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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oT technology is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after another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method and logic analysis, management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sport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inding the current management in institutions 
of high education learning spor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management, sports equipment, sports 
management, th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IoT technology to solve according to actual situa-
tion. Facing the limitations of technology, policy and capital in the application of IoT technolo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innovating the core IoT technology, construct-
ing the layout of Internet of thing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mproving the corresponding 
sports facilit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sports man-
agement platform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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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联网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信息技术的又一次发展，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以高等学

校体育管理为切入点，发现目前高等学校体育管理在教师和学生管理、体育器材管理、体育场地管理方

面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应用物联网技术进行解决。面对物联网技术应用中存在的技术、政策、

资金等方面限制，提出使用创新物联网核心技术、构建高校物联网布局、完善相应的体育设施等建议，

从而促进高效便捷的学校体育管理平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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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联网技术是近年来新兴的信息科学技术，通过应用射频识别技术(RFID)、传感器技术、智能技术

等技术，将物体与物体连接成一个信息交换的网络。目前，我国基于“互联网+”的时代背景，已将物联

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升为国家发展重点，《“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要推进物联网感知设施规

划布局，发展物联网开环应用。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伴随物联网技术

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体育领域也在其中。本文以高等学校体育管理为切入点，发

现目前高等学校体育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通过物联网技术促进高校体育管理工作开展。 

2. 相关概念 

2.1. 物联网及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概念最早是在 1999 年提出的，当时的定义是指把所有物品通过射频

识别等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2005 年，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在报告中确定了物联网的概念[1]，提出物联网是通过激光扫描器、射频识

别、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根据固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

行信息传达和交换，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2]。 
物联网技术是在实现物联网过程中需要运用到的相关技术的总称。孙其博[3]等人归纳和梳理了物联

网涉及到的核心技术，并将物联网的技术构成分为四个体系，即：管理与支撑技术、感知与标识技术、

网络与通信技术、计算与服务技术，不同的体系涉及不同的应用技术。技术感知与标识技术体系包括传

感技术、识别技术等，网络与通信技术体系包括接入与组网、通信与频管等，计算与服务技术体系包括

信息计算、服务计算等，管理与支撑技术体系包括测量分析、网络管理、安全保障等。 

2.2. 高等学校体育管理 

学校体育是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发展学生身体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必要组成部分[4]。学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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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的内容一般分为体育课程管理、体育教学管理、课外体育管理三个方面。在高等学校中，由于学

生和教师数量多，自主课程安排灵活，学生课余时间多，从而在管理上工作复杂，难度很大[5]。因此，

高等学校体育管理要遵循高校体育和教育的基本规律，充分利用现有的有限资源，将人力资源、经济投

入、物质资源以及信息和时间等因素，用最佳的手段和方法，对高校体育进行计划、组织、控制、评估

等一系列的综合活动[6]。 

3. 物联网技术在高等学校体育管理中的应用 

3.1. 教师和学生管理 

在高等学校日常的体育教学过程中，参与的主体是体育教师与学生，体育教师在传授基本体育理论

知识和运动技能的同时，还要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而传统的高校体育教学中，由于课堂上学生人数过

多，教师对学生的出勤、运动技能的学习程度和学生的体质状况难以准确把握。另外，体育教师上课多

在室外，地点有时不固定，学校管理人员对体育教师出勤的考察监督困难。 
针对教师和学生管理中出现的问题，首先在学生和教师的出勤方面，可通过建立基于 RFID 技术的

人员管理系统，录入教师和学生的基本信息。学生参与体育课程和进行课外体育活动前后刷卡记录，相

关数据将传输到网络服务器并保存，系统实时反馈学生参与体育运动情况给体育教师，利于教师对学生

期末成绩的合理评价。学校管理人员也可通过教师的刷卡记录，了解教师的迟到早退情况。其次，在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方面，可利用传感器技术，让学生在课堂上佩戴相关设备，每次课程中获取学生运动过

程中的心率、体温等生理基本参数。设备还带有警报模块，当监测到学生生理参数发生异常时，警报模

块会触发蜂鸣器并自动联系 120。通过一学期连续监测学生的生理参数，将形成一张完整的数据图表，

教师可了解体育教学对学生身体状况的影响，为体质测试提供有效的数据参考[7]。最后，在完善系统各

项功能的同时，还需使用安全网络管理技术保护教师和学生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 

3.2. 体育器材管理 

体育运动种类繁多，对应的体育器材也不同，目前高校对体育器材的管理主要是安排人员管理，并

且只针对体育课程需要提供器材。每天器材借还的过程，负责人都要反复清点器材数量并记录，过程十

分繁琐且容易出错。 
物联网技术中的 RFID 技术是物品识别的关键技术，在物流行业使用最多，该技术已在高校食堂、

图书馆中广泛应用[8]。在体育器材的管理上利用 RFID 技术，在器材上贴上具有唯一性电子标签，管理

人员通过预置的网络系统管理和监控体育器械的借出和归还情况，老师和学生利用网络信息平台了解器

材的库存信息，在对应的机器上自主地借还器材[9]。电子标签中还具有定位功能，实时跟踪器材的移动

轨迹，当器材被带出了学校管理人员设置的活动区域范围，标签会自动发出警告声并报警。在体育教学

过程中，可以利用感知技术对体育器材进行全程数据跟踪，在网球、排球、足球等教学课程中，通过球

内放置的电子标签，更好的了解球的飞行路线及走向，提升教学训练水平与能力。物联网技术在体育教

学中的应用还体现在可穿戴式设备上，通过智能传导学生身体信息，更好的实施教学计划，提升教学质

量和效率。 

3.3. 体育场地管理 

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在全国的体育场馆中，学校体育场馆占比达 66%，基本上每个高等学校都会

