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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orts construction of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trends of college sports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mart campu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finds that at present, the sports teaching of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still in the 

management mode with teachers as the main body,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ively single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links of sports has not formed interconnect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should use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ggregate and 

empower, and coordinate th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resources, methods, management, 

evaluation and services. Throug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seek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interconnected, safe Efficient college sports model. This paper also makes a certain theoretical demonstration on the guiding 

ideology, significance, basic ideas, preconditions, specific measure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ports 

digitization mode, and expects this paper to provide some help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ports digitization and smart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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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部分山东省高校的体育建设进行了调研，探讨在当前高校智慧校园建设中高校体育发展模式的问题与趋

势，发现目前山东省部分高校的体育教学依然处于以教师为主体的管理方式，较为单一的管理平台建设，体育各环节

建设未形成互联等现象。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提出：山东省高校体育在现有体育教学环境

与资源的基础上，利用数字信息技术聚合与赋能，统筹体育教学资源、方式、管理、评价与服务等全面的协作，通过

体育数字化转型，应当寻求建立一种全面、互联、安全、高效的高校体育模式。本文还对构建高校体育数字化模式的

指导思想、意义、基本思路、前提条件、具体措施及预期等进行了一定的理论论证，期望本文对高校体育数字化和智

慧校园建设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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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学校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体育不仅增进

青少年体质，提升他们的身体机能，还具有德育培养的属

性，是智育学习的保障，更是学生、家庭和社会联系的紧

密纽带，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2012年，教育部颁布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就指出：

“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变

革”[1]。近年来,数字信息技术在我国教育革新领域得到了

广泛地应用。扩大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在高校体育中应

用的广度和深度,是推动和发展高校体育的重要途径。

2018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公布了《智慧校园总体框架(GBT36342-2018)》

[2]，智慧校园陆续在高校建设中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在

对山东省部分高校体育工作进行了较为广泛地调研后发

现，当前高校体育工作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教

与学”的主体问题，教学效率和效果的问题，体育管理的

问题，体育安全的问题等。虽然，大部分高校体育工作中

已经引入了一定的现代数字信息技术，例如网络教学、视

频采集、计算机辅助等，但这些单纯地以高校体育实现教

学信息化、数据可视化等为目标的初步智能化措施，对提

升高校体育教学效率和效果，体育管理和安全等成效有

限，更难以满足高校体育应对智慧校园建设的需求。笔者

认为，在国家现行教育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高校体育在

资源管理、教学方式、人才培养、信息采集及评价等方面

不能仅仅停留于信息化手段的改变，建议在现有体育教学

环境与资源的基础上利用数字信息技术聚合与赋能，统筹

体育教学资源、方式、管理、评价与服务等全面的协作，

通过体育数字化转型，寻求建立一种全面、互联、安全、

高效的高校体育模式。本文研究探讨构建高校体育工作数

字化平台，利用数字信息技术促进高校体育工作的各个环

节相互协作，建立与外部世界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从而

进一步提升师生的教与学水平，建立科学、安全、有效的

管理方式，并在体育理论的基础上，在智慧校园建设的春

风下，助力高校体育工作数字化建设的实践与推广。 

2．高校体育发展模式的问题 

2.1．以教师为中心的管理方式 

高校教育管理对象具有差异性，所以因材施教、个性

化管理和多样化人才培养一直是教育的理想。[3]随着我国

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学

校体育也逐步进行了发展模式的创新，例如“三自主”的教

学模式，即由学生“自主选择课程内容、自主选择任课教

师、自主选择上课时间”。“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的实施，

目的是结合学生自身体育兴趣的同时，有效地调动起学生

的锻炼积极性，提高体育课程实施的效率和效果，从而引

导学生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与早

前的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相比，学生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

权，课堂内容和上课形式上出现了一定的革新。但在实际

教学应用过程中则发现，山东省部分高校体育建设中仍存

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现实问题：例如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

脱节，课上教得多，练得少；学生个人运动能力与课程设

置、师资能力不相称；师资力量与专业和学生的需求不匹

配；体育教材和资源的利用率差；体育测量与评价的主观

臆断和盲从等。这些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教师

为中心”的管理方式，最终还是导致了学生们运动时间被

大大压缩，运动兴趣较低，越来越多的学生虽然选择了自

己喜爱的体育课程，但依然“宅”在室内或者排斥体育锻

炼，甚至热爱运动的学生因教学无法满足自己的期望而漠

视体育教学，学生对体育评价的手段和结果存在质疑等。

这种管理方式并没有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

则，缺乏对开放、包容的教学方式的支持，缺乏支持平台

化对接的适应能力。体育教学方式变革的核心在于教学理

念的改变，运用发展的理念助推教学方式的变革，放眼于

学助力于教。[4] 

