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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运动训练专业培养方案
Sports Training Major

（门类：教育学；专业类：体育学类；专业代码：040202K ）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我国体

育事业发展需求，系统掌握专项运动教学、训练、竞赛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较强的

专项运动竞技能力、运动训练指导和竞赛组织能力，能够从事各级运动队训练与竞赛、

学校代表队训练与教学、体育俱乐部训练与管理工作，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社会适应

能力强、具备一专多能高素质的应用创新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基本素质

具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立志于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较强的创新精神；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具

有人文情怀、科学素养和审美情趣；具有弘扬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自觉意识；具有

强健的体魄、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2.专业素质

掌握竞技体育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掌握专项训练、竞赛和教学研究

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具备指导专项训练、竞赛与教学的专业技能，能够综合运用运动训

练学、体育竞赛学、运动心理学、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等理论和技能分析解决专项训练、

竞赛和教学中的实践问题；了解国家有关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专项训练、

竞赛和教学工作所需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二）知识结构要求

1.素养类知识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创新创业知识，

掌握一门外语，借助学习工具能基本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文献；熟练掌握计算机的

应用知识；具备健康生活方式的有关知识。



2.专业类知识

系统掌握运动训练学、体育社会学、健康教育学等学科专门知识。理解运动技能形

成与发展的基本原理、运动训练和教学中的心理特点和规律、人体机能活动规律；熟悉

体育运动过程中人体形态结构及其功能变化的相关知识，基本掌握运动技术分析、运动

机能评定的基本知识；重点掌握运动损伤、防伤控伤、运动康复训练方法等基础理论知

识；了解竞技体育相关的改革与发展动态以及体育科研发展趋势，初步掌握体育科学研

究方法，能够撰写与本专业、专项相关的毕业论文和研究报告。

（三）能力要求

1.获取与应用知识的能力

具有自主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和自我规划专业、专项发展计划的能力，能够利用现代

化手段获取信息，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良好。主修项目运动技能达到专业水平，能将专业

知识与专业技能融会贯通；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具有解决专项训练、竞赛和教学

中实践问题的能力；具有适应未来工作所需要的操作能力和管理能力。

2.创新能力

富有创新能力，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独立工作能

力、沟通联系能力、合作协调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3.社会服务能力

具有公共服务意识和公益精神，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取得裁判员等级、体育教师

资格等相关职业资质。具备指导青少年业余训练的基本技能与方法，熟悉运动医务监督

的相关技能及合理营养膳食的科学方法。能利用运动医学知识，解决日常运动训练、比

赛中出现的一般问题，并能与体育健身相结合，指导大众健身。

三、主干学科

体育学

四、主要课程

运动训练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体育竞赛学、体能

训练理论与方法、球类、田径。

五、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军事技能、劳动实践、创新创业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裁判临场实践、



球类实习实践、赛事组织实践、地方特色体育实践、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毕业论文。

六、修业年限

基本学制为 4 年。

七、授予学位

教育学学士学位。

八、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毕业所必须达到的总学分为 153 学分。

九、课程体系的构成及学时、学分分配

各学期各类课程额定学分分配表

学期

类别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合计 学分所占比例（%）

通识教育课
必修 13.5 7.5 3.5 6.5 31 20.26

选修 12 7.84

专业基础课 必修 6 4 8 2 2 22 14.38

专业核心课 必修 6 4 2 2 4 18 11.77

专业拓展课 选修 4 2 7 5 8 10 4 40 26.14

实践环节 2 4 2 1.5 0.5 2 18 30 19.61

额定学分合计 25.5 19.5 20.5 23.5 13.5 12.5 8 18 153 100



十、必修课程的先修后续关系结构图



十一、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一）通识教育课进程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编号总学时 授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必

修

课

2118110003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48 48 2-1 考试 my

2118110004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32 32 2-2 考试 my

2118110002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48 48 1-2 考试 my

2118110005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32 32 2-2 考试 my

211811000103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ical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48 48 1-1 考试 my

211811000501
211811000601
211811000701
21181100080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2 32

1-1;
1-2;
2-1;
2-2

考查 my

210111310102 计算机技术基础
Fundamentals of Computer Technology 2 32 32 1-1; 考试 ny

111211000102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ies 2 32 32 1-1 考查 xs

212211000102 劳动教育
Labor Education 2 32 32 2-2 考试 sc

211611000104
211611000204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8 128 128 1-1;

1-2 考试 wy

11121100070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Undergraduate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2 32 32 1-1 考试 xs

通识必修课合计 31 496 496

通识选修课 12

通识选修课按学科门类设若干模块，要求学生毕业前选修

总学分不少于 12 学分。其中，人文（含文史哲法类）、美

育（艺术类）、创新创业（含经管、科技类）、思政模块

各至少选修 2 学分。



（二）专业必修课进程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编号总学时 授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

