配合比，探究数字化赋能高职教育的现实路径，消解
高职体育教育数字化运用滞后、数字化赋能高职体育教育各环节不突出、不深入、管理孤岛等亟须改善的问题，构建数字
化赋能高职体育教育的理论框架、完善数字化教学评价体系、加强数字化分析及教师队伍时代化培养路径，助推高职教育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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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体育是高等教育育人的主要环节，在培养学生职

业体能、锻造坚韧身心、树立正确价值观等方面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2025 年 4 月 11 日国务院等九个部门关于推进教

育数字化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学科专业数字化升级和科

研范式变革”，这一意见的出台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高职体育也应该首当其冲，主动承担教育数字化的时代

任务。目前，对于教育数字化的研究主要集中数字化赋能体

育教育的时代意义和所处困囿两个方面。有的认为增强体育

教育和数字化的耦合机制，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发展迭代的现

实路径，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加强数字赋能体

育教育能减轻学生的课业压力，更好地促进学生对运动技能

的理解和内化，同时对于创新教学理念、变革体育教学模式、

加快体育强国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1-3；也有学者认为当前教育

资源缺乏统筹管理，教育资源存在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形成

体育教师数字化素养和现实需求有偏差，教师数字化素养是

实现数字化赋能体育教育的关键支撑。4-5 现有的研究只是对

数字化赋能体育教育意义及现实隔阂进行分析，并未对数字

化赋能高职院校体育教学进行系统的探究。基于此，本文将

立足于数字化赋能高职体育教学的理论逻辑、面对的现实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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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为数字化赋能高职体育教学高质

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改良之法 [1]。

2 数字赋能高职体育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

2.1 研究起源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构教育领域的运行逻辑。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阵地，其体育

教育既承担着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任务，又需对接职业

岗位对从业者身体素质与心理素养的需求。然而，传统高职

体育教育普遍面临评价方式单一、教学资源分布不均、运动

数据采集效率低等瓶颈。数字技术的介入，能够通过数据沉

淀、智能分析和动态反馈，突破时空与人工的限制，为精准

化教学、科学化管理和个性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在这一背

景下，探索数字赋能高职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既是

应对传统体育教育弊端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2]。

2.2 理论逻辑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

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职业教育是我国

培养全面技能型人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求“加快构建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技能型社会，弘扬工匠精神，培养

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6 当前，

我国高职院校体量庞大，全国数量多达一千余所，如何做好

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加快我国的新征程步伐是亟须探索的

课题。面对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高职院校处在

风险和收益并存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是促进高职院校全面深

化改革，与高端技术产业结构的现实机遇。在 AI 大模型铺

天盖地席卷而来的风口浪尖处，抓住机遇，正面挑战是高职

院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在科技与数字化无法

割离的趋势下，要想享有高素质人才带来的人力资本红利，

就必须以数字化为转型为切口，加强高职院校数字化赋能教

学、管理等各环节的工作，既是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数字化技

能人才的需求，也是满足高职院校多模态发展的现实需要 [3]。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之理论逻辑 , 不仅限于人的全面

发展 , 亦在于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 具有

多重逻辑属性 , 即个体价值、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7

就个体价值来论，人是社会的人，人必须经过从“自然人”

到社会人的转变，这是自然规律，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学生从毕业那刻起就已经踏入了社会的门槛，数字赋能体育

教学，让学生参与其中，学生不仅是数字化教育的服务对象，

也是数字化教学平台的操作者。能让学生真实感受到数字化

带来的便捷，切实触摸到数字化的存在，对学生以后更好地

融入社会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教

育，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催化。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当

今，教育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衔接显得越发重要。原因在于，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服务社会的人才，人才需要在社会中探求

自己的价值，只有教育将科技的发展作为自己发展的标尺，

才能更好地培养出反哺社会的人才，提高社会对人才的接纳

能力；众所周知，培养人的目的是服务社会，但最重要的是

引导学生找准自己的定位，实现自己的需求价值，提高自我

效能感。如此一来，人才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将

自己与社会的发展捆绑在一起，更好地造福人类，成就自我。

基于以上，数字化赋能高职体育的根本逻辑在于实现自我的

全方位发展、职业教育与时代耦合、自我价值的彰显，三者

相辅相成，紧密连接，是实现数字化赋能高职体育教学的根

本路径 [4]。

3 数字赋能高职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高职院校体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纵观中国式现代化车轮式发展的进程，高职院校体育

