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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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37 姓名： 杨世勇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年10月

学历： 研究生 学位： 硕士

职称： 教授
职务： 国际级裁判员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
员

教学部门： 运动系 Email： Yangshiyong59@sina.com.cn

通信地址： 成都体育学院运动系。邮编610041

研究方向： 大众健美健身训练理论与方法，运动训练与竞赛

个人简介：  

杨世勇，1959年10月7日生，四川成都，中共党员。 

现任成都体育学院教授，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1996年被推选为第5届中国举重协会委员兼科

研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四川省举重协会科研委员会主任。1998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为“优秀中青年

专业学术技术骨干”，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同年晋升为国际举重联合会A级裁判员，1999年晋升为

教授，2001年被四川省批准为“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并被推选为四川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

青年联合会）会员，四川省健美（健美操）协会委员。四川省精品课程《举重》负责人。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体能训练、体育科研方法、竞技举重），大众健身健美等。 

      先后担任《体育科研方法》、《体能训练》、《举重》、《健美》、《力量训练》等课程的教学任

务，多次担任国家体育总局教练员培训班“运动员体能训练”专题的教学工作，多次担任亚洲举重联合

会、中国举重协会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的教学和裁判晋级培训考核工作。长期致力于运动员的体能训

练研究，先后参与中国举重队，四川皮划艇队、赛艇队的科技服务。2002——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

派任马来西亚PERAK举重教练，培养学生获英联邦运动会和全国比赛奖牌31枚。先后上百次在举重比

赛（包括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亚锦赛、全运会、城运会、全国锦标赛、冠军赛等）中任技术官

员。 

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体育总局、国际举重联合会、亚洲举重联合会、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体育

局研究课题12项，撰写并出版专著、合著、教材30部(主编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体能训练》，

主编全国体育院校成人教育教材《体育科研方法概论》)，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文章139篇，共约

500万字。所著论文有4篇分别入选2000年、2004年、2012年奥运会科学大会，7篇入选第5、6、7、8届

全国体育科学大会，10篇入选其它全国性有关会议。23次获国家级、省部级、院级科研教学成果奖和

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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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奖统计 

1、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奖项：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制胜规律（国家体委课题）。课题组成

员，骨干、参加者。 

2、1995年获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一等奖。奖项：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制胜规律（国家体委研究课

题）。课题组成员，骨干。 

3、1993年获四川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奖项：完善管理机制，搞好教材建设。 

4、2003年获四川省中青年专家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奖项：奥运会（1896~2000年）举重冠军成绩

增长规律的年龄特征研究。 

5、2000年获第五届全国举重科学论文报告会一等奖。奖项：提高举重运动员比赛成功率的探索。 

6、2000年获第五届全国举重科学论文报告会三等奖。奖项：体育院校培养高水平举重运动员的探索。 

7、1998年获第四届全国举重科学论文报告会二等奖。奖项：奥运会举重冠军成绩增长规律的年龄特征

研 究 

8、1996年获第三届全国举重科学论文报告会二等奖。奖项：创破举重世界纪录的历史探索。 

9、1994年获第二届全国举重科学论文报告会二等奖。奖项：世界举重大赛获奖牌国家历史背景探索。 

10、1992年获第一届全国举重科学论文报告会三等奖。奖项：论举重运动创新。 

11、1993年12月获四川省举重协会“科研工作突出贡献奖”。 



12、1993年获成都体育学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奖项：完善管理机制，搞好教材建设。 

13、1993年获成都体育学院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奖项：研究教学规律，教材建设成果显著。 

14、1987年获成都体育学院科研成果三等奖。奖项：我国体育的奋斗目标与2000年的中国体育。 

15、1989年获成都体育学院优秀论文奖。奖项：亟需建立体育科研方法论。 

16、1984年获成都体育学院科研成果4等奖。奖项：谈举重运动员的选材，浅谈中国古代的举重运动等

3篇论文。 

17、1995年8月被推选为“全国高校优秀青年体育教师”。 

18、1995年5月被推选为“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 

19、1996年获中国举重协会“四十年来为中国举重事业做出贡献——科委会荣誉奖” 

20、2005年被推选为“全国优秀裁判员” 

21、2006年被推选为“四川省高等教育自考命题先进教师” 

22、2008年获成都体育学院教学成果二等奖。奖项：强化质量监控，保障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学

督导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排名第二） 

23、2012年获成都体育学院教学成果二等奖。奖项：全国体育院校成人教育教材《体育科研方法概

论》编写及应用（教材） 

24、2012年获成都体育学院教学成果二等奖。奖项：四川省精品课程《举重》理论与实践。（排名第

二） 

 

