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8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87

高校智慧校园中趣味有氧健身设施的设计与应用

蔡丽萍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DOI:10.12238/er.v8i6.6136

[摘 要] 近年来，高校智慧校园建设正逐步从信息化管理向多元化服务拓展，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支持下，高校育人环境改造升级、打造智能化学习空间成为了教育信息化“2.0时代”

校园现代化的重点任务。与此同时，“健康中国”战略大背景下高校学生体质健康问题备受关

注，如何在智慧校园框架下，推动趣味性健身设施与健康管理系统的融合互通，是当前校园健

康服务智慧化、人性化转型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基于此，该研究以提升高校学生运动参与度

为目标，深入探讨了智慧校园背景下趣味有氧健身设施的设计与应用路径，重点阐述了智慧健

身房、体育场馆及户外区域的具体应用方案，以期有效促进新时代背景下学生体质健康与校园

智慧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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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ampu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gradually
expanding from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o diversified services. With the support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llege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space have become the key tasks of
campus modernization in the " 2.0 era "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 Healthy China ' strategy, the phys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How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operability of interesting fitness facilities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mart campu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research of
intelligent and humanized transformation of campus health services. Based on this,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ports,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path of interesting aerobic fitness facil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campus, and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chemes of smart gyms, stadiums and outdoor area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 physical health and campus intelligenc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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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时代教

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

理与服务平台。”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与智慧

校园建设，在华东、华北、中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智

慧校园项目建设，但从全国整体上来看仍覆盖范围不足，市

场潜力巨大[1]。与此同时，智能穿戴设备、体感交互技术的

成熟，为解决高校学生体质健康问题提供了更具趣味性、个

性化的新方案。尝试借助科技手段优化面向高校学生的健康

管理服务，在有氧建设设施中添加一些更符合大学生对科技

化、个性化服务需求的元素，在借助数据分析为运动过程提

供科学指导的同时，也能兼具娱乐性。本文聚焦高校场景，

积极探索将趣味性设计与智能技术相结合的有氧健身设施

创新路径，旨在推动数字时代下高校体育服务数字化转型，

着力构建起科技与人文并重的校园健康生态。

2 高校智慧校园中趣味有氧健身设施的定位与设

计原则

2.1 智慧校园的架构与健身设施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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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物联网与大数据平台的基础作用

智慧校园建设中主要以物联网技术作为其底层支撑，配

合传感器、智能终端等设备，快速实现健身设施的互联互通。

在此过程中，大数据平台主要负责对运动数据、用户行为信

息及设备运行状态等信息的整合与分析，在必要的时候为设

施功能优化提供一些决策依据。比较常见的形式是通过健身

器材实时采集的用户心率、运动时长等生理指标，结合校园

健康数据库整合并分析该群体的运动特征，并以此为依据动

态调整设施服务模式。

2.1.2 健身设施与校园健康管理系统的数据互通

趣味有氧健身设施想要打破传统设备的孤立状态，需要

与校园健康管理系统完成双向的数据交互，即将设备所采集

到的运动数据上传至系统，同时系统也将根据学生的健康档

案、课程安排等信息，向设施推送个性化的运动建议，以此

来使健身设施转变成为校园健康服务网络的有机节点，在提

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将强化对高校学生健康管理的连

续性、辅助体育教学改革[2]。

2.2 趣味有氧健身设施的设计原则

2.2.1 科学性与安全性优先

趣味有氧健身设施设计，必须在运动科学理论指导下完

成，以确保运动强度、动作规范是符合健康促进标准的，无

论是以力学分析优化器材结构，还是借助算法动态监测用户

运动姿态，均体现了设施设计中科学性优先原则的遵循。与

此同时，设备设计还需要增添异常状态预警功能，将超负荷

使用自动断电、紧急情况一键求助等能够保障用户安全的设

计落实到位，构建起多重安全防护机制。

2.2.2 趣味性驱动的用户粘性设计

趣味化设计更多考虑的是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特征，游戏

化机制、沉浸式体验更能激发他们的运动兴趣，无论是将运

动数据转化为虚拟成就勋章、还是利用 AR 技术实现跑步机

与虚拟校园场景联动，都远比传统健身设施更能吸引大学生

群体参与其中。为运动过程服务探索乐趣，能够将原本枯燥

的体能锻炼活动转变为大学生愿意长期参与的健康行为，打

造起运动—奖励—再参与”的良性循环。

2.2.3 低功耗、易维护的校园适配性

在校园场景下，对健身设施的耐用性、运维成本有着区

别于传统设施的特殊要求，因而在设计上可以尽量采用低功

耗传感器、太阳能供电等技术来降低能耗，结构上落实模块

化设计，以便后续故障部件出现问题时能快速更换。趣味有

氧健身设施设计，既要符合高校节能减排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又要能保障设施在人员密集使用环境下的稳定运行，在设计