2.2．较为单一的管理平台建设 

据调查，当前山东省诸多高校实现了体育教学管理平

台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体育教学效率和人才培养能

力，形成了一定的内部教学协调的闭环管理。但是，这种

平台模式往往是以传统的计算机单一网络平台建设为主，

数据采集、交换和分析较为封闭。缺乏对学生学习行为数

据合理的整合管理模式，易造成信息孤岛，无法准确分析

学生学习行为数据，[5]只是简单实现了体育老师的排课和

授课学生的选课等系统衔接，尚未具有数据分析、智能规

划的功能，且接口部分与学校整体的教学平台难以对接

等，在智慧校园建设中不少高校存在的问题已经凸显。笔

者认为：高校体育不同于其他基础学科的智慧化环境建

设，基于其属性与功能，它还肩负着师生核心素养、思政

教育、体医融合、终身体育等全方位体系建设，培养全面

发展的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重任。同时，智慧校园建设的核

心是为广大师生实现全面的智能感知环境和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以及广泛地应用与服务领域，并为学校与外部世界

提供互联和协作，学校体育以单一的管理平台建设已然无

法适应智慧校园建设的大环境。 

2.3．高校体育各环节建设未形成互联 

在山东省部分高校的体育教学中，由于体育资源利

用，师资力量调配，师生交互式学习的主体错位等问题，

造成了学校体育教学与管理之间的分割，依然存在体育资

源无法合理利用，师资力量较难满足逐年扩充的授课学

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学生为主体”的交互式学习方

式等问题，从而造成师生的教学反馈与评价不对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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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之间分属于不同的信息管理系统，例

如排课系统、教学管理系统、师生互评系统等等，各个系

统之间不能实现有效互联，不能实现有效的实时链接，这

也也给学校带来诸多的效率问题和资源浪费。特别是2020

年初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高校体育教学在统一平台下开

展师生校外线上教学、学生居家课程实践和在线体育教学

评价等方面急需进行突破，这些新的变化不仅对高校体育

的智慧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高校体育数字化发

展建设必须面对和迫切解决的问题。 

3．高校体育数字化模式的构建 

3.1．高校体育数字化模式的指导思想 

2020年8月31日，体育总局、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

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指出：“深化体

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加强学校

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帮助学生在体育锻

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早在

《智慧校园总体框架》颁布之前，国家就对信息数字教育

发展做出了规划与部署，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

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构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

习的新型教育体系”[7]。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校体育

应紧随数字信息科技的发展，构建个性化学习与终身化发

展的体育教育体系，推动高校体育由低层次、粗放型向高

层次、精准型的转变。 

3.2．构建高校体育数字化模式的意义 

作为国家优秀人才培育基地的高校，责无旁贷地应将

这些目标的达成落实在自身的发展中，明晰新时代高校人

才培养的新使命、新责任。[8]以往在高校体育建设中探讨

较为广泛地是教学方式的改革，例如较早的“三自主”体育

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近期较为关注的线上体育教

学等，这些符合以往我国教育改革的思路与需求。但《教

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强调，应以“优

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为基础,以学习方式和

教育模式创新为核心”[1]。智慧校园是以促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融合、提高学与教的效果为目的，以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为核心技术，提供一种环境全

面感知、智慧型、数据化、网络化、协作型一体化的教学、

科研、管理和生活服务，并能对教育教学、教育管理进行

洞察和预测的智慧学习环境。[9]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智慧

校园建设中，单一体育教学模式已然略显滞后，无法有效

提升高校体育的功能，也无法契合当前的智慧校园建设的

趋势。高校体育应尝试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建立开放、包容

的教学方式，推动体育交互式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从而真

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体育教学方式；以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为基石，为师生教学、健身提供科学的数字化管理、

