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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高等教育“质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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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学校： 成都体育学院

项目负责人： 刘建和

填报日期： 2011 年 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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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类别是指《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1 年度“高等

教育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中所列项目分类。

2. 项目名称参考教育部教高[2011]6 号文件第三条所规定的

“建设内容”为本项目命名；中央财政支持的地方高校应从中央

财政 2010 年、2011 年支持的项目中选择与我省质量工程建设相关

的项目进行填报，并注明“中央财政支持”。

3. 表中空格不够时，可另附页，但页码要清楚。

4. 申报表限用 A4 纸张打印填报并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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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体育教育特色专业综合改革

项目类别 专业综合改革 项目周期 2 年

项目负责人 刘建和 联系电话 85098011

项目总经费 20万
省财政经费 46万

学校自筹经费 51万

项

目

组

成

员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年龄 学历 所在单位 项目分工

舒为平 男 系主任/教授 46 硕士研究生 体育系
总体设计、论证
与组织实施

宋晓东 男
系副主任/副

教授
45 博士研究生 体育系

具体负责教学
团队、精品课
程、优秀教材、
双语教学示范
课程等的组织
与实施

张萍 女
系副主任/讲

师
43 硕士研究生 体育系

具体负责创新
型实验项目、能
力竞赛与训练
项目等的组织
与实施

周挺 男
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35 硕士研究生 体育系

具体负责精品
课程、创新型实
验项目、能力竞
赛与训练项目
等的组织与实
施

吴向明 男
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48 硕士研究生 体育系

具体负责精品
课程、创新型实
验项目、能力竞
赛与训练项目
等的组织与实
施

刘智丽 女
教研室副主任

/副教授
40 硕士研究生 体育系

具体负责精品
课程、创新型实
验项目、能力竞
赛与训练项目
等的组织与实
施

罗勇 男
教研室副主任

/副教授
35 硕士研究生 体育系

具体负责精品
课程、创新型实
验项目、能力竞
赛与训练项目
等的组织与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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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 男
教研室主任

/讲师
37 硕士研究生 体育系

具体负责精品
课程、创新型实
验项目、能力竞
赛与训练项目
等的组织与实
施

李畔 男
教研室主任

/讲师
35 硕士研究生 体育系

具体负责精品
课程、创新型实
验项目、能力竞
赛与训练项目
等的组织与实
施

蒋徐万 男
教研室主任

/讲师
35 硕士研究生 体育系

具体负责精品

课程、创新型实

验项目、能力竞

赛与训练项目

等的组织与实

施

项

目

摘

要

(含主要技术路线、技术指标；与区域经济、行业结合)

一、总体目标

以全教会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以社会需求为

导向，突出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一专

多能”的应用性人才，将本专业建设成优势明显，特色鲜明，服务社会能力较强，

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内一流的体育教育专业。

二、总体思路

以突出专业特色为核心，利用我校体育教育训练学作为四川省重点学科之重

点建设项目的优势，通过教学团队、精品课程、优秀教材、实训基地、双语教学

示范课程、人才培养模式、大学生创新型实验项目、大学生能力竞赛与训练项目

等子项目进行系统的综合改革：以学科专业建设为主线；以师资建设为动力；以

人才培养为指向；以课程改革为途径；以服务经济社会为目的；探索和创新专业

建设新路径，加快形成和保持专业特色，强化质量意识，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进

一步突出“质优能强、技精教通、医文并蓄、一专多能”的办学特色。

三、主要工作及技术路线

根据目标与改革思路，确定主要工作及技术路线为：

（一）在建设理念上，明确综合改革为专业特色建设服务。

深刻地总结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关系以及在办学中的具体表现方式，围绕

专业特色，开展科研、教学等工作，争获一批有利于进一步凸显专业特色的教学

科研成果，并努力实现科研成果向教学成果的转变，使成果的功效直接体现到人

才培养的质量规格和专业特色的形成上来，进一步凸显专业特色。

（二）在人才培养上，突出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构建与完善应用型人才

培养所需的实践性教学体系。

在突出专业应用性的同时，突出应用型人才对综合知识、复合能力培养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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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强调应用性的同时，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能力发展平台。首先是拓宽

