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体育事业的发展水
平不仅仅体现一个国家的运动员
水平、体育产业的发达程度，也是
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在
2024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
团收获境外参赛最好成绩，这背后
不仅仅有运动员们的努力拼搏，也
有国力增强为体育竞技训练提供
的全方位支持。其中，也包括中国
企业和高校依托卓越的体育科技
创新成果，为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
强国建设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

体育强国，中国高校究竟该做
什么，又可以做什么？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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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丽娟

在2024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

儿奋力拼搏、为国争光，取得境外参赛最

好成绩。我国能够跻身世界体育大国、

奥运强国之列，根本在于综合国力不断

增强，为体育竞技训练提供了先进科技

支撑和坚实物质保障。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推动体育高质

量发展，深刻把握科技创新在其中的关

键作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推

进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统筹国际国

内体育科技资源，构建跨学科、跨地

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体育科技协同创

新平台，加强科研攻关、科技服务和医

疗保障工作；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体育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

新生产方式、服务方式和商业模式，促

进体育制造业转型升级、体育服务业提

质增效。

体育科技创新的主要目标是实现

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立自强。这既是

体育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更是贯彻科

教兴国战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

业的重要内容。大力推动体育科技创

新，要求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体育

科技创新的重要价值、关键方向和能力

建设路径。

巴黎奥运会赛场上，  技
术应用大放光彩

科技创新正全面渗透融入奥林匹克

运动进程，并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变革创

新、迈向卓越的重要动力。

2024年4月，国际奥委会发布《奥林

匹克AI议程》，在展望AI可能对体育带

来影响的同时，提出了国际奥委会引领

全球体育领域开展AI计划的框架。从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 ·巴赫的相关论

述也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创新前沿成果

可以成为，也应当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和

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所在。在巴黎奥

运会上，科技创新赋能奥林匹克运动的

成效举世瞩目。

比如，本届巴黎奥运会采用了人工

智能技术赋能的AI助手AthleteGPT，依

托强大信息处理能力和交互能力，可跨

越语言与文化界限，即时响应运动员日

常咨询、按需推送定制化信息，为奥运健

儿日常生活“保驾护航”。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本届巴黎奥运

会上，中国企业和高校依托卓越的体育

科技创新成果，为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

强国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

在体育国际传播领域，本届巴黎奥

运会采用了中国企业研发的AI增强全

新转播技术“多镜头回放系统”，不仅使

观众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更形成令人

津津乐道的“子弹时间”“时间静止”等效

果。在体育装备领域，中国制造的乒乓

球台和配套设施具备自带芯片的可变灯

光系统。此外，由我国企业为国家队定

制的场地自行车“战车”，采用T1100碳

纤维材料和单转点一体式后三角结构等

多项先进设计，在全球同级产品中做到

最轻。

在竞技体育训练领域，上海体育大

学通过构建产教融合、同城协同创新机

制等方式，在数据知识、算法、算力三大

核心要素上构建形成体育人工智能创

新格局，研发推出基于人工智能的“上

体体育大模型”，高质量服务跳水、游

泳、田径、体操、攀岩、羽毛球等项目为

国家队备战参赛。以游泳项目为例，学

校科技团队为国家队打造的水上水下

全程50米3D智能采集与AI量化分析

系统，可以多视角智能监测运动员从出

发到水下运动全过程，为参赛训练提供

重要指导参考。

全球体育科技创新，正呈
现“人、物、数”并重格局

对照世界一流水平推动体育科技

创新，特别是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我们还需要在深刻领

会新质生产力等重要理论论述的基础

上不懈努力。

要深刻把握党中央有关科技创新工

作的重要部署，深刻把握体育科技创新

发展趋势格局。从国际和国内发展态势

看，当前，体育科技创新呈现“人、物、数”

