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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苏沪两地 5 所高校的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

学位课程设置与培养模式研究
郑继超 1袁赵 娜 2

摘 要院 采用问卷调查法尧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袁以苏沪两地 5 所高校全日制体育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培养模式为研究对象袁发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如课程

设置不够科学合理且与其培养目标吻合度低袁教育实习环节薄弱袁培养模式不够科学完善

等问题遥 故提出建立并创新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曰完善全日制体育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曰构建野校内+校外冶联合培养机制袁实行野双导师制冶曰开拓校外

实习基地袁加强校企联合袁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曰加大对学生教育实习期内的监管与考核力度

等合理化对策遥
关键词院 高校曰全日制体育硕士曰专业学位曰课程设置曰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院 G807.01 文献标志码院 A 文章编号院1006-1207渊2015冤03-0098-06

ZHENG Ji-Chao, ZHAO Na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Tai Hu University of Wuxi, Wuxi 214064, China)

By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taking the curriculum and training

models for the postgraduates of full-time PE master's degree of the five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Shanghai as the subjects, the research discovers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irrational curriculum establishment

which does not fit the training goal, weak practice arrangement in teaching, unscientific and imperfect train-

ing models, etc. The paper suggests establishing and innovat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for the postgraduates

of full-time PE master's degree, perfecting the training models, forming an integrated training mechanism of

"campus plus off-campus", taking into practice the "two-tutor system", finding more places for off-campus

practice, strengthening the coalition of college and enterprise, improving students' practice ability and enhanc-

ing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f the students in the periods of teaching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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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设置及培养模式为

研究对象袁以华东师范大学尧上海体育学院尧苏州大学尧南
京体育学院尧南京师范大学 5 所高校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为调查对象来进行分析袁有效样本量为 190遥

通过查阅知网尧维普网尧电子图书室等相关文献资料

与报刊尧期刊资料袁提供较为详实而全面的文献参考袁从中

获取所需要的文献素材与数据袁进而为本选题的研究提供

理论支持遥

通过面访尧电话访谈尧电子邮件等形式袁与领域内相关

专家尧5 所高校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负责人等就全日制体

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设置及培养模式方面的相关问题进

行交流袁获取第一手资料遥

在问卷设计上遵循事实依据袁 同时基于本研究的需

要袁严格设置问卷问题和答案袁并进行了问卷效度及信度

检测遥随机发放问卷共计 200 份袁其中袁华东师范大学发放

70 份袁上海体育学院发放 70 份袁苏州大学发放 20 份袁南
京体育学院发放 20 份袁 南京师范大学发放 20 份袁 回收

195 份袁回收率为 97.5%袁其中有效问卷 190 份袁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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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遥

根据研究需要袁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尧加工袁运用 EX-

CEL 对问卷调查所获数据进行相关的常规统计处理袁为论

文提供可靠的数据参考遥

由表 1~ 表 5 可知袁5 所高校所开设的课程具有一些

共同点院5 所高校所开设的课程都可分为公共必修课尧专

业领域核心课程尧专业领域选修课程尧教育实践类课程 4

部分曰公共必修课部分均包括自然辩证法尧逻辑学尧外语

(英语冤尧计算机基础及应用等课程曰所开设课程中袁理论性

课程所占比例要大于实践类课程所占比例曰两所师范类院

校所开设的课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曰两所体育类专业院校

所开设的课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遥
除了共同点袁5 所高校在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设置上

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院理论类课程占主导地位或所设课

程均为理论类课程袁实践类课程所占比例小或未开设渊见
表 1尧表 5冤曰课程设置无专业领域差异性即不同的专业领

域却开设了相同的课程渊见表 1尧表 4冤曰不同的专业领域

开设了不同的课程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尧针对性袁部分课程

具有新意袁实践性也强渊见表 2尧表 3冤遥
表 1 华东师范大学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设置情况一览表

表 2 上海体育学院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设置情况一览表

专业 

类别 

公共必修课 

（共计 12 学分） 

专业领域核心课 

（共计 17 学分） 

专业领域选修课 

（共计 9 学分） 

体 育 

教 学 

︵ 

社会 

体育 

指导 

︶ 

 

自然辩证法       2 学分 

逻辑学           2 学分 

体育科研方法     2 学分 

英    语         4 学分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学分 

体育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2 学分 

运动技能学习原理            2 学分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2 学分 

