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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训练学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40303） 

一、学科简介 

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以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为研究对象，研究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过程的

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的一门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体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它

是吉林师范大学校级重点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006年获得批准，

2007年正式招生。截止 2014年，本学科毕业硕士研究生 38人，并授予教育学硕士学位。 

本学科拥有一支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均较合理的师资队伍，其中教授 5人，

副教授 22人，就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4人，具有高级职称的 50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占 85%。

经过不断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体育教师教育、球类教学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体操教学

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田径教学训练的理论与实践 4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在体育教学优

化、运动训练控制、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阳光体育等领域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十二五”

以来，新增吉林省社科项目 2 项，吉林省教育厅、体育局项目 20 多项。新增学术论文 255

篇，其中核心期刊以上学术论文 23篇。 

二、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够在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社会体

育领域从事教学、训练、科研以及管理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为： 

1.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能立志为国家的

体育教育事业服务。 

2.掌握系统的体育教育训练学基础理论和体育学科的专门知识，熟悉国内外体育教育训

练学理论发展改革的最新成果；具有从事体育教育与训练科学研究的意识和能力，具有独立

从事体育教学、训练和组织管理的实践能力和水平；具有使用一门外国语进行一般交流的能

力，能够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文献，具有研究和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 

3.能够熟练掌握至少一个运动项目的基本技术与技能；能够基本掌握运动技能的教学训

练理论与方法；具有健康的体魄、坚强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三、研究方向 

1.体育教师教育研究 

2.球类教学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3.体操教学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4.田径教学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四、学制学分 

学制 3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5年。 

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36学分，其课程学习不低于 32学分，其它必修环节 4分。 

五、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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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硕士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为主。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导师提出阅读

书目和考核要求，规定专业硕士研究生精读本专业领域相关经典著作，要求每位硕士生必须

在第 3学期期末之前至少提交一份书面文献阅读报告。 

2.培养工作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系统理论学习与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相结合

的方式。学生要深入了解和联系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实践前沿，发现和解决问题。学生必

须参加至少一个运动项目的教学、训练实践活动。 

3.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导师负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

一负责人，全面负责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和科研能力培养以及严谨求学、创新务实

的科学态度养成。每名硕士研究生的导师组由 3～5 人组成，充分发挥集体培养优势，配合

导师，协同指导，集体把关，定期对研究生学习情况、研究进展情况进行指导。 

4.研究生培养推进个性化培养。研究生在选定导师后的一个月内，由导师和研究生共同

制定研究生个人学习与研究计划，计划包括学习计划、研究计划和实践计划，经导师组批准

后按该培养计划执行。 

5.硕士研究生教学形式应灵活多样，提倡采用研讨班、专题式、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

把课堂讲授、交流研讨、案例分析等有机结合，加大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硕士生可根

据本人的个人培养计划合理安排课程学习时间，在申请论文答辩前完成规定的全部学分。 

六、课程学习 

1．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公共 

基础课 

0000001101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60 3 1 必修 

（7 学分） 0000001102 ★外国语课 80 4 1、2 

学科 

基础课 

0403001201 ★体育学原理 60 3 1 必修 

一级学科 

课程 

（9 学分） 

0403001202 ★高级运动生理学 60 3 1 

0403001203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60 3 1 

专业 

主干课 

0403031301 高级运动心理学 60 3 2 
必修 

（10 学分） 
0403031302 体育教学与训练理论研究 80 4 2、3 

0403031303 学校体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60 3 2 

发展 

方向课 

0403031401 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40 2 3 

选修 

要求每位 

研究生修 

满 6 学分 

0403031402 体育教学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40 2 3 

0403031403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40 2 3 

0403031404 
球类运动项目教学与训练 

的理论与实践 
40 2 3 

0403031405 
田径类项目教学与训练 

的理论与实践 
40 2 3 

0403031406 
体操类项目教学与训练 

的理论与实践 
40 2 3 

0403031407 健身指导的理论与方法 4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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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031408 体育统计与 SPSS应用 40 2 3 

说明：标“★”的课程为闭卷考试课程。 

2．个人学习计划 

导师根据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和研究生的具体情况，与研究生本人研究制定研

究生的三年的学习计划，主要内容包括，课程学习、课外阅读、创新课题申报等。该项工作

要求入学后三个月内完成，并报研究生部备案。 

3.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 

（1）硕士研究生教学形式应灵活多样，提倡采用研讨班、专题式、启发式等多种教学

方法，把课堂讲授、交流研讨、案例分析、教学实践等有机结合，加大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培养。培养过程提倡校内外相结合，有计划地聘请国内外专家来我院授课，开设专题讲座，