并重格局。

其中，“人”是指基于“具身”的本质

属性，体育促进个体和群体生命健康质

量的关键核心技术；“物”是指科技赋能

体育发展的物质载体，即先进体育装备、

智慧场馆设施等；“数”是指“数据”这一

前沿科技和体育发展进程交织演化形成

的体育发展新要素。

基于体育科技创新的基本格局，体

育科技工作的重点方向是推动体育科技

创新在生命科学（如人体运动能力开发、

运动和脑科学等）、数理科学（如体育人

工智能、体育大数据）、先进制造科学（如

先进材料）以及管理科学上实现突破。

体育科技创新应为我国体育高质

量发展提供全面支持，在竞技体育、全

民健身、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领域展

现更强大的推动力量。要更好融入中

国式现代化全局性战略实施，以长远眼

光推进体育科技创新，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大力支持体育科技基础理论研究、

重要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校、科

研院所机构建设。

面向科创前沿，更新中国
体育学学科知识谱系

构建体育科技创新高地，关键是围

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总体目标，加快

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路径，

促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度融入体育高质

量发展实践。

首先，要深刻认识把握体育高等教育

的基础先导和牵引作用，对标前沿水平推

进一流体育学科建设，积极支持一流体育

大学建设和体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要抓实学科建设基础工

作。当下，国际体育科技创新正向生命

科学和数理科学演化，高校要向国际体

育科技创新前沿更新中国体育学学科知

识谱系，基于“人、物、数”的创新格局，大

力推动体育学学科与理学、医学、管理学

等门类的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积极探索

并支持设立交叉学科门类下的运动科学

一级学科。

另一方面，要深入推动职普融通、科

教融汇、产教融合，着力提升高水平体育

人才培养质量。在职普融通上，要构建

基于精准科学要求的教练员职业教育体

系；科教融汇方面，要支持体育类高校和

其他类别高校参与国家体育科技战略性

创新行动。同时，要高度重视将国际体

育科技创新前沿知识引入我国体育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相应完善优化教材

内容、教学方法、师资资源配置和学生评

价体系。在产教融合上，要面向体育赛

事、体育装备、运动促进健康等发展方

向，建立完善体育领域高水平现代产业

学院和人才培养体系。

在这方面，上海体育大学基于科学

智能，即“AI4S”方向，开展了探索实践。

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融入体育人才培养体

系，推动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运动能力开发、体育工程、足球运动等专

业深入融合，大力建设“AI通识、AI专

业、AI交叉”三类课程。同时，以“体育+

人工智能”为重点方向，布局建设体育

“未来学科”，大力推动体育学科和数理

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学科专业的交叉

融合，逐步形成体育学科和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生命健康等前沿学科专业

的多域互嵌和深度融合。

其次是加快构建贯穿竞技体育、全

民健身和体育产业领域的创新驱动力

量。在竞技体育领域，要推动科技力量

全面融入并涌现高水平成果。在全民健

身领域，要基于中国人群和经济社会发

展基本特点，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

深度融合。围绕全民健身组成要素，深

度导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先进通信技

术、区块链、医学科技、营养科技等方面

的科技创新研发力量。在体育产业领

域，以“人、物、数”并重格局为引导，重点

增强体育产业科技创新含量，建立完善

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并在运动

促进健康、食品营养、场馆设施信息技术

服务、体育装备升级优化、体育人工智

能、电子竞技、体育元宇宙等具体领域开

辟新赛道。

第三是重视建设体育科技创新人才

中心。进一步完善政策供给，组建体育

科技领域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完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创新项目制度设

