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内江师范学院 学校代码 10640

主管部门 四川省 学校网址 http://210.41.176.8/

学校所在省市区
四川内江四川省内江市

东兴区红桥街1号
邮政编码 641100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地方院校
学校办学基本类型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已有专业学科门类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学校性质

曾用名

建校时间 2000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2000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24年05月

专任教师总数 1020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416

现有本科专业数 64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5831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5175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87.47%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学校于1956年举办高等教育，2000年升本建院。目前已发展成为省属同类院

校中办学条件优、学科门类齐、综合实力强，普通本专科教育、继续教育、

留学生教育于一体的本科院校。学校设有17个二级学院，开设64个本科专业

，涵盖文学、理学、工学、农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10个学科门类。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

学校近五年增设数字人文、水族科学与技术、土木、水利与交通、人工智能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中国画、新闻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书法学、泰

语10个专业，停招商务英语、广播电视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网络工程、物

联网工程、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市场营销、城市管理、物流工程、动画、

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12个专业，撤销教育技术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

境、机械电子工程、行政管理、秘书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表演7个专

业。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申报类型 新增国控专业

专业代码 040204K 专业名称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学位授予门类 教育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体育学类 专业类代码 0402

门类 教育学 门类代码 04

申报专业类型 新建专业 原始专业名称 -

所在院系名称 体育学院

学校现有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体育教育 开设年份 2000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开设年份 2008年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是一门专注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学科。在多年办

学实践中将中华文化与现代体育相结合，培养了一大批综合素质高、技能精

湛的人才；为推广和弘扬中国体育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本专业毕业生的就

业领域广泛，涵盖了教育、文化、体育、娱乐、旅游等多个行业。主要就业

领域有：一、教育行业（中小学体育教师、特殊教育学校）；二、文化体育

行业（武术教练、表演团队、武术康养指导、文化活动策划、武术新媒体传

播）；三、公安与安保系统（公安特警、警务辅助人员、安保人员）；四、

体育管理与运营（体育场馆管理、体育赛事组织与运营）。此外，本专业可

以继续攻读本专业或体育专业的研究生学位。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国武术项目的支持以及群众对武术项目的热爱，武术

作为国粹在国内外的舞台上得到展示。当前各类武术赛事的蓬勃发展，凸显

了武术运动在当今世界的魅力，这对于武术的国内化发展、国际化传播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对武术的未来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以四川为核心区域，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有着良好的就业前景。第一

，四川是中国武术三大流派之一“峨眉武术”的起源地，崇文尚武术之风盛

行。第二，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民众喜爱悠闲的慢生活，注重养生。

第三，四川是多民族聚居区域，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丰富。因此，对于武术与

人才需求情况



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训练、康养、文化传播、赛事组织等人才需求较大。 

我院以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平台为依托，牵头建立了100余家

“峨眉武术文化传统合作单位”。根据前期的调研工作得知，90%的合作单

位急需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具体数据显示，106家参与调研的企

业及用人单位中，对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需求有：赛事活动与培训

教练176人，学校教师114人，公安系统58人，体育传媒运营36人，传统文化

演绎公司21人，传媒运营助理16人，整体需求可达500人左右。

年度招生人数 25

预计升学人数 4

预计就业人数 21

内江市第一中学 1

资阳市雁江区弘武堂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2

成都市棠湖小学（南区

）
1

简阳市武术协会 1

资阳市外国语实验学校 2

广安市广安区东方小学 2

温宿县克孜勒镇中学 2

四川我形我塑艺体教育 3

资阳市雁江区第四小学 1

威远县永恒搏击俱乐部 2

三台县文武职业技术学

校
2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

禅武堂 2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 教育学 专业代码 040204K 授予学位 教育学学士

一、专业简介

本专业旨在培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教师、教练；武术健身康养指导工作者；

武术演绎和文化传播等相关领域的本科专业人才。学生通过修满必要的学分，并

成功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将被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目前，内江师范学院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拥有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

教师团队中有 28名专任教师，4名兼职教师。其中，包括 8名教授、8名副教授，

2名博士生导师、3名硕士生导师，8名博士，以及 2名在读博士研究生。

内江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目前已建立了多个重要平台，包括少儿武术培训基地

（2002年），四川省峨眉武术文化社科普及基地（2014年），教育部峨眉武术文

化社科普及基地（2018年）以及四川峨眉武术文化学院（2020年）等。四川峨

眉武术文化学院下设峨眉武术教研室（10名专职教师）、峨眉养生教研室（4名

武术及养生专业教师）和教育部峨眉武术文化社科普及基地（6名武术及科研人

员）。

近年来，该武术团队在学科竞赛、课程开发、科学研究和传承推广等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绩。指导学生参与四川省高校武术比赛等省级及以上竞赛获金银铜牌

500余枚；近 7年均获得四川省大学生武术比赛金牌总数第一，团体一等奖。少

儿武术培训基地，平均每年向省武术队输送 3名队员；输送的队员中，易海龙、

龙骄尔分别获世界搏击冠军、世界武术冠军。近三年内，研究团队完成了 3项省

级课题和 10余项市厅级课题，并发表了 20余篇与峨眉武术相关的文章。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贯彻和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贯彻“健康

第一”的教育理念，扎根内江、立足川南、服务四川，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高尚的师德修养、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掌握扎实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较强的教学、训练、管理、科研等能力，能在中



小学校、体育俱乐部、文化体育机构、社区体育指导中心等单位从事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管理、文化传播、科研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五年预期目标：

掌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教

学、训练、管理、文化传播、科研等能力。

目标 1：民族情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南，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坚持文化自信、民族自信，领略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进不同民族体育的了解和尊重。

目标 2：专业素养

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能充分整合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学科的知识、技

能和方法，掌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发展现状，熟悉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的教学、训练、管理和科研等方面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目标 3：综合育人

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先进的教育理念，能够全面践行立德树人根本理念，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的民族精神。

目标 4：终身发展

坚持终身发展理念，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积极

投身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发展，坚持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毕业要求

思想政治合格，在规定的年限内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 157 学分，同时

达到学校相应要求方能毕业。

（一）民族情怀

1.道德规范:

能够自觉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融入到实践中。掌握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民族精神:

热爱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理解和

认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对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自豪感和荣誉

感，具有端正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二）专业素养

3.专业知识:

掌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了解

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和发展趋势，了解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学科、人文社

会科学，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

4.学科素养:

掌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初

步掌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和组织管理的基本手段和方法；能够运用

体育学的理论和技能分析解决本专业领域各种实际问题。

（三）综合育人

5.以体育人:

理解体育学科育人的价值，掌握体育学科蕴含的情感和价值观，具备结合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竞赛开展育人活动的能力。

