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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课题名称 ⼈⼯智能与体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与研究

负

责

⼈

姓 名 张艳红 性别 ⼥ 职务

办公电话 84931566 ⼿机 13821829997 职称 ⼀级教师

⼯作单位 天津市第⼀百中学 任教学科 体育与健康

通讯地址 天津市第⼀百中学 电⼦邮箱 864970468@qq.com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吴晓蕾 天津市第⼀百中学 ⼆级教师
制定课题⼯作⽅案、

⼯作计划

林娜 天津市第⼀百中学 ⼀级教师
设备维护、数据统计、

撰写研究报告

周泰杰 天津市第⼀百中学 ⼆级教师 课例展示

王敏 天津市第⼀百中学 ⼆级教师 课例展示

闫鑫鹏 天津市汇森中学 ⼆级教师
整理资料

撰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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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设计论证

·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核⼼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法；
·研究⽬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限 3000字内）
⼀、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1、选题意义
在教育信息化 2.0时代，随着 5G、⼈⼯智能、⼤数据、“互联⽹+”和AR/VR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以及移动学习终端设备的⼤规模普及应⽤，对课堂教学产⽣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开展智慧课堂构建
活动中，尽管⼈⼯智能等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已经规模化普及应⽤，但是，还没有给体育学科带来课堂
教学普遍性且常态化的改变。⼈⼯智能技术引⼊体育课堂已成必然的趋势，在教学中实现学⽣个性化
学习，实现教师精准指导与评价，使⽤信息技术更好的突破教学重、难点，⽤信息技术助⼒教学⽬标
的实现。本课题基于⼈⼯智能技术与体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依靠“⼈⽹融合”新模式，通过⼤数据指导
分析，对⼈⼯智能技术指导体育教学进⾏研究。丰富信息技术与体育学科教学融合的内涵，构建“⼈
⽹融合”的教学策略体系，提⾼学⽣学科关键能⼒，培养学⽣信息化素养，逐步养成学科核⼼素养。

2、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标志是通过教学⽅法的信息化提⾼课堂教学的效果。体育作为学校的⼀⻔必修

课程，在教学中如何运⽤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已成为我们体育教师的必修课题。传统观念普遍认为，
信息技术与体育课不好融合。传统教学模式下，学⽣对运动技能的学习，只能通过教师的讲解示范去
了解技术要领和动作过程。学⽣接收信息的途径也只能凭借听和看来感知技术过程，⽽且“看”是技术
技能学习的主要信息来源。因此，教师要具备专业的技术⽔平和动作演示能⼒，否则在教学过程中很
难做到教科书式的示范。在课堂教学中，技术动作的完成要求连贯，教师在示范时瞬间完成，学⽣很
难⼀次性把动作要领和动作过程熟记于⼼，只能通过模仿去完成，对⼀⽓呵成的连贯动作难以把握。
教师在教学示范时很难将动作重、难点突出，如果将技术动作放慢速度或分解完成，⼜影响动作的完
整性。教师只能通过反复示范，⽤精简的语⾔重复讲解和强调。这样的教学⽅式势必会影响教学实效
性，影响学⽣学习的精准性和积极性。所以，把教师从重复性的讲授、示范⼯作中解放出来，教学中
使⽤信息技术更好的展示技术动作，全⽅位、精准的指导和监测学⽣的学习过程、学习成效，引导学
⽣进⾏个性化学习势在必⾏。

3、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核⼼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法
1、本课题核⼼概念的界定
⼈⼯智能：⼈⼯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于模拟、延伸和

扩展⼈的智能的理论、⽅法、技术及应⽤系统的⼀⻔新的技术科学。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语⾔
识别、图像识别、⾃然语⾔处理和专家系统等。简单说，⼈⼯智能就是能够和⼈⼀样进⾏感知、认知、
决策、执⾏的⼈⼯程序或系统。
本课题中涉及的⼈⼯智能技术主要指：传感器
体育教学：体育教学是按⼀定计划和课程标准进⾏的有⽬的和有组织的教育过程。体育教学由教

师和学⽣共同参与，其任务是向学⽣传授体育知识、技术与技能，增强其体质，培养其道德、意志、
品质等。它是学校体育实现的基本形式，是体育⽬标的实施途径之⼀。

2、研究对象
⾼中⼀、⼆、三年级选修⽻⽑球项⽬学⽣
3、研究⽅法
问卷调查法：在课题实施阶段，采⽤问卷调查法适时向学⽣和⽼师进⾏问卷调查，获得师⽣对学

校体育课使⽤传感器等⼈⼯智能技术的看法，并征求他们的意⻅和建议，根据结果及时调整课题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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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式⽅法。
经验总结法：课题组成员经常学习，加强交流研究，提出更加合理的课堂教学安排和技术指导，