以扩大学生视野，提高科研能力。 

（2）课程学习必须通过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成绩合格方可获得学分。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一般采取考试，成绩为百分制；发展方向课一般采用考查，成绩五

级分制，采取读书报告、调查报告、课程论文等多种方式进行考查。 

七、学位论文 

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合格，达到课程学习要求的最低学分，方可进入学位论文撰写

阶段。学位论文应注重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重点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

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工作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1.研究计划 

硕士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尽早初拟论文选题范围，并在第二学期制定论文研究计划，

提交学院备案。 

2.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在第四学期内前向导师组作开题报告，开题报告

必须公开进行。研究生论文开题前，应完成与研究课题相关的较前沿的科学研究文献综述，

要求 3-5千字。开题报告后经导师组同意认为选题合理、研究计划可行，才可正式开展论文

研究工作。开题报告的时间与论文评阅的时间间隔不应少于 8个月。 

3.论文进展报告 

硕士生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应通过当面和书面等形式至少每两个月向导师做一次论文进

展报告，在第五学期前三周由导师组进行论文中期检查，在向学校正式提交申请论文前一个

月，由学科指导委员会组织讨论论文初稿及预答辩。保证在导师组的指导下顺利完成论文。 

4.学位论文检测、评阅与答辩 

学位论文检测、评阅与答辩安排在第六学期初进行。学位论文的答辩应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程序进行。在正式论文答辩前一个月，研究生向研究生学位办公室正式申请学位，提交论

文。经资格初审、检测和专家评阅合格后方可参加论文答辩。对不合要求者不予安排答辩。

硕士研究生论文评阅与答辩的其它具体要求应严格按照《吉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执行。 

八、其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要求硕士研究生每学期参加学术报告、前沿讲座不少于 5次，计 2学分。 

2.文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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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阅读本学科的经典文献，并撰写文献阅读报告。考核合

格后计 2学分。 

3.社会实践 

鼓励和引导研究生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如：教学实践、教育实习、运动训练、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时间为 4-6周，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社

会实践活动后需要经导师审查签字后向学院提交实践报告一份备案。不计学分。 

九、本方案自 2015 级研究生开始实施。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和经典文献 

专著类 

[1]杨文轩,陈琦.体育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日]前川峰雄,鲁彩云译.体育原理[M].国家体委,1982. 

[3]唐炎,宋会君.体育教师教育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于忠海.教师教育新论：对象、原理、策略和发展[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5]王健,黄爱峰,吴旭东.体育教师教育课程改革[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6]田野.运动生理学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7]张力为.运动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8]O.A.切尔尼柯娃[苏].运动心理学问题[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 

[9]黄汉升,周登嵩.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10]王晓芬.体育统计与 spss[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 

[11]祁国鹰.体育统计应用案例[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12]滕子敬.学校体育研究与探索[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 

[13]杨贵仁.新时期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   

[14]周登嵩.学校体育热点 50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5]陆作生,董翠香,李林.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4. 

[16]秦椿林主编.体育管理学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17]池建.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管理[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18]徐本力.体育控制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19]陈秉初.教育与教学中的目标控制论[M].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2.   

[20]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 

期刊类 

[1]《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  

[2]《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北京体育大学主办  

[3]《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上海体育学院主办 

[4]《体育与科学》,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5]《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成都体育学院主办 

[6]《体育学刊》,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主办 

[7]《中国体育科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主办 

[8]《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主办 

[9]《体育文化导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办 

[10]《西安体育学院学报》,西安体育学院主办  

[11]《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主办  

[12]《广州体育学院学报》,广州体育学院主办  

[13]《山东体育学院学报》,山东体育学院主办 

[14]《首都体育学院学报》,首都体育学院主办 

[15]《沈阳体育学院学报》,沈阳体育学院主办 

[16]《中国学校体育》,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主办 

http://baike.baidu.com/view/6481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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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论（体育）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40102） 

一、学科简介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是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方向之一。体育课程、体育教学是体育教育的

核心构成，它主要研究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基本原理和问题，包括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特

征、本质和规律；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教学设计的基本模式；体育课程与教学目标的确定；

体育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的选择；体育课程与教学的组织；体育课程实施与教学过程；体育

课程与教学的评价等。它是理论与实践、教材与教法、目标与手段整合的理论性、应用性、

操作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本学科教师团队均拥有硕士、博士学位，师资队伍雄厚，年龄

结构合理，多数教师是校级优秀教学团队成员，完成多项相关科研项目。 

近些年来，本学科将健康教育内容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体系之中，形成了自

己的研究特色。在体育与健康教育内容的研究，体育课程标准的研究，体育与健康教育原理

与方法手段的研究，体育健康教育实践技能的研究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特色，在教材