6.文化传承:

能够整合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有效组织开展文化传播活动、主题教

育活动，传承武术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终身发展

7.学会反思:

具有自主学习、自我发展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能够利用现代化手段获

取并整合信息，适应未来工作发展需求。

8.沟通合作

具有健康的人际交往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书面和口

语表达、交流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对应关系矩阵图

毕业要求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目标-4

（一）民族情怀
1.道德规范 √

2.民族精神 √

（二）专业素养
3.专业知识 √

4.学科素养 √

（三）综合育人
5.以体育人 √

6.文化传承 √

（四）终身发展
7.学会反思 √

8.沟通合作 √

四、核心（主干）课程

主干学科：体育学、教育学。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导论；中国传统养生理论；中国武术史；运动

训练学；学校体育学；运动营养学；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武术套路；散打；中

国式摔跤；民族民间体育。

五、学制、学分和学位

学制：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4～6 年。

学分：第一课堂专业学分 157 学分，第二课堂 8 学分，全部修满，方可毕业。

学位：取得毕业资格，并符合学校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授予教育学学士学

位。

六、课程结构与学分（时）分布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理论 实践 学分统计

学分数
学分

比例
学时数

学时

比例
学分数

学分

比例

学时

数

学时

比例

学分

数

学分

比例

通识课程
必修 40 25.48% 772 30.66% 0 0.00% 0 0.00%

46 29.30%
选修 6 3.82% 108 4.29% 0 0.00% 0 0.00%



专业基础课

程
必修 16 10.19% 288 11.44% 0 0.00% 0 0.00% 16 10.19%

专业核心与

拓展课程

必修 51 32.48% 800 31.77% 0 0.00% 0 0.00%
71 45.22%

选修 20 12.74% 320 12.71% 0 0.00% 0 0.00%

创新创业课

程

必修 0 0.00% 0 0.00% 1 0.64% 18 0.71%
6 3.82%

选修 0 0.00% 0 0.00% 5 3.18% 100 3.97%

集中实践环

节

必修 0 0.00% 0 0.00% 18 11.46%
112+30

周
4.45%

18 11.46%

选修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必修 107 68.15% 1860 73.87% 19 12.10%
130+30

周
5.16%

157 100%
选修 26 16.56% 428 17.00% 5 3.18% 100 3.97%

注：1.最高学分控制在 157。2.理论教学学时计算方法：理论+课内实践。3.实践教学学分计

算方法：独立实验+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创新创业活动学分。4.表中比例数据保留两位小数。

七、第二课堂素质活动与德育实践课程结构

序号 项目 内容 学分

1 思想政治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与素质培养 1

2 道德品质素养
行为自律与文明养成训练 1

职业能力与创新创业培训 1

3 实践劳动素养
社会实践与公益活动体验

2
劳动观念与劳动意识养成

4 科学人文素养 人文养成与科学精神培养 2

5 心理素养 心理认知与健康心理 0.5

6 法纪素养 法纪观念教育 0.5

说明：参照《内江师范学院第二课堂素质活动与德育实践课程（“第二课堂成绩

单”）实施办法（修订）》（内师学字〔2020〕6 号）进行认定。

八、教学计划进程



课
程
类
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总
学
时

理
论
课

实
验
课

实
践
课

通识必修

课程

GB0640014
SJ06400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4 45 9 1 考试

GB0640015
SJ064001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45 9 2 考试

GB0640017
SJ064001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54 45 9 4 考试

GB06400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54 45 9 4 考试

GB0640022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

论述概论
1 18 18 3 考试

GB0640016
SJ064001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3 54 45 9 3 考试