服务和安全保障等；学校体育数字化模式还能够应使用智

慧校园的管理随需而变、协作统一、赋能创新，助力推动

智慧校园的整体建设。 

3.3．高校体育数字化模式构建的前提 

高校体育数字化模式构建的前提是高校体育数字化

转型。高校体育的发展强调教学效率、效果、管理和评价，

体育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提升体育教学的效率与效果，加

强体育管理，满足体育服务需求，完善科学、精准、有效

地评价体系等。因此，高校体育数字化转型是建立在数字

化转换、数字化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高校体育的核

心功能，形成B端（校际之间）和C端（学校师生）的数

字化体系，这是构建体育数字化模式的重要基础。高校体

育数字化转型有两个维度的变化，一是纵向的维度：进一

步根据不同的体育场景需求应用不同的数字化技术手段，

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体育选课系统、云处理的视频互动教

学、大数据分析的身体机能适应强度和目标等等；二是横

向的维度：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进行横向的聚合与赋能，实现体育教学资源、师生教学、

体育管理、体育评价、体育服务、体育安全等方面的链接，

实现全要素之间的一种数字化关系，并且通过利用学校内

部服务（B2C）及学校外部交流（B2B）的运行产生的各

种大数据，寻求建立一种开放、共享的体育数字化管理与

服务新模式。简言之，高校体育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目的就

是改变高校体育以往数字化不完整，数字化之间没有关联

性的分割局面，发挥高校体育各要素之间相互支持的价值

作用。 

3.4．学校体育数字化转型与构建的基本思路 

促进高校体育的科学发展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和目标，

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是解决当前高校体育问题的一种可

以尝试的手段与方法。当下高校体育亟待解决的是规划、

应用、评测和拓展的互联和效能问题，数字化模式可以在

科学规划、高效利用、智能教育和空间拓展等方面为高校

体育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体育数字化模式的基

础是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支持下的

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把体育资源、体育教学、体育管理

和服务、课外（校外）体育等环节基于一体，通过资源、

信息、数据的分配与共享，有效利用和拓展体育资源，提

高师生教学效率和效果，对教学成果进行客观、科学的评

价等。 

4．学校体育数字化模式的具体措施 

4.1．体育资源的数字化转型 

传统的体育资源往往是指学校的体育器材、体育场

地、投入资金、体育师资等。体育资源的数字化转型首先

是把学校的固有体育器材、设施、场地登记造册，通过物

联网来管理现有固定资源的利用和分配，减少人工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学校提供现有固定资

源与现有师生的配比，及时为学校体育资金的投入提供合

理的规划，减少盲目投资。进一步扩大资源范畴，把体育

教材、人才培养方向等进行数字化信息处理，形成学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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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论数据库，甚至可以通过校际之间的对接，形成更加

广阔的资源信息库，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加全面、科学和前

沿的理论指导；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形成更加适应本学校

特点的人才培养规划。众所周知，现今高校体育师资紧张，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辅助学情分析，合理分配现有的师