体育社会学                  2 学分 

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与实践  2 学分 

体育经济学                  2 学分 

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          2 学分 

实践课程                    4 学分 

体育教材教法               1 学分 

体育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1 学分 

国外学校体育研究专题       1 学分 

运动与健康的理论与方法     1 学分 

导师论坛专题               1 学分 

体育哲学                   1 学分 

体适能评定与方法           1 学分 

体育保健与康复             1 学分 

中学体育研究专题           1 学分 

 

专业 
类别 

公共必修课 
（共计 36 学分） 

专业领域核心课 
（共计 58 学分） 

专业领域选修课 
（共计 34 学分） 

 
体 
育 
教 
学 
领 
域 
 
 
 
运 
动 
训 
练 
领 
域 
 
 
 
 
社 
会 
体 
育 
指 
导 
 

自然辩证法                         2 学分 
逻辑学                             2 学分 
体育科研方法                       2 学分 
英  语                             4 学分 
统计分析与计算机（含多元统计基础） 2 学分 
 
 
 
 
 
自然辩证法                         2 学分 
逻辑学                             2 学分 
体育科研方法                       2 学分 
英  语                             4 学分 
统计分析与计算机含多元统计基础     2 学分 
 
 
 
 
 
自然辩证法                         2 学分 
逻辑学                             2 学分 
体育科研方法                       2 学分 
英  语                             4 学分 
统计分析与计算机含多元统计基础     2 学分 
                

现代学校体育专题               3 学分 
体育教材教法                   2 学分 
运动技能学习原理               2 学分 
体育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2 学分 
体适能评定理论与评价方法       2 学分 
教学实践课                     8 学分 
 
 
 
 
现代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专题     3 学分 
运动伤病的防治与康复           2 学分 
运动训练科学监控               2 学分 
运动心理学理论与应用           2 学分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2 学分 
教学实践课                     8 学分 
 
 
 
 
社会体育指导专题               2 学分 
健身理论与实践                 2 学分 
运动休闲项目概要               2 学分 
大众体育管理                   2 学分 
体适能评定理论与评价方法       2 学分       
高尔夫运动                     2 学分 
教学实践课                     8 学分 

田径教学法         1 学分 
基本体操教学       1 学分 
篮球教学法         1 学分 
排球教学法         1 学分 
足球教学法         1 学分 
乒乓球教学法       1 学分 
羽毛球教学法       1 学分 
网球教学法         1 学分 
健美操教学法       1 学分 
 
田径教学法         1 学分 
基本体操教学       1 学分 
篮球教学法         1 学分 
排球教学法         1 学分 
足球教学法         1 学分 
乒乓球教学法       1 学分 
羽毛球教学法       1 学分 
网球教学法         1 学分 
健美操教学法       1 学分 
 
市场营销           2 学分 
拓展训练理论与实务 1 学分 
网球教学法         2 学分 
体育管理学专题研究 2 学分 
体育产业专题研究   2 学分 
体育赛事运作实务   2 学分 
乒乓球教学法       1 学分 
体育舞蹈           2 学分 
户外运动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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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苏州大学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设置情况一览表

表 4 南京体育学院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设置情况一览表

专 业 

类 别 

公共必修课 

（共计 12 学分） 

专业领域核心课 

（共计 27 学分） 

专业领域选修课 

（共计 13 学分） 

体 

育 

教 

学 

︵ 

社会 

体育 

指导 

/ 

运动 

训练 

︶ 

 

 

 

自然辩证法             2 学分 

科学社会主义           2 学分 

逻辑学                 2 学分 

英  语                 4 学分 

计算机基础及应用       2 学分 

体育科研方法                  2 学分 

体育导论                      2 学分 

运动生物化学与营养进展        2 学分 

运动训练发展动态              2 学分 

体育史料学                    2 学分 

运动处方与体质测定            2 学分 

体育赛事组织与管理            2 学分 

体能训练理论与进展            2 学分 

体适能评定与方法              2 学分 

体育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2 学分 

体育教材教法                  2 学分 

实践课程                      5 学分 

体育法                     1 学分 

高等教育法                 1 学分 

交际语言                   1 学分 

运动动作技术分析与诊断     1 学分 

体育保健与康复             1 学分 

学校体育研究               1 学分 

田径教学法                 1 学分 

基本体操教学法             1 学分 

篮球教学法                 1 学分 

排球教学法                 1 学分 

足球教学法                 1 学分 

乒乓球教学法               1 学分 

羽毛球教学法               1 学分 

 