GB0640008
GB0640009
GB0640010
GB0640011
GB0640012
GB0640013

形势与政策（Ⅰ-Ⅵ） 2 64 40 24 1-6 考试

GB124000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6 36 1 考查

GB0540001大学外语(一) 4 72 54 18 1 考试

GB0540002大学外语(二) 4 72 54 18 1 考试

GB1040015人工智能素养 2 48 18 30 1 考试

GB1340001
GB2040002

信息检索 1 18 10 8 2 考查

GB2040008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0.5 10 10 2 考查

GB2040005大学生创业基础 1 18 8 10 3 考查

GB2040002大学生就业指导 0.5 10 10 7 考查

GB0940001大学美育 1 18 18 3 考查

GB1340003军事理论 2 36 36 2 考查

GB0140005中华传统文化 1 18 18 考查

GB2040010劳动教育 2 48 16 32 1-6 考查

GB0140001应用文写作 1 16 8 8 6 考查

小计 40 772 579 38 155

通识选修 1.人文社会科学系列 考查 在 本



课
程
类
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总
学
时

理
论
课

实
验
课

实
践
课

课程 系 列

中 至

少 选

修 1
门 课

程

2.自然科学与技术系列 考查

3.艺术、体育与健康系列 考查

艺 术

系 列

中 至

少 选

修 1
门 课

程

4.创新创业教育系列 考查

5.综合素质训练系列 考查

6.峨眉武术系列 考查

小计 6 108 108

专业基础

课程

JC0840050 体育概论 2 36 36 2 考试

JC0840030 运动解剖学 3 54 46 8 1 考试

JC0840002 运动生理学 3 54 46 8 2 考试

JC0840024 体育心理学 2 36 32 4 3 考试

JC0840038 健康教育学 2 36 36 4 考查

JC0840051 体育社会学 2 36 36 4 考试

JC0840052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2 36 36 7 考查

小计 16 288 268 20

专业核心

课程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2 28 24 4 1 考试

中国武术导论 2 32 28 4 1 考试

中国传统养生理论 2 32 32 1 考试

中国武术史 2 32 32 3 考试

运动训练学 2 28 24 4 6 考试

学校体育学 2 32 32 2 考试

运动营养学 2 32 32 4 考查

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 2 28 4 24 5 考试

武术套路 3 48 48 2 考试

散打 2 32 32 6 考试

中国式摔跤 2 28 4 24 2 考试

民族民间体育 2 32 32 5 考试

小计 25 384 212 172



课
程
类
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总
学
时

理
论
课

实
验
课

实
践
课

专业

拓展

课程

武
术
套
路
方
向

拳械专项理论与实践 20 320 32 288 3-6 考试 从 武

术 套

路、武

术 格

斗、民

族 体

育 三

个 方

向 中

选 择

一 个

方 向

进 行

学习

武术团体操 2 32 32 4 考查

影视特技动作训练 2 32 32 5 考查

动作设计 2 32 32 6 考查

武
术
格
斗
方
向

散打专项理论与实践 20 320 32 288 3-6 考试

跆拳道 2 32 32 4 考查

擒拿格斗 2 32 32 5 考查

短兵 2 32 32 6 考查

民
族
体
育
方
向

民族体育专项理论与实践 20 320 32 288 3-6 考试

舞龙舞狮 2 32 32 4 考查

健身气功 2 32 32 5 考查

空竹 2 32 32 6 考查

提
升
课
程

体操 2 32 32 3 考查 要求

选修

总共

不低

于20

学

分。

在第

3和4

学期

从开

出课

程中

各选

修 4

学

分，

在第

5和6

学期

射艺 2 32 32 3 考查

社区体育指导 2 32 32 3 考查

网球 2 32 32 3 考查

篮球 2 32 32 4 考查

乒乓球 2 32 32 4 考查

田径 2 32 32 4 考查

体育管理学 2 32 32 4 考查

羽毛球 2 32 32 5 考查

排球 2 32 32 5 考查

体育游戏 2 32 8 24 5 考查

瑜伽 2 32 5 考查

艺术体操 2 32 5 考查

户外运动 2 32 6 考查

健美操 2 32 6 考查

保健推拿 2 32 6 考查

游泳 2 32 6 考查



课
程
类
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总
学
时

理
论
课

实
验
课

实
践
课

从开

出课

程中

各选

修 6

学

分。

体育舞蹈

2 32 6

考查

小计 46 736

创新

创业

课程

必

修

课

程

ZX0840096裁判技能 1 18 18 2-6

各 二

级 学

院 结

合 学

校 政

策 自

主 制

定 创

新 创

业 活

动 学

分 认

定 办

法，开

设 创

新 创

业 选

修课。

要 求

选 修

不 低

于 5
学分。

选

修

课

程

ZX0840095运动技能综合训练 2 36 36 2-6
ZX0840097体育管理技能 2 36 36 2-6
ZX0840201创新创业比赛 3 64 64 2-6

ZX0840202社会实践活动 3 64 64 2-6

小计 6 118 118

综合实践

环节

SQ1340004军事技能 2 112 112 1 考查 14天

SZ0840001 专业见习Ⅰ 1 1周 1周
3（1
周）

考查

SZ0840008 专业见习Ⅱ 1 1周 1周
4（1
周）

考查

SZ0840058 专业见习Ⅲ 1 1周 1周
5（1
周）

考查



课
程
类
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总
学
时

理
论
课

实
验
课

实
践
课

SQ0840005专业实习 6 12周 12周 6 考查

SZ0840039 专业研习 1 3周 3周 7/8 考查

SQ0840008毕业设计(论文） 6 12周 12周 7/8 考查

小计 18
112+30

周

112+30
周

总学分合计 157

总学时合计
2518+30

周

注：《劳动教育》课程在第 1-6学期开设，第 6学期统一录入成绩。

九、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情况

毕业要求 指标分解内容 支撑课程/教学环节

（一）民族情怀

1.[道德规范]:
能够自觉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融入到实践中。掌

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会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了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形

势与政策（Ⅰ-Ⅵ）；军事理论；劳动教育；

体育概论；军事技能；专业见习（Ⅰ-Ⅲ）；

专业实习。

2.[民族精神]:
热爱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理解和认

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对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自豪感和

荣誉感，具有端正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

观。

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概论；军事理论；中华传统文化；中

国武术导论；中国传统养生理论；中国

武术史；专业见习（Ⅰ-Ⅲ）；专业实习；

专业研习；毕业设计(论文）。

（二）专业素养

3.[专业知识]:
掌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学科的

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了解

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和发展趋势，了解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学科、人文

社会科学，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

系。

大学外语(一)；大学外语(二)；人工智能

素养；信息检索；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美育；应用文写作；运动解剖学；

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科学研

究方法；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

导论；中国传统养生理论；中国武术史；

运动训练学；学校体育学；运动营养学；

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体操；射艺；社

区体育指导；网球；篮球；乒乓球；田



径；体育管理学；羽毛球；排球；体育

游戏；瑜伽；艺术体操；户外运动；健

美操；保健推拿；游泳；体育舞蹈；运

动技能综合训练；体育管理技能；毕业

设计(论文）。

4.[学科素养]:
掌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技能

和基本方法，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初

步掌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

和组织管理的基本手段和方法；能够运

用体育学的理论和技能分析解决本专

业领域各种实际问题。

体育概论；健康教育学；体育社会学；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中国武术导论；中国传统养生理论；中

国武术史；运动训练学；学校体育学；

运动营养学；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武

术套路；散打；中国式摔跤；民族民间

体育；拳械专项理论与实践；武术团体

操；影视特技动作训练；动作设计；散

打专项理论与实践；跆拳道；擒拿格斗；

短兵；民族体育专项理论与实践；舞龙

舞狮；健身气功；空竹；裁判技能；专

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三）综合育人

5.[以体育人]:
理解体育学科育人的价值，掌握体育学

科蕴含的情感和价值观，具备结合武术

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竞赛开展

育人活动的能力。

人工智能素养；体育心理学；健康教育

学；体育社会学；学校体育学；武术套

路；散打；中国式摔跤；拳械专项理论

与实践；武术团体操；影视特技动作训

练；动作设计；散打专项理论与实践；

跆拳道；擒拿格斗；短兵；民族体育专

项理论与实践；舞龙舞狮；健身气功；

空竹；专业见习（Ⅰ-Ⅲ）；专业实习。

6.[文化传承]:
能够整合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

有效组织开展文化传播活动、主题教育

活动，传承武术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大学美育；中华传统文化；体育心理学；

中国武术史；武术套路；中国式摔跤；

民族民间体育；裁判技能；专业见习（Ⅰ

-Ⅲ）；专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四）终身发展

7.[学会反思]:
具有自主学习、自我发展的能力和终身

学习的意识，能够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

并整合信息，适应未来工作发展需求。

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形势与政策（Ⅰ-Ⅵ）；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创业基础；

大学生就业指导；体育概论；运动解剖

学；体育心理学；健康教育学；体育社



会学；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创业比

赛；社会实践活；专业见习（Ⅰ-Ⅲ）；专

业实习；专业研习；毕业设计(论文）。

8.[沟通合作]：
具有健康的人际交往意识和团队协作

精神；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书面和口

语表达、交流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以及

团队合作精神。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外语(一)；大

学外语(二)；人工智能素养；大学生创业

基础；大学生就业指导；劳动教育；应

用文写作；裁判技能；创新创业比赛；

社会实践活；军事技能；专业见习（Ⅰ-
Ⅲ）；专业实习；专业研习。

十、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矩阵表

毕业要求课程

名称

（一）民族情怀（二）专业素养（三）综合育人（四）终身发展

1.[道德规

范]

