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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赋能体育教师角色转型：从“技能传授者”到“身体

解放者”的实践困境
徐萌轩

韩国国民大学，首尔特别市，136-702；

摘要：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教育生态，为体育教师角色转型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从传统“技能传授

者”转变为“身体解放者”，利用人工智能优化体适能训练、运动技能学习、创造性思维拓展，最大限度地释

放学生身体潜能。体育教师角色转型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智能技术应用与体育学科本质的冲突、人机协同与

课堂生态的失衡。体育教师应立足学科属性，厘清技术边界，在人机协同中突出教师主导作用；转变教学理念，

优化知识技能结构，提升智能时代下的育人能力；关注智能技术的伦理风险，确保体育教学朝着科技向善的方

向发展。唯有直面困境，积极作为，体育教师才能搭建起通往“身体解放”的智慧之桥，引领学生走向身心自

由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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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学多学科

知识的交叉性学科，体育学具有独特的身体教育属性，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现代科技

的广泛应用，正在为体育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传统体育

教学模式受到冲击，体育教师角色面临转型，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

在人工智能“头雁”的引领下，教育领域正发生着从内

容到形式、从管理到评价的全方位变革，面对智能技术

的全面渗透，体育教师主动作为，积极拥抱变革，实现

从“身体技能传授者”到“身体解放者”的角色转变。

1 AI 赋能下体育教师“身体解放者”角色的

实践图景

人工智能技术以其精准感知、实时反馈、虚实融合

独特优势，为体育教师角色重塑提供广阔空间。体育教

师应发挥人工智能“放大器”作用，突破人力资源和专

业技能限制，从“技能传授者”转变为“身体解放者”，

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身体运动潜能。

1.1 体适能数据采集与个性化体能提升

体育教学过程中，准确记录与分析学生的身体素质

数据是开展个性化体能训练的基础，传统体育课堂受限

于师生比例失调、教师专业不足因素，难以对学生运动

负荷、身体机能进行全面监测，个性化训练方案设计与

实施困难重重。

人工智能时代，可穿戴设备、智能运动器材、动作

捕捉系统为体适能数据采集提供有力支撑，学生在体育

课堂、课外锻炼中佩戴智能手环，即可实时记录心率、

运动量、热量消耗生理数据；借助智能跑步机器材，可

精准采集步频、步幅、触地时间运动学参数；利用动作

捕捉系统，可完整记录学生在不同体育项目中的关节活

动轨迹、肌肉发力顺序。海量的体适能数据通过物联网

实时传输到云端平台，结合学生身体发育水平、运动能

力基础、兴趣爱好维度，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深入挖掘，

即可绘制学生个性化体质健康画像。体育教师依托这一

画像，结合学生身体实际和体育课程目标，制定有针对

性的个性化体能提升方案，针对肥胖、营养不良特殊体

质学生，匹配科学的运动处方；针对不同体育项目的专

项体能需求，量身定制周期化、阶段化训练计划；针对

运动损伤风险，预警高危时段与动作，调整运动强度与

技术动作。借助人机交互终端，学生可随时调取个性化

体能提升方案，在虚拟教练的指导下完成训练
[1]
。

1.2 运动技能学习过程监测与反馈优化

在传统体育技能教学中，教师凭借经验对学生动作

完成情况做出判断，存在主观性强、反馈不及时不足，

学生对动作要领的理解、对身体的控制能力参差不齐，

难以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以智能足球训练为例，学生

身体各关节点位置的实时三维坐标数据被动态捕捉，并

传输到智能终端，人工智能系统通过三维骨骼识别算法，

重建学生完整的运动骨骼模型，并与标准动作模板实时

比对，进行姿态识别、动作分解。系统自动检测并标注

学生动作完成过程中的关键错误，并结合学生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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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身体素质特点，提供个性化的纠错反馈，包括动

作要领文字说明、矫正示范视频、反复练习提示。学生

可通过 AR眼镜实时调取反馈信息，在虚拟情境中优化

动作，突破关键障碍，这一过程中，体育教师从“动作

示范者”转变为“训练数据分析师”，从“凭经验判断”

