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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19-2020 年度）

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概况

（一）总体概况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以体育事业人才需求为导向，旨在培养具有系统体

育专业知识、较高体育专业素养和良好运动技能的高层次、应用型体育专门人才。

本学科设有体育教学、运动训练和社会体育指导三个研究方向，关注社会发展、

教育发展、行业发展人才需求，旨在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输送合格的体育教师、

教练员、社会体育指导及各类体育竞赛管理人员等。

本学位点拥有一支年龄结构相对合理，学历层次相对较高，教学、科研能力

强的导师队伍，共有专业型硕导 19人，其中教授 7人，副教授 8人,具有博士学

位导师 4人；本年度没有体育硕士毕业，2020年学院共招收体育硕士研究生 30

人。

（二）学位课程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学位课程建设实施课程负责人制，由课程负责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负责本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与教学运行与此同时，学位点还积极开展案例教学

与课程育人功能建设，以推动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根据研究生培养目

标需要，本学位点还积极建设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通过校内校外导师通力合作，

着力提升体育硕士教学实践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目前，已有研究生实践教学基

地 2个，为我院研究生实习实践教学提供条件保障。

本学位点严格执行 2019版体育硕士培养方案，具体开设课程如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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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开设研究生课程情况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教学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2 2 1 讲授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第一外国语（英语） 48 3 1 讲授 考试 外国语学院

自然辨证法 32 2 1 讲授 考试 法学院

计算机基础 48 3 1
讲授/
实训

考试 体育学院

专

业

领

域

核

心

课

程

体
育

教
学
方

向

体育课程导论 48 3 1 讲授 笔试 体育学院

体育教材教法 48 3 1 讲授 笔试 体育学院

运动技能学习原理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体适能评定与方法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体育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运

动
训
练

方
向

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运动心理学理论与应用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科学监控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运动伤病防治与康复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体
育

社
会
指

导
方
向

社会体育学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健身理论与实践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运动处方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运动休闲项目概要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大众体育管理 48 3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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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教学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非学

位课

论文

专

业

选

修

课

体育科研方法（必选） 32 2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体育健康评价 32 2 2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奥林匹克运动学 32 2 2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体育竞赛组织与裁判（必

选）
32 2 2

讲授/
实训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体育统计学 32 2 2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2 2 2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论文写作指导（必选） 16 1 1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体育社会学 32 2 2 讲授
课程

论文
体育学院

实践环节

实习实践结束后撰写总结

报告，通过后方可获得相应

学分

128 8 3 考核
导师、考核、

评定

注：学位课中的公共课除第一外语、政治理论外，其它按教指委课程列入表中。

（三）研究生培养情况

2019年按学校总体部署对本学位授权点培养方案进行修订，并在具体培养

过程中严格落实学分考试制度以及学位论文考核标准，强化培养过程的科学性与

规范性。本学位点目前处在积极建设阶段，因此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优化研究生

培养过程（开题、预答辩、外审、教育部盲审、答辩和学位授予），尤其是压实

导师第一责任人责任，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讲座、报告会、

学术沙龙等提升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本年度内体育硕士

研究生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8篇（见表 2），参加学术

会议 3人次（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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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体育硕士发表论文情况统计

序号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期卷号 姓名 排序

1
体育强国战略背景下冰雪运动赛事现

状分析
当代体育科技.2020,10(32) 朱冰莹 1/2

2 文化视阈下街舞运动创新发展的思考 科技风. 2020(30) 宋思雨 1/1

3 我国网球运动员的选材研究
当代体育科技.
2020,10(20)

朱朝语 1/1

4
宁夏银川企事业单位体育活动开展现

状调查与分析
当代体育科技.2020,10(23) 隽同笑 1/2

5 乐学教学融入体育课程的路径研究
冰雪体育创新研究，CN
23-1611/G8

裴浩泽 1/2

6
全域旅游视域下冰雪运动休闲小镇产

业链构建研究
体育视野. 2020,(10) 马坤 1/1

7
新冠疫情期间宁夏高校学生的体育行

为特征研究
灌篮，2020（14） 李景东 1/1

8
山东省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研究与分

析——基于横断面调查

冰雪体育创新研究，2020
（22）

黄书元 1/1

表 3 体育硕士参加会议情况统计

序号 姓名 报告题目 报告类型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参会时间

1 黄书元
全民健身文化的发展与

传播路径探究
专题报告

2020年全国体

育社会科学年

会

中国体育科学

学会体育社会

科学分会

2020.11

2 黄书元
文化传播视域下全民健

身推进实施的路径探究
专题报告

第四届全国体

育学科研究生

文化论坛暨

《体育文化导

刊》进高校系

列行活动

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体

育文化导刊》

编辑部

2020.12

3 黄书元
足球运动员专项体能训

练特征及其研究进展
专题报告

第一届中国体

能训练年会

中国体育科学

学会体能训练

分会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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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和党建工作是研究生教育的有力保障，更是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和立德树人的根本性问题。体育硕士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建工作，坚持把党的领导和思政工作贯彻到研究生培养的全过

程。具体情况如下：

1.思想政治理论课。按照学校的要求，本学位点研究生开设了自然辩证法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等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上课出勤率良好、课

程通过率较高。

2.课程思政。在校、院两级党委的领导下，学院按照“价值引领、能力达成、

知识传授”的总体要求，深化专业课和学位课教学改革，切实提升思想政治育人

实效，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建章立制，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1）

定期召开研究生任课教师“课程思政”学习研讨会，提升任课教师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能力和课程思政教学组织能力。（2）学院党委多次组织召开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推进会和讨论发言会。

3.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学院高度重视学办工作，定期开展研究生辅导员

培训，通过建章立制，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学习、党团活动、课程教学、日常考

勤、学术活动开展全方位，全流程的管理和服务，确保每一位研究生按照国家和

学院的要求完成学业，在思想和人格上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完善。

4.研究生党建工作。学院党委长期以来，坚持以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为导向，认真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引导研究生树立科学的就业

观和成才观，促进研究生的德智劳美育全面发展。研究生党建工作对照《学生党

支部建设标准》推进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大学生党

建品牌建设，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学院体育教学学生党支部获评宁夏大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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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基层党支部，体育竞赛学生党支部获评校级“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对

象。

（五）学位点专任教师学学术成果情况

本年度内，体育硕士学位点老师和学生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40多篇，

出版学术著作 1部。导师主持各类课题 8项，其中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 1项，宁

夏高等学校科研项目 2项，宁夏大学社科基金项目 2项，到账科研经费共计 14.60

万元。专任教师获省部级奖项 1项。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本学位点，经过近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培养质量和就业能力不断提高，深受

用人单位和上海体育学院等体育专业院校好评，但在高质量论文及学术产出方面

有点提升，今后应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高层次人才引进，强化科研支撑和实

践教学、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等举措，夯实研究生的科研基础，提高研究生

的升学能力和就业能力。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深化教学改革。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重新修订研究生培养方

案，优化研究生培养过程，尤其要强化学术导向，提高研究生的科研素养和创新

能力；

2.改善办学软硬性条件。通过改善学位点办学软硬性条件，提高人才引进待

遇等，引育紧缺的学术领军人才和运动专项突出人才；

3.发挥导师言传身教作用，激励导师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将专业教

育、学术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强化导师岗位管理，全面落实育人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