2.[民族精

神]

3.[专业知

识]

4.[学科素

养]

5.[以体育

人]

6.[文化传

承]

7.[学会反

思]

8.[沟通合

作]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M L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H M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H M L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H M L

习近平总书记教

育重要论述概论
M H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H L

形 势 与 政 策

（Ⅰ-Ⅵ）
H M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H

大学外语(一) H L
大学外语(二) H L
人工智能素养 H M L
信息检索 H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L H

大学生创业基础 H L
大学生就业指导 H M



大学美育 L H
军事理论 H M
中华传统文化 H H
劳动教育 H L
应用文写作 H M
体育概论 L H L
运动解剖学 H L
运动生理学 H
体育心理学 H L L H
健康教育学 H H M
体育社会学 H M M
体育科学研究方

法
M L H

民族传统体育概

论
M H

中国武术导论 L M H
中国传统养生理

论
L M H

中国武术史 M M H L
运动训练学 M H
学校体育学 M L H
运动营养学 H M
运动损伤预防与

康复
H M

武术套路 H M M
散打 H M
中国式摔跤 H M L
民族民间体育 H M
拳械专项理论与

实践
H M

武术团体操 H M
影视特技动作训

练
H M

动作设计 H M
散打专项理论与

实践
H M

跆拳道 H M
擒拿格斗 H M
短兵 H M
民族体育专项理

论与实践
H M

舞龙舞狮 H M
健身气功 H M



空竹 H M
体操 M
射艺 M
社区体育指导 M
网球 M
篮球 M
乒乓球 M
田径 M
体育管理学 M
羽毛球 M
排球 M
体育游戏 M
瑜伽 M
艺术体操 M
户外运动 M
健美操 M
保健推拿 M
游泳 M
体育舞蹈 M
裁判技能 H M L
运动技能综合训

练
M

体育管理技能 M
创新创业比赛 H M
社会实践活 M H
军事技能 H H
专业见习Ⅰ M H M H H M
专业见习Ⅱ M H M H H M
专业见习Ⅲ M H M H H M
专业实习 H H H H H H H
专业研习 M H H
毕业设计(论文） M M M H H

第二课堂（素质

活 动与 德 育实

践）

M M M H M M

备注：H 表示强支撑，M 表示中支撑，L 表示弱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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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28 2 陈振勇 1

中国武术导论 32 2 吴保占 1

中国传统养生理论 32 2 邢程 1

中国武术史 32 2 赵斌 3

运动训练学 28 2 谭伟平 6

学校体育学 32 2 申向军 2

运动营养学 32 2 李俭莉 4

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 28 2 谢健生 5

武术套路 48 2 杨忠建 2

散打 32 2 周勇 6

中国式摔跤 28 2 卿光明 2

民族民间体育 32 2 许艳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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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伟平 男 1968-02
运动训练

学
教授 大学本科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学士

体育教育

训练
专职

李才宝 男 1977-12
体育心理

学
讲师 研究生

武汉体育

学院
应用心理 硕士 应用心理 专职

申向军 女 1969-01
学校体育

学
教授 研究生 浙江大学 体育人文 硕士 体育教学 专职

颜下里 男 1977-07
体育科学

研究方法
教授 研究生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人文 硕士 体育人文 专职

李俭莉 女 1972-06

运动营养

学、运动

解剖学

教授 大学本科
华西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运动人体

科学
专职

林宏 女 1967-03
健康教育

学
教授 大学本科 西南大学 体育教育 学士 教育学 专职



李素军 男 1981-06 体育概论 副教授 研究生
新疆师范

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体育教育

训练
专职

周勇 男 1967-04
散打、跆

拳道
副教授 大学本科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学士 体育教学 专职

杨忠建 男 1967-07

武术套路

、拳械专

项理论与

实践

副教授 大学本科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学士

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

育

专职

吴保占 男 1984-07
中国武术

导论
副教授 研究生

成都体育

学院

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

育

硕士
民族传统

体育
专职

涂学敏 女 1965-01

民族体育

专项理论

与实践

副教授 大学本科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学士

民族传统

体育
专职

张明莲 女 1967-12
体育社会

学、田径
副教授 研究生

西华师范

大学

运动训练

学
硕士 运动训练 专职

邢程 男 1988-04
中国传统

养生理论
讲师 研究生

成都体育

学院

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

育

硕士

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

育

专职

唐玉栋 男 1984-12
射艺、网

球
讲师 研究生

马来亚大

学
体育学 博士 运动训练 专职

张良平 男 1976-12
健康教育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西安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训练
硕士 体育教学 专职

李海 男 1983-07

体育统计

学、体育

管理学

讲师 研究生
马来亚大

学
体育学 博士 体育工程 专职

伏静 女 1989-11
武术团体

操
讲师 研究生

四川师范

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民族传统

体育
专职

叶莲子 女 1988-10
瑜伽、艺

术体操
讲师 研究生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学 硕士 传统养生 专职

许艳玲 女 1989-01
民族民间

体育
讲师 研究生 又石大学 体育学 博士

民族传统

体育
专职

崔龙 男 1989-02

散打专项

理论与实

践、短兵

讲师 研究生

乌克兰哈

尔科夫国

立大学

教育科学 博士

民族传统

体育历史

文化

专职

李章洙 男 1982-09 篮球 讲师 研究生 牧园大学
经济管理

学
博士 管理学 专职



谢健生 男 1966-01

运动损伤

预防与康

复、运动

生理学

讲师 大学本科
成都体育

学院
运动医学 学士

传统推拿

按摩
专职

付成林 男 1992-03 空竹 讲师 研究生 又石大学 体育学 博士
民族传统

体育
专职

卢月 女 1994-01 健身气功 讲师 研究生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学 硕士

民族传统

体育
专职

卢新伟 男 1993-10
运动生理

学
讲师 研究生

武汉体育

学院

民族传统

体育
硕士

传统体育

养生
专职

徐树 男 1994-01 动作设计 助教 研究生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学 硕士

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

育

专职

杨闯闯 男 1993-06

舞龙舞狮

、擒拿格

斗

助教 研究生
上海体育

学院

民族传统

体育
硕士

民族传统

体育历史

与文化

专职

孟婷 女 1997-03 裁判技能 助教 研究生 扬州大学 体育教学 硕士

民族传统

体育历史

与文化

专职

赵斌 男 1966-12
中国武术

史
教授 大学本科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学士

散打、搏

击
兼职

陈振勇 男 1976-10
民族传统

体育概论
教授 研究生

上海体育

学院

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

育

博士

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

育

兼职

卿光明 男 1979-02
中国式摔

跤
副教授 研究生

成都体育

学院

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

育

博士

传统养生

与实践、

武术文化

兼职

任刚 男 1958-04
影视特技

动作训练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学士

武术训练

、武术历

史文化

兼职

5.3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28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8 比例 25.00%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6 比例 50.00%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23 比例 71.88%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8 比例 25.00%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10 比例 31.25%