基础

课

211921100102 体育概论
Introduction to Sports 2 32 32 1-1 考试 ty

211921100204 运动解剖学
Sports Anatomy 4 64 58 6 1-2 考试 ty

211921100304 运动生理学
Exercise Physiology 4 64 60 4 2-2 考试 ty

211921100404 体育心理学
Sports Psychology 4 64 60 4 2-2 考试 ty

211921100502 体育社会学
Sports Sociology 2 32 32 3-2 考试 ty

211921100602 健康教育学
Healthiness Education 2 32 32 1-2 考试 ty

211921100702 学校体育学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2 32 32 2-1 考试 ty

211921100801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2 32 32 4-1 考试 ty

专业基础课合计 22 352 338 14

专业

核心

课

211921100902 运动训练学

Sports Training
2 32 32 2-1 考试 ty

211921101002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Motor Skills Learning and Control
2 32 32 2-2 考试 ty

211921101102 体育竞赛学

Sports Competition
2 32 32 1-2 考试 ty

211921101202 体育管理学
Sports Management 2 32 32 2-1 考试 ty

211921101302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Physical Training
2 32 32 3-1 考试 ty

211921101402 篮球

Basketball
2 32 4 28 1-2 考试 ty

211921101502 田径

Athletics
2 32 4 28 1-1 考试 ty

211921101602 足球

Football
2 32 4 28 1-1 考试 ty

211921101702 排球

Volleyball
2 32 4 28 3-1 考试 ty

专业核心课合计 18 288 176 112

专业必修课合计 40 640 514 14 112

（三）专业拓展课进程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编号总学时 授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专

业

拓

展

课

综合

应用

模块

任选

课程

211922101802 运动选材学
Sports Selective Science 2 32 28 4 2-2 考试 ty

211922101902 运动处方理论与实践

Sports Prescrip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 32 16 16 1-1 考试 ty

211922102002 体育经济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Sports Economics 2 32 32 1-1 考试

211922102102 体育统计学

Sports Statistics
2 32 32 3-1 考试

211922102202 运动技术分析与诊断
Sports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Diagnosis

2 32 16 16 3-2 考试

211922102302 体育装备概论

Introduction to Sports Equipment
2 32 28 4 2-1 考试



专

业

拓

展

课

综合

应用

模块

任选

课程

211922102402 体育保健学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2 32 28 4 1-2 考试 ty

211922102502 健身理论与指导

Fitness Theory and Instruction
2 32 4 28 3-1 考查 ty

211922102602 体育产业概论

Introduction to Sports Industry
2 32 28 4 2-2 考试 ty

211922102702 体育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Sports Competition Rules and Refereeing Laws
2 32 16 16 3-2 考试 ty

211922102802 教育政策与体育法规

Sports Policy and Law
2 32 28 4 4-1 考试 ty

211921102902 人机工效学

Ergonomics
2 32 28 4 1-2 考试 ty

211922103002 动作捕捉与虚拟现实

Motion Capture and Virtual Reality
2 32 16 16 2-2 考试 ty

211922103102 数字体育概论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Sports
2 32 28 4 2-1 考试 ty