二、主持或参加研究课题统计 

1、《The Lost Past》。The International Weightlifting Federation主席Gottfried Schodl 1988~1991年主持

研究课题。参加者，该课题已于1992年由IWF英文出版并向166个会员国家发行。 

2、《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发展趋势的预测与对策》。国家体委1987~1991年研究课

题。课题组成员，骨干。1992年结题并获奖。 

3、《亚洲举重史》。The Asian Weightlifting Federation和中国举协1993~1996年研究课题。负责人之

一，已结题出版。 

4、《中国举重运动史》。国家体委文史办和中国举协1990~1995年研究课题。负责人之一，已结题出

版。 

5、《举重手册》。中国举重协会1994~1996年课题，负责人之一，已于1996年结题并出版。                

6、《国际举重联合会2005——2008年技术规则的实施对我国举重训练竞赛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国       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2005年研究课题（项目编号：05078）。课题责任

人。2006年完成。              

7 、《国际举重联合会2005——2008年技术规则的实施对我国举重训练竞赛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国       家体育总局2006年奥运科研攻关研究课题（体科字（2006）127号。项目编号：06099）。课

题责任人。2007年完成。 

8． 《四川省男子举重后备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研究》。2008年四川省体育局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08STK013）。课题责任人。2009年7月完成。 

9、 《四川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马上运动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2009年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项目编号：09SA007）。课题责任人。2009年7月完成。 

10、《男子举重运动员专项体能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研究》。国家体育总局2010年奥运科研攻关研究

课题（项目编号10A050 ）。课题责任人。2011年完成。 

11、《举重运动员体能训练理论与实践》。2010年成都体育学院博士建设期专项资助课题（项目编

号：BSZK1019）。课题责任人。2011年完成。 

 

三、参加学术会议  

1、《Research on the Age Characteristic of Olympic Champions in Men Weightlifting》.2004  Pre—Olympic 

Congress. Proceeding Volume Two. .Aristotl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c. Greece. (2004年奥运会科学大

会论文集第2卷第56----57页。). 2004年8月希腊圣萨洛尼基第28届奥运会科学大会录取墙报交流。 

2、《国际举联新规则实施对试举成功率和比赛战术产生影响的研究》。2007年第8届全国体育科学大
会录取专题报告。被收入“第8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第1册128页。北京：中国体育

科学学会2007年10月23－26日。 

3、《国际举联05－08年技术规则的实施对我国举重训练竞赛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007年第8届全国体

育科学大会录取书面交流。被收入“第8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第2册217页。北京：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2007年10月23－26日。 

4、《世界优秀举重运动员减体重战术的研究》。2004年第7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录取书面交流，被收

入“第7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第801页。北京：中国体育科学学会2004年10月。 

5、《发展运动员最大力量的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7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录取书面交流，被收入

“第7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第720页。北京：中国体育科学学会2004年10月。 

6、《举重奥运会冠军成绩增长规律的年龄特征》，2000年第6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录取书面交流，被

收入“第6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 

7．《国家体委直属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育学校“新型训练体制”的初步研究》。合著论文，被“第5

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录取墙报交流，并被收入“第5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 

8. 《第29届奥运会举重比赛调查研究》入选并参加了于2008年11月22日在台北举行的“2008年北京奥运

会后两岸体育发展研讨会”，并进行论文报告。 



9、《Research on the 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ympic Champions in Womem Weightlifting》.ICSEMIS 

201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cience,Education & Medicine in Sport. Final Programme. (2012年奥

运会科学大会文集第132页。). 2012年7月英国格拉斯哥第30届奥运会科学大会录取墙报交流。 

10、《Research on Chinese Weightlifting Make More Glorious Achievements》ICSEMIS 201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cience,Education & Medicine in Sport. Final Programme. (2012年奥运会科学大会文集

第142页。). 2012年7月英国格拉斯哥第30届奥运会科学大会录取墙报交流。 

 
四、撰写出版专著、合著、教材统计 

1、主编、主笔。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体能训练》。32万字，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年。  

2、主编、主笔。全国体育院校成人教育教材《体育科研方法概论》。26万字，北京：人民

体育出版社2006年。  

3、《举重经典》。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年9月，60万字，全书主笔，两人合作。 

4、《新时期学校体育教程》.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年7月。参加章节执笔（刘青主编）。 

5、《民族传统体育教程》。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年。参加章节执笔，副主编。 

6、《举重世界纪录和奥运会举重概览》（专著），28万字，四川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主编、主