36-55岁教师数 13 比例 40.62%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4:28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2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2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谭伟平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体育学院院

长

拟承担课程 运动训练学
现在所在单

位
内江师范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1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教学、体育运动训练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1、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20余篇，其中2篇CSSCI。 

2、四川省本科院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体育教育，经费70万。 

3、出版教材5部；学校重点课程1门。 

4、主持省级教改课题3项，省社科1项；参与教育部课题一项。 

5、《峨眉武术》省级一流课程；《峨眉养生与健康》教育部首批特色课程

。 

6、校地合作，创建高校体育科、教、训三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二等奖，授

予单位：四川省教育厅，2010。 

7、第六届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四川省人民政府,2010。 

8、全国体育教育专业基本功大赛，体操第二名，授予单位：教育部

，2011。 

9、校地合作服务地方创建高校体育新模式，二等奖；授予单位：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2014。 

10、高师体育术科课尝试教学策略研究，二等奖，授予单位：中国高教育学

会体育专业委员会，2015。 

11、《非遗峨眉武术传承发展“135”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与探索》，省级

思政项目，2023年。

1、2018年，内江师范学院教学一等奖。 

2、2020年，内江师范学院教学成果特等奖。 

3、2020年；四川省人民政府二等奖。 

4、2007-2019峨眉武术文化科学研究述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一等奖

，2020年。 

5、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峨眉武术文化多主体协同传承模式研究，省教育厅

，第二，2022年。 

6、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四川省文旅厅，经费50万，2022、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23年。 

7、2023年，获内江市甜城英才人员称号。 

8、2023年参加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峨眉武魂”展演，先进集体，中共

成都市委 成都市人民政府，2024年。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0.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3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健美操课程216学时； 健身与实

践216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2

姓名 申向军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体育学院副

院长

拟承担课程 学校体育学
现在所在单

位
内江师范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体育教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1、近几年，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中文核心9篇，CSSCI7篇。 

2、参与教学改革，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次。 

3、参编教材2部。 

4、主持省教育厅课题2项，院级教改课题3项；主研省、院级课题20余项。 

5、指导学生参加四川省高校师范生教学能力大赛，获得体育专业一等奖次

， 获二等奖1次，三等奖2次；参加四川省高校体育专业说（讲）课比赛

，获得 个人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4项，团体一等奖2项；获优秀

指导教师4次。 

6、内江师范学院首届专业建设带头人，体育教育专业负责人，负责体育教

育 专业2022年7月通过师范专业认证。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先后在《中国体育科技》、《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学刊》等期

刋杂志上发表论文30多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9篇，CSSCI期刊7篇，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新世纪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文献》转载1篇。 

2、获市级以上政府及部门颁发的科研成果奖8项。 

3、指导学生参加四川省高校师范生教学讲课等比赛获奖17项。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35.0 96.84



费（万元） 费（万元）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108学时； 体育

微型课设计与实践 80学时； 体育微

格教学 108学时； 大学体育 108学时

。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2

姓名 吴保占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课程 中国武术导论
现在所在单

位
内江师范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1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体育人文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1、近几年，发表体育类核心期刊2篇，公开发表学术文章6篇。 

2、主持省社科1项，教改课题3项。 

3、主编教材一部，参编教材2部。 

4、近5年，指导学生参与四川省大学生武术竞赛一等奖20项，二等奖15项。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荣获内江市武术协会先进个人。 

2、成功申报校级教学团队。 

3、荣获中国地域武术文化暨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研讨会论文二等奖。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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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武术160学时； 专项——峨眉武

术理论与方法96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4

姓名 杨忠建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课程 武术套路、拳械专项理论与实践
现在所在单

位
内江师范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88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体育运动训练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1、发表核心期刊2篇，相关学术论文十几篇。 

2、参与6项教改课题研究。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3、参编教材3部。 

4、荣获程度大运会先进个人称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教育厅

，2024。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荣获四川省教练员内江市武术名家。 

2、被内江市体育局评为优秀教练员和先进个人。 

3、两次被内江市人民政府授予二等功的荣誉称号。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12.2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5.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峨眉武术160学时； 专项——峨眉武

术理论与方法288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5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300.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139（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学校高度重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建设发展，提供充足的办学经费保

障，并确保专业建设配套经费及时到位且逐年增长，同时还将通过各种渠道

力争获得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支持，获得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合作资金。目前已

经获得内江市人民政府修建的高桥新校区，其中约8.5亿元用于体育场馆建

设、体育设备设施采购、体育类各专业各项软硬件及实验室建设，以及师资

队伍建设和高端人才引进等。后期保持每年不低于60万元的教学运行经费。

学校将根据专业发展规划，加快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资料室、武术数字展览

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实验室等教学硬件设备设施建设，保证专款专

用。提供充足经费用于购置图书资料、专业数据库、武术教学、训练分析相

关软件系统。加大教材建设、教学团队建设等。并逐年扩大实践教学和实习

实训经费，保障实践教学等环节的质量和效果。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500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16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1、现有教学条件保障：现拥有高标准建设体育馆、游泳馆、体能训练馆及

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武术馆等。拥有武术场馆2个，武术标准竞赛场

地2块、武术训练场地2块、VR实训室1间。且目前正扩建综合武术训练中心

1个（施工建设中，2025年可投入使用）。标准400米塑胶运动场 2个、篮球

场84个、排球场28个、塑胶羽毛球场56个、网球场21个、足球场6个（其中

5人制足球场3个）、标准游泳馆1个、标准游泳池2个、多功能体育馆1座、

体育训练馆2个，拥有体质测试室、运动生理实验室、体育保健实验室及体

操、健美操、乒乓球等教学训练场馆。 

2、师队伍建设规划：加强现有专业教师培养和培训工作，通过考证、外培

、进修等方式，提高教师的专业理论、技术和实践能力。同时，引进武术领

域高职称、高学历的专任教师，建立一支具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3、教学科研实验室规划：在目前实验条件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实验室管理

制度，增置专业实验设备和仪器，做好现有实验仪器设备维护升级，确保实

验室能够满足教研的需要。 

4、实习实践基地规划：加大实习实践基地建设的投入，不断完善协同育人

和实践教学机制，为培养该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保障。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上、下肢肌肉血管神经

