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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针对提升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袁围绕需求尧技术尧政策 3 个维度展

开袁对美国尧日本尧英国尧深圳尧北京尧杭州等国家和城市的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

台进行分析与比较袁上海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建设现状和问题袁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所面临的瓶颈袁同时提出完善对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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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dimensions of requirement, technique and policy, the paper analyzes and com-

pares the junior public sports cloud service platforms in the USA, Japan, UK, Shenzhen, Beijing

and Hangzhou. It discuss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junior

public sports cloud service platform. It tries to find out the bottleneck which the junior public sports

cloud service platform is fac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for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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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提升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路径与对策

研究
刘 峥袁汪 海

野十三五冶时期袁我国将致力于提升青少年体育

服务质量袁加快转变体育发展方式袁上海市将迎来体

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遥 大力借助信息化手

段尧 云服务平台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已经成为必然

趋势袁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遥已经有研究对

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展开了一定的研究袁 但更多关

注云服务技术平台本身袁但尚未对野互联网 +冶和智

慧城市背景下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的新特点给予足

够重视袁 对配套体制机制及政策把握也有待进一步

完善遥
政府是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的责任主体袁 提升

公共体育服务水平袁 满足青少年不断增长的体育需

求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遥政府应重视青少年体

育的发展袁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袁做大尧做强学校

体育袁为青少年搭建网络式尧信息化健身平台袁提供

便捷的体育参与及全程跟踪式的健身评价袁 不断完

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平台建设遥
本研究针对提升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袁

围绕 3 个维度展开院渊1冤需求维度院明晰青少年体育

公共服务的特点曰渊2冤技术维度院云服务平台的功能

模块建构曰渊3冤政策维度院适应于青少年体育公共云

服务平台的配套政策遥围绕野为什么去做冶渊内涵与意

义冤要野难题在哪里冶渊发展瓶颈冤要野怎么去解决冶
渊云服务平台模块冤要野如何去配合冶渊政策路径冤这
一思路袁综合使用实地调研法尧实证研究法尧案例研

究法等研究方法展开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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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适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的切实需求袁搜
集相关政府部门尧协会的现有配套政策袁获取提升青

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所面临问题的资料和数

据遥 面向有关专家学者尧青少年尧体育局尧高等院校尧
体育俱乐部尧家庭尧社会体育组织机构等对象袁广泛

调研袁了解青少年体育需求的特征袁进一步明确各个

领域尧 各个群体对青少年体育公共信息云服务平台

的需求袁为云服务平台的实效性奠定基础遥

对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现状进行分

析袁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

所面临的瓶颈遥基于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需求袁设计

和搭建云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袁 使之能够满足青少

年公共体育服务的现实需要曰 从理论上论证青少年

公共体育服务平台构建的基础袁 为平台运转提供指

导袁主要包括相关制度体系尧政策法规尧共享机制尧评
估监测尧激励机制等遥

对美国尧日本尧英国尧深圳尧北京尧杭州等国家

和城市的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进行分析与

比较遥

随着国家深入开展大数据战略袁 我国的智慧城

市建设散发出勃勃生机遥新时期以来袁大数据已经成

为促进城市向数字化尧智慧化转型的核心支撑技术袁
催生了智慧城市经济发展新常态尧多元发展新业态尧
科学治理新势态尧 公共服务新动态袁 使城市经济结

构尧产业发展尧运行管理尧公共服务等方面步入更加

协同有效的发展路径遥 云技术便是大数据的一个门

类袁 云技术与智慧城市的深度融合为公共服务注入

新活力遥在智慧城市建设这个大背景下袁将云技术和

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平台相结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遥 这样不仅有利于公共体育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建

设袁还能高效地整合公共体育资源遥因此袁可以看出袁
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部

分袁 或者说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是智慧城市

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遥

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建设首先需要了

解青少年需要什么样的体育服务袁 只有真正了解了

广大青少年群体的体育需求袁 才可以科学合理地制

定符合时代要求尧青少年愿望的体育服务政策措施遥
采用矛盾分析法袁 可以得出当前青少年公共体育服

务的主要矛盾是青少年不断增长的体育需求与有限

的社会体育资源之间的矛盾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

召开之后袁我国公众的体育意识明显增强袁随着建设

体育强国的号召袁全民健身热潮也席卷全国袁青少年

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袁 由此导致了青少年公

共体育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遥 而与需求相对应的有

效供给却相对不足袁 具体表现在对外开放的体育场

馆相对较少袁体育资源的闲置率比较高遥体育公共服

务除了硬件设施存在诸多问题之外袁 与硬件相配套

的软件即公共体育资源管理水平也亟待提高遥

充分利用云计算技术来调节青少年公共体育服

务水平是提升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遥利用信息技术袁
通过互联网广泛征集青少年的公共体育需求袁 可将