211922103202 体育专业英语

English for Sports
2 32 4 28 3-2 考查 ty

211922103302 武术

Wushu
2 32 4 28 1-1 考查 ty

211922103402 乒乓球

Table Tennis
2 32 4 28 2-1 考查 ty

211922103502 网球

Tennis
2 32 4 28 1-2 考查 ty

211922103602 羽毛球

Badminton
2 32 4 28 3-2 考查 ty

211922103702 健美操

Aerobics
2 32 4 28 3-1 考查 ty

211922103802 跆拳道

Taekwondo
2 32 4 28 3-1 考查 ty

211922103902 体操

Gymnastics
2 32 4 28 3-2 考查 ty

综合应用模块任选课程合计 26 416 214 202

技术

应用

模块

任选

课程

211922103704
211922103804
211922103904
211922104004
211922104104

篮球专项训练选修

Basketball Special Training Elective
14 256 16 240

2-1；

2-2；

3-1；

3-2；
4-1

考查 ty

211922104204
211922104304
211922104404
211922104504
211922104604

排球专项训练选修

Volleyball Special Training Elective
14 256 16 240

2-1；

2-2；

3-1；

3-2；
4-1

考查 ty

211922104704
211922104804
211922104904
211922105004
211922105104

足球专项训练选修

Football Special Training Elective
14 256 16 240

2-1；

2-2；

3-1；

3-2；
4-1

考查 ty

211922105204
211922105304
211922105404
211922105504
211922105604

乒乓球专项训练选修

Table Tennis Special Training Elective
14 256 16 240

2-1；

2-2；

3-1；

3-2；
4-1

考查 ty

211922105704
211922105804
211922105904
211922106004
211922106104

网球专项训练选修

Tennis Special Training Elective
14 256 16 240

2-1；

2-2；

3-1；

3-2；
4-1

考查 ty

211922106204
211922106304
211922106404
211922106504
211922106604

羽毛球专项训练选修

Badminton Special Training Elective
14 256 16 240

2-1；

2-2；

3-1；

3-2；
4-1

考查 ty

211922106704
211922106804
211922106904
211922107004

田径专项训练选修

Athletics Special Training Elective
14 256 16 240

2-1；

2-2；

3-1；

3-2；

考查 ty



211922107104 4-1

技术应用模块任选课程合计 14 256 16 240

专业拓展课合计 40 672 230 442

选修学分要求与修读指导建议： 专业拓展课须在毕业前至少选修 40 学分，其中综合应用模块

任选课程 26，技术应用模块任选课程 14。

（四）实践环节进程表（不包含非独立课内实验）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周

数

开课

学期

教学形式 开课单

位编号集中 分散

111231000102 军事技能

Military Training
2 2 1-1 √ xs

212231000100 劳动实践

Work Practice
√ sc

212231000202 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2 4-2 √ sc

211831000102
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

The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2 44 2-1 √ my

211931107102 裁判临场实践

Referees Practice on the Spot
2 4-1 √ ty

211931107202 赛事组织实践

Competition Organization Practice
2 2 2-1 √ ty

211931107302 球类实习实践

Ball Practice
2 2 2-2 √ ty

211931107402 地方特色体育实践

Local Characteristic Sports Practice
1.5 2 3-1 √ ty

211931107501 专业见习

Major visit and practice
0.5 1 3-2 √ ty

211931107612 专业实习

Major Practice 6 12 4-2 √ ty

211931107710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10 10 4-2 √ ty

合计 30 44 31

专业负责人（签字）：

教学院长（签字）：

本科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字）：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专业核心课程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运动训练学 32 2 赵述强 2-1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32 2 李娜 2-2

体育竞赛学 32 2 丁红娜 1-2

体育管理学 32 2 代坤 2-1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32 2 张令 3-1

篮球 32 2 刘衍勇、杨光 1-2

田径 32 2 杨彤彤、鹿鹏 1-1

足球 32 2 张迎军、王峰 1-1

排球 32 2 刘国忠、李敏 3-1

5.2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学历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

/兼

职

代 坤 男 1981-10

跆拳道、

体育管理

学

教授 研究生
北京体育

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博士

竞技体育

职业化
专职

杨彤彤 男 1964-12

田径、田

径专项训

练选修

教授 大学本科
上海体育

大学
体育教育 学士

田径教学

与训练
专职

白培瑞 男 1971-01

体育装备

概论、体

育保健学

教授 研究生
西安交通

大学

生物医学

工程
博士

人工智能

、运动康

复

专职

赵述强 男 1988-07

体育社会

学、运动

训练学

教授 研究生
北京体育

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博士

运动训练

、全民健

身

专职

杨中东 女 1967-03

运动解剖

学、运动

生理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泰山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临床、康