教学越发体现出孤立性，存在顺应时代发展的滞后性和本体

的原始性。随着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各类人工智能大模型相

继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在教学领域的好评也日渐增长。在体

育教学领域中，部分院校利用 AR 技术，创建在线动作学习

平台，能让学生通过穿戴 AR 技术装备来深切体验动作技能。

与之比较，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教学模式就显得

相形见绌了。首先，高职院校体育教学资源缺乏、教学设备

相对老旧，是高职院校体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壁垒。所

以，前卫的教学设备和多样的资源获取渠道，是激发高职学

生体育学习潜能和培养批判性思维的物质基础。其次，教学

方式原始也是制约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创新发展的堵点，大部

分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方法单一，还停留在教师对动作技能

的口述，未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且高职院校师生配比较低，

导致体育教师课程压力较大，无法保证课程质量。最后，高

职院校对管理机制存在倾向性思维。受诸多传统封闭思想的

影响，对体育教学的本体认知处在初期阶段 [5]。

3.2 数字赋能高职体育面临的挑战

3.2.1 数字治理理念脱节
随着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迎面冲击，受到了全世界的

青睐。“全球高等教育跨境数字流动与虚拟国际化合作愈发

通过区域层面予以呈现，特别是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

东南亚高等教育协会（ASAIHL）以及环太平洋大学联盟

（APRU）等区域高等教育治理新机制正在发挥共享整合功

能，进一步影响所在区域主权国家高等教育数字治理战略动

向。”8 数字化治理已经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其运用范

围大面积扩大，无论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协会联盟都凸显

出强大的内在影响力。也就说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是当前高职

院校亟须商讨的主要议题。反观当前职业教育数字治理理

念，仍受传统思维的制约，体现出保持原状的治理态度。致

使数字教学理念落后于数字化跃阶前进的疾快步频。其原因

有两点：其一，在决策层面，战略部署仍依靠主观意志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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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数字治理体系模型纵横发展受限；其二，对数字化治理

体系构建处于照搬状态，导致高职院校的数字化体系出现同

质化，无法突出自身独有特征。以上两点是将新时代发展趋

势和高职院校迫切需求割裂开来的现实藩篱 [6]。

3.2.2 数字治理模型欠缺
高职院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治理模型的高质

量、全方位、多角度的构建与运营。“数字治理利用数字孪

生技术、知识图谱、物联网等技术手段，结合不同高校的资

源禀赋、特色优势与发展趋势等，界定不同高校的类型归属，

并构建不同类型高校的数字治理模型。”9 但当前高职院校

呈现出来的数字治理模型内部运行机制是孤立的状态，各专

业领域之间的信息存在孤岛现象，无法相通，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数字治理模型的内部发展动因的萌生，原因在于信息

不能实时共享，不能催生各领域之间互相借鉴、共同发展的

驱动机制。同时，反馈机制也是治理模型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在数字化平台运用过程中，对过程、结果、效果等方面的评

价有助于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的完善，以便于复盘，革新模

型内部运行机制助力高职体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3.2.3 数字化教学治理根基不实
教学是师生互相影响的过程，教师作为教学的核心人

物，扎实的专业背景是每一名教师应有的职业素养，随着现

代化进程的稳步发展，教师的职业素养随着数字化科技的发

展赋予了新内涵。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数字媒体素养也日

益成了衡量教师综合实力的一部分。就目前来看，高职院校

体育教师队伍存在教师数量少、鲜有数字化培训机会等现象

是高职体育教师数字化素养薄弱等问题的主要诱因。国家要

求，完善教师队伍，规定了明确的师生配比，但我国多数高

职院校在师生配比上还不能满足教育部的规定，如此一来，

体育教师课程压力明显增大，挤占了教师自主学习时间；数

字化培训是提高教师自我职业素养的重要渠道，是交流和借

鉴他处优秀数字化治理经验的良机，是开展本土化数字治理

体系改革的良药。但是在数字化培训方面，部分高职院校对

培训机会的分配方式还是依靠传统意志，倾向于其他学科教

师，高职体育教师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教师作为教育意志

传播实践活动的主要人才，其在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起着授业解惑和维护制度的双重责任。因此，在数字化治理

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教师自身的提高也是完善数字化治理体

系的主要驱动力量 [7]。

4 数字赋能高职院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
路径

在数字化技术广泛运用的当下，人工智能对各领域的

适配能力提出挑战的时候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样在面

对人工智能浪潮的席卷下，高职院校也应该立足各自优势特

点顺应时代的潮流，利用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为高职院校体

育高质量发展牵线搭桥。在厘清数字赋能高职体育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现实窘境之后，可通过建立数字化资源知识库、完