计，积极支持体育学科和有关专业高水

平人才队伍参与高水平创新平台研究项

目，推动体育科学创新研究与人工智能、

脑科学、生物制药等尖端领域有机融合，

形成一批高质量体育科技创新成果。要

重视建设国际体育科研协同创新网络和

国际体育组织合作网络，努力做到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

（作者为上海体育大学校长）

人工智能时代，随着技术不断迭代，

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娱乐也同步游弋于

大语言模型、自适应学习平台、社交网

站、数字教材与传统课本之间，正式学习

与非正式学习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学生们正逐步转变为情景学习者、

社会学习者，每个人都是相互交织的智

能化学习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甚至辐射中心。那么，如何促进他们主

动学习，从而更游刃有余地面对并驾驭

未来？

用分数评价孩子能力，父
母共情力只会越来越弱

很多家长都发现，上小学前，自家孩

子的性格特征、爱好特长、学习和行为风

格都十分鲜明。不少家长都能对子女在

体能、智力、社会情感能力方面的资源禀

赋如数家珍，但进入基础教育阶段，孩子

们这些思维或行为上的特征就开始变得

模糊了。

并非孩子变了，而是我们成人透视

孩子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孩子全面发展

的水平往往被简化为学科知识技能及其

精熟度水平。特别是，孩子也开始被贴

上各种学科的标签。比如，语文、数学、

外语三大核心科目全A是优等生；语文

和英语A、数学B，大概率就是中等生；艺

术A、物理A，其他科目B，大概率归于偏

科，小概率归于英才……

久而久之，我们丢失了敏锐感知孩

子内在能力的尺度，尤其是当我们用学

科的考试分数去评价孩子的能力，家长

的共情力也会越来越弱，对孩子们的帮

助越来越小。

要知道，在这个人工智能向通用人

工智能甚至超级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

代，孩子独特的资源禀赋特征更显弥足

珍贵。区别于机器人，人的非线性推理、

容忍模糊性、灵活应变和创造性解决问

题的能力都显得更重要。而这些特征或

能力，都是个性化、非标准且难以尽述

的。换言之，我们呼唤的是人才的百花

齐放和生态化涌现。

所以，陪伴孩子、进行有效的交流，

父母和孩子的话题不仅只交流学习，亲

子之间可以共同回忆一些大家都念念不

忘的事物或场景，父母特别要关注，孩子

对什么东西异常敏感，在什么环境下显

示出了独特的观察力、思考力和行动

力。孩子的灵魂深处充斥着什么样的回

响，意味着在与其资源禀赋遥相呼应的

这个知识或专业领域，有可能潜藏着他

们人生大放异彩的舞台，这也是由内在

秉性、优势智能、学习风格构成的资源禀

赋图谱。

这就是智能化学习时代的基准点，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每一个节点，我们都

要时不时回过头来，与这个参考系进行

校准。并来一声“灵魂拷问”：这是我的

孩子内心所喜欢的吗？与他/她的禀赋

是否契合？

看似随意的交流，更能激
发孩子内驱力

如何引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触发生

动的想象，促进深入的思考？在我看来，

作为非正式学习形式的亲子对话，也能

催生无限“可学的”契机。

家长不妨从孩子感兴趣的话题出

发，在各种合适的场合和孩子交流互

动。如驱车出行时，结合科技公司的最

新产品，与孩子聊一聊智慧城市、无人驾

驶；去医院或养老院看望老人时，与孩子

讨论旅居康养、人工智能+医疗等新业

态、新产品；结合相关新闻事件与孩子交

流身心健康、未成年人保护等。

嵌入到适切的场景、看似随意的交

流，其实反而能激发孩子深层次的内驱

力，提升他们对相关话题的敏感度，并有

效缓解正式学习与测评带来的心理压

力。如果相关话题导向较为复杂的问题

情境，并涉及到孩子自己关切的领域或

个人，则更会产生真实性学习的良好效

果。比如长辈的医疗保健，本街区的交

通拥堵状况，校园里的资源能源浪费等

等。此时，我们可以借势引导孩子基于

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认知层次，通过广泛

阅读、实地参访、职业体验乃至参加相关

的主题工作坊、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强

化自己的理解，拓宽对相关话题的认知

视野和研究深度。

科学安排时间，让孩子尝
试“深度工作”

脑科学的研究表明，学习是认知负

荷较重、由前额叶皮质主宰的高阶心智

活动，光靠耳闻目睹、情感触动、参观体

验或情境驱动的主题对话，无法完成信

息深度加工并整合进孩子知识体系的

过程。

所以，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的同时，

我们还需要进行“纵深”处理。即遵从孩

子的心智发育以及学习的规律，利用各

种资源工具，为他们精心设计“深度工

作”的多元模式。

学习科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每

天起床后的8小时之内，谷氨酸、多巴

胺、肾上腺素这三味“学习鸡尾酒”浓度

较高，人的注意力因而易于集中，适合安

排要求精确性和线性逻辑推理能力的学

习任务，如数学运算、形式推理、钢琴指

法练习、语法词汇训练等。而到了下午，

人的注意力开始涣散，血清素开始上升，

昏昏欲睡之感、贪图安逸之心油然而生，

在宽松环境中适合安排开展创造性学

习，如设计思维课等。

关于学习的时长，如果是聚焦性、逻

辑性较强的任务，一般以90分钟为一个

循环；对于创造性强的任务，由于活动形

式多样、且资源较为丰富，便于孩子们在

不同的感官体验和学习模态之间进行切

换。因此，用时比较灵活，1—3个小时都

可以。

对于家长而言，在聚焦性任务时段，

我们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些工具，比如计

时工具等，以充分利用间歇记忆、交错学

习和多感官并用的学习科学规律。在创

造性任务阶段，则需要在布置学习环境、

充实富媒体资源方面花费心力。比如带

孩子离开常规书桌，置身于挑高、多层

次、布局错落的空间，或者视野开阔的户

外，促使他们进入发散性思维的模式，有

利于流体智力（在新颖情境中运用新知

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的充分发挥。

基于优势禀赋，引导孩子
做有心的“认知学徒”

