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西学院体育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规划

（体育教育专业建设规划：2020）

专业建设是高校教学的基础建设，是高校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培养合

格人才的重要工程。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深化本

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加快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步伐，根

据《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

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结合体育学院办学历史、条件

和性质，制定体育教育专业建设一流本科专业发展规划。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促发展，

以服务为宗旨的办学方针，全力推动体育教育专业建设与改革，以专业建设推动

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促进师资队伍建

设、教学资源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建设一流本科专业目标。

二、建设条件

1.党建和思政工作踏实有效。学院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

中心”的工作理念，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专业建设等中心工

作之中；通过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年和师德师风大排查等活动，切实推进师德师风

与教风学风建设，增强师生思想道德素质；修订完善了各种管理制度，为各项工

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挖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教育教学活动顺

利开展；加大对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的监管力度，坚持重大问题党政联席会议讨

论决定，坚持值周制度，推进中心工作顺利开展。

2.人才培养取得成效。“十二五”期间，体育教育专业招生 660 人，五年来

新生报到率保持在 99%以上，毕业 678 人，毕业率达到 97％，考研学生 24 人，

考研率达到 3.5％，学生在甘肃省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大学生运动会取得良

好运动竞赛成绩。学科专业建设方面，2012 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

2015 年通过学校专业评估，建成校级教学团队 1 个，获得省级教学成果 1 项，



建成校级精品课程 3门，获批并完成教学研究项目和教学方法改革项目 4项。在

建章立制方面，修订和完善《体育学院流程化管理手册》，规范人才培养过程管

理，从制度上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3.师资力量雄厚。学院现有教授职称教师 7人，副教授职称人数达到 21 人，

高职比达到 65.1％。硕士学位教师 21 名，占教师人数 48.8％。校级教学团队 2

个，7人获校级教学比赛优胜奖，12 人获得校级教学优秀奖；6人取得国家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资格，7人获国家一级裁判员。

4.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层次。每年邀请 10 余名国内专家到校讲座；有 5 名

教师到国内知名高校做访问学者，10 余名教师到国内进行课程进修和在职培训，

支持教师参加短期培训和学术会议，与国内 3所高校或研究院所建立了学科和师

资队伍建设的校际合作关系。

5.教学条件显著改善。现有面积 280 m2运动人体科学实验室，各类实验仪

器设备价值 35 万多元。体育场馆总面积 99765m2，建有塑胶田径场、篮球场、排

球场、足球场、投掷场、体操场地、风雨操场、综合训练馆、健美操室、田径训

练馆等。建成教育实习基地 18 个，就业创业与社会实践基地 2个，与中小学校、

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6.科研工作实现突破。五年来教师立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3 项，省级项目 1

项，地厅级、校级教学科研项目 33 项，课题经费合计 140 余万元；公开发表论

文 97 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12 篇，4篇在国内学术会议上交流。出版编著、教

材 11 部，获甘肃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3项、三等奖 2 项，教师

教学、科研水平明显提高。

7.运动训练与竞赛广泛开展。参加甘肃省运动会、甘肃省大学生运动会及单

项体育竞赛取得良好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广泛开展校内体育竞赛活动，田径

运动会、篮球联赛、排球联赛、足球联赛、乒乓球赛、冬季越野长跑活动、体育

类学科竞赛的开展，推动校园文化体育活动得到长足发展。

8.社会服务能力得到提升。以全民健身和体育教育为窗口，提高社会服务效

能，扩大社会影响力。甘肃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和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中

心落户河西学院，五年来共举办一、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510 人，“国培”项目

培训中小学体育骨干教师 72 人，举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服务地方社区



和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开展体育项目认证资格培训，为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提供

考级考证机会和渠道。

三、建设目标

根据学校和学院发展的目标，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目标是：立足河西、面向

全省，辐射周边，向西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教育，建设具有鲜明

地域特色的体育教育专业；专业人才培养以发展学生实践能力为主，教学、科研、

训练、竞赛并重，培养体育基础扎实，创新意识与社会适应能力强的复合型体育

人才；以学科建设带动专业发展，促进体育教育专业的多方向发展，为申办新专

业打好基础；开展以甘肃省大学生运动会为主体的校内外体育竞技活动，提高专

业学生运动技术水平，提升专业知名度；以体育教育专业为依托，努力建成河西

地区体育师资、教练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中心；利用 3年时间建成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在办学思想、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质量等

方面具有显著特色和较高社会声誉。

四、具体目标

1.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落实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工程主体责任，稳定体育教育专业招生规模。人才培

养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深化教学综合改革，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合理设置课程及

教学内容，使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显著增强，争取每年学生考研率达

到 10％以上，初次就业率达到 75%，年终就业率达到 98%以上。加强课程建设，

新增校级在线精品开放课程 2门、省级在线精品开放 1门，主编教材 2-4 部；广

泛开展教研活动，发挥教研室主体作用，申报地厅级、学校教研项目 6-8 项，省

级、国家级教改项目 2-3 项；整合训练、竞赛、实验室及实习实训资源，构建适

应学生发展的实验课程，申报 3-5 个体育运动培训项目和一、二级裁判员培训点，

新增校外实习和实训基地 2个，培养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强的应用型人才。

2.加强学科建设

组建学科与专业建设团队，借助学校创办综合性大学，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的机会，申报体育教育训练学二级学科硕士点，争取与兄弟院校联合招生研究生。