专业 
类别 

公共必修课 
（共计 40 分） 

专业领域核心课 
（共计 92 学分） 

专业领域选修课 
（不少于 24 学分） 

 
体 
育 
教 
学 
领 
域 
 
 
 
 
运 
动 
训 
练 
领 
域 
 
 
 
 
竞 
赛 
组 
织 
领 
域 
 
 
 
 
社 
会 
体 
育 
指 
导 
领 
域 

自然辩证法 2 学分 
逻辑学     2 学分 
外  语     4 学分 
计算机     2 学分 
 
 
 
 
 
 
 
自然辩证法 2 学分 
逻辑学     2 学分 
外  语     4 学分 
计算机     2 学分 
 
 
 
 
 
 
自然辩证法 2 学分 
逻辑学     2 学分 
外  语     4 学分 
计算机     2 学分 
 
 
 
 
 
 
自然辩证法 2 学分 
逻辑学     2 学分 
外  语     4 学分 
计算机     2 学分 

体育课程导论（含教学论）               3 学分 
运动技能学习原理                       3 学分 
体适能评定与方法                       3 学分 
体育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体育教材教法（含 36 学时实践课）        3 学分 
教学实践课                             8 学分 
 
 
 
 
 
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运动心理理论与应用                     3 学分 
运动训练科学监控                       3 学分 
运动伤病的防治与康复                   3 学分 
体育训练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教学实践课                             8 学分 
 
 
 
 
体育市场营销                           3 学分 
体育产业导论                           3 学分 
体育管理理论与实务                     3 学分 
体育法与伦理                           3 学分 
体育赛事组织与管理                     3 学分 
教学实践课                             8 学分 
 
 
 
 
社会体育学                             3 学分 
健身理论与实践                         3 学分 
运动处方                               3 学分 
运动休闲项目概要                       3 学分 
大众体育管理                           3 学分 
教学实践课                             8 学分 

学校体育改革与实践     1 学分 
体育科研方法           2 学分 
运动生物力学           2 学分 
运动训练学             2 学分 
网球（或乒乓球）       2 学分 
羽毛球                 2 学分 
武术                   2 学分 
体育统计学             2 学分 
体育管理学             2 学分 
 
 
学校体育改革与实践     1 学分 
体育科研方法           2 学分 
运动生物力学           2 学分 
运动训练学             2 学分 
网球（或乒乓球）       2 学分 
羽毛球                 2 学分 
武术                   2 学分 
体育统计学             2 学分 
体育管理学             2 学分 
 
学校体育改革与实践     1 学分 
体育科研方法           2 学分 
运动生物力学           2 学分 
运动训练学             2 学分 
网球（或乒乓球）       2 学分 
羽毛球                 2 学分 
武术                   2 学分 
体育统计学             2 学分 
体育管理学             2 学分 
 
学校体育改革与实践     1 学分 
体育科研方法           2 学分 
运动生物力学           2 学分 
运动训练学             2 学分 
网球（或乒乓球）       2 学分 
羽毛球                 2 学分 
武术                   2 学分 
体育统计学             2 学分 
体育管理学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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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尧表 7尧表 8 可知袁接近 30%的人对所设课程感

到不满意曰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袁当前针对全日制体育

硕士所开设的课程与其培养目标不相吻合曰超过半数的人

经历了全部是理论性课程学习的研究生生活遥
表 6 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设置满意度调查情况一览表

(N=190)

表 7 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相符度调查情

况一览表(N=190)

表 8 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设置比例选项调查情况一览表

(N=190)

从表 9 不难发现袁近 70%的人认为当前全日制体育硕

士所开设的课程具有重复性袁 接下来依次是理论性较强尧
学科划分不明显尧实践性不强等特点遥

表 9 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设置特征调查情况一览表

(N=190)

调查后发现袁学校进行课程设置时所需考虑的因素很

多袁首要因素是社会需求袁其次是专业类型袁再次是培养目

标渊见表 10冤遥
表 10 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设置应考虑因素调查情况一

览表(N=190)

5 所高校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的学制均为两年袁都
比较重视对研究生的教育实习安排袁其培养模式可归纳为