有自己的体育场馆[10]。为了国民体质健康，国家要求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高校体育场地在进行正

常学生上课的同时，还要满足全民锻炼的需要。因此，学校对体育场地进出人员、开放时间安排、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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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管理上难度加大[11]。如何实现体育场地的高效和信息化管理，是目前高校体育场地管理工作中需

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应对这个问题时，物联网技术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学校可以利用感知与标识技术、网络与通信技

术、计算与服务技术等，形成一个体育场地智能控制和信息共享平台。门禁系统实时监控和反馈体育场

地的人员流量，防止场地内人员过多而拥挤造成的安全事故出现。智能的照明系统根据门禁系统反馈的

场地人数以及光照度的变化调节体育场地的灯光设施，安排较少的工作人员检查故障，节约体育场地的

管理和运营成本。计算机网页或手机 APP 应用及时发布场地人员和项目安排的详细情况，校外人员以身

份证信息进行注册，校内人员的信息自动从校园卡系统中获取，人员登录后能够实时了解各个场地的安

排和使用情况，进而调整自己的活动内容和项目选择，选择空余的体育场地参与体育活动。 

4. 建议 

上文针对高等学校体育管理中教学主体客体、教学器材、教学场地出现的三个方面问题，应用物联

网技术加以解决和优化。对比物联网在其他行业的应用程度，如物流行业、制造行业，物联网技术在高

等学校体育管理的应用还处于初步探索和学习阶段，学校体育管理如何合理有效运用物联网技术，存在

技术、政策、资金等方面的限制，需要认真的面对和解决。 
第一，将可穿戴式设备应用于日常教学中，提升教学质量的高效性。通过信息传导，教师可以了解

并监督学生运动的状况，改善不标准动作，使学生始终明确自身的学习情况，提升教学效果，减少因动

作不当导致的运动损伤；在进行长跑、游泳等教学任务时，可穿戴式设备可用于检测心跳、血压等身体

机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进行相应的教学调整，危险时进行救助和监督，保障学生的安全。在高

校历年体测中，学生猝死时有发生，利用腕表等设备及时了解学生身体状况，可以有效避免伤病的发生。

根据高校的具体资源配置，建立物联网教学室，提升可穿戴设备的利用，以点带面逐步推动物联网在高

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普及。 
第二，推动智慧场馆建设，辅助高校体育管理。高校体育教学离不开场馆和场地，物联网的广泛应

用使场馆建设更加人性化，有效缓解场地供给不足，提升场地资源信息化，改善利用率。在智慧体育场

馆建设中，始终遵循“以人为本”，将学生放在首位，以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学生能力为基础提供服务。

提升体育场馆的可持续能力，长时间大批量的教学任务必须要求智能设备的可循环使用能力，以实现资

源的高效性与利用最大化。严把体育场馆安全关，利用物联网技术，保障无死角监控、门禁安保系统、

消防照明系统、通气排风的日常检测与维护更新，重视体育场馆的安全建设。 
第三，构建高校物联网布局，完善网络信息平台。学校体育应用物联网技术需要在原有体育设施的

基础上改进升级，使每个物品都有自己的标识，实时反映物品信息变化情况到网络信息平台。而庞大的

物品交互数据产生，需要强大的计算机数据储存与处理能力，所以加强网络信息平台的构建是物联网运

作的关键环节。物联网技术应用于高校体育管理，必须建立统筹兼顾的网络信息平台，将人员、器材、

场地信息统筹考虑。高校主管人员根据学校自身的体育资源特点，树立技术立校、科技兴体的责任与目

标，在全校范围内规划布局物联网感知设备。当物联网新技术应用在学校体育管理中时，需要加强学校

主管部门的协调与互动，及时解决技术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学校体育物联网不断扩大。

此外，技术的升级和创新以及新技术大范围投入使用的背后都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撑，学校管理部门应合

理计划物联网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的资金分配，控制预算，节约开支。 

5. 结论 

本文以高等学校体育管理为切入点，发现高等学校体育管理中存在教学主体客体、教学器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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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出现的三个方面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应用物联网技术提供解决建议。面对物联网技术应用中存在的

技术、政策、资金等方面限制，提出将物联网技术融入教学、完善相应的体育、设施场馆构建高校物联

网布局等建议，从而促进高效便捷的学校体育管理平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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