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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工智能在高职院校篮球运动训练中的应用
曾　洋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四川 眉山 620564）

摘要：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正逐步渗透到体育训练的各个领域，其中高职院校篮球运动训练也不例外。基于此，本文深

入探究了人工智能在高职院校篮球运动训练中应用的状况、人工智能在高职院校篮球运动训练中应用的建议，旨在提高学生的训练效率，

提高篮球训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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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征集

智能体育典型案例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国办发〔2022〕9 号），

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体育行业的赋能带动作用，推进国民健康

事业智能化升级，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现组织开展智能体育典型

案例征集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通知，

组织开展 2024 年度智能体育典型案例征集工作，旨在充分发挥智

能硬件、人工智能大模型、虚拟现实（VR）、脑机接口、5G 通信

等信息技术的赋能带动作用，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设

施等重点领域，征集并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推广的

智能体育典型产品和设施设备。申报项目要服务全民健康和竞技

体育需求，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智能化解决能力，能够发挥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和驱动作用，体现较强的代表性、示范性、

创新性和可推广性。由此可见国家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视程度，篮

球运动作为其中的一项，更应该注重人工智能的应用。

一、人工智能在高职院校篮球运动训练中应用的状况

（一）自动化技术，从经验指导到数据驱动的转变

篮球训练是一项高度综合性的体育活动，因为它不仅对学生

的爆发力和速度有一个很高的要求，还对学生的耐力、协调性、

战术策略等多方面有一定的考核标准。随着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

展，穿戴式传感器可运用数据采集能力实施检测并记录学生的心

跳频率、血压变化、运动轨迹以及肌肉疲劳程度等关键生理与运

动数据，并将这些实时的数据传到云端当中，通过数据分析算法

对其进行深度挖掘与可视化呈现，从而使教师能够更加地了解学

生的状态。例如：在投篮训练中，高职院校可运用 ShotTracker 等

智能系统通过传感器来捕捉篮球的运动轨迹、投篮角度及力度等

关键参数，并将这些参数与标准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比对，从而根

据每位学生的具体表现，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训练方案（投篮的角

度进行微调、力量进行控制），提高命中率。高职院校通过这些

先进的技术，不仅能够提升单项技能的训练效率，还能够为整个

篮球训练和比赛的战术策略提供有力的支撑，从而使教师能够深

度剖析，知道每个人在团队中的强项与短板，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

实现从“经验指导”向“数据驱动”的重大转变。

（二）预防运动损伤，优化训练效果

篮球是一项集速度、力量与技巧三者为一体的高强度对抗性

体育运动，在训练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热身不足导致肌肉拉伤，

或因动作不规范引发脚踝扭伤、膝关节损伤等问题。基于此，高

职院校可在篮球的训练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例如：高职院校可

通过 Kinect 技术中先进的传感器和算法，实时捕捉学生在训练中

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并将其转化为数据。Kinect 技术的运用能够

使教师及时观察到学生的动作（脚步的移动、身体的扭转角度、

手臂的摆动轨迹等），并对学生不标准的动作进行第一时间讲述，

使学生在规范的技术动作中进行训练，在没有养成习惯就进行干

预，能够降低因动作不标准导致的损伤风险。人工智能还能够将

收集到的大量数据进行数据分析，识别出训练中存在的潜在的高

风险动作（过度伸展、急速变向、不恰当的落地姿势），并生成

一个数据分析报告，让教师可以看到每位学生在动作上的问题，

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训练计划。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对历史的数

据分析，揭示出哪些训练项目、哪些动作组合更容易导致运动损伤，

从而帮助教师合理规划训练内容，避免高风险训练项目的过度集

中，选择对学生身体负担较小的训练方法。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

能够优化教师的训练效果，还能够确保学生技能水平的稳步提升，

更能降低学生在训练和比赛中受伤的概率。

（三）人工智能融合篮球训练：延长职业寿命

温度、湿度、空气质量以及照明强度等环境的变化会对学生

体内血液循环、能量代谢乃至心理状态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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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寒冷的环境中，学生的体表血管会自然收缩，这不仅增