渠道，高起点打造实践教学基地。在 2006 年已经开始建立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实

践教学基地的基础上，通过中央支持地方建设项目的实施、加强横向联系、发挥

术科教研室的优势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搭建学生实践能力

培养平台，使校内校外、课内课外、第一课堂与第二课有机结合，实现学生专业

素质和综合素质协调发展。

（三）在教材和课程建设方面，优化课程结构，拓展教材内容，进一步凸显

专业特色。

本专业教材建设紧密联系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满足新知识、新技术、新领

域不断涌现而对教学提出的新需求；紧密联系我国社会经济和体育事业发展，满

足人力资源市场对人才素质的多样化需求，服务于学院教育教学改革进程中知识

结构、课程结构和专业结构的调整和建设；注重教材立体化建设，即对主要教材、

教师参考书、学习指导书等进行全面的建设，使其更加有效的为学生的学习服务。

课程建设走精品之路，不断提升建设质量，重点建设好现有的 10 门四川省精品

课程和 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并以此为基础，要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构建起知

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课程模块平台。在继续保证运动技术教学领先的前提

下，进一步强化体育教师能力的培养仍然是体育教育专业建设的主要方向。根据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从业所需师范技能的特点，扩充具有针对性、应用性的师范类

课程，人才培养体现出 “质优能强”、“技精教通”的特色。同时，充分发挥医

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优势，进一步调整一系列医学和人文社科类课程，从而

进一步凸显“医文并蓄”的特点。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有效推动专业发展。

围绕专业发展需要，通过“送出去”、“请进来”、“博士工程”和“团队工程”，

坚持培养与引进相结合，加大培养青年骨干教师的力度，支持和鼓励教师在职攻

读学位，把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高效精干、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教师队伍作

为队伍教师的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倡导人文关怀，为每位教师的成长和发展创

造良好的环境，形成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成事的良好氛围。建设一支年龄、学

历、知识结构合理，爱岗敬业的高水平教学团队，带动专业建设高水平发展。

（五）在科研方面，积极承担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的项目，促进区

域体育与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协调发展。

通过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规划建设，实现对满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

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紧密跟踪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强化

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建设学术团队；进一

步扩大应用研究的范围，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应用研究项目的立项，特别扶持研究

人员开展横向应用型研究项目的研究，带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强化与地方政府

及大型企业的合作，将理论研究成果尽快转化成为生产力，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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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参谋；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和承担国家级、省部级中的体育与经济社会文化等

领域的科研攻关和科技开发，主动承担四川灾后重建任务，积极参与和联合承担

国际合作项目。

四、预期效益及技术指标

（一）预期效益

在现有专业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理念先进、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改革

领先、师资优化、设备先进、教学优秀的要求，用 2年左右的时间，使体育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形成优势和特

色，专业建设达到国内一流水平。预期成果如下：第一、重点培养一大批西部地

区中小学体育教育急需的优秀教师。第二、构建反映中小学体育教育发展和要求

的课程教学内容，形成国际、国内、自编三者有机结合的教材体系。第三、形成

一支了解社会需求、教学经验丰富、热爱教学工作、主动参与中小学体育教育教

学研究的高水平的教学、科研队伍。第四、制定与中小学体育教育实践紧密结合、

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第五、搭建校内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平台，构建起一批稳定的、高水平的实训基地。第六、打造出优质的、现代化的

精品课程网络教学平台，网络资源的利用效益大幅提高。第七、教科成果的丰富，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大力提升了服务体育与教育事业的能力。

