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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简介

全日制硕士指导教师名单 

您当前所在位置： 

职工号： 100535 姓名： 舒为平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2011年09月

学历： 研究生 学位： 硕士

职称： 教授 职务： 主任

教学部门： 体育系 Email： kycswp@263.net

通信地址：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系(610041)

研究方向： 全民健身与社会体育，排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社会体育指导

个人简介：  

舒为平，男，1965年7月出生，教育学硕士，教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

专家。 1982年考入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系体育教育专业本科学习，1986年7月毕业，

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90年考入武汉体育学院攻读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硕士学位，

1993年7月研究生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并分配到成都体育学院任教。1996年

10 月任排球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副主任；1997年11月任高教研究室副主任；1998

年4月任运动系副主任；2000年1月任科研处副处长（主持工作）,2003年3月任学院

办公室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2007年任研究生部主任、党总支书记；2010年任体

育系主任。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3项，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4部，教材两

部，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4项。 

近五年来的科研成果（含科研获奖、厅局级以上课题、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教材专著）：  

  

主要科研成果 

一、发表论文 

1．我国青年女排主攻手强攻突破能力量化评价模型与标准研究，第一作者，第

五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  97.11 

2．沙滩排球技战术研究，第二作者，第五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  摘要汇

编,  97.11 

3．国外几所体育院校改革与发展探析，第一作者，体育教育研究，98.2 

4．排球普修课教学模型研究，第二作者，国家体委科教司“教学研究获奖论文

集”，98.5 

5．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训练特点分析，独立完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98专辑 

6．川南贫困县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实证研究论纲，第二作者，成都体育学院学

报，98专辑 



7．浅析邓小平教育理论与人才培养，独立完成，体育教育研究，99.1 

8．略论邓小平发展理论，第二作者，体育教育研究，99.1 

9．川南贫困县县级领导认识和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调查研究，第二作者，成都

体育学院学报，99.1 

10．我国青年女排主攻手强攻突破能力量化评价模型与标准研究，第一作者，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99.1 

11．川南贫困县不同社会群体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调查研究，第五作者，成都

体育学院学报，2000.1 

12．我国部分女排内聚力现状与成因分析，第一作者，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0.1

13. 排球技术教学图文智能备课系统的研究，第二作者，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0.1

14. 川南贫困县开展学校体育活动的对策研究，第三作者，成都体育学院学

报，2000.2 

15. 推动体育科技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独立完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0.3   

16. 川南贫困县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现状、问题及对策，第五作者，全

国群众体育论文报告会论文汇编，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2000年元月  

17. 推动体育科技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独立完成，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0.7 

18．排球运动技战术创新体系研究，独立完成，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

摘要汇编,  2000.12 

19．我国青年女排训练课质量测评方法研究，独立完成，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

大会论文摘要汇编,  2000.12 

20．排球运动技战术创新体系研究，独立完成，体育教育研究，2000年2期 

21．我国青年女排训练课质量测评方法研究，独立完成，体育教育研究，2000

年2期 

22． Experimental Study on Utilizing the Teaching Method of 

delamination Control during the Volleyball Technology Teaching, 独立完

成，THE 21st FISU ／CESU CONFERENC
 

23. 成都体育学院“九五”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回顾，独立完成，高校社科管理

研究，2002.1 

24．我国青年女排训练课质量测评方法研究，独立完成，中韩体育学术论坛，

2002年3期 

25．加强重点基地建设繁荣社会科学研究，执笔，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2 

26．少年男排弹跳力数字训练模式系统的研制与运用，第三作者，成都体育学

院学报，2002.3 

27．社会各阶层体育态度与行为的调查报告，第三作者，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2.5

28．西部大开发与四川体育发展对策研究，独立完成，第三届全国青年体育科



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汇编，2002年11月 

29．社会各阶层体育态度与行为的调查报告，第三作者，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体育》，2002年12期 

30．The Analysis for The Women’s Beach-Volleyball of Training Characteristics，独立

完成，中韩体育学术论坛，2003年1期 

31．加强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促进体育社会科学新发展，独立完成，高校社科

管理研究，2003.1 

32．北京奥运会对全民健身活动的影响，独立完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

年2期 

33. 北京奥运会对全民健身活动的影响，独立完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体

育》，2003年6期 

34．韩国高等院校体育专业的办学现状及启示，第四作者，成都体育学院学

报，2003年4期 

35．我国社会体育专业建设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独立完成，西安体育学院

学报，2004年1期 

36．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第三作者，北京体育大

学学报，2004年5期 

37．沙滩排球训练对提高排球运动员体能水平研究，独立完成，成都体育学院

学报，2004年4期 

38．甲A女排自由防守队员防守能力测评方法的初步研究，第二作者，成都体育

学院学报，2005年1期 

39．沙滩排球训练对提高排球运动员体能水平研究，独立完成，首都体育学院

学报，2005年10期（2005年全国高等院校体育教学训练研讨会论文精选） 

40．Measurements and Analyses of Body Diathesis for Chinese Key Youth Women 

Volleyball Teams ，独立完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stern Spo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2005年1期 

