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四川省高等教育“质量工程”

子项目申报表

项目类别： 专业综合改革

项目名称： 运动训练特色专业综合改革

子项目名称： 乒乓球竞赛组织与管理（优秀教材）

所在学校： 成都体育学院

子项目负责人： 李 林

填报日期： 2011 年 10 月 19 日

四川省教育厅 制表

二Ｏ一一年十月



填 表 说 明

1. 项目类别与附件 1 一致。

2. 项目名称与附件 1 一致。

3. 子项目名称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1 年度高等

教育“质量工程”专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所确定的子项目名

称申报。

4.子项目所填写的前期建设基础的相关成果，截止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5.申报表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明

确、简洁。所在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6.表中空格不够时，可另附页，但页码要清楚。

7.申报表限用 A4 纸张打印填报并装订成册。

8.优秀教材项目可报送编写提纲、出版合同等必要附件，并

与项目申报一起装订报送，其他申报项目原则上不再上报附件材

料。



1.子项目负责人

1-1

基本

信息

姓 名 李林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9.9

学 历 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电 话 15928966775

学 位 博士
行 政

职 务
系主任 传 真 028-85090554

所在院系 运动系 学科专业 体育教育

1-2

教学

情况

（含承担本专科教学任务、开展教学改革与研究情况，总计不超过 10 项）

乒乓球主修课 2006—2009 年 运动系本科学生 8 学时/周

乒乓球专修课 1993—2008 年 体育系本科学生 8 学时/周

乒乓球普修课 1993—2010 年 体育系本科学生 2 学时/周

体育赛事组织与管理 2010 年 硕士研究生 4 学时/周

1-3

学术

研究

（近年来主持的科研项目、获得的科研成果，总计不超过 10 项）
1、《study review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 sports organizations》 EI 收录

Accession number: 20094812503191

2、《四川省男子乒乓球队主力队员正手反拉弧圈的技战术分析》 四川省体育局资助

项目，课题负责人

3、《乒乓球竞技状态形成的周期理论研究》（06053）体育总局奥运攻关课题，2006.08，

第二主研

4、《四川省乒乓球女队后备人才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2008 年，四川省体育局重点资

助项目 课题负责人

5、《四川省专业体育教练员绩效结构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2009 年，四川省科技厅软

科学资助课题，课题负责人

6、《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开发》，四川省教育厅课题，课题负责人

7、《四川省中小学体育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四川省教育厅课题，课题负责人

8、《四川省专业体育教练员绩效评估体系研究 》 2010 年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资助课

题，课题负责人

1-4

获奖

情况

（近年来，获得的主要的教学、科研奖励情况，总计不超过 10 项）
1、《乒乓球教学与训练》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参编，获得 2009 年四

川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运动竞赛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参编



2.子项目参与人员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职称 学历 所在单位 项目分工

杨成波 男 33 讲师 研究生 运动系 统稿、专章撰写

岳海鹏 男 38 副教授 研究生 运动系 参编、专章撰写

陆世义 男 34 副校长 本科
成都市重点乒

乓球运动学校
参编、专章撰写

刘鎏 男 42 讲师 研究生 体育系 参编、专章撰写

郑宇 男 33 讲师 研究生 经管系 参编、专章撰写

许世东 男 30 讲师 研究生
四川省高等烹

饪专科学校
副主编、专章撰写

3.校外参与共建单位（无合作共建单位项目可不填写）

单位名称 承担工作

四川省乒羽中心 专家论证

成都市乒乓球运动

管理中心
裁判培训试点使用



4.子项目建设的前期基础

4-1 项目建设已具有的前期基础、取得的前期成果等。

近年来，小球教研室一直致力于乒乓球教学改革的研究与探索，特别是着力于对新

形势下乒乓球竞赛组织与管理人才的培养问题进行研究。在对学生的竞赛裁判能力进行

大力培养的基础上，对竞赛中的人员管理、比赛组织等亦不断地加以探索以适应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和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

同时，我院小球教研室一直在从事小球类专修教学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先

后编写出版了《乒乓球教学与训练》、《网球运动教程》等体育院校通用教材。这些有益

的积累，为教材的编撰与修订做了良好的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教材在出版后，结构上已对原有知识体系进行了整合，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更加

契合教学特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兼具系统性、专业性、实用性与可读性等特点，

切实贴近当前教学的实际需要，已成为学院乒乓球教学的必备用书。同时，作为四川省

乒乓球裁判培训的专业用书，已投入使用并获得了的认可。

4-2 项目与《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 2010-2012 年项目建设规

划》中规划项目之间的关系（无规划项目支撑的申报项目不填写）



5.子项目建设目标

项目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针对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建设目标）

希望通过项目建设修订、编写一本结构合理、系统性强，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与可

操作性且兼具可读性的专业教材，以解决随着乒乓球竞赛的日益高水平化，社会对于

乒乓球竞赛组织与管理的专业性与系统性需求急剧增强与乒乓球竞赛组织与管理专业

人才又非常匮乏的矛盾。

希望通过教材的修订与完善达到以下目的：

1、充实原有教材内容，使结构与内容更具系统性，充分满足学生完整掌握知识的

需求

教材的修订将解决过去只注重基础体育竞赛组织与管理理论知识的研究和传播，

缺少对乒乓球项目竞赛组织与管理的专项研究的问题，以及只注重于裁判实践能力的

培养，对乒乓球竞赛组织与管理能力培养的关注度不够，无法满足学生全面接触与学

习掌握乒乓球竞赛组织与管理的专项特点和专项知识的需求的问题。

2、增强教材的可读性与针对性，使教材可直接应用于指导学生的乒乓球竞赛组织

与管理实践

解决原有类似教材或过于宏观，缺少专项指导与借鉴意义；或针对性不够，不能

直接应用于组织与管理实践的问题。

3、实现教材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使教材定位契合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目标需求