模型
* 1 2007 4.46

下肢肌肉骨骼模型 YLM/A11304 1 2007 2.2

二导生理记录仪 GY-622B 7 2007 63.0

亮点闪烁仪 EP403 6 2007 20.2

人体真尸骨骼 成年男性串制直立 8 2007 37.6

人体骨连结模型 * 2 2007 5.92

仿古针炙铜人 GB12346-90 1 2007 2.98

体表、骨骼与内脏关系

模型
* 2 2007 2.6

体重秤 RGZ-120-RT 2 2007 2.9

便携式尿十项分析仪 pu-4210 1 2007 12.76

全身肌肉解剖模型 * 2 2007 10.2

其他关系模型 * 2 2007 3.16

前庭功能转椅 S1059 1 2007 11.0

单导心电图机 ECG-6511 1 2007 11.0

各部形态特征模型 * 2 2007 2.7

各部系统模型 * 2 2007 5.42

大小循环电动模型 ZMD013 1 2007 2.8

实验仪器台 * 6 2007 8.64

实验仪器柜 * 12 2007 16.56

微型电子计算机
俊杰8000 8025P-2M

黑
2 2007 6.24

心率表接口数据线 * 1 2007 1.2

心率遥测仪 S610i 4 2007 10.82

心脏传导系电动模型 ZMD018 1 2007 1.3

按摩床 HH/PTC 1 2007 1.59

掌上型血乳酸测定仪 LF-1710 2 2007 14.64

掌上型血色素测定仪 HemoLue Hb 201+ 1 2007 20.75

放大模型系列 * 2 2007 4.26

无氧功率自行车 828E 1 2007 29.18



标准针灸穴位模型 * 1 2006 3.2

氧自由基分析仪 CR2000Rc 1 2007 148.0

测量用具 * 2 2007 15.07

深度知觉测试仪 EP503A 6 2007 17.67

激光打印机 HP1020 1 2007 1.28

电冰箱 容声BCD-173GA 1 2007 1.7

电子刺激器 JL-C4 7 2007 19.6

电子反应时测定仪 DFY-1 2 2007 3.0

电子反应时测试仪 FYS-I型 4 2013 5.6

电子背力计 BCS-400 2 2007 2.6

电脑心肺复苏模拟人 KAS/CPR500型 1 2007 15.0

电针治疗仪 G6805-I 2 2007 3.6

笔记本电脑 联想昭阳E40-80 1 2017 4.67

脑干内部结构及传导模

型
* 2 2007 7.36

腰椎牵引治疗床 YHZ 1 2007 21.0

药物导入电疗仪 LF-2型 2 2007 6.6

血红蛋白仪 Hb-1002型 1 2007 1.5

解剖系统模型 * 1 2007 3.22

足肌附主要血管神经模

型
YLM/A11309 1 2007 1.29

运动生理实验台 * 8 2007 24.0

运动解剖实验台 * 8 2007 24.0

骨杠杆、骨关节分类模

型
* 2 2007 3.18

上、下肢肌肉血管神经

模型
* 1 2007 4.46

下肢肌肉骨骼模型 YLM/A11304 1 2007 2.2

二导生理记录仪 GY-622B 7 2007 63.0

亮点闪烁仪 EP403 6 2007 20.2

人体真尸骨骼 成年男性串制直立 8 2007 37.6

人体骨连结模型 * 2 2007 5.92

仿古针炙铜人 GB12346-90 1 2007 2.98

体表、骨骼与内脏关系 * 2 2007 2.6



模型

体重秤 RGZ-120-RT 2 2007 2.9

便携式尿十项分析仪 pu-4210 1 2007 12.76

全身肌肉解剖模型 * 2 2007 10.2

其他关系模型 * 2 2007 3.16

前庭功能转椅 S1059 1 2007 11.0

单导心电图机 ECG-6511 1 2007 11.0

各部形态特征模型 * 2 2007 2.7

各部系统模型 * 2 2007 5.42

大小循环电动模型 ZMD013 1 2007 2.8

实验仪器台 * 6 2007 8.64

实验仪器柜 * 12 2007 16.56

微型电子计算机
俊杰8000 8025P-2M

黑
2 2007 6.24

心率表接口数据线 * 1 2007 1.2

心率遥测仪 S610i 4 2007 10.82

心脏传导系电动模型 ZMD018 1 2007 1.3

按摩床 HH/PTC 1 2007 1.59

掌上型血乳酸测定仪 LF-1710 2 2007 14.64

掌上型血色素测定仪 HemoLue Hb 201+ 1 2007 20.75

放大模型系列 * 2 2007 4.26

无氧功率自行车 828E 1 2007 29.18

标准针灸穴位模型 * 1 2006 3.2

氧自由基分析仪 CR2000Rc 1 2007 148.0

测量用具 * 2 2007 15.07

深度知觉测试仪 EP503A 6 2007 17.67

激光打印机 HP1020 1 2007 1.28

电冰箱 容声BCD-173GA 1 2007 1.7

电子刺激器 JL-C4 7 2007 19.6

电子反应时测定仪 DFY-1 2 2007 3.0

电子反应时测试仪 FYS-I型 4 2013 5.6

电子背力计 BCS-400 2 2007 2.6

电脑心肺复苏模拟人 KAS/CPR500型 1 2007 15.0

电针治疗仪 G6805-I 2 2007 3.6



笔记本电脑 联想昭阳E40-80 1 2017 4.67

脑干内部结构及传导模

型
* 2 2007 7.36

腰椎牵引治疗床 YHZ 1 2007 21.0

药物导入电疗仪 LF-2型 2 2007 6.6

血红蛋白仪 Hb-1002型 1 2007 1.5

解剖系统模型 * 1 2007 3.22

足肌附主要血管神经模

型
YLM/A11309 1 2007 1.29

运动生理实验台 * 8 2007 24.0

运动解剖实验台 * 8 2007 24.0

骨杠杆、骨关节分类模

型
* 2 2007 3.18



8.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是人类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体育学科体

系和专业设置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该专业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备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竞赛和科研能力的专业人才，他们能够从事武术、传统体

育养生以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是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对象。在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和储备高素质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对于建

设体育强国和文化强国至关重要。这也是推动全民健身、构建健康中国以及乡村

振兴等重要国家战略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该专业不仅可以为国家和地方培养

和输送出色的运动员后备人才，还能为业余体校、俱乐部以及中小学培养高素质

的教练员和教师。同时，它也能为政府和社会培养新时代具有文化管理能力的人

才，为国家和地区的体育、文化和民俗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因此，

专业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 

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内江师范学院就位于四川省东南部的内江市。同

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个重要极点——成渝经济区的核心。内江市是交通运

输部规划的国家公路运输主枢纽之一，同时也是四川省第二大交通枢纽和西南陆

路交通的重要交汇点，它在成渝经济区中扮演着中心城市的角色。随着成渝铁路

客运专线的全面贯通，内江也成渝“半小时经济圈”的一部分。同时，内江师范

学院是四川省西南五市中唯一的师范类院校，肩负着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学院

增设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既能够弘扬四川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为乡