表 5 南京师范大学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设置情况一览表

专业 

类别 

公共必修课 

（共计 12 学分） 

专业领域核心课 

（共计 21 学分） 

专业领域选修课 

（共计 9 学分） 

体 

育 

教 

学 

领 

域 

自然辩证法           2 学分 

逻辑学               2 学分 

体育科研方法         2 学分 

英  语               4 学分 

计算机基础及应用     2 学分 

体育课程导论                       2 学分 

体育教学论                         2 学分 

体育教材教法                       2 学分 

社会发展与学校体育                 2 学分 

体育法与伦理                       2 学分 

现代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专题         2 学分 

体育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2 学分 

学术活动（大于 8 次）               2 学分 

实践课程                           5 学分 

课外体育研究专题          1 学分 

运动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1 学分 

SPSS 统计与分析软件应用   1 学分 

球类运动教材教法          1 学分 

体操运动教材教法          1 学分 

田径运动教材教法          1 学分 

武术运动教材教法          1 学分 

青少年体育与安全卫生      1 学分 

体育课课件制作            1 学分 

 

 满 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人数 

百分比/% 

32 

16.8 

28 

14.8 

75 

39.5 

55 

28.9 

 

 相  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不清楚 

人数 

百分比/% 

42 

22.1 

53 

27.9 

79 

41.6 

16 

8.4 

 

 

理论课所占

比例为

100% 

理论课居

多；少量专

项实践课 

专项实践课

与理论课各

占 50% 

专项实践课居

多；少量理论

课 

人数 

百分比/% 

118 

62.1 

65 

34.2 

4 

2.1 

3 

1.6 

 

课  程  特  点 百分比/% 

重  复  性 

传  统  性 

实  用  性 

滞  后  性 

创  新  性 

专  业  性 

针  对  性 

学科划分不明显 

实践性不强 

理论性过强 

与社会需求相脱轨 

贴近社会实际需要 

内容枯燥乏味且空洞 

内容丰富精彩 

69.5 

31.2 

15.5 

11 

20.5  

23.1 

26.2 

42.5 

34.7 

44.6 

17.3 

7.2 

3 

2.2 

 

影 响 因 素 百分比/% 

专  业  类  型 

培  养  目  标 

社  会  需  求 

学生兴趣与爱好 

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政策、文件、法规等 

学校发展及学科建设 

其        他 

31.2 

25 

43.6 

17.5 

22.8 

10.9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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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3 种类型渊见表 11冤遥
野1+1冶培养模式院苏州大学和南京体育学院都给学生

安排了 1 年或不少于 1 年的教育实习时间袁剩余 1 年时间

用于文化课学习与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袁此方式可简

称之为野1+1冶培养模式遥
野1+0.5+0.5冶培养模式院两所师范类高校给学生安排

了 0.5 年或不少于 0.5 年的教育实习时间袁文化课学习时

间为 1 年袁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时间为 0.5 年袁此方

式可称之为野1+0.5+0.5冶培养模式遥
野0.5+1+0.5冶培养模式院上海体育学院给学生安排了

0.5 年的校内实习与 0.5 年的校外实习时间袁 剩余 1 年时

间用于文化课学习及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袁这种培养

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野0.5+1+0.5冶培养模式遥
表 11 五高校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一览表

渊N=190冤

41.1%的人选择由学校安排进行教育实习曰34.7%的

人则选择了自主实习曰另有 15.3%的人是通过熟人介绍或

引荐进行教育实习的渊见表 12冤遥
表 12 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实习安排方式调查情

况一览表(N=190)

表 13 则告诉我们袁37.4%的被调查者选择在大尧 中尧
小学校一类的单位进行教育实习曰30.5%的被调查者则选

择在公司尧企业之类的单位进行实习遥
表 13 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实习单位调查情况一

览表(N=190)

表 14 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实习考核方式调查情

况一览表(N=190)

从表 14 我们可以看出袁 各培养单位在教育实习期内

对学生进行监管与考核的方式主要有两种院一是各培养单

位统一组织进行期中尧 期末成绩考核袁 这一比例达到了

34.7%曰二是委托实习单位对学生进行监管袁其所占比重

近 30%遥

从表 15 可知袁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自己未获得任何奖

励与资助遥 只有上海市的两所高校中近一半的学生袁认为

自己在两年的研究生学习期内获得了相应的补助遥
表 15 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是否获得过奖励尧资助情况

