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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运动监测系统在校园足球训练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考究。发现如今校园足球

缺乏相应的足球保障体系、足球训练方案不合理、训练效率不高、足球基本功和专项素质训练不到位等。运动数据监测系统

与足球训练的结合不仅能够提高训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且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规避运动风险，提高训练的科学性。有效

避免由于运动负荷不合理而造成的训练损伤，提高足球训练的合理性和效率，运动训练强度进行数据的显示，同时还可以建

立队员训练数据库，运用数据所反映的负荷强度增加训练研究手段，以推进训练技战术方法的实施和改进，提高球队整体水平。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sports 
monitoring	system	in	campus	football	 training.	It	 is	found	that	 today’s	campus	football	 lacks	a	corresponding	football	guarantee	

system,	the	football	 training	program	is	unreasonable,	 the	training	efficiency	is	not	high,	and	the	basic	skills	and	special	quality	

training	of	football	are	not	in	place.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data	monitoring	system	and	football	training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training,	but	also	avoid	sports	risk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of	training.	

Effectively	avoid	training	injuries	caused	by	unreasonable	sports	load,	improve	the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of	football	 training,	

display	data	on	sports	 training	intensity,	and	establish	a	team	training	database,	and	use	the	load	intensity	reflected	in	the	data	to	

increase training research method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raining techniques and tactic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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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足协在官网上力推“2024 奥运希望之星”训练营。

这个训练营是足协根据《中国足球协会 2020 行动计划》章

程，针对目前国内青少年足球发展的现状，着眼 2024 年奥

运会和 2026 年世界杯而推出的计划。根据新华社报道，本

次训练营的核心内容是建立这批 2001 年龄段球员的数据技

术档案库。其中的可穿戴设备和数据统计服务都由动量科技

来提供。运动数据监测系统如今在校园足球中运用的极为广

泛，中国的足球数据产品现在主要被分为 3 大类，即数据管

理平台（华奥国科和一刻足球等）、技术统计分析（创冰科

技和同道伟业等）、博彩推荐（足球魔方和竞彩猫等）。而

在其他国家，还有一类已经被广泛运用在高水平俱乐部——

运动身体机能监测，市场目前主要被 Catapult、GPSports、

STATSports 三家占据 [1]。国家体育总局高度重视校园足球

的发展，国家也投入了许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今运动数

据监测系统在校园足球中运用的比较广泛，在足球重点城市

全国足球特色校中，校园足球队伍使用科技设备非常的广

泛。而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受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

局限，在足球队的建设中科技助力于校园足球的发展上还处

于匮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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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动监测系统的特点及适用性
2.1 运动数据监测系统的特点

运动数据监测系统在计算机互联网和体育产业摩擦的产

物，它所具备的是便携轻巧且不影响平时的训练和比赛的基

础之上将运动数据通过蓝牙连接设备 APP 通过数据的传输将

训练或比赛的运动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并做出准确的分析 [2]。

对队员的各项生理指标进行实时的监测，有效地跟踪和量化

机体的运动负荷，记录每次训练的跑动距离、速度、不同时

段的跑动速度和距离以及各个时段的加速，以及热量消耗区

域做出明确的划分，并最终通过终端反馈给教练，足球训练

进行实时的现代监测系统 [3]。该运动数据监测系统主要是由

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运动监测系统，包括有客户端、

监测器（包括脉搏采集器、运动距离和速度采集器）报警器

等一系列模块，经过几代的发展改进，现在它所具备的是更

加小巧便捷，大小如手环且其穿戴方法极其便捷，只需要戴

在手腕上即可实现对所需的一切可供数据。第二部分是数据

分析系统，这部分主要是连接互联网和云计算，它所依靠的

是强大的后台数据库，对足球训练或比赛中所得到的数据进

行整合分析，对所记录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对比，根据此次训

练或比赛的特点以及队员的生理机能提出相应的更加合理

的训练方案或战术打法。运动数据监测系统将人为的负荷判

断扼杀从而成就了相对科学合理的负荷数据，对于训练和比

赛来说减少了运动损伤的发生率，提高了训练的质量，对训

练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保障。校园足球训练中结合了此

项设备，大大提高了教练员对队员运动状态的判断，能够结

合训练制定出更加合理的训练方案 [4]。

2.2 运动数据监测系统的适用性
运动数据监测系统的终端数据采集器可以对每名训练者

的脉搏、心率、运动负荷、跑动距离、跑动时间、跑动区域、

最大跑动速度、平均跑动速度等数据进行收集，并最终通过

客户端的显示反馈到教练员的手中，让教练员通过数据平台

了解到每一位队员的跑动状态，对训练中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及时进行调整，通过对整体数据整理并借助计算机将数据整

合下来结合高清摄像所记录下来的视频对技战术进行分析，

对技术动作进行纠正，让队员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所要

提高的部分，继而提高训练的主动性 [5]。

3 校园足球训练的困境与现状
3.1 缺乏相应的足球保障体系

训练负荷量的大小一般为次数、时间、距离、重量等，

而负荷的强度有速度、单位练习的负重量或难度等，负荷的

安排必须符合中学生生物年龄的增长的特点和生理机能的

发展水平而安排相应量度的负荷。在传统的训练中，教练员

对负荷的评定往往是借助于自己的训练经验以及学生自我

感觉，这种方法太过于片面化，缺乏依据是不科学的，每一

位队员的负荷承受力是不同的，适宜负荷下机体会产生适

应，而过度负荷机体就会产生劣变，会导致伤病。负荷量度

的大小是随各种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对它的测定和评价

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无论是训练或者是比赛，都将会减

少受伤的可能性，提高训练质量，对于校园足球的发展将会

是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3.2 足球训练方案不合理而带来的训练效率不高
校园足球的训练包括了技术、战术、心智和体能训练，