中也需要借助远程诊断系统实现对设备状态的实时监测，以

此来减少人工巡检频率。

3 高校智慧校园中趣味有氧健身设施的创新设计

3.1 高校学生运动习惯与偏好调查

《2023大学生运动趋势调查报告》显示，超 8成大学生

有偶尔或者经常做运动的习惯，其中有 43%的人日常会保持

2种不同运动锻炼[3]（见图 1），表明目前大学生群体大多数

已经意识到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并且愿意将时间、精力投

入多项运动之中。

图 1 大学生日常参与运动项目数量

在运动场所选择上，55.7%的大学生选择在体育馆、操

场中运动，45.5%的人会去公园、登山道参与运动，甚至 19.7%

的人会在寝室的床上完成瑜伽、俯卧撑等运动（见图 2）。

大学生运动需求明显日渐多样化，既需要专业运动设施、团

队氛围，也渴望在运动过程中能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在运

动场所选择时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运动习惯和偏好。

图 2 大学生日常运动场所倾向

3.2 校园空间与设施使用痛点分析

3.2.1 关键技术要素

3.2.1.1 运动数据采集技术

在趣味有氧健身设施中嵌入式传感器、惯性测量单元等

设备，能实现对用户运动强度、心率、动作轨迹等数据的实

时捕捉，这也是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基础。无论是用压力

传感器监测踏步频率，还是借助光学传感器分析肢体伸展幅

度，都是对运动数据精确采集的保证。运动数据采集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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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用户也能更便捷地了解到自身状态，从而为后续的算

法优化积累原始数据。

3.2.1.2 交互技术：AR/VR、语音与手势控制

AR、VR技术在趣味有氧健身设施设计中的应用，能实

现将运动场景扩展至虚拟空间，学生将能够在虚拟的校园景

观中骑行漫游，也可以和虚拟对手一起竞赛运动，而语音与

手势控制的运用价值，则在于帮助用户在运动过程中能以简

单指令切换模式、调节难度，进一步增强设备的易用性与沉

浸感，这也尤其契合大学生群体对科技产品的使用习惯。

3.2.2 趣味性设计策略

3.2.2.1 游戏化机制

为了保证趣味有氧健身设施的趣味性，可以将运动目标

转化为游戏任务，用积分、等级、成就系统构建起学生运动

过程中的激励机制，并适当添加关卡难度梯度设计，来适配

不同体能水平，将运动过程转化为可量化、可视化的成长路

径，利用目标来驱动提升大学生群体持续参与的动力。《有

氧拳击 2》游戏结合了 HIIT 训练，玩家能手持 Joy-Con 控

制器模拟拳击动作，很适合纳入到趣味有氧健身设施设计中。

3.2.2.2 社交互动

为了更好地激发大学生参与运动的积极性，趣味有氧健

身设施设计也可以增加多人协作或竞技模式，以此来强化运

动社交属性，同时在设备中设置互动屏幕展示集体成就，来

激发大学生群体的归属感、集体荣誉感。

4 高校智慧校园中趣味有氧健身设施的应用场景

4.1 智慧健身房：完善智能设备，技术赋能便捷化管理

高校智慧健身房建设首先应该保证设备配置能支持无

感身份认证、数据同步，学生使用校园卡，或是通过脸、指

纹等生物识别技术，能快速启动设备，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

人运动数据与健康档案的自动关联[4]。健身房器材内可以增

设动态负荷调节功能，能够做到根据用户体能水平实时调整

阻力、速度等参数，比如配备可以基于心率监测结果自动切

换坡度的跑步机、能依据用户力量输出自动调节重量的智能

哑铃等。在管理层面，高校智慧健身房可以借助物联网技术

联动空调、灯光等环境设备，以人流量、运动强度为依据动

态调节温湿度、照明亮度，在有效降低能耗的同时提升舒适

性。

4.2 智慧体育场馆：融入传感器技术与数据分析，提升

运动体验

在高校智慧体育场馆建设中，可以在场馆地面、墙面及

设备中嵌入高精度传感器，以此来实现对用户运动轨迹、动

作规范度及能量消耗数据的实时捕捉，不同场馆的技术偏向

也有所不同，篮球场可以铺设压力感应地板，来分析跳跃高

度与移动速度，而羽毛球馆则可以利用好动作捕捉技术，评

估击球姿势，从而为学生提供即时动作矫正的建议[5]。在场

馆内布局的智能屏幕、移动端应用，能够使每一位学生都能

快速查看自己的运动数据报告、历史进步曲线及定制训练计

划，以便后续调整自己的运动计划和方案。

4.3 户外健身区域：结合户外环境，设计趣味有氧健身

设施

高校户外健身区域应用趣味有氧健身设施，在将运动与

校园景观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在设计中需要考虑采用抗风雨、

耐腐蚀材料，以此来确保露天环境的长期稳定性，可以在在

步道旁设置太阳能供电的智能健身驿站，整合划船机、踏步

器等有氧设备，在学生运动时同步为其手机充电、连接蓝牙

播放音乐。针对校园地形特点，还可以适当开发一些梯度式

挑战路径，在坡道设置阻力可调的登山单车，平坦区域则布

置多人协作的踩踏发电设备，将学生在运动中所消耗的体能

转化为互动游戏能量值，增强健身项目的趣味性。此外，高

校智慧校园中的趣味有氧健身设施在功能扩展方面，需要做

到支持模块化组合与场景切换，同时布置低功耗广域物联网，

来实现快速将户外设施数据无线传输至校园健康平台。

5 结语

高校智慧校园中的趣味有氧健身设施设计，是科技赋能

校园体育服务的创新实践，有助于推动大学生群体完成从被

动锻炼向主动参与健康管理的转变。在物联网、交互技术赋

能下高校智慧健身房、智慧体育场馆以及户外健身区域建设，

将始终以学生运动兴趣为导向，依托数据分析优化校园健康

管理效能，并在未来实践中尝试进一步拓展虚实融合的运动

场景，为智慧校园建设中“体教融合”目标的实现持续注入

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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