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规格和新的要求，学生不但须掌握乒

乓球裁判理论知识与具备实践能力，更须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实际问题的解决上

有所突破。因此，教材修订后在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上进行一定比例的倾斜，满足

目前社会发展中对人才培养注重能力的培养的要求。

4、使教材内容与专项需求紧密结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目前，乒乓球竞赛组织与管理教学方面的参考书极少，并且知识体系过于宏观。

重点表现在重知识体系的划分，追求大而全，应用性不强。不利于学生就业能力的提

高，出口不畅；知识体系老化，与专项教学实际不相符，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实践技能培养等环节在目前各类书籍和教材中都鲜有提及。教材修订后，将重点解决

以上问题。



6.子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高度概括项目建设主要内容所包含的要点，限 300 字以内）

1、运用现代体育竞赛管理专业和学科最新知识体系，完成乒乓球竞赛组织与管

理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更新与构建。

2、补充乒乓球竞赛的赛区组织与管理、乒乓球竞赛的后勤保障与管理、乒乓球

竞赛新闻发布、抽签与颁奖的组织管理等内容。

3、新增乒乓球比赛技术官员的组织与管理，梳理乒乓球裁判临场执裁注意事项

与乒乓球裁判临场执裁的竞赛管理与控制等内容。

4、辟出专章论述群体性乒乓球竞赛的组织与管理特点及群众健身性乒乓球竞赛

的组织与执裁的实际应用范例。

5、紧密结合社会实际，辟专章对残疾人乒乓球竞赛的组织与管理特点进行阐述，

并且对残疾人乒乓球竞赛的服务接待等给予关注，以使教材紧密集合社会实际，增强

指导性与应用性。

7.子项目建设方案

（项目拟采取的主要措施、实施办法、进度安排等内容）

1、项目拟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实施办法

通过对现有教材进行试点性使用，检验与考证现有教材的完备程度，重点考察其实

用性。同时，通过专家论证与对教材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全面梳理现有教材从结构体系

到具体内容，从教材的针对性到实用性，从教材的可操作性到可读性等方面的问题。在

此基础上，召开教材修订会议，讨论与确定教材补充与完善内容并开始教材的修订工作。

2、项目建设的进度安排

教材试点使用 2011.9——2012.6

专家论证与调研 2012.7——2012.8

确定修订大纲与内容 2012.9——2012.10

书稿编写 2012.11——2013.3

统稿与审定 2013.4——2013.6

教材交出版社 2013.7

教材出版 2013.8

计划投入使用 2013.9



8.子项目预期成果、效益与主要特色

8-1 项目的预期成果与效益

（含项目实施的覆盖面、预期的学生培养成效、人才培养效益和社会效益、

成果的推广使用范围等）

新编教材将满足学院体育教育专业、运动训练专业、社会体育专业主修与专修学生

总计约 300 人、研究生及相关专业总计约 1000 人的课程学习需要。

应用修订教材将极大满足学生对专项竞赛组织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需求，学生的实

践能力将大为增强，知识将更为全面。同时，作为四川省乒乓球各级裁判的培训用书投

入使用，为四川省裁判员队伍的建设提供支撑。

8-2 项目主要特色

（项目主要的创新性，与其他同类项目相比较的独特性和优质性）

1、注重知识结构体系构建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充实和完善最新学科发展材料

运用现代体育竞赛管理专业和学科最新知识体系，完成乒乓球竞赛组织与管理基础

理论知识体系的更新与构建。补充乒乓球竞赛的赛区组织与管理、乒乓球竞赛的后勤保

障与管理、乒乓球竞赛新闻发布、抽签与颁奖的组织管理等内容。

2、编写注重针对性、指导性与应用性并重，紧密结合社会实际

教材编写针对性地论述了群体性乒乓球竞赛的组织与管理特点及群众健身性乒乓球

竞赛的组织、管理与执裁的实际应用范例。同时，辟专章对残疾人乒乓球竞赛的组织与

管理特点进行了阐述，从而使教材紧密集合社会实际，具有极强的指导性与应用性。

3、紧扣教改实践，重点突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增加课堂实践、社会实践等实践性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综

合能力。遵循学生的认识规律，把握教材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达到教学中理论传授和技

能培养并重。

4、编撰强调实用性、专业性与普适性的结合与统一

既结合理论课堂讲授的特点，注重理论讲授的针对性，同时又改变过去单纯进行理

论阐述的现象，使理论知识部分与技能培养内容相结合，突出实用性。



9.学校支持与保障政策

本项目是运动训练特色专业综合改革的子项目之一，该项目已列为我校

“十二五”期间质量工程重点项目之一。我校将按照《成都体育学院质量工

程建设与管理办法》，为本项目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计划安排好编写人员

的时间，确保项目如期顺利完成。

10.子项目资金预算与安排
序

号

支出科目

(含配套经费)

金额

(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1 专家调研论证会议 2000 专家论证将确保教材修订的顺利

2 修订与出版费 18000

3

合 计 20000 元

项目的经费来源

省财政经费

学校自筹经费 20000 元



11.学校审核意见

同意申报，保证从人、财、物三方面给予项目建设充分支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2011 年 10 月 25 日

12.教育厅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