复
专职

体育竞赛 天津体育 体育人文 体育法学丁红娜 女 1980-02 副教授 研究生 硕士 专职



学、学校

体育学

学院 社会学 、学校体

育

张迎军 男 1968-02

足球、足

球专项训

练选修

副教授 大学本科
山东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学士

足球教学

与训练
专职

禚宝海 男 1975-08

排球专项

训练选修

、体育统

计学

副教授 研究生
天津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排球教学

与训练
专职

刘衍勇 男 1969-04
篮球、体

育概论
副教授 大学本科

山东师范

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体育赛事

管理
专职

刘国忠 男 1971-06

排球、运

动处方理

论与实践

副教授 大学本科
曲阜师范

大学
体育教学 硕士 全民健身 专职

李 娜 女 1979-02

运动技能

学习与控

制、体育

科学研究

方法

副教授 研究生
北京体育

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博士 体育教学 专职

王汝尧 男 1972-07

乒乓球、

乒乓球专

项训练选

修

副教授 大学本科
山东师范

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乒乓球教

学与训练
专职

鹿 鹏 男 1979-01

田径、田

径专项训

练选修

副教授 大学本科
山东体育

学院
运动训练 硕士

田径教学

与训练
专职

时洪举 男 1980-05

体育产业

概论、体

育经济学

概论

副教授 大学本科 鲁东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体育产业 专职

于建志 男 1981-04

人机工效

学、动作

捕捉与虚

拟现实

副教授 研究生 同济大学
计算机系

统结构
博士

计算机应

用技术、

人工智能

专职

王 峰 男 1981-09

足球、足

球专项训

练选修

副教授 大学本科
山东体育

学院
运动训练 硕士

足球教学

与训练
专职



杨 光 男 1982-02
篮球、运

动选材学
副教授 研究生

山东科技

大学

资源经济

与管理
硕士

篮球教学

与训练
专职

王焕盛 男 1987-01

网球、网

球专项训

练选修

副教授 研究生

中国石油

大学（华

东）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网球教学

与训练
专职

曲喜峰 男 1976-03

体操、健

身理论与

指导

讲师 研究生
北京体育

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全民健身

、体操教

学

专职

宿 元 男 1979-11

体育专业

英语、运

动技术分

析与诊断

讲师 研究生
上海体育

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博士 体育教学 专职

张 令 男 1982-06

武术、体

能训练理

论与方法

讲师 研究生
韩国全北

大学

体育教育

学
博士

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

育

专职

胡 静 女 1984-01

体育竞赛

规则与裁

判法

讲师 研究生
华中科技

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篮球竞赛

规则
专职

李 敏 女 1986-09

排球、体

育心理学

、数字体

育概论

讲师 研究生
华中师范

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博士

体育心理

学
专职

吴雪瑜 女 1990-03

教育政策

与体育法

规、篮球

专项训练

选修

讲师 研究生
山东科技

大学
物流工程 硕士

篮球教学

与训练
专职

郝得华 男 1990-12

羽毛球、

羽毛球专

项训练选

修

讲师 研究生
北京体育

大学
体育教学 硕士

羽毛球教

学与训练
专职

刘英宁 女 1994-12

健美操、

健康教育

学

讲师 研究生
北京体育

大学
体育教学 硕士

健美操教

学与训练
专职

5.3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26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5 比例 19.23%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8 比例 69.23%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23 比例 88.46%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8 比例 30.77%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3 比例 11.54%

36-55岁教师数 20 比例 76.92%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26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9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3



























[1]体旅文商融合促进乡村体育产业振兴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23，第

一著者 

[2]青岛市国际时尚体育城市建设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20，第一

著者 

[3]法治视野下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法律规制研究，天津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8，第一著者 

[4]供给侧与需求侧耦合发展优化山东省体育消费城市建设研究，吉林出版

集团，2019，第二著 

[5]篮球运动员体能训练取得突破的关键技术研究，九州出版社，2018，第

二著者 

[6]职业体育核心价值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2014，第三著者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1486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血细胞检测仪 BC2800 3 2020 90.0

反应时测定仪 EP206 2 2021 100.0

运动姿势测试评估分析

系统

DIERS formetric 

4D
2 2019 560.0

动作协调性测量仪
DIERS formetric 

4D
2 2019 240.0

动作稳定性测量仪 BD-II-304 2 2019 200.0

肌电图仪器设备 XMyoMove-EOW 1 2019 450.0

乒乓球发球机 TW2700-E11 3 2019 90.0

按摩床 ZEPHYR 10 2021 15.0

田径塑胶场地
400米标准田径场

（含足球场）
2 2003 16000.0

田径塑胶场地
400米标准田径场

（含足球场）
2 2014 10000.0

田径塑胶场地
400米标准田径场

（含足球场）
1 2023 33500.0

篮球馆 标准篮球馆 2 2002 3000.0

篮球馆 标准篮球馆 2 2006 3600.0

乒乓球馆 标准乒乓球馆 1 2012 1100.0

羽毛球馆 标准羽毛球馆 1 2012 1100.0

塑胶网球场 室外标准网球场 24 2014 2400.0

体操房 标准体操房 1 2016 6000.0

健身中心 室内健身馆 3 2012 360.0

沙滩排球场 标准沙滩排球场 2 2010 500.0

排球场 室外标准排球场 30 2014 4000.0

体质健康测试仪器 步道乐跑 78 2019 115.0

篮球场 室外标准篮球场 25 2009 3500.0

室外健身区 室外健身功能区 4 2010 800.0

武术训练场 室外武术训练场 1 2011 80.0



8.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一、申请增设运动训练专业的主要理由

1.全面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

工作，并提出“建设体育强国”的时代目标。在这一进程中，高校运

动训练专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为运动员竞训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与