为教师创造条件，争取新晋升 2-3 名教授，4-5 名副教授，有 2-3 名教师成为硕



士生导师。积极申报省级、校级教学科研团队，申报社会体育或运动训练第二专

业，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建立与学科专业发展相适应的训练和竞赛体制。

3.师资队伍建设

利用学校出台的人才选拔、培养、引进等优惠政策，鼓励在职教师学历提升，

提高教师科研能力、教学能力，突出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引进高水平师资，摆脱

师资队伍老化局面。发挥教师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老中青教师相结合，学科、术

科教师相通汇，组建教学、科研、训练团队，实现重点项目的有效突破。新增博

士 2人、硕士 3人、2名学科带头人，6名学术骨干、1个省级教学团队、3个校

级研究团队。

4.提升科研水平

近几年体育事业发展在政策层面获得了高度重视，体育学科作为新兴学科得

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地方和学校也都确立了有利的研究方向，发展机遇

非常难得。要组建科研过关团队，加强科研奖励和重大课题的申报，开展河西体

育文化研究、青少年基础训练研究、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研究、体育心理服务与

矫正研究，形成一批标志性精品成果。计划申报成功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立项 2

个，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项 1个以上，地厅级和校级科研课题 5项，科研

成果奖项 2 个以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篇以上，高水平著作 1-2 部，争取学

院科研经费累计达到 200 万元。

5.竞技体育发展

启动竞技体育发展工程，主要围绕二项工作：一是建立全员动员的运动训练

与竞赛管理制度，争取田径、足球和篮球运动队建设成为高水平运动队，争取

1-2 个项目在全运会和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中取得好成绩，在甘肃省大学生运动会

上取得团体总分前六名的成绩。二是与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建立协作关系，安排

教师参加新项目的训练指导，开展攀岩、定向越野、汽排球、排舞等项目的训练

与竞赛，争取参加全国性大学生体育竞赛并取得 2-3 个单项冠军。

6.体育场馆建设

做好体育场馆建设准备工作，积极向学校建言献策，争取建成综合体育馆、

游泳馆、新增田径、足球、排球等室外运动场地，达到《普通高校学校体育场馆

设施、器材配备目录》具体要求，适应学校体育发展需要。推进实验室建设，在



现有运动解剖、运动生理、体育康复分实验室基础上，筹建体育心理、体育测量

与统计分实验室。加强体育场馆、实验室、体育器材的使用与管理，建立适宜、

高效的管理流程与制度，提高服务水平。

7.社会服务提升

以体育教育专业为依托，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水平。（1）稳固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和骨干教师“国培”项目，扩大培训项目范围和

层次，提高培训质量，做好教师置换服务。（2）争取健美操、武术等项目职业

资格鉴定资质，项目裁判员培训和审批资格，联合社会力量办学，坐实河西地区

体育人才培训基地。（3）继续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保持与地方学校、企

事业单位、体育协会的合作，扩大合作范围，在赛事组织、人员协作、裁判互调、

体育测量与评价等方面向更高层次和水平发展。（4）举办青少年暑期、寒假体

育营，发挥高校体育场馆和师资优势。

五、保障措施

1.深化目标管理。围绕专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与建设一流本科专业相适应

的管理制度和长效机制健。统筹学院建设项目，争取专业建设获得学校和社会资

金投入。制定人才激励机制，创建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全面调动教职工工

作积极性，突破制约专业发展的瓶颈。

2.以学科建设带动专业建设。科学定位学科建设重点，明确学科带头人职责，

制定科学有效的支持保障条件和管理监督措施。积极与甘肃省教育厅、学位办、

兄弟院校沟通和联系，为硕士点申报创造条件。按照特色专业的建设标准，重点

培育运动训练专业。

3.配合“人才强校”战略实施，改善师资学缘结构，营造汇聚高水平师资队

伍的氛围和环境，制定和完善学院人才队伍管理办法。对学科建设贡献突出者实

行奖励；对优秀的运动技能人才要争取学校政策支持有选择的进行引进。

4.实施人才培养质量工程。以市场为导向、深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

课程建设为抓手，深化课程教学内容、考核评价方式改革，持续提升课堂教学质

量；提升实验室建设整体水平，探索开放式实验室管理模式，扩大设计性实验、

综合性实验的范围和比例；修订和完善运动队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模式，探索高

水平运动队办队经验。



5.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把握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找出培养中存在的不足，

促进学院教学、科研水平提高，以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面向社会开办体育

健身俱乐部、进行全民健身展演、承办竞赛活动，举办社会健身指导员、裁判员

及体育知识培训班；深入研究地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育项目特色，发挥高校

人才优势与智力资源，服务地方发展和经济建设。

6.加强学院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提高班子成员的思想素质和管理能力和水

平。坚持院务公开，发挥教研室及工会作用；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积极组织年

轻干部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培训学习；注重传帮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管理知

识、能力、水平。

体育学院

二〇二〇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