笔，第1作者。 

7、《体能训练学》，22万字，四川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第1作者，主笔。 

8、《跆拳道》（教材），20万字，四川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主编、主笔，第1作者。 

9、《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21万字，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年。参加者，排名第4。 

10、《功房器械健美入门》（著作），20万字。四川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主笔排名第1。 

11、《第26届奥运会调研专辑》（第26届奥运会举重比赛综述）。国家体委体育信息所1996年出版。执

笔，排名第2。 

12、《中国举重运动史》（中国单项运动史丛书之一），54万字，1996年武汉出版社出版。全书主笔

编委。 

13、《亚洲举重史》，45万字，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主笔：排名第2。 

14、《举重手册》，75万字，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主笔，排名第2。 

15、《教练员学》，24万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注：合著，撰写第六章3-6节，计2.1万

字）。 

16、《体育科学研究方法》，21万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注：体育院系教材，合著，撰

写第一章，3万字）。 

17、《一百位体育世界冠军》，18万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出版（注：合著，撰写举重项目世界

冠军，3万字）。 

18、《The Lost Past-A 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Weightlifting Federation》（合著，国际举重联合会主

席肖德尔主编），45万字，国际举重联合会1992年英文版。 

19、《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制胜规律》（合著），40万字，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年。 

20、《身体训练学》（与唐思宗教授合著），26万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 

21、《健美与健美操》（合著教材），23万字，成都体育学院1991年出版。 

22、《体育科研方法论》（专著），22万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 

23、《中国举重史》（专著），14万字，成都体育学院1987年7月出版。 

24、《体育学》（合著，周西宽主编），28万字，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 

25、《身体训练》（教材合著，主笔），12万字，成都体育学院1985年出版。 

26．《全国青少年奥运项目教学训练大纲3》（青少年拳击教学训练大纲）。执笔“第四章 拳击运动

员的体能训练”（669-678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年3月。 

27、《举重》（全国体育院校教材），22万字，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年。主编、主笔，第1作

者。 

28、《力拔千斤：重竞技运动》，18万字，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主编。 

29、《四川体育科学研究文集》（2007---2008）（刘青、温建主编。杨世勇参编，执笔举重项目部分：

67—86页。），30万字，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年2月。 

30、《举重运动员体能训练理论与实践》。主编、主笔，第1作者，26万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4月。 

 

五、国外发表论文、文章统计 

1、《Research on the Age Characteristic of Olympic Champions in Men Weightlifting》.2004  Pre—Olympic 

Congress. Proceeding Volume Two. .Aristotl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c. Greece. (2004年奥运会科学大

会论文集第2卷第56----57页。). 

2、《A Brief History of Weightlifting in Ancient China》、《Asian Weightlifting》1996.4(注：The Asian 

Weightlifting Federation 刊物，Singapore出版)。 

3、《与亚洲水平有距离，大马需获各界支持》，Malaysia《CHINA PRESS》（《中国报》）2002年9月

20日。 

4、《中国体育为何强大》（上），Malaysia《CHINA PRESS》（《中国报》）2002年11月29日。1000

字。 

5、《中国体育为何强大》（下）Malaysia《CHINA PRESS》（《中国报》）2002年11月30日。1000



字。 

6、《Research on the 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ympic Champions in Womem Weightlifting》.ICSEMIS 

201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cience,Education & Medicine in Sport. Final Programme. (2012年奥

运会科学大会文集第132页。). 2012年7月英国格拉斯哥第30届奥运会科学大会录取墙报交流。 

7、《Research on Chinese Weightlifting Make More Glorious Achievements》ICSEMIS 201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cience,Education & Medicine in Sport. Final Programme. (2012年奥运会科学大会文集

第142页。). 2012年7月英国格拉斯哥第30届奥运会科学大会录取墙报交流。 

 
五、国内发表论文、文章统计 

（注：先后有4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体育》全文转裁。）。 

1、第10届全国运动会女子举重决赛的调研分析。《贵州体育科技》2006年3期，2500字。3人合作。 

2、2005年世界举重锦标赛的调研----从2005年世锦赛分析我国举重现状。《贵州体育科技》2006年2

期，2500字。5人合作。 

3、第10届全国运动会男子举重决赛的调研。《贵州体育科技》2006年1期，2500字。5人合作。 

4、我国核心期刊乒乓球文献的计量学分析。《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3期，3500字。3人合

作。 

5、世界优秀举重运动员减体重战术的研究。2004年第7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录取书面交流，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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