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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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教育特色专业综合改革

子项目名称： 游泳（优秀教材）

所在学校： 成都体育学院

子项目负责人： 丛宁丽

填报日期： 2011 年 10 月 17 日

四川省教育厅 制表

二Ｏ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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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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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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项目负责人

1-1

基本

信息

姓 名 丛宁丽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0.01.13

学 历 大学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电 话 13540606881

学 位 硕士
行 政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体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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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7 年 游泳 体育系游泳普修 100 学时 600 人左右；

（2）07-08 年 游泳 体育系游泳普修 100 学时 600 人左右；

（3）08-09 年 游泳 体育系游泳普修 200 学时 800 人左右；

（4）09-10 年 游泳 运动系、体育系、外语系、自考 250 学时 1000 人左右；

（5）10-11 年 游泳 体育系、运动系、经管系、医学系 280 学时 1200 人左右。

（6）析“快乐教学”理念在游泳教学中的运用 第 1 作者《体育教育研究》，2006（1）；

（7）游泳训练对脑瘫综合性康复作用的应用研究 第 1 作者《成都体院学报》，2010

（1）；

（8）美国竞技游泳长盛不衰的原因分析 第 1作者《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5）；

（9）《水中游戏》（主编），11 万字，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 年 7 月；

（10）数码相机在成都体育学院游泳教学效果的研究，申报 2011 年成都体院教改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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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达国家体育志愿者实施的基本经验及对我国

体育发展的启示》（负责人），编号：06BTY020，已结题；

（2）2008 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科基地项目 《体育训练法对脑瘫患

者综合性康复的应用研究》(负责人），编号：2008B24，已结题；

（3）2009 年四川省体育局资助项目，《四川省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负责人），编号：09STK017，已结题；

（4）2010 年成都市哲社项目《成都市老年人参加游泳锻炼实证调查研究》（负责人）

已结题；

（5）2010 年四川省哲学社会课题《日本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历程及启示》（负责人），

编号：SC10B058。在研。

（6）2005 年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第 11 次哲社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5 完

成人）；

（7）2008 年获全国第 5 届游泳科报会一等奖（独立完成）；

（8）2009 年获国家体育总局奥运攻关科技服务三等奖（第三完成人）；

（9）2010 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第 14 次哲社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负责

人）；

（10）2011 年获四川省老年体科会一等奖（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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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获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先进个人”；

（2）2008 年获成都体院科研特殊贡献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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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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宁丽 女 51 教授
大学

本科
成都体育学院

主编（全面负责）

具体内容：认识游泳运动；游

泳教学常规知识

温宇红 女 42 教授 研究生 北京体育大学
游泳教学基本方法与案例分

析

朱 笛 男 53 副教授 研究生 天津体育学院
不同人群参加游泳活动与指

导

陈 宇 女 34 讲师 研究生 成都体育学院
其它游泳项目介绍；游泳教员

的基本礼仪

蒋徐万 男 33 讲师 研究生 成都体育学院 游泳基础理论知识；游泳救生

蓝 怡 男 31 讲师 研究生 成都体育学院
少儿游泳教学与训练基本方

法；附录

吴小彬 男 30 助教 研究生 成都体育学院 游泳运动会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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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体育大学 聘请该校温宇红教授撰写教材一部分内容

天津体育学院 聘请该校朱笛副教授撰写教材一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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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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期基础

该项目申请负责人具有 30 年的游泳教学训练经验，曾两次国家共派赴日本横滨国立

大学做访问学者，30 年来一直在高校游泳教学、训练、科研的第一线，致力于普及游泳

运动的教学、人才培养工作，并具有在日本东京 YMCA 游泳俱乐部从事游泳教学的丰富

经验。她是国内唯一同时参加全国体育院校统编教材《游泳》和《游泳运动》编写委员，

还是成都体院省级精品课程（游泳课程）的负责人，通晓国内《游泳》教材存在的问题

以及急需改编的内容，因此，经过 30 年的教学及参加全国游泳教材编写的深厚积累，

已具有深厚的前期准备基础，完全有能力驾驭这本为适应“十二、五”规划所编写的《游

泳》教材的能力。

2、取得的前期成果

（1）该项目申请人曾参编《游泳》全国体院统编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 年），

1995 年获国家体育总局优秀教材“二等奖”；

（2）该项目负责人曾参编《游泳运动》全国体院统编教材，4万字，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1 年。此教材目前依然在全国体院广泛使用；