加了血液黏度和循环阻力，还可能抑制运动时的肌肉激活水平，

严重时甚至对身体机能造成损害；高温环境则可能成为学生健康

的隐形威胁，它可能使学生发生晕厥现象，严重干扰学生的正常

训练和比赛节奏；场馆内的空气质量与学生的健康呼吸有一定的

联系；适宜的光线亮度是保证学生比赛时动作流畅的关键；过高

的湿度会阻碍汗水的蒸发，破坏学生身体的平衡，使学生身体感

到不适；过低的湿度会使空气变得烦躁，影响学生的技能发挥。

智能场馆技术的应用能够实时监测并精准控制场馆内的温度、湿

度、空气质量及照明，确保这些关键因素始终在适合学生训练的

区间内。智能场馆的这一系列的调控，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

加安全、健康的竞技舞台，更在无形中提升了他们的整体表现，

使学生的肌肉激活更加充分，能量代谢更加高效，心理状态更加

稳定，从而能够让他们在训练和比赛中发挥出最佳的竞技状态。

二、人工智能在高职院校篮球运动训练中应用的建议

（一）人工智能融合篮球训练：延长职业寿命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高职院校的篮球教练员与体

育教师应当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将人工智能技术理念融入篮球

训练的全过程，从而提升学生的运动水平。教师还可以运用大数

据分析技术评估每个学生的体能状况、技术特点以及潜在的短板，

进而为每位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训练计划，确保学生在全面提

升体能的同时，也能够通过篮球记忆的方式形成科学、合理的篮

球综合性体育训练体系。人工智能技术还可通过设定训练目标、

记录训练进度、分析训练效果等方式发挥智能系统的监督与激励

作用，从而激发学生的训练热情，提升训练效率，使学生能够在

短时间内实现技能与体能的双重发展，降低运动损伤，延长学生

的学习时间。

（二）智能终端助力高职院校篮球训练：构建个性化高效训

练体系

高职院校为构建一个既高效又个性化的训练体系，可建立一

套全面而细致的评估制度，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运动计划，为后

续的训练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此，高职院校的教师可根据篮球

训练的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智能设备（可穿戴传感器、动作捕

捉系统、心率监测器），并将采集到的数据生成一个报告。之后，

教师根据此报告制定出一套既科学又高效的训练方案，提升学生

的速度、力量和爆发力。智能终端还能够对学生的健康数据进行

持续地追踪，及时发现并处理学生可能存在的健康问题，确保训

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智能终端融入高职院校篮球运动训练计划

的制定与实施中，不仅是对传统训练模式的一次革新，更是推动

篮球学生全面、个性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虚拟现实技术革新高职院校篮球训练：全面提升技能

与心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教师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融

入对手的全部数据、各级比赛的精彩场景以及多样化的训练环境

融入其中，让学生在一个几乎真实的环境中进行练习。学生在佩

戴 VR 设备后，不再是面对冰冷的训练器械，而是能够真正感受到

激烈的对抗、瞬息万变的比赛节奏以及复杂多变的条件，使学生

能够更好地调整自己的训练内容，最终在一次次的模拟比赛中找

到更好的对策方法。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只能通过口头的描述

或视频的资料来讲解展示，使学生很难将这些抽象的战术概念转

化为具体的场景模拟，只有学生在虚拟的环境中来体验战术，才

能够加深其理解战术的意义。在竞赛场上，学生会面对强大的对

手和陌生的环境，这会让他们产生焦虑和害怕的心理问题。VR 技

术的模拟环境，能够让学生不断地面对这些压力和挑战，从而增

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信心，学会在紧张的氛围中保持冷静，

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VR 技术在高职院校篮球训练中的

应用，不仅能够丰富训练的内容和形式，还能够提升训练的效果，

为学生带来一个几乎真实的实战模拟平台，使学生在技能、战术、

心理方面都能够得到很大的提高。

三、结束语

科技的力量正在深刻改变着传统的训练方式，人工智能技术

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会有更大的突破。教师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

潮流，将信息化、智能化的教学手段带入学生的教学中，这样才

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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