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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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传统体育特色专业综合改革

子项目名称：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优秀教材）

所在学校： 成都体育学院

子项目负责人： 张 选 惠

填报日期： 2011 年 10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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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选惠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54．01

学 历 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 授 电 话 028-85095603

学 位 硕 士
行 政

职 务
传 真 028-85095603

所在院系 成都体育学院武术系 学科专业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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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近五年来承担的主要教学任务

武术运动 公共课 8学时/周 5届 300 人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专业基础课 8学时/周 5届 180 人
毕业论文指导 40 篇 5 届 40 人
（2）主持教学研究课题与教学研究论文
我国竞技武术职业化若干问题的研究，体育科学，第一作者，2005（9）
四川省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研究，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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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的科研项目

论妇女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2008 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课题负责人
四川省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研究，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2005
年，课题负责人

（2）获得的科研成果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研究，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5（2）
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维度的重构，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8（2）
我国西部城市妇女参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调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一
作者，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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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武术散手世界冠军的教学训练与实践》荣获 2001 年四川省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省部级）一等奖
（2）《论民俗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科学论文报告会三等奖
（3）《从历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看武术国际化发展趋势》2003 年国际武术

论文报告会一等奖
（4）2008 年成都体育学院科研贡献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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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传国 男 33 讲 师 研究生 成都体育学院 编写

陈振勇 男 35 副教授 研究生 成都体育学院 编写

文善恬 男 33 副教授 研究生 浙江湖州师范学院 编写

杨慧馨 女 34 副教授 研究生 哈尔滨体育学院 编写

高 丽 女 32 副教授 研究生 鲁东大学 编写

冉学东 女 48 副教授 大 学 成都体育学院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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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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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本科民族传统

体育专业的主干课程，一直是该专业的进行教学的必修教材，较好的运用于各高等体育

院校本科教学实践。自 2006 年首次出版以来，连续再版 4 次，印刷量近五万册。受到

部分高校教师及学生的好评，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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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主干课程，全国有四十余所本科院

校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规模达四千人左右，部分体育教育专业以及普通高等

院校的体育课也将此教材作为参考教材使用，教材的需求量达到 5000 册/年以上。为

适应民族传统体育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本教材建设力求教学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

着力突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建设特色，为培养“一专多能”、高素质、高水平的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应用型人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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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拟定教材纲要，在理论部分进行大量修改，对概念、特点、内容、分

类、价值功能等进行梳理，充实民族传统体育历史部分的内容，厘清民族传统体育

的发展脉络，深化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突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色，

并增加“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一章，删去“21 世纪民族传统体育的发

展及其走向”。

（2）对下篇的项目介绍内容进行重新修订，吸收项目研究的新成果，并根据项

目的发展，对民运会的 15 个项目内容进行修改，充实武术部分的内容，增加导引养

身术的介绍，删减健身娱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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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措施及实施办法

（1）前期调研：组织项目组主要成员到相关兄弟院校调研，了解本教材的实际应

用情况以及需改进的地方。

（2）资料搜集：查阅、购买与民族体育相关的书籍，以及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等。

（3）召开教材建设研讨会：讨论教材提纲、统稿审稿等会议。

（二）进度安排

2012 年 1-3 月 完成编写大纲的时间

2012 年 4 月-2013 年 2 月 完成书稿编写的时间

2013 年 3 月 完成统稿审稿的时间

2013 年 4 月 书稿交出版社的时间

2013 年 7 月 预定出版时间

2013 年 计划使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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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主干教材，该教材不仅适用于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所有本科学生的教学，还能够满足普通高等院校体育课的教学需要。目前，

全国有四十余所本科院校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规模达四千人左右，部分体育教

育专业以及普通高等院校的体育课也将此教材作为参考教材使用，教材的需求量达到

5000 册/年以上。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自 2006 年出版

以来，连续再版 4次，有着较好的应用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将进一步提升教材

的水平和质量。由此，不仅能够满足学生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知识量的需求，而且对于高

等院校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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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较为系统的介绍民族传统体育、有创新点。从历史文化等多角度多层

次的概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概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功能、及区域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的特色等，并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的定位与发展。吸取了近几年

来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最新成果，在理论上有创新点。

（2）实践部分，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十五个竞赛项

目以及部分适宜在学校内开展的民族传统项目，使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有全面的了解，

具有实用价值。



9.学校支持与保障政策

一、学校加大了教学经费的投入 以加强课程建设为重点，增加教学经费投入。

二、健全组织机构 学院已成立由院长担任组长的本科教学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各

系（部）处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统筹负责落实改革相关工作。

三、学校建立了教材经费专项支出制度，鼓励并保证教材编写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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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费用 5000
了解相关兄弟院校教材应用情况等费

用

2 教材建设研讨会 2000 讨论教材提纲等会议费用

3 资料收集等费用 3000 购买相关书籍、打印、复印等费用

4 教材出版费用 10000 用于教材出版费用

合 计 20000

项目的经费来源

省财政经费

学校自筹经费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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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