善评价机制、成立数字教学管理机构、优化师资队伍等方式

来为高职院校体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架构 [8]。

4.1 建立数字资源库，催生各学科竞争思维
在大数据共享的时代背景下，学生获取知识的不再是

过度依赖教师，“海量多元的内容资源、开放共享的资源

仓储、高价值的知识讯息与便利的获取渠道 , 使得教师不

再是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 , 学生离获取知识的源头进一步拉

近。”10 随着知识获取的渠道不断拓宽、知识载体多样态发展、

知识讯息传播效率提升，高校也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专业，进

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打造一批突出自身专业特色的在线开

放课程，实现知识共享、交叉、开放的在线状态。在知识开

放平台构建的过程中，即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还能促进

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

物发展的依据，外因是条件。那么，在外因的牵引下数字赋

能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态势在不断完善，如何催生内因的发展

势必是一项值得探讨的课题，“事物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发展 ,

可见 , 竞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11，教学资源库的构建显

然离不开各个资源课程之间的借鉴，可见构建开放、共享的

教学资源库是促进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在数字化风波中独占

鳌头的一条现实路径 [9]。

4.2 完善数字评价机制，测量短板补齐豁口
“评价的全面性是合成的意义所在、格局所在，而数

据结果的单一指向性是管理和决策所需。”12 也就是说，通过评

价体系能剖析事物的发展规律，发现影响其发展的病灶，是

促进事物发展的主要外因，对构建现代化学校数字治理体系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既能根据评价结果统筹全局，也可以

根据单一评价指标完成部分决策，是实现数字赋能高职体育

教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原因如下：首先，完善的评价

机制，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数字化平台的运行周期进行检测，

及时发现弊病，为管理层实现全方位精准决策、提供了数据

支撑。同时也可以通过局部的数据来丈量大数据平台的短板

模块，更好地补齐、补好豁口，防止“木桶效应”现象，总之，

建立全方位的评价机制，是数字信息平台实现良性循环的重

要因素，是实现数字赋能高职学校体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一步 [10]。

4.3 成立定向管理部门，实现平衡供给决策
“科学管理交叉学科产生的大量数据对推动学科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3 数字化赋能高职体育教学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实现了跨学科、跨领域跃迁。

在人类传统的认知中，人们只会把体育教学作为野蛮体魄的

教学方法，却从来不会将体育教学和人工智能联系在一起，

谁曾想到，当 AI 和体育相遇，竟打破传统认知僵局，擦出

了跨学科的火花。但是，在交叉学科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伴

随而来的管理问题也随之慢慢浮出水面，如：无法全面统筹

管理，各模块分散呈孤岛状等一系列问题。成立专门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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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管理机构是打破孤岛现象、实现资源整合的现实指

向。其一，通过科学、专门的管理机构，能有效地实现学科

交叉的更好发展。通过资源、知识、人才的集中管理，管理

部门可以做到有的放矢的统一分配，加快工作效率，提高人

力资本利用率；其二，避免恶性竞争，实现向阳生长。建立

专门的管理机构也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数字化平台平稳运转，

在资源分配上能根据实际情况实现供给平衡，其次，建立专

门管理机构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通过职能部门从中的调适，

激发各个学科模块之间的进取精神，唤醒数字化教学模型的

内部动力机制；同时也要发挥监督作用机制，实现数字教学

模型的协调发展 [11]。

4.4 优化教师队伍，夯实堡垒基础
“完善政策规范管理、加强专有模型建设、推进数字

培训实践，以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赋能体育教师专业自主

发展方面的实践应用，为提升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促进

体育教师队伍现代化建设、加快我国体育教育现代化进程提

供强有力的智慧支撑。”14 教师是教育实践的主要推动者，

是数字化教学模式的探索者和受益者，扎实的运动技能水平

和高效的数字化驾驭能力必然能重塑体育教师社会角色，打

破传统认知思想。在数字教学平台运作的过程中必然离不开

教师的介入和引导，无疑，教师便成了支撑数字化教学平台

顺利运转的基础保障，加强体育教师数字化素养的提升是构

建教育数字化模型的现实需要。但大部分高职院校体育教师

的数字化素养无法满足日常教学和数字平台的运转需求。其

一，学校应该加强体育教师数字化素养的培训活动，定期派

出体育教师外出交流；其二，大部分高职院校体育教师年龄

结构化比例严重失调，无法满足数字化建设的条件，学校应

该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对体育教师队伍起到提质增效的作

用 [12][13][14]。

5 结语

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赋能高职体育教学

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针对数字赋能高职体育高质量发

展存在的不足，本文通过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对策，以此

来为高职体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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