置身日趋复杂的知识经济时代，家

长还应当基于对孩子优势禀赋的洞察，

引导他们时时处处做一个有心的“认知

学徒”，以便充分利用正式学习与非正式

学习的不同优势，积累学习成果、强化领

域优势。

所谓“认知学徒”，是指在观摩、体验

知识密集或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产品、技

艺或流程时，不仅问是什么（What）的问

题，还要多问为什么（Why）和怎么样

（How）的问题，并寻找机会加以实践。

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化

学家法拉第，他曾在英国皇家学会一名

著名科学家的实验室当助手。在此之

前，他没有受过任何科学研究的正规训

练。但在誊写、记录著名科学家的经典

实验之余，法拉第仔细观摩并刻意模仿、

学习他的实验设计、工作流程与论证方

法，久而久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法拉

第的传奇经历只是个案，但幸运的是，在

这个智能技术层出不穷、学习资源供给

充分的时代，我们也能为孩子创造这样

的“认知学徒”机会。

我们可以鼓励孩子收看行业领域

的深度访谈、专家演讲、产品展示。还

可以订阅一些与孩子兴趣密切相关的

流媒体或播客节目，使他们亲眼目睹并

分步操作，完成相关产品或流程的设计

与制作。

比如著名科技公司OpenAI的研发

人员，就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了“如何搭建

大语言模型”的实战教程。不仅亲自演

示每一个关键步骤，还带领用户逐一破

解认知盲点或技术难点，成为这个智能

化学习时代百万学徒用户当之无愧的

“师傅”。

总之，在深刻理解孩子资源禀赋图

谱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在生活情境中

引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并充分利用各种

资源工具条件，引导孩子走向深度思

考，并为他们创造条件进行“认知实

习”，助力孩子适应并胜任未来全新的

学习生态。

（作者为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副
院长）

  赋能，前沿科技正全面渗入竞技体育

智能时代，如何激发孩子的主动学习因子？

随着科技的发展，Al相关

技术正走进竞技体育。这些技

术不仅提升了运动员的训练效

率，更为教练团队提供了精准

的数据分析和技战术支持。

2024年6月，上海体育大学

与百度共同发布国内首个面向

体育行业的大模型——上体体

育大模型，为跳水、游泳、田径、

体操、蹦床、攀岩、羽毛球等多支

国家队的日常训练和巴黎奥运

会备战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国家游泳队，上体体育大

模型科研团队打造了水上水下

全程50米3D智能采集与AI量

化分析系统，全面、多视角智能

监测运动员游泳的全过程，捕捉

运动员动作细节，帮助运动员精

准、定量化地进行每一次训练。

在国家攀岩队，科研团队研

发的速度攀岩分阶段用时对比

与3D姿态分析系统，对高速且

复杂的速度攀岩动作进行实时

且精准的量化评估，有效助力队

伍的日常训练和奥运备战工作。

在国家田径队，铅球项目

的实时3D轨迹计算与AI量化

分析系统能够自动采集正面、

侧面的投掷动作，并对铅球的

出手速度、出手角度、滞空时

间、投掷距离进行量化分析计

算，现场3秒内输出反馈结果。

在羽毛球等球类项目中，科

研团队通过专业的视频采集软

件和AI算法，对运动员的比赛表

现进行深度分析，帮助运动员更

加了解自身及其主要对手在比

赛中的表现。

展望未来，体育科技或将在

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1、个性化训练与精准医

疗。随着大数据和AI技术的深

入应用，个性化训练将成为未来

训练的主流趋势，同时，精准医

疗技术也将为运动员的康复和

健康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支持。

2、智能装备与材料创新。

新材料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将为

运动装备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未

来，运动装备将更加轻便、耐用且

智能化，能够更好地满足运动员

的需求并提升他们的竞技表现。

3、跨学科融合与跨界合

作。体育科技将越来越多地与

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相信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应

用的不断深化，体育科技将在推

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

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上海体育大学教授）

■邢至晖

科技如何助力奥运？

■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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