（二）技术指标

办学规模：合理确定办学规模，全日制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规模稳定在 2000

人左右。

师资队伍：做好教师队伍梯队建设，进一步优化层次和结构。按生师比 13:1

水平，力争在“十二五”期间教师总量达 150 人；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

的比例达为 75％；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 85%以上，其中具有博

士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教师总数 25%。

科学研究：着力提高科研项目的研究质量，争取承担更多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努力推出一批对学科专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并能代表本学科专业发展最新水平

的研究成果。建设期间，学科梯队成员每人每年完成 2-3 篇以上的具有较高学术

水平的研究论文。获省部级以上立项项目 10 项以上；2 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

省部级奖励；每年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篇以上，其中每年应在权威核心

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0 篇以上。

教材与课程建设：拟要求每年自编教材 4-5 部，完成更多国家级、省部级精

品课程的建设；按照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拟通过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推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新举措，获得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成果奖项明显增

加。课程建设走精品之路，不断提升建设质量，重点建设好现有的 10 门四川省

精品课程和 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完善双语教学课程。

人才培养：坚持规模与质量协调发展，以“加强基础、拓宽口径、重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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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素质” 为核心，在稳定规模的同时，加强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注重学

生的师德培养；结合素质教育的具体要求，不断创新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对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途径与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并付诸实施；进一

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更多的“一专多能”

应用型优秀人才。

条件建设：在现有专业条件的基础上，重点通过 2010 年中央支持地方项目

--体育教育训练学学科建设项目以及 2011 年中央支持地方项目--体育教育专业

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建设，大力改善专业办学条件。

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建设期内，本学科将承办 2-3 次国际学术会议；举办

1-2 次全国性学术会议；聘请 2-3 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到我校工作 2-3 个月；邀

请国外专家来校讲学 10 人次以上，国内专家来校讲学 20 人次以上；参加国际国

内学术会议 30 人次以上；派出出国留学、访问 15 人次以上。

服务行业与社会：根据国家实施“奥运争光计划”和四川建设“体育强省”

的需要，注重科教成果在训练中的应用，开展科技服务与科技攻关工作，为国家

队、省市队在国内外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提供科技保障；继续承担“中西部中小

学骨干教师培训国家级示范项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四川省教育厅、四

川省体育局等主办的培训任务，培训四川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四川省

体育教师骨干和各级教练员，培训质量不断提升，培训人数稳中有升；训练、指

导灾区伤残人员康复工作，高质量地为灾区伤残人员服务；大力推进全民健身活

动，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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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项目汇总表

子项目名称 负责人
子项目经费

项目周期总经
费

财政
经费

自筹
经费

体育教育教学团队 刘建和 22 万 12 万 10 万 2 年

体育教育专业实践教育基地

（示范实习、实训基地）
宋晓东 35 万 30 万 5 万 2 年

全民健身概论（精品课程） 王广虎 2万 2万 1年

体育史（精品课程） 郝勤 2万 2万 2年

田径（精品课程） 刘 建 2万 2万 2年

体操（精品课程） 潘小非 2万 2万 1年

足球（精品课程） 余吉成 2万 2万 2年

排球（精品课程） 舒为平 2万 2万 2年

篮球（精品课程） 郭永东 2万 2万 1年

游泳（精品课程） 丛宁丽 2万 2万 1年

学校体育学（精品课程） 霍 红 2万 2万 2年

运动项目英语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张五平 6万 1万 5万 2年

体育绘图（优秀教材） 雷咏时 2万 2万 2年

排舞运动教程（优秀教材） 李遵 2万 2万 2年

游泳教学（优秀教材） 丛宁丽 2万 2万 2年

全民健身操舞教程（优秀教材） 邱建钢 2万 2万 2年

体育教育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三结

合”、“四阶段”、“五练一

熟”模式的构建（教改项目）

舒为平 5万 5万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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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审核意见

同意体育教育专业申报专业综合改革项目，保证从人力、财力、物力

等方面对该专业的建设予以全力支持，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体育教

育专业的教育教学质量、突出办学特色和优势。

学校负责人签字： （公章）

2011 年 10 月 25 日

四、教育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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