对每⼀阶段实施的情况进⾏反思，不断总结，撰写论⽂，根据课题研究进⾏的具体情况及时总结经验
教训。
⽐较研究法：在课堂教学中，记录实验组在课堂效率、技术动作、教学评价等⽅⾯的数据，通过

使⽤信息技术⽐较课堂教学的效果，及时总结和记录研究数据，为理论成果提供参考依据。
⽂献资料法：在课题实施阶段，采⽤⽂献资料法查阅国内外体育课堂现状，整理国内体育课堂使

⽤⼈⼯智能技术的项⽬和⽅式，记录整理，分析可⾏性和实操性，辅助课题完成。
三、研究⽬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
1、研究⽬标
调查分析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融合的现状，构建信息技术与体育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策略，使⽤

⼈⼯智能技术融⼊课堂教学，通过“⼈⽹融合”的新模式，通过⼤数据分析指导学⽣技术动作、运动强
度等，教师评价专业化，打造⾼质量智慧体育课堂，完善教学⽅式和学习⽅式，促进学⽣深度学习，
提升学⽣学科核⼼素养，同时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2、研究内容
将AI⼈⼯智能技术融⼊体育课堂，在选项教学的基础上，使⽤⼈⼯智能技术，在球类项⽬中推

进信息技术的运⽤，⽤⼤数据精准指导课堂教学，改进技术动作，提⾼课堂效率。通过课堂教学，构
建科学、有效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新模式，帮助学⽣掌握 1-2项运动技能，促进学⽣运动能⼒、健
康⾏为、体育品德等核⼼素养的形成。
借助⼈⼯智能技术，不但可以直观的看到学⽣的练习结果，同时还可以采集连续学情数据，精确

判断每个学⽣的个性和运动能⼒，助⼒教学模式从⼀对多跨向⼀对⼀。通过信息技术的应⽤，云端⼤
数据分析助⼒指导学⽣进⾏个性化练习，有效的选择合理的学习路径，进⾏精准练习，学⽣对学习的
兴趣程度，主动性和学习效果会有很⼤的提⾼。可以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落实教学⽬标的达成度，
使学⽣在智慧体育课堂上得到知识和技能的提⾼。

3、实施步骤
前期准备阶段（2022年 5⽉-2022年 6⽉）：组织进⾏课题组成员座谈会，要求课题组成员发⾔，

提出个⼈意⻅和建议，全⾯启动课题，制定课题实施⽅案。
实施研究阶段（2022年 6⽉-2022年 9⽉）：
资料搜集阶段（2022年 6⽉-2022年 9⽉）：负责资料整理的⽼师搜集和查阅相关⽂献资料，及时

整理、记录、打印，与课题组成员及时沟通，关注动态发展，为课题实施提供理论基础。
调研分析阶段（2022年 9⽉-2022年 10⽉）：通过发放问卷调查师⽣对体育课堂使⽤⼈⼯智能技术

的期待度，对学科项⽬的意⻅和建议及时进⾏总结。
磨课研课阶段（2022年 10⽉-2023年 5⽉）：对体育教师在课堂中使⽤技术推进教学的数据和效果

进⾏总结分析；在使⽤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通过课题组成员及时进⾏解决和改进，推进课题的实施
与完成。
中期总结阶段（2023年 5⽉-2023年 7⽉）：召开座谈会，总结磨课研课的经验，提出改进意⻅，

运⽤⼤数据分析精准制导课堂教学，形成具有特⾊的“⼈⽹融合”教学模式，优化课堂教学⽅式⽅法。
根据实施研究的内容和数据，撰写论⽂，总结经验。
提升反思阶段（2023年 7⽉-2023年 9⽉）：通过实践，反思课堂教学使⽤技术的优缺点，整合技

术与教学，总结课题实施阶段的经验教训，提升学科组实⽤信息技术的能⼒，推⼴⼈⼯智能技术在体
育学科的应⽤，为打造智慧体育课堂提供经验。
总结结题阶段（2023年 9⽉-2024年 1⽉）：实现课题研究⽬标，完成结题报告。进⾏课题后期调

