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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上海体育学院博士招生简章 

    (点击： )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

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体育人才。 

 二、学制：三年 

 三、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学历要求（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①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 

②应届毕业的硕士生(不含非学历教育的在职硕士研究生，如体育硕士、高师班等在读学员)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③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6年以上（含六年，从获得学位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同时具备以下条件者：获得硕士学位培养单位研究生课程班结业证

书及其及成绩证明；近五年内（2006年12月30日－2011年12月30日）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中文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五篇论文(第一作者)、或有正式出版的

学术专著、或近三年内（2008年12月30日－2011年12月30日）有省部级科研成果奖（排名前三位）或省部级课题（课题主持人），经审核确认已达到与硕

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3.身体健康，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报考自筹经费或委托培养的考生年龄不限。 

     4.有两名与报考学科相关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专家推荐。 

     5.现役军人报考博士生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四、增设学术成果为初试科目 

初试增加学术成果科目，纳入初试总分。以近5年为考察时间段（以报名当年为第一年，向前推四年，共计5年:：2006年12月30日－2011年12月30

日），考察考生近5年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统一以在核心期刊（限定为SCI、SSCI、CSSCI（中文社会科学）和CSCD（中文自然科学）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为指标，考生以第一作者在SCI、SSCI来源期刊发表1篇论文，计20分。考生以第一作者在CSSCI和CSCD来源期刊发表1篇论文，计10分。学术成果分以

计满50分为限，不足50分者计实际得分，超过50分者计50分。报考时，需要提供发表文章的原版期刊，并在期刊目录处作好标记。所提供的期刊在考试时

退还给考生。 

五、科研设想及其他材料要求 

初试通过，取得复试资格后， 

1、考生须提交不少于3000字的科研设想，重点说明某一个研究领域科研设想的学术理论性、创新性； 

2、硕士学位论文一份（同等学力考生提交自己为主持人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结题报告）。 

六、报名及考试日期、地点  



     报名日期：2011年12月1日至21日（网上报名）。 

    考试日期：2012年3月17日至18日。 

     考试地点：上海体育学院新教学楼 

七、报名手续及注意事项  

      1.进入网上报名系统，填写报名信息； 

      2.下载相关表格，认真填写后于2011年12月30日前寄至上海体育学院研招办，连同250元报名费汇至上海体育学院财务处指定账号，并注明博士

研究生报名费。不参加考试者或者不符合报考条件者报名费不予退还； 

      3报名材料经我校审核后，准考名单于2012年2月上旬在网上公布，准考考生于2011年3月16日至上海体育学院研招办领取准考证，准考证不另邮

寄； 

     4.体检：符合复试资格的考生由我校统一安排。 

八、考试事宜  

     1.考试科目详见招生专业目录。外国语考试不含听力部分；每科考试时间均为3小时。 

2.同等学力考生须考政治理论及加试两门硕士学位课程，均为笔试。政治理论考试时间：2012年3月18日下午。加试科目在复试期间进行。  

     3.复试：时间另定。 

九、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初试科目只提供考试范围，不另指定参考书目。  

 

单位代码 10277 地址 上海市清源环路650号 邮政编码 200438

联系部门 
研究生招生办

公室 
联系电话 021—51253164    

专业代码、名称、研究方向及所在系院 指导教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人文学院、经济管理学

院 
   

①2101体育社会学 

②01-10方向：3101体育理论 

11方向：3203运动心理学 

③1001英语或1002俄语或1003日语 

 

01城市体育 李建国 1

02体育文化传播；社会阶层结构与体育发展 肖焕禹 1

03体育与社会发展 韩会君 1

04竞技体育的社会问题研究 刘志民 1

05体育产业管理 张林 1

06体育管理与体育产业 许宗祥 1

07体育经济与产业管理 鲍明晓 1

08体育经济与管理 张贵敏 1

09体育产业管理 刘东锋 1

10体育产业经营与管理 刘兵 1

11锻炼心理 章建成 1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运动科学学院    

①01—03方向：2201解剖学 

04-08方向：2201解剖学或2202生物化

学 

09--14方向：2201解剖学或2202生物化

学或2301运动生理学 

15-18方向：2201解剖学或2204理论力

学或2205计算机原理 

01运动与心血管形态和机能的研究 潘珊珊 1

02力量训练对人体机能状态的影响 周里 1

03运动对脑组织代谢及功能的影响；运动与情绪调控及其机

制 
娄淑杰 1

04运动心脏病生理学 常芸 1

05运动训练的生理基础，运动与适应 李之俊 1

06低氧训练、运动员控体重与训练监控的理论与方法 冯连世 1

07体质测量与评价 江崇民 1

08动性疲劳与身体机能恢复 田野 1



 