村振兴等工作提供了支持和服务。此外，该专业还能为这些地方培养、储备和输

送所需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以满足当地的需求。 

经过三十五年的发展，我校体育学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优势。目前，我

院拥有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两个本科专业，并且建立了教育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峨眉武术传承基地、四川省峨眉武术文化普及基地、峨眉武术文化学

院等 8 个省部级平台。这些平台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等方面为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国家高等学校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学科设置要求以及四川省的发展

规划，结合内江师范学院学科专业发展战略规划，我们提出了增设武术与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的申请。这个举措旨在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学科范围，满足社会的需求，

并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我们相信，通过增设这一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加



强对传统体育的研究和传承，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专业人才，为民族传统体育事业

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增设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必要性 

1、落实新时代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体育强国、文化强国、健康中国等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全民健身工程

等是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要求，要在民族地区大

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整理、教学、科研、训练和比赛等工作。这将推

动民族地区的体育产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助力实现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

同时，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民族传统体

育事业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至关重要。在国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大背景下，四川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发展，并全力支持峨眉武术及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的发展。然而，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在挖掘、整理、推广和普及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方面仍然相对滞后，缺乏实践基地和科研团队，这导致传统体

育项目面临着危机。因此，为了保护优秀的地域传统文化，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

发展， 我们亟需增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并培养相关专业人才。这样的举措将

有助于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和保护，推动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和发展。通

过培养专业人才，我们能够满足民族地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需求，为地区的发展

提供有力的支持。满足四川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需求。 

2、满足四川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需求 

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因此，培养武

术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是保护和传承优秀文化的根本要求。特别是峨眉武术

作为中华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四川省的重要文化名片，然而峨眉武术的发展

仍然滞后。同样，峨眉武术与其他具有四川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一样，成为备受

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然而，目前学校、社会团体在武术教学和非物质文

化传承方面面临严重的师资短缺问题，也影响了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因此，

增设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专业的武术和民族传统体育师资，可以有效

满足四川省及周边地区对这方面专业人才的需求。通过加强专业的教学和研究，

提升教育质量， 我们能够有效地促进峨眉武术及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

和发展。这样的举措将为四川省和周边地区提供充足的师资力量，为武术和民族



传统体育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并推动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3、满足四川省对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竞技训练人才的需求 

四川省重视中华武术的传承发展，并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了推动武术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 四川省印发了《四川武术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要求

构建以四川武术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为主线，并加强武术文化、武术教育、武术竞

赛等关键领域的推进工作。然而，四川省各体育运动学校、民办武校及青少年培

训基地的专业师资十分缺乏，严重影响武术训练的水平和质量。增设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将能够满足川渝地区对武术竞技训练人才的需求。通过培养专业人

才，可以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提升业余武术训练的水平，进一步推动武术竞技

的发展。这样的举措将有助于加强川渝地区的武术训练体系，提升整体竞技水平，

同时也为中华武术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4、满足四川省民众对武术健身指导人才的需求 

随着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逐步增多，人民群众通过健身促进健康的热情日益高涨。为了进一步促进

全民健身的高水平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四川省体育局

于 2021 年 9 月起草了《四川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 年）》。该计划的

实施使群众体育活动日益活跃，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太极拳、健身气功、

射艺、空竹等逐渐融入全民健身活动中。然而，在实际的健身活动中，由于专业

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了群众参与运动项目的选择。全面

健身的快速发展与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开

设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可以为该领域输送专业人才，改善全民健身环境，进

一步促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这样的举措将为全面健身事业注入新的活力，满

足人民群众对健身项目的需求，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5、弥补四川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不足 

四川总面积 48.6 万平方公里，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四川常住人口 8300 多万

人， 辖 1 个副省级市、17 个地级市、3 个自治州，包括 54 个市辖区、17 个县

级市、108 个县、4 个自治县。在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四

川正处于体 育、文化、乡村振兴、全民健身等事业高速发展的关键期，然而，



四川省在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和研究方面存在不足。目前，四川省

仅有成都体育学院、西华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开设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这远

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

成为四川省急需的本科专业之一。因此，加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培养与

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增加该专业的开设，引进更多优秀师资和专业资源，可以满

足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提高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水平，推动四川省在

体育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二、增设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可行性 

1、扎实的办学基础 

经过三十五年的发展，我校体育学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优势。目前，学

院下设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两个本科专业。我们曾承担四川省首个

“体育教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基于职业胜任取向的师范生整合

式教育实习模式”项目等近 100 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教改课题。体育教育专业的办

学水平一直位于四川省地区的前列， 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就业率保持在 94%

以上。2021 年，经过师范专业认证审核评估，我校师范类院校在四川省排名第

一。作为学校的拳头项目，“峨眉武术”成为学校的特色和亮点。经过多年的积

累，我们申请了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峨眉武术传承基地、四川省峨眉武术文

化普及基地、峨眉武术文化学院等 8 个省部级平台。我们设立了峨眉武术及峨眉

养生与健康两个教研室，并开设了大学体育-峨眉武术选项、峨眉武术、射艺、

空竹、舞龙舞狮等课程。此外，学院已与近 100 家单位签订了“峨眉武术文化传

承合作单位”协议。其中，包括了“高等教育合作单位”、“基础教育合作单位”、

“协会合作单位”等系列峨眉武术平台。这些平台为武术的教学、训练、科研和

推广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开设奠定了坚实的办学

基础。 

2、完备的师资条件 

目前，学院拟构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教师团队中，有 28 名专任教

师，4 名兼职教师。其中，包括 8 名教授、8 名副教授，2 名博士生导师、3 名硕

士生导师，8 名博士，以及 2 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同时，教师团队中还有 1 位四

川省体育学科学术带头人、1 位国家一级运动员、1 位国家级武术裁判、4 位国



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2 位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和 5 位国家二级武术运动员；从

事武术套路教学的教师有 10 人，从事武术健身养生教学的教师有 4 人，从事武

术散打教学的教师有 4 人。此外，我院还有 30 多位从事有关民族传统体育教学、

训练和研究的教师。他们分别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成都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

院、武汉体育学院、西南大学、西安体育学院以及四川师范大学等全国著名的体

育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学院的教师们展现出了高度的敬业精神、

良好的技术技能和丰富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他们构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