青少年的公共体育需求数据化袁 进一步分析青少年

体育需求的结构及特征遥 充分利用现有公共体育资

源的野存量冶袁利用云计算相关技术袁可尽量降低公共

体育设施的闲置率袁 在不造成公共体育设施损坏的

前提下袁尽可能提高公共体育资源的使用效率遥进一

步健全公共体育资源管理制度袁 明确主管部门与经

营者之间的责任尧权利尧利益关系袁引入以云计算为

基础的信息管理系统实施管理袁 促使青少年公共体

育服务的软件水平的提升遥

在青少年体育赛事的组织与管理中袁 现代信息

技术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支撑和推动角色袁这
已经成为衡量青少年赛事组织水平和青少年满意度

的重要标准 [1]遥 但目前青少年非职业体育赛事的一

个制约因素是赛事信息组织与架构模式难以解决赛

时的瞬时大量数据与赛后设施闲置所造成的资源浪

费等矛盾袁 这也成为青少年体育赛事组织开展工作

的瓶颈遥
从投资所需成本来看袁权衡了硬件尧软件尧维护

系统的人力成本这几个因素袁 我们发现云计算架构

的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比传统的服务平台更

为经济遥 由于体育云平台系统不需要在本地投入高

昂的费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袁 而且其对用户端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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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不高袁云服务提供商负责云端日常维护袁显著降

低日常维护成本遥 野体育赛事 + 云服务冶可以有效合

理地整合青少年分散的体育信息资源袁 提升青少年

赛事系统整体规划能力袁避免造成盲目建设袁盲目投

资袁浪费资源的局面遥而且降低了赛事系统建设维护

成本遥由于引进了专业的体育信息化人才袁对系统部

署推行大有裨益遥

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就是云技术与体育教研相结合遥 云技术在与教

学实践不断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云空间教学遥
在具体的应用实践过程中袁云空间教学使得青少年

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交流遥 大学生的课堂学习时

间远远小于课外自由支配的时间袁 云空间教学使得

学生们自由利用课外时间来学习袁 实现了教学资源

的可随时利用袁 不再以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呈现出

来[2]遥 具体到体育教学中袁在传统的体育教学中袁学
生对高难度的体育动作的吸收消化效率往往很低袁
而体育教学工作者可以将规范的体育动作上传到

云空间里袁学生可以在课外的时间通过慢镜头的动

作拆分尧定格与讲解深入理解袁攻破难点袁高效率地

学会体育技术动作遥 另一方面袁云技术为基础的云空

间教学真正地实现了教师主导尧 学生主体的新型师

生关系遥 在这个野云空间冶里袁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与老

师和其他同学沟通交流袁做个主动的学习者遥 与此同

时云服务教学平台有助于提升学生自我学习和创新

学习等学习能力遥 云空间里有海量的学习资源袁学生

可以结合自身实际袁扩充自己的知识面袁增强自身的

综合学习能力遥

当今社会袁 互联网的优越性已经不断显现袁如
何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社会尧经济各领

域之中袁提升全社会的生产力和创新力袁形成更广

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

新形态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项要求遥 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成熟与应用袁 以及智能终端设备的全面普