技术训练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在技术娴熟的基础上以体能为

支撑结合战术打法而进行的足球技战术的练习，要想训练的

效果达到最佳化，就必须制定合理有效的训练方案。一方

面，在训练中教练员往往是依靠自己所在运动员时代的训练

方式训练现在学生的训练没能够跟进现代训练的方式，由于

训练方式过于老套，训练方案上一些套路打法已经不再适用

于现代足球的节奏，未能跟上现代青少年身体发育各方面机

能。而教练员是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的组织者和策划者，青

少年成长和成才的关键因素，教练员是校园足球的领头军，

他们必须能够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创新训练方法，才能够

让校园足球的训练更专业化。另一方面，校园足球训练缺乏

高水平的教练员，教练员训练的本质是上行下效，教练员如

何教，学生就如何学，教练员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队员

的水平。校园足球训练中的教练员整体水平还不够高，其理

论、实践水平亟待提高。

3.3 足球基本技术训练和体能训练不到位
培养高素质足球人才是开展校园足球的初衷，足球技术

包括传球技术、停球技术、运球技术、头球技术以及包括掷

界外球、假动作、抢断球、跑位等技术，还包括一些基本技

术的组合、一般战术、比赛阵型等。体能是队员的基本的运

动能力，是由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及运动素质的发展情况决

定的。现在足球攻防转换快、对抗性强，足球的训练内容要

注重专业素质的培养。技术训练是基础，校园足球训练更多

的是对基本技术的巩固，不断提高传球的准确性，加快传导

速度，加快攻防转换速率。一次有效的训练课包括了技术、

技能到比赛，缺一不可，但是校园足球训练时间上的安排应

该合理有效，技术部分应该多练习，教练员根据现实的情况

对技术的训练做出完整的训练计划，提高技术水平，以及适

当增加体能的训练，以保证在比赛中有足够的体力。

4 运动数据检测系统在校园足球训练实践运
用和价值
4.1 保障训练安全，减少运动损伤发生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学者布斯柯可根据负荷强度对运

动等级进行了从很轻到极重的七个层次分类（如表 1 所示），

每个等级的运动负荷和一定的心率范围相对应。

足球技术训练时平均心率大约在 140 次 / 秒，高强度训

练时平均心率大约在 170 次 / 秒，比赛时大部分队员最高心

率有时会达到 190 次 / 秒以上，综合上表可见足球项目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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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运动强度大、负荷重，在运动等级上属于很重到极重这一

范围 [6]。一定时间内高强度的训练量，能够有效地刺激队员

的肌肉以及心血管系统，加速机体的代谢能力，有利于激

发队员的自身潜力，提高队员的个人技战术水平，提升队

员的身体素质。运动数据监控系统通过实时的心率监测能

很好地规避因为运动量过大造成的运动伤害，它自身所携

带的报警功能随时都会对危险心率进行报警，在足球训练

中，通过手机终端，教练员可以清晰实时地关注到队员的心

率指数和心率负荷，一旦出现心率持续过高将立即的停止

训练。另外，即使教练员在课堂中没有注意到队员的心率

不正常，系统的报警装置也会及时通知教练员，减少运动 

伤害。

表 1 布斯柯可运动强度层次分布表

运动等级 很轻 轻 中等 重 很重 特重 极重

心率范围值 ＜ 80 80~100 100~120 120~140 140~160 160~180 ＞ 180

4.2 建立队员训练档案，协调技战术训练，建立队

员训练数据库
足球训练往往在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方面有一定的要

求，要具备较好的身体素质，且具备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能够在比赛中不怕吃苦敢拼、敢抢，具备高尚的意志品质。

足球训练在具备一定的天赋之外离不开后天的努力，此系统

长期对队员的训练或比赛情况数据进行收集，在此基础之上

为每一位队员建立训练运动档案，通过对一段时间的数据进

行横向比较和分析，从其提供的训练数据中评价训练或比赛

的成效，进而能够给训练或比赛一个合理的评价 [7]。其能在

足球训练中能够在获得队员训练数据的基础上，对队员的训

练效果进行综合分析，从而甄别出不同的教学和训练方法在

学生的各个学习阶段的训练效果，教练员可以利用该设备开

展足球技战术评价，教学教法还可以直接反馈到训练和比赛

实践当中，提升足球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还可以反映

队员各项身体指标，用来判断机体的疲劳程度，合理地安排

恢复，做到松弛有度，继而进一步激发训练热情。

5 结论
作为在大数据背景时代下诞生的一种体育教学辅助工

具，运动数据监测系统足球训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

归根结底来说再先进的设备和系统也只是教具，主导的还是

教练员。教练员的主体地位不可撼动，为了使运动数据监测

系统在足球训练中发挥最大作用，教练员除了要具备较强的

运动训练知识以外，还要加强运动数据监测系统培训学习，

只有熟练掌握运动数据监测系统的各项操作知识充分了解

训练中队员各项生理指标所反映出的生理特点，才能更好地

用设备促进训练和成绩提高。另外，学校要重视对足球队

员运动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在数据中把握学生训练的特点，

分析出规律，为提高技战术水平夺取比赛优胜创造更好的条

件。由于运动数据监测系统，它本身是一个高科技产品，部

分地区还不能够支付得起这样一个高科技辅助训练工具，该

运动数据监测系统还需要进一步改进，降低成本，以便更多

的队伍能够使用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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