健身手段；引领大众体育健身、普及体育知识，助力群众体育迈向新

台阶；培养体育竞赛管理者、体育教师、运动员、教练员及体育指导

员等体育人才等等。当下，国内运动训练专业办学规模与质量还有待

于提升，这既需要传统运动训练专业院校的不断引领和优化，更需要

吸收具有高水平体育招生资格的院校建立运动训练专业，以注入新鲜

血液。为此，在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我校依据自身竞赛传统

优势及多年体育资源积累，并借助各类工、文科资源赋能的优势，申

报运动训练专业恰逢其会，将为国家体育强国事业中高质量体育人才

的培育与产出贡献绵薄之力。

2.打造山东体育强省、青岛体育强市的有力支撑

为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重要作

用，2022 年山东省体育局印发《“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要

建成体育强省”的战略目标。我校作为省属重点高校，在教学、科研、

育人环境及师资配置等方面优势明显，特别是学校正在大力推进学科

交叉融合建设，此时结合多年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经验，增设运动训练

专业，一方面可抓住我省大力倡导科技赋能及新旧动能转换的机遇，

全面推进计算机、大数据、乡村振兴及安全工程与体育的结合，建设

特色体育课程，既筑牢学生扎实的体育技能，又可丰富他们在运动训

练与其他学科交叉中的知识应用与创新能力，推动复合型体育人才的

培育与产出。同时，依托青岛、济南及泰安三地的区位、人才及基地

等优质资源，将体育专业人才输送到全省，可为实现山东体育强省目

标提供有力支撑。



2021 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青岛市“十四五”体育

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要到 2035 年率先建成体育强市”的目

标。长期以来，青岛作为山东省经济、人口、文化、旅游与体育大市，

对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及学校体育发展尤为重视，但受限

于培养基地数量，体育人才产出较为匮乏。特别是，25 所驻青高校

中仅有中国海洋大学设有运动训练专业，这远远无法满足体育强市建

设的迫切需求。此时，我校申请运动训练专业，凭借前期高水平运动

队办学经验、篮球品牌文化及学校工、文、法、管等学科助力，可更

好地提升运动训练专业的办学实力。同时，该专业的获批也将破除与

青岛局、体育总会、协会间的部分合作障碍，提升我校服务于地区体

育事业的贡献比重，一定程度上缓解青岛体育人才短缺的困境。

3.促进我校高水平运动队转型，引领“五育”均衡发展的鼎力之举

一直以来，山东科技大学有着良好的体育竞技传统，高水平运动

员招生始于 1988 年，办学历史悠久，竞技成绩辉煌（见表 1），先

后为国家、地区及大、中、小学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体育人才。近些

年，由于国家对体育特长生政策的调整，我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受到

影响，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对上述困境，我校

将高水平运动员就读的工商管理专业向运动训练专业申报列为学校

学科专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于 2020 年中期开始全力谋划运

动训练专业的筹备与申报工作，根据教育部学科申请指示和专业发展

的相关要求，不断完善体育软硬件条件，积极准备运动训练专业申报

相关材料，定期召开专业建设筹备会进行可行性论证和阶段性目标验

收，组织竞技体育行业内专家莅临指导。

新时期，我校将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16 字方针，坚持“五育并举”，

全面提升学校体育的软硬实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而积极筹备运

动训练专业申报和建设，有助于推进学校高水平体育教学、竞训及就



业的有机结合，不断化解学训矛盾，推进体教融合。同时，还可带动

校园“阳光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其他专业学生对体育的热

爱，积极参与各类体育活动竞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表 1 山东科技大学高水平篮球队竞赛成绩一览表

男篮 女篮

第 1 届 CUBA 全国第三名 第 1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2 届 CUBA 东北赛区第二名 第 2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3 届 CUBA 全国总决赛第三名 第 3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4 届 CUBA 联赛全国总冠军 第 4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5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5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6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6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7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7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8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8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9 届 CUBA 全国亚军 第 9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10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10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11 届 CUBA 全国亚军 第 11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12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12 届 CUBA 全国亚军

第 13 届 CUBA 全国 16 强 第 13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全国第 5 名

第 14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14 届 CUBA 全国第三名

第 15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15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全国第 5 名

第 16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16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全国第 4 名

第 17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17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18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18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19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19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20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20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21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全国 16 强 第 15 届山东省大学生运动会冠军

第 22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全国 16 强 2020-2021 大学生 3X3 篮球联赛全国亚军

第 23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东北赛区第 6 名 第 23 届 CUBA 山东赛区冠军