转变为“依据数据诊断”，在数据采集、智能分析、针

对性反馈的闭环中，学生对标准动作的认知更加清晰，

运动控制能力、自我修正能力显著提升，运动技能学习

的效率与效果大幅提高。

1.3 虚拟现实与运动想象力拓展

人工智能时代，VR/AR 虚拟现实技术为拓展学生运

动想象力提供全新路径，学生戴上 VR眼镜，即可在虚

拟场景中开启身体探索之旅，置身逼真的全景游泳池，

学生化身“小鱼儿”，尽情畅游在碧波荡漾的梦幻水世

界；徜徉在巍峨壮丽的山脉之上，学生变身“雄鹰展翅”，

翱翔于险峻的崖壁之间；漫步在未来城市的立体球场中，

大脑神经信号的驱动下，运动想象得以直观呈现，并引

发相应的肢体运动。学生的身体创造力在虚拟与现实的

无缝切换中被充分点燃，身体运动能力的边界不断拓展，

虚拟现实体验后，学生迫不及待地分享想象力的碰撞火

花，他们或绘制思维导图、编写探索日记，或开展小组

头脑风暴、主题讨论，用丰富的形式表达独特的身体感

悟。体育教师还可引导学生利用虚拟现实装备，将天马

行空的运动创意转化为立体动画、沉浸式游戏，在创作

中升华体育精神，体育教师从“想象力点化者”转变为

“创造性思维引导者”，教学情境从“真实的体育场馆”

拓展为“虚拟的未知空间”，师生互动从“单向知识传

递”转变为“创意交流碰撞”。沉浸式的运动体验激发

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师生共创的游戏化学习激励学生挑

战自我极限
[2]
。

2 体育教师“身体解放者”角色转型的实践困

境

尽管人工智能时代为体育教师角色转型带来诸多

机遇，但在身体教育的语境下，体育教师要真正成为“学

生身体解放的引路人”，仍需直面诸多现实困境。

2.1 智能技术应用与体育学科属性的张力

体育学科以身体运动为主要教学手段，强调人的主

体能动性，突出身心统一，而人工智能所倡导的智能化、

数字化，易导致体育教学物化、工具化倾向，忽视学生

在体育活动中的主体体验。例如，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系

统对学生身体数据的采集分析，可能割裂学生身心，偏

离体育教育“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体育教学内容具

有开放性、不确定性，教学过程强调动态生成，师生互

动难以完全遵循预设程序。而人工智能系统遵循特定算

法逻辑，更适用于结构化、规范化的教学，在体育与人

工智能的邂逅中，算法驱动的确定性逻辑，与体育教学

的不确定性特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张力。

2.2 AI 应用与体育课堂生态的冲突

在人工智能的介入下，传统体育课堂生态正发生微

妙变化，师生互动将从直接对话转向人机交互，教师角

色从主导转向引导，师生情感交流的机会减少，其次，

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增加，学习进度差异拉大，群体授

课方式受到冲击，教学组织管理难度加大。学生沉浸于

虚拟运动空间，体验电子游戏化学习，可能弱化课堂纪

律意识，对教师课堂掌控力提出挑战，积极运用人工智

能改革体育教学的同时，也要审慎评估其可能带来的负

面影响，着力构建人机协同、实虚结合的智慧课堂生态，

维系课堂有序和谐
[3]
。

2.3 体育教师角色认知与能力结构的落差

习惯于“教练式”身份的体育教师，面对人工智能

所倡导的“引导者”角色，在心理认同和行为转变上存

在一定困难，部分教师对人工智能抱有排斥心理，担心

技术手段的嵌入会弱化自身作用。还有教师囿于传统观

念，仍视学生为被动接受者，亦步亦趋按照预设方案组

织教学，忽视学生的主动探索，转变教学理念只是第一

步，体育教师还须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优化知识技

能结构，加快向“智慧型”、“研究型”转型，当前体

育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普遍不足，对智能化教学工具、

平台、系统的了解有限，无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作

用。

3 体育教师角色转型的应对策略

3.1 厘清技术边界，把握体育教育的本质

体育教师准确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内涵，明晰其在体

育教学中的边界，人工智能只是体育教学的辅助工具，

其应用须以服务“全人”培养为宗旨，围绕增强学生身

心健康、提高体质健康水平这一体育教育的核心目标展

开。切不可本末倒置，沉溺于技术至上，过度使用人工

智能替代师生互动、师生共情，体育教学要坚守育人初

心，关注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身心体验，唤醒学生运动

的内驱力，师生良性互动是体育课堂的灵魂，也是学生

树立体育价值观、陶冶体育道德情操的关键。人工智能

的使用聚焦于深化师生交流，为生成性学习提供支持，

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体育教师注重在人机交互中渗透体育文化，引导学生在

运动中感悟斗志、坚毅、协作体育精神，升华体育课堂

的人文内涵。智能时代下保持教育的“人本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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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师准确厘清技术边界，将人工智能视为“体育育