一览表(N=190)

课程设置上袁除了理论性课程开设比例较高袁实践性

课程设置不足外袁不同专业领域内的课程设置也存在着相

似性袁 这与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袁
需要调整与完善遥

全日制体育硕士培养模式在其建立之初袁单一而不够

丰富袁规格模糊袁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区别不大遥 同时袁对
于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袁 只采取导师负责制袁与
传统培养方式无异而显得无新意遥 当前袁大家都处于积极

地探索阶段袁 没有谁能够说清哪种培养模式好或不好袁只
有实践之后才能建立起更好的培养模式来遥

教育实习环节对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而言是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遥尽管部分高校给学生安排了一年左右的教

育实习时间袁但在给学生安排教育实习时袁是让学生选择

自主实习或是学校安排袁学生进行实习的单位的性质问题

学 校 类 别 学 制 培  养  模  式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苏州大学 

 

南京体育学院 

 

南京师范学院 

2 

 

2 

 

 

2 

 

2 

 

2 

一年文化课学习，半年教育实习，半年学位

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在第一年文化课学习期间进行为期六个月的

校内实习，第二年进行为期六个月的校外实

习，剩余半年进行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不少于一年的教育实习，文化课学习与学位

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实习期限一年，剩余时间进行文化课学习及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一年文化课学习，不少于半年的教育实习，

半年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途   径 学校安排 自主实习 熟人介绍或引荐 其他方式 

人 数 

百分比/% 

78 

41.1 

66 

34.7 

29 

15.3 

17 

8.9 

 

单位 

类别 

大、中、 

小学校 

公司、 

企业类 

教育培训 

赢利性机构 
其  他 

人 数 

百分比/% 

71 

37.4 

58 

30.5 

40 

21.1 

21 

11 

 

考核 

方式 

期中、末 

考核 

实地 

检查 

电话联系 

监督 

委托实习单位 

进行监管 

其他 

人 数 

百分比/% 

66 

34.7 

23 

12.2 

31 

16.3 

54 

28.4 

16 

8.4 

 

 是 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苏 州 大 学 

南京体育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 

55.7% 

47.2% 

36.4% 

30.6% 

33.5% 

44.3% 

52.8% 

63.6% 

69.4%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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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习期间的监管与考核问题等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遥

全日制体育硕士的招生对象是全体应届本科毕业生袁
并未结合其培养目标进行限定袁无针对性袁与培养目标不相

吻合遥 同时袁在奖学金尧助学金等经济层面这一群体又享受

不到与学术型研究生一样的待遇袁会导致比较多的问题遥

作为新兴专业袁全日制体育硕士需要建立一套符合自

身专业特点的课程体系袁并不断地创新遥 在不同专业领域

内开设不同且又切合该专业特点的课程袁对不同专业领域

的学生进行分类培养与管理袁做到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相

结合袁避免重复性等课程设置缺陷的发生遥因此袁建立并创

新全日制体育硕士课程体系势在必行袁对课程进行科学合

理地设置袁使其达到最优化遥

由分析结果可知袁野1+0.5+0.5冶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渊简称为野1+0.5+0.5冶培养模式冤与野1+1冶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渊简称为野1+1冶培养模式冤是大家所采用最

多的两种培养模式遥 其中袁野1+0.5+0.5冶培养模式更为大家

所接受袁也比较科学合理遥关于哪种培养模式更好袁现在尚

无定论袁在探索中我们要不断地完善与丰富管理体制及制

度袁提高培养质量袁使其朝着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遥

在对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进行培养的过程中袁 应采

取野校内 + 校外冶联合培养机制袁除了校内导师外袁各培养

单位应与联合培养单位协商袁 为学生在校外选择一位教学

实践导师袁实行野双导师制冶遥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日后的就

业袁也能更好地实现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遥

广开教育实习途径袁突出教学实践袁加强教育实习基地

建设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遥积极开拓与建立一批较为固定

的校外实习基地袁强化校企合作袁对学生的教育实习进行统

一安排与管理袁进而为学生日后的实习就业提供便利遥

教育实习环节是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两年研究生

学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遥在教育实习期内应加大对学

生的监管与考核力度袁避免学生在教育实习期间中途退出

或根本未参与教育实习现象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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