（3）为改变传统的只重视“竞技游泳”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项目负责人主编了《水

中游戏 189 例》辅助教材，11 万字，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 年；

（4）项目负责人 2011 年参编了《游泳休闲》全国统编教材，5 万字，高等教育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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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子项目是 2010 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体育教育训练学学

科建设项目的内容之一，对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完成具有重要的

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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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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速度发展迅猛，国民越来越重视和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掌

握“水中生存”技能，是国内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

1、总体目标

突破传统的游泳教学理念，教材的出发点不是培养竞技游泳运动员，而是普及游泳

运动，编写一套适宜、高效、好用的《游泳》教材，实现“人人学会游泳”、培养学生

掌握基本游泳教学、救生及开展大众游泳活动的能力为总目标。

2、具体目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社会对开展大众游泳活动人才有了更多、更高的需求和期

待，因此，培养目标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随着大中城市社区游泳池（馆）

配套建设的兴起，城市游泳健身馆的急剧增加和人们期待掌握水中生存技能意识的提

高，还有游泳运动大众化、生活化、社区化的推进，社会对游泳专业人才的需求呈现

更加多样化和复合型人才的趋势。具体目标：

（1）着重为“人人学会游泳”而编写，做到教材易看、易懂、易学、好用、实用；

（2）重视安全性、科学化的游泳教学组织和游泳活动的开展；

（3）重视游泳教学方法手段的多样化、趣味化，避免传统的只重视竞技游泳教学；

（4）补充相关水中娱乐、水中健身运动、水中康复等内容；

（5）重视少儿游泳培训班的安全性和科学化教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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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大众游泳教学知识体系，倡导快乐游泳与终身体育理念。

从社会发展变化需求的角度出发，突出游泳基础知识与生存能力培养这一游泳运

动的基本功能，倡导在快乐中学习游泳，满足社会各种游泳培训人才的需求，建立普

及大众游泳运动知识体系和技能培养体系，传播快乐游泳与终身体育理念。

2、实施“以人为本”的游泳教学理念，扩大学生知识结构和游泳教学范围。

本教材内容循序渐进，在培养学生掌握开展大众游泳活动三基（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之上，内容丰富并富有启发性，便于学生自学，同时也便于

游泳爱好者自学以及在社区、企业、学校开展大众游泳活动。

3、大量删减“提高竞技游泳水平”相关专业性很强的理论内容。

体育院校游泳普修课程与专修课程最大的区别是培养社会需要的普及大众游泳运

动的大量人才。本教材拟为今后建立两种游泳教材体系打下的基础，大量删减呆板、

枯燥的竞技游泳教学、训练等内容，增加许多丰富多样的开展大众游泳运动的内容、

教学方法、手段以及科学健身游泳知识和技能。

4、重视学生游泳教学实践能力和救生能力的培养。

从学生就业需要和普及游泳运动的需要出发，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建立游泳教

学实验性的新模式。运用基础理论紧密结合实践的成功经验，培养学生各种游泳教学

方法手段；掌握水中自救和他救技能；组织各种趣味性游泳竞赛活动；加强学生专业

知识技能与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创新等能力的培养。如增加学生自己创编“游泳游

戏”、“水中健身操”、“水中康复运动”、“残疾人游泳与康复”等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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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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障此教材的顺利完成，采用以下基本的保障措施：

第一，学院领导高度重视优秀教材的建设，支持项目负责人召集大家定期开会、发

电子邮件、用便利的 QQ 群交流方法，询问进度情况，督促和交流进展情况。

第二，在该小组成员中选出一位编写成员，作为教材编写小组的秘书，负责联络、

电子邮件管理、处理必要的日常工作。

第三，如果中途出现没有按期提交书稿的情况，采用及时提醒、互助的办法。

第四，如果出现有编写人员遇到难以避免的困难，无法完成书稿的话，采取及时调

整编写人选的办法。

二、实施办法

本教材的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询问外校专家的时间保障情况，征求对方的同意和支持。