资资源，甚至可以通过相近校际之间的互联，构建师资数

据库，形成师资的共享，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弥补师资短

缺的问题等。 

4.2．体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 

体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数字化技术，体育教师

把教学内容批量视频化并传入云端，学生通过C端系统登

陆自己选择的体育项目进行线上视频学习并计入学时，这

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升了学习时间的机动性和便利性，同

时可以减少教师在线下体育课程中较多重复的授课内容。

线下课堂的更多时间是与学生进行答疑和纠错的交互，具

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具体性，大大提高了线下课程的效果。

教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适应这个时代的教学观，将以

往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转变为注重学生深度学习和个性化

学习的新方法。[10]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水平选择

线上不同的体育教学内容，例如篮球教学，有一定基础的

学生可能就不再选择学习初级的运球或者传球了，而是直

接去选择自己更感兴趣的战术学习等，这样大大提高了学

习的效率且节省了学习资源。这样一种转型是对体育课的

一种新的探讨，体育课中教师逐渐转变为是一种辅助角色

而不再是以往课上的“指挥家”，学生成为主体，通过教师

解决对教学内容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问题。《学校体育学》

中也指出：“体育教学应遵循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重视学

生的主体地位。核心是满足学生的需要和重视学生的体

验”[11]。线下课程中教师通过学生对线上学习的消化和吸

收对学生进行教学评价，争取更多的时间积极组织学生参

与心肺功能身体训练，贯彻《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

中“每节体育课须保证一定的运动强度，其中提高学生心

肺功能的锻炼内容不得少于30%”[12]的规定。学生也可以

通过线上教师的视频教学和线下的答疑、纠错及训练手段

对教师进行教学评价。视频教学内容的上传是检验教师教

学能力的重要窗口，同时在校际互联的数字化模式下，学

生甚至可以选择外校更高水平教师的课程，这在一定程度

上扩展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也提升了教师对自

身业务能力的要求。高校教育改革使得学生主体地位得以

凸显，并且借助“互联网＋”这一模式，也能够有效规避以

往传统的填鸭式教学，逐渐突破课堂教学的束缚，师生在

教学中的角色出现变化，这对于整个高校教育而言是一种

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机遇。[13]由于线上教学的介入，大

大提升了体育教学效率，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尝试调整线

下课程的次数和时长。目前，山东大部分高校的体育课多

为一周一次，一次两学时连堂（约100分钟），课上依然

延续着传统的体育课堂常规。由于课堂时间太长，体育教

学往往比较拖沓，特别在天气炎热或者寒冷的时节，体育

教学和心肺功能训练的效果基本无法保证；同时，一周一

次体育课，过长的间隔时间也不利于体育教学的延续性。

体育教学数字化转型后，线上学习计入学时，线下教学可

以尝试一周两次，一次一学时（约50分钟）。一方面提高

了学生每学期的体育教学学时，进一步保证了学习的效

果；另一方面使线下体育课的排课更加机动和灵活。在对

部分山东高校体育课程排课的调研中发现，很多高校都有

自己的体育排课系统，但每到排课时依然困难重重，捉襟

见肘。究其原因是，现如今高校各学科的专业课程十分密

集且课程种类较多，学校教务往往是先排各自的专业课程

再排体育课程；同时，为了提升体育教学效果，现各高校

的体育课程大多是体育选项课的形式，即学生根据自身的

兴趣和时间来选择体育教师和体育项目。这两方面的原因

造成了很多高校的学生其实并不能在自己有限的空余时

间选择符合自己兴趣的体育课，体育选项课名不副实，学

生的学习动力大打折扣，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如果采取

了线上、线下教学的方式后，线下教学的属性发生了一定

的改变，线下教学主要是解决学生困惑和进行心肺功能训

练，因此课程安排更加具体化、专业化和个性化。再者，

改为一周两次体育课，一方面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延续性，

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体育排课系统的灵活性，优化师资的分

配，缓解师资紧张的局面，让排课不再成为一项难题。 

4.3．体育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学生方面。在对山东部分高校体育管理的调查中发

现，不少高校的体育管理尚处于初级阶段，只是对学生的

兴趣选项、考勤、考试等进行了统计与管理。这种管理的

作用也只能作为考核的一种备份和查询而已。体育管理的

数字化转型是在遵守法律和尊重隐私的前提下进行学生

的大数据管理，不仅现有的体育数据信息还需要包括基础

生理数据（在自愿的情况下可以扩展到疾病数据）、身体

素质数据、体质测试数据，甚至兴趣爱好、学科专业等数

据，建立学生身体素质数据库，以便于学校和教师通过大

数据分析为体育教学做出规划，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广大

学生推送运动强度建议和运动训练方案，甚至可以根据学

生个体的生化数据来设置运动预警，为广大学生提供运动

安全防护等。同时，体育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智慧

校园建立学校健康数据库，为B端用户（校方）的医疗、

卫生和防疫提供支持和保障。 

教师方面。在对山东部分高校体育管理的调查中也发

现，体育教师相似高校体育管理中的参与度较少。体育数

字化模式的主体架构是一个开放式平台，教师和学生一样

都是C端用户。前文已提，体育教学数字化需要教师上传

教学视频，这样就会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体育教学数据

库，也可以通过B端端口形成校际之间的互联。教师可以

进行较为广泛地业务学习和交流，不断优化和提高自身的

业务水平。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供不同场

景需求的较为真实、可靠的大数据分析，为广大教师进行

科研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 

4.4．体育评价的数字化转型 

改变当前高校体育评价体系主要是以教学评价、考核

评价为主，教学评价是基于教师对学生评价、学生对教师

评价、学校对教师评价等，考核评价主要是通过考核对学

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评价。《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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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强调“将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重

要指标。将体质健康状况、体育课成绩、参与体育活动等

情况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12]。所谓“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是一项多要素构成的评价体系，需要大量

的现实数据给予支撑，才能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学生的

情况，这需要大量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同时，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对学生基础数据的深度学习，客观真实地记载每个