建设、体育课程开发、体育教学评价方面有所突破，使竞技体育教材化、教材内容乡土化、

教学手段多样化、教学评价科学化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研究优势。 

二、培养目标 

在现代教育理论、体育与健康理念指导下，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具有创新能力和体

育科学研究能力的中等学校体育教育复合型人才。 

具体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

较高的文化素养，严谨求学的态度和勤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2.系统掌握体育课程与教学论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进行体育教学的实践能力；

了解国内外体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发展的动向和趋势，掌握体育科学研究的方法，具有独

立从事现代体育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的能力。 

3.掌握一门外语，能够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语文献资料和撰写论文摘要。 

4.具备应用计算机进行中英文文字处理和数据统计分析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1.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 

2.体育课程理论与实践 

3.学校体育管理 

四、学制与学分 

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5年。 

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38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低于 32 学分，其它必修环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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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 

五、培养方式 

1．硕士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为主，并加强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 

2．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导师负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

第一责任人，每个硕士研究生导师组要由 3-5人组成，配合导师，充分发挥集体培养优势。 

3．培养计划要和研究生本人商量后制定，以推进研究生的个性化培养。 

4．硕士研究生教学形式应灵活多样，提倡采用研讨班、专题式、启发式、探究式及合作学习

等多种教学方法。把课堂讲授、交流研讨、案例分析及教育实践等有机结合，加大对研究生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5．有计划地聘请国内外专家（长期或短期）来我院授课，或派出硕士研究生到其他高

校或科研院所修读部分课程，并实施学分互认。 

六、课程学习 

1.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公共 

基础课 

0000001101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60 3 1 必修 

（7 学分） 0000001102 ★外国语课 80 4 1、2 

学科 

基础课 

0401001205 ★教育学原理 60 3 1 

必修 

一级学科课程 

（9 学分） 

0401001206 ★课程与教学论 40 2 1 

0401001207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40 2 1 

0401001208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40 2 1 

专业 

主干课 

04010H1301 ★体育课程与教材分析 60 3 1 

必修 

（10 学分） 

04010H1302 ★体育教学设计与典型案例分析 60 3 2 

04010H1303 体育教学论 40 2 2 

04010H1304 体育课程论 40 2 2 

发展 

方向课 

04010H1401 学校体育管理 40 2 3 

选修 

要求每位 

研究生修 

满 6 学分 

04010H1402 高级运动生理学 40 2 3 

04010H1403 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 40 2 3 

04010H1404 体育统计与 SPSS应用 40 2 3 

04010H1405 体育学原理 40 2 3 

04010H1406 体育心理学研究进展 40 2 3 

04010H1407 体育与健康教育研究 40 2 3 

04010H1408 健康体适能理论与实践 40 2 3 

说明：“★”标记的为闭卷考试课程。 

2.个人学习计划 

导师根据研究生生源特点、学科基础、职业发展方向、研究兴趣专长等因素，指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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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究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包括补修本科阶段的相关课程等，补修课程不计学分。个

人学习计划须在新生入学三个月内完成，并提交培养单位及研究生部备案。 

3.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 

（1）教学方式：采取课堂讲授、交流研讨、案例分析及教育实践等有机结合，加大对

研究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2）考核方式：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必修课程为考试课，选修课可以采用

考试或考查。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记录；考查成绩以等级形式记录，并可通过撰写读书报告、

调查报告、课程论文等多种形式进行。 

七、学位论文 

1.个人研究计划：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领域相关文献阅读，导师根据研究生特点、

学科基础、职业发展方向、研究兴趣专长等因素，指导每个研究生制定个性化的研究计划，

第二学期末完成个人研究计划。 

2.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在导师指导下，拟定论文题目，论证研究内容，确定论文主要

框架，并在第四学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 

3.学位论文检测、评阅与答辩：根据开题报告，第五学期开始撰写毕业论文；第六学

期进行学位论文进展报告和预答辩等环节，完成学位申请和论文检测、评阅与答辩。要求研

究生在学期间在省级刊物上公开发表 1篇与硕士学位论文内容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 

八、其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参加 5次以上学术活动，计 2学分。 

2.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在导师指导下积极开展文献阅读，并按要求提交经典文献阅读报告

和参与报告研讨，达到导师规定的文献阅读要求，计 2学分。 

3.教学实践 

研究生在学期间积极进行教学实践（助课、讲课训练等），要求第四学期末完成 20 学

时的教学实践，并提交书面鉴定，计 2学分。 

4.社会实践 

鼓励研究生积极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不计学分。 

九、本培养方案自 2015级研究生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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