41．我国甲级男排运动员期望与感知教练员领导行为模式上的认知差异性研

究，独立完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6期 

42．我国甲级男排运动员期望与感知教练员领导行为模式上的认知差异性研

究，独立完成，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6年3期 

43．我国甲A女排运动员竞技能力评价指标与模型构建，独立完成，上海体育学

院学报，2006年第3期  

44．北京奥运会与全民健身活动发展研究，独立完成，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6年第6期   

45. 北京奥运会与全民健身活动发展研究，独立完成，新华文摘，2006年第19

期转摘 

46．西部大开发与四川体育发展对策研究，第一作者，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7年5期 

47.体育院校应用型研究生培养路径研究，第二作者，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



年6期 

二、科报会入选论文 

1．排球运动技战术创新体系研究，独立完成，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中国

体育科学学会主办），墙报交流，2000.12 

2．我国青年女排训练课质量测评方法研究，独立完成，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大

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专题报告，2000.12 

3．Experimental Study on Utilizing the Teaching Method of 

delamination Control during the Volleyball Technology Teaching, 独立完

成，THE 21st FISU ／CESU CONFERENC，墙报交流，2001.8
 

4．西部大开发与四川体育发展对策研究，独立完成，第三届全国青年体育科学

学术会议（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专题报告，2002.11 

5．我国甲A女排竞技能力评价指标与评价模型研究，第一作者，第八届全国体

育科学大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墙报交流，2007.11 

 6．北京奥运会与全民健身活动发展研究，第一作者，第八届全国体育科学大

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书面交流，2007.11 

7．RESEARCH ON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DEVELOPMENT OF FITNESS-FOR-

ALL SPORTS CAMPAIGN，第一作者，The 19th  Pan-

Asian Seminar of Sports & Physical Education，2009.4 

8. RESEARCH ON COGNITIVE DIFFERENCES OFCHINA’S A CLASS MALE 

VOLLEYBALL ATHLETES IN THEIR EXPEC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COACHES’ 

LEADERSHIP MODEL，第一作者，The 19th  Pan-

Asian Seminar of Sports & Physical Education，2009.4 

9. RESEARCH ON EVALUATION INDICES AND CONSTRUCTION MODEL OF CHINA 

FEMALE CLASS A VOLLEYBALL ATHLETES’COMPETITIVE ABILITY，第一作者，

The 19th  Pan-Asian Seminar

of Sports & Physical Education，2009.4 

10. STUDY ON KNEE JOINT ISOKINETIC STRENGTH OF MALE VOLLEYBALL 

PLAYERS，，第一作者，ISBS 2011 Conference 

 

三、承担科研项目 

1.沙滩排球训练对提高排球运动员体能水平研究，国家体委项目，1997年，项

目负责人，项目编号：97054 

2.川南贫困县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8年，第

三完成人，项目编号：98CTY001 

3.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1年，第二完成人，项

目编号：01BTY015 

4．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阶层分化对社会体育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国家体育总

局，2001年，第三完成人，项目编号：307SS01015 

5．西部大开发与四川体育发展对策研究，省社科规划办项目，2002年，项目



负责人，项目编号：02BTY001 

6．四川省国民体质的现状与建设的对策，省社科规划办项目，2002年，第三完

成人，项目编号：01CTY002 

7．完善和发挥我国体育“举国体制”优势的研究，国家体育总局，2002年，第

二完成人，项目编号：421SS020674 

8．构建我省多元化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省社科规划办项目，

2003年，第四完成人，项目编号：01CTY003 

9.北京奥运会与全民健身活动发展研究，国家体育总局，2004年8月，项目负

责人，项目编号：622SS04022 

10．社会主义新农村全民健身活动的发展模式与对策研究，国家体育总局，

2007年11月，项目负责人，项目编号：1071SS07028 

四、出版专著 

1．《川南贫困县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证研究》，四川教育出版社，第三完成

人，2001年3月。 

2．《跆拳道》，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编委，2002年1月。 

3．《全民健身概论》，四川教育出版社，第二完成人，2003年3月。 

4．《体育基本理论教程》（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撰写

第六章，2004年10月 

5、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汇编，人民体育出版社，撰写北京奥运会与全民健身

活动发展研究，2006年5月 

五、获奖成果 

1．《排球普修课教学模型研究》，1996年获国家体委“全国体育院校教学研究

成果”二等奖。 

2．《川南贫困县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证研究》，2001年12月获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3．《全民健身概论》，2005年3月获四川省第11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

奖。 

4．《沙滩排球训练对提高排球运动员体能水平研究》，2005年10月获全国高等

院校体育教学训练研讨会论文一等奖。 

5．《完善和发挥我国体育举国体制优势的研究》，2006年9月获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6.《排球专选课程立体式教学模式实践研究》，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教学成果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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