优良、业务精干、富有活力”的师资队伍，完全能够满足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本科教学目标与要求。 

3、丰硕的科研成果 

近年来，峨眉武术及养生教学教研团队一直致力于四川武术及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的研究。他们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获得了 3 项省级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20 项省（市）级科研课题和 10 余项省（市）级教改课题。团

队成员还发表了 80 多篇武术学术论文，并出版了 5 部专著和教材，其中包括 3

部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专著。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他们的成果得到了认可。团队

曾获得省（市）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和二等奖一项。这种良好的科研氛围和

浓厚的学术气氛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实践经验 

4、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实践经验 

学院坚持着“立足四川、面向西南、辐射全国”的高校体育人才培养和输送

的理念， 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成才，以培养具备创新应用能力的新时代

文化体育人才为目标。通过学习、训练、比赛和传承相结合的方式，注重理论研

究与技术技能的融合，学院努力创建科研平台、实践基地和推广平台，为各行各

业输送了大量优秀的武术专业人才。此外， 学院在武术竞技人才的培养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果。近年来，指导学生参与四川省高校武术比赛等省级及以上竞赛获

金银铜牌 500 余枚；近 7 年均获得四川省大学生武术比赛金牌总数第一，团体一

等奖。少儿武术培训基地，平均每年向省武术队输送 3 名队员；输送的队员中，

易海龙、龙骄尔分别获世界搏击冠军、世界武术冠军。展现出学院在武术领域的

强大实力和影响力。 



5、构建武术科研、实践平台 

在 2002 年，“内江市青少年儿童武术训练基地”正式授牌，并且成功输送了

大量的武术专业人才，形成了稳定可靠的武术后备人才梯队。随后，在 2008 年，

峨眉武术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一步凸显了其

重要性和独特价值。2014 年， 峨眉武术成功申请成为四川省峨眉武术文化社科

普及基地，为峨眉武术的文化传播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随后，2018 年，峨

眉武术还成功申请成为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进一步提升了其在文

化传承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力。进入 2022 年，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确定内江师范

学院为省级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的传承人研修培训基地， 这

标志着内江师范学院在峨眉武术文化的挖掘整理、学术研究和传承推广方面具有

重要的贡献和地位。这一系列的成就为峨眉武术文化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并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构建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6、广泛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生源 

近年来，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考生的数量持续增加。2023 年全国体育

单招、高水平运动队报名总人数达到了 57597 人。其中，报考武术套路项目的人

数为 3168 人，报考武术散打项目的人数为 1410 人；较 2022 年共增加 210 人（武

术套路 73 人、武术散打 137 人）。2024 年体育单招、高水平运动队及足球运动

专业招生报名总人数达到了 63725 人，报名人数首次突破 6 万人大关。其中，报

考武术套路项目的人数为 3353 人，报考武术散打项目的人数为 1523 人；较 2023

年共增加 298 人（武术套路 185 人、武术散打 113 人）。此外，各区县体校、市

体校和体工队每年都培养大量的武术专项运动员。在西部地区，这些考生在文化

课程上与外省考生竞争时并不具备优势。因此，对于这些考生来说，选择申请我

校的武术专业无疑是他们获得大学教育的首选途径。 

三、专业筹建情况     

1、具备优良的师资队伍 

我们专业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经验丰富、教学水平较高且具备较强科研能力

的师资队伍，涵盖了各个职称、学历和学缘。现拟构建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教师团队中，有 8 名教授、8 名副教授，2 名博士生导师、3 名硕士生导师，8

名博士，以及 2 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同时，教师团队中还有 1 位四川省体育学科



学术带头人、1 位国家一级运动员、4 位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 位国家级武

术裁判、12 位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和 5 位国家二级武术运动员；从事武术套路教

学的教师有 10 人，从事武术健身养生教学的教师有 4 人，从事武术散打教学的

教师有 4 人。此外，我院还有 30 多位从事有关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和研究

的教师。他们毕业于全国著名的体育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如北京体育大学、成都

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西南大学、西安体育学院以及四川师

范大学等。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教师们展现出高度的敬业精神、良好的技术

技能以及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我们的师资队伍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业务精干，

充满活力。他们完全有能力满足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教学目标与要求。 

2、具有良好的教学条件与实践基地 

内江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具备良好的体育运动场馆设施和实验室，能为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学、训练、科研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学校丰富的教学资源

与硬件设施、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相关学科的合作与资源共享，能够为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条件。此外，学院已经落实了内江市

青少年儿童武术训练基地、内江一中、内江十一小、桐梓坝小学、内江十小、内

江三中、遂宁第七中学、安岳中学、成都青白江中学等等实习期地，为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长期进行各级各类体育运动训练实践提供保障。 

3、制定了完善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主要课程教学大

纲 

经过 30 年的教学实践和经验积累，内江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在 2021 年通过了

师范专业认证，具备了培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的条件和能力。为了办

好这一专业，学校不断组织专业教师进行考察，深入了解该领域的办学经验、人

才市场需求以及招生和就业前景。教师们参访了北京体育大学、成都体育学院、

内江市体育局、峨眉武术教学实践基地以及一些中小学和政府部门，从中学习借

鉴，为专业的发展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这个方案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的中长期发

展规划，紧密对接社会需求，明确了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特别突出了武术

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通过制定专业能力矩阵、优化课程

设置和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学院为办好这一专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方案的制定充分考虑了行业的实际需求和学生的发展需求，旨在培养具备实



践能力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学院将继续不断改进和完善人才培养方

案，紧密关注行业发展动态，不断优化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以确保学生能够获

得高质量的教育和培养， 迎接未来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挑战。 

四、社会需求情况 

增设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是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需要的举措，也是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和推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紧迫需求。作

为一项拥有悠久历史、内容丰富、具有显著健身功效和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

武术已成为人们健身的首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健

康的关注程度也日益增加。武术及其教育所具备的优势和价值，使得对相关人才

的需求也大幅增加。近年来，国家对中国武术项目的支持不断加强，群众对武术

项目的热爱度不断提升，武术作为国粹在国内外的展示平台上扬名，各类武术赛

事蓬勃发展。这些都凸显了武术运动在当今世界的魅力，对于武术在国内外的发

展和国际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地域前景来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在四川省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四川省位于中国大陆西南腹地，被誉为“天府之国”。拥有 48.6 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和 8300 多万的人口。四川素有崇文尚武的传统，历史悠久。随着社会的不断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体育健身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因此，内江师范

学院增设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满足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需

求，培养相关专业人才，推动武术事业的发展以及传播国粹都具备重要的推动作

用。这一专业的设立将有助于提升学院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为学生提供广阔的

就业前景，为四川省乃至整个国家的武术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