初试考试大纲（不排除超出该范围的可能） 

1001英语：大学英语六级及以上水平 

1002俄语：相当于1001英语水平1003日语：相当于1001英语水平 

2101体育社会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与作用；我国体育社会学的成就；体育社会学的性质与对象；体育社会学的学科视角与视域（体育社

会学的研究范围与学科视域、体育社会学学科视角下的课题）；体育文化（体育文化的运行规律、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体育文化、第四节体育文化的融合

与国际社会）；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体育在人的社会化中的作用、我国体育理论界关于体育社会化的各种观点）；体育群体的微观分析；体育组织；家庭

体育及其现状与发展趋势；单位体育的功能、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其历史回顾与展望；社区体育概况及其发展；体育与现代社会、社会现代化；社会分层

和社会流动与体育；社会分层与体育大众化；体育的社会问题；体育与社会控制；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2201解剖学：运动解剖学部分：以骨、关节、肌肉的机能特征为主线，结合运动训练实践及运动损伤予防阐述其结构、变化及机理；系统解剖部分：

结合运动能力的提高及健康促进阐述人体各器系基本结构、变化及机理；《运动解剖学》结合其他学科研究的现状、方法、存在问题及展望。 

2202生物化学：蛋白质、核酸的结构与功能；酶；糖代谢、脂类代谢及氨基酸代谢；生物氧化；物质代谢的联系与调节；DNA的生物合成；RNA的生物

合成；蛋白质生物合成；基因表达调控；基因重组与基因工程；维生素与微量元素；分子生物学常用技术。 

19-21方向：2301运动生理学 

 

②01-03方向：3201生理学或3204运动

生物力学或3205组织学 

04-08方向：3201生理学 

09-14方向：3202运动医学或3208体适

能评定理论与方法 

15-18方向：3204运动生物力学或3207

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 

19-21方向：3203运动心理学 

③1001英语或1002俄语或1003日语 

 

09青少年体质研究；运动与免疫 陈佩杰 1

10体质研究；女子运动与内分泌 王人卫 1

11体质研究、运动与健康促进 张日辉 1

12运动医学基础与临床研究 李国平 1

13运动创伤基础 王予彬 1

14运动创伤微创治疗 李方祥 1

15运动生物力学 刘宇 1

体育工程 刘宇 1

16体育工程、体育信息技术 虞丽娟 1

17运动生物力学、体育工程 危小焰 1

18运动生物力学理论与应用  郝卫亚 1

19运动技能控制与学习 章建成 1

20运动心理训练理论与方法，体育社会心理学 张忠秋 1

21运动与认知加工；体育锻炼对身心健康的促进 李安民 1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①2301运动生理学 

②01-08方向：3301体育教育与运动训

练理论 

09方向：3203运动心理学； 

③1001英语或1002俄语或1003日语 

 