及袁导致了传统体育产业模式在互联网的浪潮下显

得有些陈旧落后遥 将体育产业与互联网对接袁建立

体育产业发展的大数据袁增加多样供给袁提升供给

的精准度袁扩大供给的规模袁发展体育产业多种多

样的实施载体袁 这不仅能够激发体育产业的新活

力袁还能为体育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新动力袁最终

实现供给的高效袁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袁提高体育

产业的创业创新能力遥

由于美国互联网行业发展比较早袁 信息化程度

比较高袁相关的政策法规较为完善袁政府相关部门对

青少年公共体育一直都比较重视袁因此袁美国的青少

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比较成熟的遥 美国对青少年

体育非常重视袁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政策袁美国的体育

发展模式为非政府管理模式袁 参与体育运动也属于

一种自发性质的活动遥 对于相关体育法规或政策等

方面袁美国政府相对颁布地较少遥 在构建信息服务体

系上袁 美国政府比较重视在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

引入市场机制袁 以此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选择公共

服务的提供者袁 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地促进青少年公

共服务体系的自我完善遥 另一方面袁美国有着较为发

达的法律体系袁在公共服务领域袁已经形成了比较成

熟的法律尧政府行政权力尧社会公众等方面的制约体

系袁 这些因素极大地推进了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

平台的快速发展遥 美国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来选择公

共服务的提供者袁 以此来促进青少年公共体育的自

我完善袁这一机制是值得我们来借鉴学习的遥

近些年来日本在提升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方面

发展很快袁 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遥 日本政府为实现

野体育振兴基本计划冶重点实施项目推进了综合型体

育俱乐部建设和构建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项

目计划遥这一措施赢得了社会及国民的广泛认可袁收
到了民众的支持和欢迎遥日本制定的野体育振兴基本

计划冶旨在实现终生体育社会化尧完善区域体育设施

环境以及尽快实现青少年每周参加一次体育活动为

目标的发展战略袁 也是日本建设国家公共体育服务

体系的重点项目之一遥野体育振兴计划冶实施以来袁日
本在提升青少年的体质和生活质量水平袁推动社会尧
学校以及竞技体育三者的统筹协调发展袁 构建青少

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 [3]遥 与此同时袁日本不断地探索构建信息发布中

心尧媒体信息中心尧体育设施使用情况网络化和交流

中心的机制袁 这对我国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

的构建和体育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遥

2012 年英国成功举办了第 30 届夏季奥林匹克

上海提升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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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遥从申请奥运会成功以来袁英国不断地鼓励民

众袁特别是青少年袁积极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上来袁并培

养他们终生体育的习惯遥 与此同时袁英国政府也积极

地颁布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青少年公共体育事

业的发展遥 这些年来袁英国不断地转变和提升对青少

年体育的认识袁在实践中不断的解决青少年的现实需

求袁不断地开展满足青少年现实需求的丰富多彩的体

育活动袁以培养青少年终生进行体育锻炼的好习惯为

终极目标遥并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探索青少年公共体

育云服务平台的构建工作袁这些措施不仅符合英国的

基本国情袁 而且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袁有
目标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英国青少年体育发展中存在

的现实问题遥 另一方面袁英国政府不断地加强对青少

年体育的公共服务投入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青少年公

共体育的建设袁这些积极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

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建设遥

深圳市是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区之一袁经
济水平和社会发展都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袁 深圳市

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水平跟全国的大多数地区相

比较发展水平较高袁 在体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有很

多成功的经验袁 可以对其他地区的体育事业发展起

到借鉴参考作用遥 深圳市是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迅

速的城市袁具有较浓烈的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气息遥
深圳市在促进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过程中

不断地进行着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袁 并不断地引领

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袁不断地强调政府尧社团组织尧
企业以及个人的责任担当意识遥另一方面袁深圳市政

府在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尧明确服务标准尧提
高信息发布的透明度尧扩大服务范围遥另一个值得借

鉴学习的地方是院在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袁深圳

市逐步引进市场价值机制袁 这较大提高了青少年公

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服务水平和效率遥 在进行青少

年公共体育改革的过程中袁 深圳市密切关注着经济

效益与公益性之间的平衡问题袁 这方面的经验值得

其他城市在构建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过程

中借鉴和学习的遥

近些年来北京市充分利用野互联网 +冶的发展战

略袁不断加强对体育信息的宣传工作袁创建良好的青

少年体育信息服务平台袁 营造和培育着良好的体育

氛围袁通过多渠道尧多途径来宣传体育健身知识袁加
强体育场馆建设袁不断提升青少年的健身意识袁并积

极地引导青少年加入到科学的健身浪潮中来遥 北京

市在构建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过程中袁在
组织各种体育赛事的同时袁 也积极地开展青少年体