第二，采用便利的电子邮件、以及组建一个教材编写小组 QQ 群，询问编写小组的情

况。

第三，在成都体院游泳教研室（参编人员），召开定期会议和不定期的通气会，大家

互相支持、交流、督促、提醒，因为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为顺利、按时完成教材的编写

提供了很好保障条件。

三、进度安排

完成编写大纲的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完成书稿编写的时间：2012 年 01 曰——2012 年 10 月

完成统稿审稿的时间：2012 年 11 月——2013 年 01 月

书稿修改完善的时间：2013 年 02 月——2013 年 05 月

交出版社的时间： 2013 年 06 月

预定出版时间： 2013 年 09 月

计划使用的时间 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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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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这本新编教材是以成都体育学院牵头，组织全国其他两所体育学院（大学）

的游泳专家、学者共同完成。本着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才为目的，是供体育院校

游泳普修课程（侧重游泳基础和大众游泳开展）使用的教材，从课程体系、知识结构和

教学内容三个方面转变和扩展游泳课程的功能，大幅度删减提高“竞技游泳”水平的内

容（该部分主要在专修教材中体现），新增社会急需开展大众游泳方面的内容，加重游

泳基础与生存技能并重；游泳基础与科学健身并重；游泳基础与大众喜爱的项目并重；

倡导快乐游泳与终身体育理念；解决开展大众游泳中如何组织多样化、多形式、多人群、

多地域的游泳活动。本教材是全国各体院院校培养社会需要游泳人才所需要的教材，以

成都体育学院使用本教材为例：自 2008 年标准的室内游泳馆建成起，全校开设游泳普

修（含选修）课程剧增，其规模是 5000 人左右，此外，体育系专修和运动系专修将此

教材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学习也是必要的，专业班的学生有 400 人左右。类似的沈阳体院、

西安体院也相继建造和使用了标准的室内游泳馆，游泳普修课程的剧增情况如同成都体

育学院，所以，游泳普修教材的使用规模远远超过 10 年前的情景。

本教材编写的指导方针和思路具有前瞻性，在把握世界先进国游泳教材编写特点和

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游泳场馆的不断增加和游泳人才需求编写而成，由于学生使用

规模大，涉及学习游泳者的面也广，预计本教材在我国培养 21 世纪游泳人才的过程中，

不仅对我国高校体育院校游泳界的教学理论和实践产生影响，也将会对我国在大中城市

开展大众游泳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还将会对同类的体育项目课程教材的编写提供

新的思路，预测本教材具有广阔的使用前景，将会有更多的体育院校选用此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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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

（1）改变现有教材的不足——即“内容冗长、偏重竞技，不易学生掌握”。本教材

尽力精简内容，侧重编写便于“人人学会游泳”的教学内容；

（2）改变现有教材所编写内容“偏难、太专业、太理论以及不易学生理解和应用”

的缺陷。

2、独特性

遵循“以人为本”、“培养水中生存技能”以及“快乐游泳”的原则，使教材易看、

易懂、易学、实用、好用。

3、优质性

主编不仅具有国外留学经历以及发达国家先进的游泳教学理念、方法，还具有 30 年

致力于高校游泳教学丰富经历和参加全国游泳教材编写的丰富经验，这是在全国其他同

类体院院系所不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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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校支持与保障政策

成都体院学院游泳教研室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在积累丰富教学经验与深入开展

教学改革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在游泳教学方面取得了许多教学研究成

果，本教材的主要特色正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主体内容的体现。该教材撰写团队实力雄

厚，学术水平高，教材结构严谨、内容丰富、时代性强、实用性突出，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

成都体育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四川省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工作，在教务处的直接

领导下，按照学校的有关文件规定，将分二级大力进行经费资助，并给予撰写者充分的

支持以及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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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资料、通讯 10000 元 编写教材

会务费 3000 元 编写教材

打印费 2000 元 编写教材

交通费 5000 元 编写教材

合 计 20000

项目的经费来源

省财政经费

学校自筹经费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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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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