人”的助推器，而非主角，牢牢把握体育教育的本质，

唯有奠定“以人为本”的理念根基，方能在纷繁的技术

变革中把稳体育教学的航向，激活学生身心，最终引领

学生实现身体的全面解放
[4]
。

3.2 平衡冲突张力，优化人机协同生态

“机器永远不能取代教师，但懂得机器的教师，将

取代不懂机器的教师，”这一观点道出人工智能时代教

师专业发展的方向，在人机协同日益成为常态的智能化

课堂，体育教师应当成为引领者和决策者，主动应用人

工智能创设个性化、智能化、沉浸式的体育学习情境，

为学生身心发展提供精准支持。人机协同的过程中，体

育教师着力平衡人工智能介入带来的种种冲突张力，针

对师生互动方式的转变，教师创新交流模式，在人机交

互中适时嵌入师生对话、组织小组讨论、开展合作探究，

拉近师生距离，增进心灵契合。针对学生学习进度差异

拉大的现实，教师因材施教，为不同层次、不同风格的

学习者提供匹配的学习资源和指导，同时强化小组协作，

发挥学生的同伴效应，缩小学习分化。针对可能出现的

课堂纪律问题，教师合理设置技术使用边界，明确实体

课堂纪律和网络学习规范，培养学生自律意识。

3.3 重塑教师形象，升级知识技能结构

体育教师要革新观念，将人工智能视为推动自身专

业成长的契机，积极探索信息化教学新形态，努力成为

智慧型、创新型、研究型的“身体解放者”，更新教育

理念，树立终身学习意识，用发展的眼光审视人工智能，

主动拥抱变革，化“威胁”为“助力”。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教学中的技术痛点，探寻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在

实践应用中提炼优化教学流程，创新教学范式，改变知

识结构，向复合型发展。除体育专业知识外，掌握人工

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前沿科技知识，了解智慧教育

工具种类、功能及应用场景，提高用技术手段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加强学习科学、脑科学交叉学科知识，用

认知发展规律指导人机协同教学设计，实现“教学做合

一”。优化技能结构，提升“智能+”素养，“感知智

能”要求教师具备收集和分析学情数据的信息素养；“认

知智能”要求教师具备利用智能工具开展个性化教学的

设计能力；“思辨智能”要求教师具备引导学生对人工

智能的责任伦理进行思考的人文素养，教师还要练就一

定的编程能力，用计算思维创新教学
[5]
。

3.4 关注伦理风险，推动科技向善发展

推进教育人工智能，既要立足当下解决实际问题，

更要着眼长远布局未来，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中，

伦理与安全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体育教师在享受智能

技术红利的同时，保持应有的警惕，担负起技术把关、

风险防控的责任。提升数据安全意识，数据采集过程中，

保护学生个人隐私，防范数据泄露、滥用风险，坚守教

育公平理念，谨防借助人工智能放大教育资源配置的不

均衡，加剧城乡、区域、校际间的数字鸿沟。在人机协

同教学中，关注弱势群体，避免将学习困难学生边缘化、

工具化，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教育，引导学生思考人工智

能发展的利弊得失，增强学生对技术运用边界的认知，

提高甄别不良信息的能力，帮助学生厘清人机关系，培

养人本情怀，坚定人工智能为人所用、造福人类的信念。

4 结语

人工智能与体育教育的交叉融合是大势所趋，为体

育教师角色转型提供难得的窗口期，聚焦学生身心解放

这一终极目标，创新体育教学新范式，在人机协同中突

显教育的人本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身体潜能。人工

智能的赋能下，体育教学将焕发勃勃生机，体育教师也

将实现华丽转身，在这场变革中，体育教师要不忘育人

初心，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血脉。因为不管

技术如何进步，不变的是教师点燃学生心中希望之火的

使命，不变的是唤醒学生身体潜能、引领学生自由生长

的责任，只要体育教师不断迭代理念与能力，以赤诚之

心拥抱未来，必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体育教育舞台上，

谱写更加华彩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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