查分析，并进⾏课题经验总结，写出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推⼴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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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课题的可⾏性分析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主要
参考⽂献（限填 10项）；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如职务、专业、年龄等）；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实验仪器设备、配套经费、研究时间
及所在单位实验条件等）。
（限 1500字内）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
我校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五”规划教育重点课题“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的⼦课题信息技术与各学科教学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结题。我校承担
了中央电化教育馆“⼗⼀五”全国教育技术研究重点课题《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效整合
的模式及应⽤⽅法体系研究》，已结题。课题组成员在全国信息技术整合⼤赛中，获特
等奖、⼀等奖，课题负责⼈在获奖后与教育部数字化学习⽀撑技术⼯程研究中⼼主任、
东北师范⼤学博⼠⽣导师钟绍春教授磨课，研究课《⽻⽑球正⼿击⾼远球》进⾏全国展
示。使⽤传感器的课例⼊选《智慧课堂》理论篇优秀案例。另外，多位教师的课例、论
⽂获奖。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
课题组成员⼈均 36岁，信息技术能⼒较⾼，多⼈在全国信息技术⼤赛中获奖，学科

项⽬技术基本功过硬，对⼈⼯智能技术兴趣浓厚，课堂教学使⽤信息技术能⼒较强。多
⼈在教科研活动中发⾔总结，多次展示公开课，撰写教科研论⽂，并多次获奖。
课题主持⼈：张艳红，⼀级教师，区级学科带头⼈，多年从事体育教学⼯作，精通

信息技术，对⼈⼯智能技术有较⾼兴致，乐于探索实践。作为课题组成员，多次参与区
级科研课题，撰写多篇关于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的论⽂并获市级奖项。
课题组成员：
吴晓蕾：⼆级教师，区级学科带头⼈，多年从事体育教学⼯作，精通信息技术，多

次参与区级科研课题，课例在市双优课评选中获奖，多篇论⽂获奖。
林娜：⼀级教师，多年从事信息技术教学，精通⼈⼯智能技术，多篇论⽂获奖。
周泰杰：⼆级教师，校级学科带头⼈，多年从事体育教学⼯作，多次参与区级科研

课题，信息素养较⾼。
王敏：⼆级教师，从事体育教学⼯作，精通信息技术，对 AR/VR技术精通，课例《⾃

主参与体育锻炼》获全国信息技术整合⼤赛⼀等奖。
闫鑫鹏：⼆级教师，从事体育教学⼯作，精通信息技术，擅⻓信⼼技术的应⽤。
三、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
1、硬件保障：我校有良好的教育科研传统，学校办公室信息化技术⻬备，学校教室

配备了纳⽶⿊板，平板电脑等教育教学⼯具，体育课堂购置传感器设备，学校在组织政
策，⼈⼒，财⼒等⽅⾯给予⼤⼒⽀持，保证课题研究的顺利实施。

2、制度保障：我们制定了课题研究管理制度，制定了教研基地制度。
3、能⼒保障：本课题研究负责⼈及成员均为⼀线教师，年龄结构优越，有较强的业

务⽔平和较⾼的教育教学理论素养，信息素养较⾼，学校领导很重视教研⼯作，不断提
升了教师的教育教研能⼒。

4、时间保障：课题组建⽴良好的课题动作机制，有较严密的课题研究计划，定时定
点进⾏科研活动，责任到⼈实施定期经验交流制度，课题各项活动都有了具体的时间安
排。



55

四、预期研究成果

阶 段 性 主 要 成 果 （限 报 10 项）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

1
2022年 5⽉-
2022年 10⽉

整理资料、调研分析阶段
⼈⼯智能技术在教学中应⽤分析

论⽂
张艳红
闫鑫鹏

2
2022年 10-
2023年 5⽉

磨课研课阶段
传感器在体育教学中应⽤

公开课
展示课

张艳红、吴晓
蕾、周泰杰、
王敏、闫鑫鹏

3
2023年 5⽉-
2023年 7⽉

中期总结阶段
使⽤传感器数据分析、综合评价

使⽤评价
张艳红、吴晓
蕾、周泰杰、
王敏、林娜

4
2023年 7⽉-
2023年 9⽉

提升反思阶段
结合APP课后训练提升练习效果

练习报告
张艳红、吴晓
蕾、周泰杰、
王敏、林娜

5
2023年 9⽉-
2024年 1⽉

总结结题阶段
⼈⼯智能⾛进智慧课堂

论⽂
张艳红、吴晓
蕾、林娜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限报 4项，其中必含结题研究报告）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

1 2022年 10⽉ ⼈⼯智能技术在体育教学中应⽤分析 论⽂
张艳红
闫鑫鹏

2 2023年 7⽉ ⽻⽑球课使⽤传感器的智慧教学 展示课
张艳红、吴晓
蕾、周泰杰、
王敏、闫鑫鹏

3 2024年 1⽉ 结题研究报告
论⽂
报告

张艳红
林娜

预期的主要成果 A.专著 B.论⽂ √C.研究报告 D.⼯具书 E.其它

预期完成时间 2024年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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