育健身知识讲座和体育知识宣传工作袁 并不断促进

对青少年的技能指导和体质监测遥 在积极地整合和

优化现有的青少年体育信息资源的基础上袁 北京市

还不断的建立包括报纸尧网络尧电视尧宣传专栏尧宣传

手册等多渠道尧 全方位的青少年公共体育信息服务

网络和管理系统遥随着云计算尧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

发展袁 北京市建立起了专业性的青少年体育信息服

务网站袁青少年可以实时地登录网站袁查询尧咨询感

兴趣的体育信息遥 北京市所构建的青少年公共体育

云服务平台袁 极大地方便了青少年获取更多的体育

信息资源袁 也不断的促进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的积

极性遥

近几年来袁 为了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和促进青少

年公共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袁 杭州市在青少年公共

体育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袁 先后出台了一些关于青少

年体育健康发展的相关文件袁 不断扩大城市公共体

育设施的开放力度袁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参与

到体育锻炼中来袁 逐步实现着全民健身的目的遥 同

时袁也在不断解决设施配置低尧维护差尧开放程度小

的问题遥 另一方面袁杭州互联网基础设施比较健全袁
互联网行业发展较早袁特别是野阿里巴巴冶在杭州取

得的巨大成功袁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杭州在互联网领

域的竞争优势遥近些年来袁杭州在智慧城市方面发展

速度也非常快袁 依托互联网的优势袁野互联网 + 体

育冶在杭州蓬勃发展遥 因此袁杭州在青少年公共体育

云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有着较好的发展优势遥 杭州在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袁 健全青少年公共体育管

理体系袁开展形式多样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袁满足

青少年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需求等方面相对于国内

其他城市做得较为成功遥

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牵头袁 联合教育部尧 财政

部尧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8 个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叶青
少年体育振兴规划曳袁我国青少年公共体育进入了快

速发展的新时期 [4]遥 上海的定位是世界城市袁体育事

业多个领域走在全国前列袁 根据第六次全国各省市

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袁上海市在体育场地数量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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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汇编的世界人口

展望数据库中关于中国青少年人口最新的统计数据

如图 1尧图 2 所示遥

图 1 2013 年底中国青少年人数统计表

图 2 2013 年年底我国青少年人数占全国总人口比例

在青少年体育管理模式方面袁目前对青少年公

共体育的关心重视更多地体现在建立青少年体育

组织和加强青少年工作方式上袁 并没有从满足青

少年体育需求方面出发为青少年提供公共体育服

务的角度开展工作 [5]遥 从教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袁
受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袁 我国的很多家长过度重

视孩子智力的发展袁 而往往忽视了孩子体质的发

展遥 学生往往取得了较好的应试成绩袁可身体素质

令人堪忧遥 如何统筹协调青少年体质和智力的全

面发展袁 还需父母和孩子们对青少年公共体育服

务理念的深入理解袁转变传统的价值观念袁对青少

年体育服务加以重视遥 从青少年自身情况来进行

分析袁青少年体育服务积极性不太高袁并且社会对

于青少年体育需求缺乏必要的关注袁 再加上青少

年受自身身体条件的影响以及消费水平等因素的

制约袁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空闲的时候更倾向于

选择室内活动遥

在构建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过程中袁
需注重平台的实际应用性遥 在实现体育公共信息服

务的进程中袁 亟需突破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就是

如何确保能够为青少年提供信息咨询服务袁 又能为

青少年提供在线体质健康状况评价袁 同时保证能够

表 1 第六次全国部分省市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汇编

省、市、 

自治区 

场地数量 

/个 

场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用地面积 

/m2 

2013 年收入合计 

/万元 

2013 年支出合计 

/万元 

上海市 28 179037 707157 1502727 14877 14848 

北京市 24 254904 1141999 2325248 51070 51905 

天津市 17 123860 434508 478315 6533 6476 

河北省 25 225869 442219 922104 3280 2836 

山西省 28 209776 444063 830304 3593 3354 

江苏省 99 967470 2212060 3719864 31900 27176 

辽宁省 53 604202 1187475 2570178 8141 8362 

吉林省 14 223055 256060 520426 1285 1166 

黑龙江省 21 214061 421016 1124792 962 788 

海南省 6 33329 836107 1397496 3798 6146 

 数据来源院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

地面积尧建筑面积尧用地面积等方面都在全国处于较

为领先的位置袁 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遥 在互联网时

代袁与国内外其他城市相比袁上海市有着较为完善的

互联网基础设施遥在云计算尧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

展下袁智慧城市建设被逐步提上了议程遥借助互联网

的浪潮袁 助推上海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构

建是时代所提出来的要求遥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袁在
互联网领域上海市有着先天的优势袁技术条件尧政策