01体育教育训练理论与方法 

吴瑛 1

叶国雄 1

张宏杰 1

02网络环境下的体育信息理论与实践研究 司虎克 1

03高水平运动员行为控制与运动队管理 邵斌 1

04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的诊断与监测 王清 1

05科学训练理论与方法；竞技体育组织与管理研究 吴贻刚 1

06运动技战术分析；运动训练过程控制 张辉 1

07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一般理论与方法；田径教学训练理论

与方法 
张庆文 1

08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学校体育课程与教学理论 刘新民 1

09竞技运动心理学理论与应用；青少年体育锻炼心理效应理

论与应用 
周成林 1

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武术学院    

①2301运动生理学 

②01-06方向：3401武术理论 

07方向：3202运动医学 

③1001英语或1002俄语或1003日语 

07方向要求

有医学教育

背景 

01武术历史与文化 郭志禹 1

02武术与传统体育养生研究 虞定海 1

03竞技武术科学化训练 赵光圣 1

04武术教育与教学改革 蔡仲林 1

05武术文化与社会 戴国斌 1

06竞技武术科学化训练；武术教育 姜传银 1

07民族传统体育与健康促进 虞定海 1



2204理论力学：静力学部分（静力学的基本概念、受力分析、力系的简化与平衡、力矩、力偶理论）；运动学部分（点运动、刚体运动）；动力学部

分（动力学基本定律及其微分方程、质心运动定理、动量定理、动量矩定理、动能定理）。2205计算机原理：微型计算机系统基本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

系统组成结构、微型计算机基本工作原理）；微处理器和指令系统（8086/8088微处理器、Pentium微处理器、Pentium微处理器指令系统）；汇编语言及编

程（汇编语言程序结构与汇编语句、伪指令语句、汇编语言编程）；总线和总线技术（总线与总线操作、总线操作控制、目前主流微机系统中的常用总线

标准）；存储器（现代高档微机系统的存储器体系结构、半导体存储器的分类与选用原则、存储器芯片与存储条的接口特性、主存储器系统的构成原理、

高速缓冲存储器基本原理、外存储器、虚拟存储器管理机制）；I/O接口（I/O接口的基本功能与结构、I/O端口的编址方式、I/O同步控制方式、I/O接口中

的中断技术、I/O接口中的DMA技术、I/O接口中的数据缓存技术、接口的分类）；典型可编程接口芯片及应用（可编程中断控制器芯片8259、可编程定时

器/计数器芯片8254、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8255）；常用交互设备及接口（键盘及其接口、显示器及其接口、打印机及其接口、鼠标器及其接口、扫描仪及

其接口、网络接入设备及其接口）；模拟I/O器件及接口（D/A与A/D转换器原理、典型D/A与A/D转换器集成芯片、模拟I/O通道）；多媒体设备及接口（多

媒体计算机系统概述、声频设备及其接口、视频设备及其接口、光盘存储器及其接口）。 

2301运动生理学：骨骼肌机能；血液循环；呼吸；能量代谢与体温；本体感觉器官和前庭位觉器官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内分泌机能；运动技能

的形成；身体素质的生理学基础及其训练原则；运动过程中人体机能状态的变化规律；运动机能的生理学评定；高原环境与运动能力；运动处方的生理学

基础。 

3101体育理论：欧美国家体育发展史；中国体育发展史；中西方体育比较；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体育与人的身心发展的关系；体育社会化与体育

现代化；英美国家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特点与模式；中国现代体育发展的历程、特点、得失与趋势；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奥林匹克运动

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与未来趋势。3201生理学：生理学研究任务、机体生理机能调节方式；细胞的基本功能；血液；血液循环；呼吸；能量代谢与体

温； 尿的生成；感受器的一般生理特征、本体感觉器官和前庭位觉器官；神经系统的功能；内分泌；雄、雄激素的分泌与生理作用。 

3202运动医学：运动医学的概念；体育运动的生物学基础（运动时有氧代谢和无氧化谢与运动能力、运动训练的生理学基础、运动性疲劳和恢复过

程）；高原训练的生理和医学问题；运动能力的测试和评定；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和妇女和体育锻炼；运动员的合理营养；竞技体育中的药物滥用及其

控制；运动性疾病；运动创伤学。 

3203运动心理学：体育运动中认知加工理论与方法；个性与体育运动理论与方法；体育运动动机的理论与方法；体育运动中注意理论与方法；体育运

动心理状态理论与方法；体育锻炼促进心理健康理论与方法；体育损伤的心理康复理论与方法；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理论与方法；心理技能训练理论与方

法；体育运动中的群体凝聚力理论与方法；体育运动中的领导理论与方法；心理技术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与评价方法。 