学生成长发展的轨迹。这将彻底改变人们对学校体育教育

的认识和态度，从而实现学校体育教育教学被动尴尬局面

的根本性。[14]从而，为教师和学校提供较为客观地教学

规划、参考和预测，减少教师对学生身体机能的人为误判。

体育评价的数字化转型还可以进一步规避学生评教、校方

评教中较多人为因素影响，为教师提供业务学习和实践平

台的同时，充实体育教师职称评定、学术评价、岗位聘任

和学习进修等管理制度中的可靠依据。因此，现行的体育

评价方式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提升和转变。 

5．高校体育数字化模式的预期 

5.1．学校内、外部体育资源的互联互通 

在互联网环境下，未来高校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可以依

托于数字化的平台模式，也就是高校的许多业务活动都是

平台对平台的关系。学校仅需要借助自己的数字化平台，

与内、外部体育资源平台的对接，实现资源共享。数字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在为高校重构体育数字化模式创

造了条件。 

5.2．提高学校运行效率，节省资源 

在智慧校园建设中，在内、外体育资源的互联互通基

础上，高校可以借助统一的数字化平台，打通学校各个教

学环节和要素之间的链接。通过这种打通与连接提升高校

的运行效率以及有效节省资源，包括教育资源、师资资源、

财政资源等。高校体育数字化的基本环节是改变中间的管

理职能，在互联的环境下，可实现高校与B端（校际）和

的C端（师生）直接衔接，借助数字化信息技术体系，以

数字化为核心构建完整的体育管理体系，实现减少层级、

提升效率、节省资源的学校管理目标，这种衔接可以想象

会对高校体育发展的提升与改变带来质的飞跃。 

5.3．体育管理与服务职能并存 

体育数字化模式下管理职能是在广泛数据的支撑下

体现出来的，数字化信息技术使传统的管理走向了智慧

化，改变以往体育管理人为因素的干扰和数据的简单列式

化的现状，并通过管理大量的数据源，形成聚合而不再只

是课程考核的依据。聚合的目的是赋能。体育数字化模式

与传统模式相比，在大量的数据支撑与分析系统支持下，

体育服务职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1）体育规划服

务。学生可以根据自身身体素质和生化数据分析系统的结

果，参考性的选择适宜的运动项目、运动强度等，基本实

现“个性化”的学习，提升学习效率和效果。（2）体育知

识服务。通过B2B的校际链接，学生或者教师可以获得海

量的体育知识推送，这对于体育人才培养，甚至核心素养

的提升有着显著的提高；同时，教师也可以获得更多地专

业技术支援，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和科研能力。（3）体

育安全保障服务。众所周知，当今大学生身体素质参差不

齐，多有身体肥胖，近视和营养失衡的现象，甚至也有三

高疾病的频发等，这些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

对高校体育的大学生身体健康保护提出了更高地要求。

《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中强调“健全学校体育保

障机制，加强学校体育活动的安全教育、伤害预防和风险

管理”[13]。通过大学生身体生化、体质等综合数据的数字

化转型，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辅助学校和教师

及时预判学生的运动风险和身体隐患，提前做出有效地运

动规避和调整，防范于未然。 

6．结论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部分高校体育工作的调研，结合国

家教育政策和体育理论知识，探讨了当前高校体育工作中

依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尝试构建全

面的高校体育数字化模式。通过论证与分析得出：高校体

育亟待解决的是提升“教与学”的效率和效果，科学、安全

的管理方式、准确、有效的评价体系等，这些方面的改进

需要全面的高校体育数字化转型。体育数字化模式是在数

字化转型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对学校体育的资源利

用、教学方式、管理与服务进行系统化、整体性的转型与

变革，进而打造以个体与团队，学生与学校，学校与社会

为一体的多维度体育管理与服务模式。《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信

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15]。当今是数据的时

代，高校体育建设理应在智慧校园建设中，主动尝试与数

字信息技术的碰撞，主动尝试数字化升级与转型。目前，

高校体育数字化模式尚处于理论探讨和摸索阶段，亟待进

行广泛地实践工作加以佐证，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创新

教育教学方式，指导学生科学锻炼，增强体育教学的吸引

力、特色性和实效性。建立体育教研、科研制度，形成高

水平研究团队，多渠道开展以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教学质

量、课余训练、体育文化水平等为目标的战略性、前瞻性、

应用性项目研究，带动学校体育工作整体水平提高”[12]

的国家学校体育工作规划与发展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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