法规都较为成熟袁 为上海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

台的构建创造了条件袁作为一项惠民工程袁相信云服

务平台的建设必将推动上海青少年公共体育事业的

发展遥

上海提升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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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个性化的健身指导服务方案袁 并设计青少年体

质健康与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和实现

途径袁 这也是在应用层面目前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

问题遥 另外袁在体育资讯实时查询方面袁场地信息查

询模块也是一个重点问题遥 构建场地信息查询模块

能够为青少年快速准确的提供公共体育场馆位置尧
场馆的种类以及各种大型健身俱乐部的相关信息介

绍及信息查询遥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袁青少年的现实

需求也是一个必须综合考虑的实际问题遥 同时还需

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袁 从而确定青少年

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主要框架袁 以及所涉及的主

要内容尧 所需要实现的功能和主要的应用领域等内

容袁 从而为信息服务平台的具体实施提供可靠而又

充实的支撑材料遥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袁 网络应用开始层

出不穷袁网络应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袁软件系统的设

计难度和复杂程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遥 在软件设

计的过程中袁往往需要综合考虑众多的因素袁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袁 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软件系统的功

能问题袁而且也会遇到很多的非功能性问题遥从技术

层面进行分析可能涉及到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尧 系统

的性能问题尧系统的安全性问题尧系统的适应性问题

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问题等等遥另外袁系统设计的

过程中还有一个不断更新升级的过程袁 增加了其他

的功能模块以后袁需要不断进行跟踪维护遥对软件不

断进行开发的过程中袁 软件系统是否能够适应这种

不断的变化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因素遥 在对软件进行

开发时使系统平台能够稳定运行并且具有可扩展性

则是平台构建的重点和难点遥

在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设计过程中首

先应该立足解决实际问题遥 要从全局的角度进行整

体规划袁 深入了解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在构

建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遥深入

了解现阶段青少年公共体育的现实需求袁 从技术层

面和应用层面进行可行性分析袁 并在理论与政策的

指引下逐步进行各个模块的设计袁统一规划袁协调内

部各个模块之间的关系遥 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

台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袁涉及到多个领域遥
在实现的过程中需综合考虑政策法规尧技术因素尧现
实需求尧实际问题等相关因素遥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

素袁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袁才有可能构建出以政

府为主导尧社会多方参与尧协调多方管理的青少年管

理运行机制袁初步建成符合我国国情袁较为规范尧完
善袁服务均等化袁受益人群广袁家庭尧学校尧社会相结

合袁以健身交流尧健身咨询尧竞技交流尧体质监测尧技
能培训等为主要服务内容的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

平台 [6]袁为青少年体育工作解决实际的问题袁更好地

促进青少年公共体育良性发展遥

在国家大的宏观政策的指导下袁 各行各业相继

借助互联网发展机遇与本行业深度融合并探索发展

之道遥 野互联网冶+野体育冶已经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

趋袁 这对体育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来说是一个难得

的历史发展机遇遥 如何深度整合相关资源尧把握政策

优势来助推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建设是我们

亟需关注并解决的问题遥 虽然在互联网的浪潮下袁信
息的获取变得越来越容易袁 但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信

息共享依然存在着隔阂遥 另外袁资源共享与信息整合

也是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因素遥
目前袁上海地区信息化水平相对较高袁体育信息化工

作主要还是围绕体育职能部门的核心工作开发出一

些门户网站尧办公自动化系统和内部管理系统袁体育

资源还多以实物形式存在遥 上海应加强平台共享环

境建设袁充分利用数据信息遥 青少年体质监测数据尧
青少年健身政策法规等信息可供研究者做定量尧定
性研究使用袁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信息尧锻炼信