3204运动生物力学：人体运动的运动学；人体运动的动力学；肌肉力学与肌力训练的生物力学；生物力学研究方法与测量技术（运动学测量、动力学

测量、人体测量、肌电图测量）；动作技术的生物力学分析；运动损伤的生物力学分析。 

3205组织学：组织学绪论、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血液、软骨和骨、肌组织、神经组织、神经系统、眼和耳、循环系统、皮肤、免疫系统、内分泌系

统、消化管、消化腺、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男性生殖系统、女性生殖系统。 

3207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算法（算法的基本概念、算法设计基本方法、算法的复杂度分析）；基本数据结构及其运算（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线性

表及其顺序存储结构、线性链表及其运算、数组、树与二叉树、图）；查找与排序技术（基本的查找技术、哈希表技术、基本的排序技术、二叉排序树及

其查找、多层索引树及其查找、拓扑分类）；资源管理技术（操作系统的概念、多道程序设计、存储空间的组织）；数据库技术（数据库基本概念、关系

代数、数据库设计、关系数据库语言SQL）；应用软件设计与开发技术（软件工程概述、软件详细设计的表达、结构化分析与设计方法、测试与调试基本技

术、软件开发新技术）。 

3208体适能评定理论与方法 ：健康和体适能、体育健身活动的科学性、终身体适能计划与健康；健康评估；测量评价的基本理论；身体活动的能量消

耗及其营养；身体成分与控制体重；心肺机能及其改善；肌肉力量和耐力及其改善；柔韧性和腰背功能及其改善；不同人群的运动处方；个性、健身运

动、应激和健康；身体形态测评；身体机能测评；身体素质测试。 

注：考试科目3301：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理论，其中体育教育理论和运动训练理论各占50%的比重，体育教育理论和运动训练理论的考试大

纲分别如下： 

3301体育教育理论：.1.体育发展史：中国古代学校体育；中国近代学校体育；新中国学校体育；美国、日本、苏联（俄罗斯）、德国等主要外国学校

体育发展。2.我国教育发展与我国学校体育改革：我国教育发展与学校体育改革目标；《体育与健康》、《体育与健身》课程改革；当前学校体育改革的

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3.学校体育教学指导思想：学校体育体育思想与学校体育教学指导思想的的区别与联系；中国学校体育教学指导思想的发展；学

校体育指导思想：全面教育思想、体质教育思想、主动体育思想、快乐体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成功体育思想、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真义体育等。4.体

育课程：体育课程概述；体育课程分类；体育课程改革发展趋势；体育课程编制；体育课程开发。5.体育教学过程：体育教学过程的含义与性质；体育教

学过程中的几个客观规律；体育教学过程的层次及其特点；体育教学过程的优化与管理。6.体育教学方法：体育教学方法发展与分类；体育教学方法的应

用与基本要求；体育教学方法的选择与应用。7.体育教学内容：体育教学内容的特性；体育教学内容的层次与分类；体育教学内容的发展与改革。8.体育

教材：体育教材概述；体育教材的编定；体育教材化的含义与意义；体育教材化的工作内容；体育教科书。9.体育课堂教学的组织与管理：体育课堂教学

组织与管理的基本矛盾；体育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的基本方面；体育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的具体内容。10.体育教学评价：体育教学评价的结构与评价内

容；体育教学评价的技术与手段。11.学校体育管理与法规：学校体育管理的机构、职能与方法；学校体育管理的主要内容；学校体育法规。 



3301运动训练理论：竞技体育与运动训练概述；运动员培养系统（培育内容、手段和方法的一般评述）；运动训练中的一般原则和专门原则；以训练

小周期为基础的运动训练安排（包括半年和全年型训练周期、多年运动训练过程等）；运动训练的方法与手段；运动员的体能与体能训练；运动员的技战

术能力与技战术能力训练；运动员的智力与心理训练；各单项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指个人所擅长或从事的运动单项）；各单项运动各周期的训练课计划

的制订。 

3401武术理论：武术基本理论；武术技术体系与技法；武术历史与文化；武术教育与教学；竞技武术的科学化训练；武术发展战略与传播推广；传统

体育养生与健康；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建构与发展。 

▲政治理论：《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曾国屛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高放主编，中国人民出版

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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