第 24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16 届山东省大学生运动会冠军

第 25 届 CUBAL 山东赛区第四名 第 24 届 CUBA 山东赛区亚军

第 15 届大学生运动会第二名 第 25 届 CUBAL 山东赛区亚军，全国 24 强

第 16 届大学生运动会第二名 第 26 届 CUBAL 全国 16 强

二、支撑运动训练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

1.学校特色文科振兴行动计划为运动训练专业开设构筑优势条件

“十四五”时期，为全面构建“强工、厚理、精文”的学科发展

格局，全面提升文科发展水平，学校印发《山东科技大学特色文科振

兴行动计划》，文中一系列政策、目标对接下来体育学院发展及运动

训练专业申报、建设提供了新机遇。（1）增强文科育人功能。学校



正在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示范学院（系、部），体育学院位列其

中，加快了专业的申报规划与筹备；（2）构建适应国家和区域发展

需求的学科体系。学校鼓励体育学院申报专业，并将体育专业作为着

力催生新学科生长点的一部分，服务国家、地区全民健身、全民健康

及体育强国建设大局。（3）建设高水平的文科人才队伍。重点提到

对体、艺学科教师引进要保持政策的相对弹性。（4）构建富有竞争

力的学术体系。加大重点项目、团队及平台培育支持力度，体育学院

已有“蓝色体育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新时代高校素质教育体育平

台”两个平台获学校支持。（5）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鼓励体

育学院从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及体质健康等方面推进智库成果产

出。（6）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鼓励并资助青年教师、学生对外研

修、交流，体育学院已累计组织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2 次，开展

中外交流赛 32 场。综上，在校党委的全面领导下，学校加快人文社

会科学学科建设，将为运动训练专业发展及学生培养提供保障。

2.学校高水平运动队成功经验为运动训练专业建设提供实践借鉴

山东科技大学体育办学开启较早，1988 年，我校获得试办高水

平运动队资格，现有篮球（男、女）和田径两个项目的运动队，年计

划招收高水平运动员 80 名，就读工商管理专业，并由体育学院组织

专业训练和日常管理，在学校及学院的共同努力下，我校已建立起完

整的教、学、训、赛一体化育人体系。在竞技赛场，运动队长年坚持

训练，并征战国内大学生各大赛事，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在男、女两

支高水平篮球队均取得辉煌成绩的省属高校。另外，为提升学生知识

水平，学院结合学生特点，为他们量身打造工商管理与体育专业结合

的课程，包括运动训练学、运动处方、体育俱乐部经营管理、社会体

育概论、体育管理学、宏观（微观）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

销学、体育产业概论、社会体育管理等理论课程及篮、排、足、乒、

羽、网等技术课程，为培养运动技能突出，管理能力出众的高质量体



育人才提供了保证。此外，我校高水平运动员就业率多年保持 100%，

毕业流向主要为高校、中小学、银行、中铁、中建、俱乐部等单位及

攻读研究生，深受用人单位好评。以上高水平办学经验可为未来运动

训练专业学生培养提供借鉴，包括先进训练方法、理念及成功经验；

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融入智慧、管理、经济及安全元素；学生管理、

学业要求、社会实践、毕业就业方面的具体方式、方法等，保证运动

训练专业学生的高质量培育。

3.学校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为运动训练专业发展锚定新起点

在学校“十四五”期间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出要“聚

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重大需求，大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推进

文科之间及与其他门类学科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交叉、融合、互动、

集成”。针对体育学院的发展，《规划》中特别提到体育学与安全学、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共同开展体育安全风险防范、体育产业、体育

管理、体育法学等特色研究。目前，学校作为省属重点院校，设有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 10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0 个，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 32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20 个，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

文学、法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门类。依托学校学科发展优

势，借助教育部新工科、新文科的发展东风，我校运动训练专业的课

程体系将在新的交叉学科发展进程中取得突破，如在传统的专业核心

课程基础上逐步增加智慧体育、体育管理、体育经济、体育安全、体

育大数据、体育工程、体育装备及体育法等课程，提升学生知识储备。

而在学生就业中可从传统的项目教学扩大到数字体育、体育工程等领

域。整体而言，学校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的巨大优势将助推运动训练

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伫立在新起点。

4.学校高水平体育资源储备为运动训练专业育人提供物质基础

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我校体育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体育资源得

到持续优化与补充，已达到运动训练专业申报的软硬件要求。



（1）师资力量完备。目前，学院为开展运动训练专业预计投入

26 名教师，遵循“四高”原则，即“高职称、高学历、高水平运动

经历、高水平执教经历”。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13 名，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 8 人，国际篮球裁判 1 人，国家级足球、篮球裁判员各

1 人（具有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篮球项目、亚洲 U18 女子篮球锦标赛、

CBA、WCBA 及 CUBAL、中超、中甲等赛事执教经历），高水平运动经

历教师 6 人（健将 2 人、一级运动员 4 人）。理论课以高职称或博士

教师为主，技术课由我校运动队教练和高水平运动经历教师担任，充

分保障学生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同步。

（2）科研水平良好。2015 年以来，在学校全面推进内涵式发展

及冲击“双一流”高校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体育学院根据学校要求及

教师特长，通过优化职称评聘条件，颁布科研奖励办法，邀请知名专

家讲座及派出教师参加科研研修班等多种途径，有效地提升了教师的

科研水平，科研成果丰厚。其中，参与运动训练专业申报的专任体育

教师共获得横、纵科研立项 50 余项，省部级以上项目 7 项，实到科

研经费 100 余万；发表体育核心期刊论文 30 余篇，出版教材、著作

30 余部，省级科研奖励 1 项，厅局级科研奖励 10 余项，建立科研平

台“青岛社科研究智库培育基地”1 个、校级“蓝色体育人文社科研

究基地”、“新时代高校素质教育体育平台”2 个，为学院科研水平

的全面提升提供了保障。

（3）竞训实力强劲。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我校拥有篮球、田径

两支高水平运动队及篮、排、足、乒、羽、网、田径及跆拳道等多支

阳光组运动队，并由高水平教师带队常年坚持训练，成绩显著。除高

水平运动队外，阳光组田径项目获全国大学生田径比赛冠军 10 余次，

山东省冠军 20 余次，排球项目获全国第 4 名 1 次，足球项目获山东

省亚军 2 次，其他运动队获得省级比赛冠军 30 余次。高水平竞赛成

绩展现了学校较强的体育实力，为运动训练专业办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4）基础设施健全。目前，学校拥有各类室内外体育场地共计

