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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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舞运动教程(优秀教材)

所在学校： 成都体育学院

子项目负责人： 李遵

填报日期： 20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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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遵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8 12 26

学 历 本 科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电 话 13908227702

学 位 学 士
行 政

职 务
教 师 传 真

所在院系 体育系 学科专业 健美操教学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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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级体育系健美操专修 50 人

2、2008 级体育系健美操专修 60 人

3、2010 级艺术系健美操专修 60 人

4、2009 级运动系健美操选修 180 人

5、2008 级体育系健美操选修 200 人

1-3

学术

研究

1、2006—2007 年主持研究四川省体育局课题：《提高我省健美操运动员技

术水平的对策研究》

2、2009—2010 年参与研究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四川省体育与

健康课程教材内容一体化的学段设计》

3、2010—2011 年主持研究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课题《利用排舞运动促进成都市社区体育文化

建设研究》

4、2010— 2011 年主持研究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阳光

体育背景下四川省自然灾害频发地区青少年学生的体育价值取

向及锻炼行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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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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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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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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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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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8 年排舞运动传入我国以来，项目负责人受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的委托，负责排舞运动在我国的普及及推广工作。目前已组建形成了全国最优秀

的排舞教学科研团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排舞专业教师，为学校体育课程输入了新

的血液，提高了学校体育教学质量，丰富了校园体育文化，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阳

光体育运动中来。具体如下：

1、2010 年分别与四川省教育厅、成都市教育局、四川省高职高专体协、四川省

体育局、四川省高校及企事业工会合作举办排舞培训十期，培训教师近 10000 名。

2、2010 年在西部地区体育骨干教师国培计划和四川省骨干教师国培计划中共培

训教师 500 余名。

3、2010 年 12 月，筹办、参与首届排舞运动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排舞运动

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的领导和四川省省教育厅体育卫生处领导的肯

定，同时要求结合“阳光体育“工程进一步推广排舞运动。

4、2011 年 5 月到 9月分别与重庆市教委、昆明市教委、厦门市教委、杭州市教

委合作举办全国排舞培训，培训教师 1000 余人。

5、目前排舞运动在我国的许多大中小学积极开展。如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重庆三峡学院，已经开设了排舞

选项课；成都市近 20 所中小学、都江堰市、浦江市、绵阳市已经把排舞作为大课间

操的主要内容。

6、2011 年 5 月筹办组织了全国首届排舞大赛（四川分赛区），来自全省的 77 所

大中小学校和 9所企事业单位的运动员参见了这次比赛，参赛人数共计 2017 名。2011

年 11 月 4—6 日号即将举行全国的排舞总决赛，共来自全国的的 100 多所大中小学

校的 3000 多名运动员报名参加了比赛。

7、《利用排舞运动促进成都市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研究》（四川省教育厅课题 2010

—2011）

8、《排舞运动兴起的四大因素探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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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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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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信息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参与锻

炼的人群越来越多，运动项目的选择无疑是人们参与健身锻炼首先考虑的问题。排

舞运动由其自身的动作技术简单、风格形式多样、音乐素材丰富且不受时空的限制

已受到全世界人们的青睐。自 2006 年排舞传入我国，迅速在大中小城市的厂矿、企

业、事业、学校、医院以及田间地头广泛开展起来。由于排舞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较

短，对排舞运动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在排舞运动的教学、风格等方面的研究几乎

还处于空白的状况，这严重制约了排舞运动在我国的积极开展，限制人们对运动项

目的选择，从而影响人们参与锻炼的积极性。为弥补其不足，针对排舞运动所存在

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理论和教学、训练实践相结合研究排舞教学方

法、排舞的风格、新舞曲的创编申报程序、竞赛规则等方面的相关问题并将研究结

果撰写成著作，以为排舞运动在我国的广泛开展做出贡献。

6.子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为使排舞运动在我国的积极开展，便于教师、教练员传授排舞的知识和技能和

学生、学员学习、参与排舞运动本著作从以下五个个方面进行研究撰写。第一是排

舞运动的概述，它包括排舞运动的起源发展、基本特征和价值、排舞运动的分类以

及国际排舞运动协会（机构）机构介绍。第二是排舞运动的教学，它包括排舞的舞

谱、教学方法、排舞的着装和礼仪以及原创排舞的申报程序。第三是排舞的风格分

析，它包括拉丁、波尔卡、爱尔兰、乡村、华尔兹、街舞、印巴、牛仔、爵士等风

格。第四是排舞运动的规则和裁判法，包括世界排舞运动规则介绍和我国排舞运动

竞赛规则的讲解、运动等级标准考核办法以及排舞裁判速记符号等。第五是对世界

经典排舞舞曲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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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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排舞运动教程》保质保量的如期完成，主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首先是人员配备合理，在选择参编人员时充分考虑他们的职称、专项、学历、年龄

及英语水平等。另外还考虑了他们的时间因素、教学状况以及检索文献的能力，尤

其检索阅读外文文献资料的能力。其次是客观条件的保障，保障每位参编这都能有

即使收集资料的工具（计算机、手机等）。参与排舞运动，保障参编人员都能够经常

地参与排舞技术的学习、锻炼、培训等，以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践互相

促进。再次明确分工，根据参编人员的特长明确分配工作量，使优势互补。最后定

期举办编委会研讨会，交流思路、想法和经验。

研究中运用了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结合教学实践对本书进行编写，

并科学制定了编撰的进度时间安排，具体如下。

2010 年 3 月—2010 年 8 月收集资料

2010 年 3 月—2012 年 3 月，通过实践研究排舞教学方法。

2010 年 8 月—2011 年 3 月全国调研。

2011 年 3 月—2012 年 6 月完成初稿。

2012 年 6 月—2012 年 9 月不断修改并完成定稿。

2012 年 9 月—2013 年 1 月投交到出版社。

2013 年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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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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相结合将研究成果撰写成《排舞运动教程》并向社会

公开发行。以为学校教师教授排舞课程、钻研教学方法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

也拓宽了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尤其为高校公共体育选项课注入了新的血液，满足

了不同学生的锻炼需求，使更多的学生主动地参与体育锻炼，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

意识和习惯，从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新型大学生。除此之外还为社会其他人员自主

健身提供科学的指导方法，引导人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丰

富人们的社会体育文化生活，进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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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我国参与排舞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学校已成为许多师生参与体

育锻炼的首选项目。许多学校已把排舞运动作为公共体育必修课、体育选项课、大

课间操的主要内容，甚至一些体育院校也把排舞运动作为学生专业选修课和专业必

修课。排舞运动作为一门课程在学校开展，首先教材是必不可缺的，但目前国内关

于排舞教学方面的专业书籍还没有，很多教师、学生因教材的缺少而大大降低教学

的效率和学习的兴趣，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该书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排舞的教学

进行研究和撰写的。

该项目与其他项目相比具有的优点是：首先是在国内对该项目的研究还很少，

尤其是教学方面的著作还没有，该项目研究成果能够弥补排舞运动教材不足的局面。

其次是该项目负责人是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排舞运动推广中心执行秘书长，能够准

确、可靠、及时收集到第一手资料。最后该著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撰写的，

其质量很高、使用价值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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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校支持与保障政策

学校将提供经费支持，保障项目的完成；按照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

本项目将高质量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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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资料 2000 购买书籍资料等

全国调研 2000 差旅费、资料打印费等

会议研讨 1000 召开会议所必须的费用

出版 15000 出版费用

合 计 20000

项目的经费来源

省财政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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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