息尧 康复保健信息等可为研究者进行研究提供一定

的基础数据遥 平台共享可以为青少年公共体育提供

基础数据的个性化服务袁 并为青少年的体育诉求提

供相关的平台支持遥

上海在构建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过程

中袁 需通过计算机网络将各个行业间的体育资源进

行信息采集尧加工整理和资源整合袁并通过数据库技

术尧软件管理和组织管理系统尧云计算技术袁将这些

资源组合抽取袁形成不同的服务系统袁对青少年这一

特殊的人群提供针对性服务袁 以充分发挥资源的效

用和政府的作用袁 最大限度地满足青少年对体育资

源和服务的各种需求袁 更好地促进青少年公共体育

的发展进步遥 在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构建

过程中袁要充分地依靠现代通讯技术尧信息存储技术

来实现传统组织结构尧职能及目标遥在这个构建的过

程中袁也需要社会各个组织尧部门的分工与合作袁需
要协调社会各种相关力量的密切配合袁 深入达成共

识袁彼此共同努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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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群体是社会发展的希望袁为其提供完善

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袁保障青少年群体与其他群体

同等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袁是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

的重要任务 [7]遥 随着野互联网 +冶的深入发展袁体育与

互联网正在触碰出火花遥 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又是

体育公共服务中的重要分支遥 互联网云服务平台方

面的技术和服务优势袁将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行业

资源进行整合袁实现青少年体质健康测评袁体育场

馆预定尧分享运动成果尧赛事活动报名尧青少年培训

班等功能遥 通过实地调研袁借助统计分析手段袁结合

当前的基础状况袁从技术投入尧推进体制尧社会需

求尧环境渊软环境冤等方面详细分析目前提升青少年

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面临的和主要瓶颈袁为突破青

少年公共体育服务的瓶颈提供了理论依据遥 通过对

标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验做法袁为政府部门尧社会

组织协同推进提高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

基本思路尧突破口尧实施战略以及配套政策提供理

论支撑遥

上海在构建体育共享服务平台的过程中袁健全青

少年健身保障体系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遥 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首先将场馆设施尧体育器材尧体育教练等信

息充分公开袁做到信息的实时发布袁以方便青少年能

够实时有效地获取相关的体育资讯遥 然后在此基础上

定制化开发一些功能袁比如野体育资讯查询冶野在线人

工服务冶野提前预约冶野体育器材查询冶野场馆导航冶等[8]遥
移动互联网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趋势袁 智能手机的普

及袁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遥 青少年健

身保障体系移动端应用的开发也是时代所提出的要

求遥 通过青少年健身保障体系袁可以全面地保障青少

年健身活动的开展袁同时也能够给青少年健身活动带

来极大的便捷遥

近些年来国家大力发展体育事业袁我国的体育

事业不断取得辉煌的成绩遥 随着奥运会尧亚运会在

我国的成功举办袁 以及 2022 年冬奥会将在我国举

办袁一次又一次掀起了全民健身潮遥 竞技体育已经

成为国与国之间传递友谊袁增进交流的一种重要方

式遥 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日渐丰裕袁人们的健康意

识也逐渐增强遥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袁加强

竞技体育支撑系统的构建袁对上海青少年竞技体育

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在竞技体育支撑体系中袁
体育竞技中的各类项目尧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的数

据积累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遥 充分借助互联网的优

势袁利用网络环境和信息技术袁实现体育专家尧体育

教练和青少年之间的实时互动遥 这样袁体育专家尧体
育教练尧青少年之间就有了有效的沟通渠道袁能够

达到实时进行交流的效果遥 此外袁竞技体育支撑系

统的构建袁有助于体育科研成果尧体育训练方法在

竞技体育中的应用与转化袁以此推动青少年竞技体

育水平的快速提升遥

上海在构建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过程

中袁需深度挖掘特色运动项目袁探索有利于青少年健

康发展的体育项目袁 借鉴一些体育发达地区的体育

发展经验遥 对体育场馆和体育赛事进行综合开发利

用袁做实体育产业袁繁荣体育竞技表演市场袁有效地

拉动各区域体育消费袁壮大青少年公共体育产业袁探
索出较为合理的体育场馆的市场化运营模式遥 加强

与其他各类体育企业的交流与合作袁 实时了解与掌

握体育产业的供求信息袁开发体育电子交易平台袁有
效促进体育产品在市场上的快速流通遥 做实体育产

业服务体系袁有助于体育资源的配置与共享遥通过青

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的构建袁 进行数据分析能

够进一步挖掘出青少年体育消费潜力袁 发掘出潜在

的体育产业市场袁引导青少年公共体育更快发展遥同
时也能够加快区域内体育产业的发展壮大袁 促进区

域经济的优化升级遥 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实

施路径如图 3 所示遥

图 3 青少年公共体育云服务平台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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