138557 平方米，主要包括标准田径场（含足球场）、室内体育馆、

乒乓球馆、羽毛球馆、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体操房、武术训练

场、跆拳道训练场、体质健康中心、专业田径长投场地、室内健身区、

室外联合健身区及沙滩排球场等等。同时，学院拥有独立的图书资料

室，体育专业图书馆藏 0.96 万册，体育相关国内外期刊 67 种，教、

科研实验设备 40 余种。综上，我校场馆、教学设施及科研设备完全

可以满足运动训练专业各种教学活动、日常训练、实验实践、训练监

测及体育科学研究等。

（5）实训基地完善。学院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先后与多

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广泛交流合作，如北京奥天国际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山东麋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青岛玫瑰港足球俱乐部、海信集团、

沁力加、青岛金飞扬、青岛青维体育有限公司、青岛世纪星体育文化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海阳市星锐篮球训练营及区域中小学等等。

三、学校运动训练专业发展规划

学校将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体

育强国战略、体育行业需求和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发展要求为导向，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引领，以体教融合为抓手，以师资

队伍建设为关键，不断提升专业综合办学实力。

1.发展思路

（1）质量优先。未来运动训练专业建设将继续贯彻学校、学院

学科发展要求，把逐步把“质量”落实到专业办学、师资提升、课堂

教学、毕业设计、社会实践及毕业就业等各个环节中，围绕教师讲课

比赛、教学项目、教学获奖、教材编写、师生基本功大赛及高质量竞

赛成绩等方面，建立奖惩机制，着力打造成学校“精品课程”。

（2）特色发展。未来运动训练专业办学要将“特色”放在教学

改革与发展的突出地位，继续挖掘学校篮球、田径、足球及武术项目



的特色优势，并加强交叉学科的融合，将学校计算机、管理、经济及

安全等优势科目融入运动训练专业，开发校本课程，如体育安全、体

育大数据、智慧体育应用及项目技战术视频分析等，以优质专业课程

体系推进育人，避免专业培养的同质化。

（3）开放合作。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思路，邀请体工队

教练、专家及体育企业人员进校指导，拓宽专业办学思路，提升办学

质量。同时，鼓励师生走出去，深入到体育企业、高水平院校、体工

队等单位参观学习、实习，吸收先进的经验，反哺专业建设。加强与

数学、自动化、计算机等学院师生交流，将运动训练相关内容纳入创

新创业的范畴，如研发体育数据库、体育训练器材、运动健身 APP、

智慧体育健身平台、智慧体育装备等成果，鼓励学生参加国赛、省赛。

此外，还要努力构建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借助学校科技园

孵化基地，提高专业实践水平，以便为我校运动训练专业发展提供更

高的平台和更广阔的空间。

2.主要任务

（1）抢抓机遇，建设高水平体育师资队伍。紧跟地域、学校人

才政策及人才培养平台，做到用好现有人才，稳住关键人才，吸引急

需人才，从人才引进、学历提升、职称优化、科研能力及教学能力等

方面，提升师资水平，培育学科带头人，建立人才储备，努力造就一

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2）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提升育人硬件实力。根据运动训练专

业办学的长远发展，按阶段评估所需硬性条件，在现有体育设施基础

上，加强运动解剖、运动生理及体育心理学实验室建设，优化实验条

件，继续加强与校医院、地方医院合作交流，培养学生动手与实操能

力。同时，进一步落实我校“十四五规划”中关于健全和充实各运动

项目场馆、设施的目标，加快我校第二个综合体育馆从规划到完工。

（3）保持传统优势，开辟全新领域。聚焦省市地区体育行业发



展需求，巩固篮球、田径、足球项目优势地位，开拓山东、胶东半岛

地域项目，如户外运动、水上帆船、帆板、皮划艇等，形成篮球、足

球与田径特色人才培养省内领先，地域运动项目具有行业竞争力，学

科整体优势突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学科体系，实现“以质量创特色、

以特色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4）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以“新文科”

建设为引领，一手抓课程建设，利用学校智慧校园平台，推动课程体

系与内容、教学模式及考核方式的改革升级，努力打造运动训练学的

校内“金课”；依托人工智能学院、现代产业学院、乡村振兴学院等

平台，培育新兴学科引领的学科交叉人才，一手抓实践应用，将课堂

教学、科学训练、校内外竞赛及实习基地结合起来。以两者协同，形

成教、学、练、训、赛、实为主的培养链，不断提升专业育人水平。

（5）拓宽渠道和平台，强化专业教师科研能力建设。围绕高水

平科研项目、成果、平台、学术交流及产学研合作等方面，鼓励教师

申报高级别科研项目、培育高级别科研成果，参与学术交流。夯实已

有校间合作，强化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互动融通，构建开放、

协同、高效的科研环境体系，实现学科整体科研能力新跨越。

3.专业发展目标

（1）近期目标。在获得运动训练专业后的第一个 4 年规划，以

提升专业体育师资水平，锚定一流运动训练人才建设起点，补全基础

教学设施、场地场馆建设，引导学生升学与良好就业等方面为主，并

加强学校、学院体育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推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的协同发展。2025 年计划首期招生人数 30 人，

招生项目规划为篮球、田径、排球、足球四个专项学生；借助学校人

才政策，预计每年引进博士 1-2 名，一级以上运动员、国家级教练员

或国家级裁判员 1-3 名；提升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发挥体育模块化教

学优势，突出“一校一品”特色，在省级、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应用



类奖项方面取得突破；发挥学院体育科研平台的优势，力争每年有

CSSCI 期刊论文发表，省部级课题立项；陆续升级、完善体育实验设

施、场馆硬件；发挥球队品牌效应及校友会资源，力争与中铁、中建、

英派斯体育、双星、海信、海尔及史丹利等单位建立更多的合作，获

得资金赞助，拓宽毕业生就业实习单位。

（2）中远期目标。在学校优惠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不断优化学

院教师职称结构，实现学科带头人梯队的良好衔接；健全更高水平体

育实验室、体质健康测试中心，实现科技助力智慧教学、高水平训练

及科学健身；在新建大型综合馆、游泳馆、室内田径场等场馆设施上

持续发力，打造新型智慧化场馆，为学生提供优异的学、训、练及赛

等环境；继续与省、市体育企业、学校、体育协会等保持更为密切联

系，拓宽就业合作单位。同时，做大做强学科带头人与团队，打造

2-3 门专业精品课程，开发“智慧+体育”为主的多学科交叉校本课

程，凸显科大工、文与体育结合的特色。在此基础上，扩大运动训练

专业招生人数至 150 人左右，注重与安全学院、管理学院及乡村振兴

学院的合作，申报体育教育、体育工程、体育大数据相关的本科专业

及硕士学位点，逐步形成完善的学科培养体系，致力于为推动学校、

学院、山东各市及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保障措施

为满足体育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2013 年学校

建立了校级领航、院级主抓的二级体育育人保障体系。未来，将保质

保量地办好运动训练专业，提升学院整体育人水平。

（1）坚持党建领导，优化体育学院机构设置。在集党总支、办

公室、教科办、教学一部、教学二部、竞训部、体育科研部、体质测

试中心部、体育场地设施部及群体活动部建制的基础上，增设运动训

练专业教学部，设置专业委员会，保障专业开设的有序。

（2）探索完善教学管理体系。根据专业要求，成立运动训练专



业教学领导小组，建立专业青年教师助课、精彩课堂、课程思政、教

学导航、学院督导及讲课比赛等多项教学制度，实行本科课堂教学退

出机制，定期开展教学比赛、研讨、示范课及师生同行评价，培育学

院教学名师、优秀教师及教学标兵等，纳入职称竞聘考核中，保障课

堂教学质量。同时，构建专业学生自我检查、自我诊断、自我反馈、

自我改进的教学质量反馈体系（图 1）。

图 1 教学质量反馈体系

（3）逐年优化师资队伍。结合学校制度，制定学院人才引进与

培养方案，并成立学院人才引进小组，定期到高水平院校交流、宣讲，

吸引高水平人才的加盟；鼓励、支持学院教师继续深造，攻读博士研

究生；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拓宽学术视野，掌握前沿信息；

实现学院教师特长分流，设置教学岗、教学科研岗、专职教练员岗，

按岗定责；优化师资结构，为青年教师提供良好的教、科研平台，通

过合理配置学缘、学历及职称，实现学院及运动训练学科发展。

（4）加大体育经费支持。提高学校、学院对运动训练专业的支

持力度，特别是争取《山东科技大学特色文科振兴行动计划》专项基

金（1000 万/年）对运动训练专业建设的支持。同时，继续挖掘运动

队品牌、校友会、企业赞助及实习基地等资源，争取资金支持，不断

壮大专业发展规模。

（5）健全体育基础设施。学校体育基建已涵盖室内外篮、排、



足、乒、羽、网及武术等项目场地场馆。“十四五”时期，努力实现

交工学校规划建设的多处场地、体育设施建设，包括室内综合体育馆、

体能训练长廊、体育实验室及健身中心等。

（6）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在已有体育

与马克思、校医院、经管、文法学院联合建立的思政课程、乡村振兴、

产业管理、医体融合等团队的基础上，注重学校计算机、人工智能、

自动化、材料等专业对运动训练的支持，实现教、学、训、练、赛与

新兴数字化结合，拓展国家、省级实验室功能，培育体育与工科交叉

学科增长点，推进学校大部制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体育工程专业，培

养体育人工智能、体育建筑等交叉专业人才，紧跟体育创新发展的时

代要求。

（7）加强校内外专业实践。发挥运动训练的优势，注重运动训

练专业学生在学校阳光组运动队，校级、院级与班级项目赛事中的带

头作用，提升学生在学、训、赛及指导等中的实践能力。同时，在已

有的校企合作基础上，发挥双师型教师的作用，积极与周边社区、协

会及学校等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实习基地，拓宽学生就业、实习渠道。

综上所述，山东科技大学在 30 多年的高水平运动员办学经验中

已形成自身的特色。未来，在学校的关切下，学院将围绕高质量运动

训练专业建设，继续在师资、基础设施、育人体系及就业实践等方面

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