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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万刚等

Abstract The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bears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sports talents，and the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and challenge，these new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are new propositions put forward by internat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trends such as scientization，industri⁃
alization，popularization，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it is the new requiremen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Healthy China and a
leading sport nation in the new era，and it is also the new demand of sports talents' diversification and high quality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lents and the social demand，and the key to the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the changes of China’s sports professional catalogue，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ports major，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situation and challenge faced by the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is embodied in：Taking the OBE concept as the guidance，accurately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on⁃
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alty；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ooperative and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model，establish a characteristic curriculum
system，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eam and strengthen the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of major construction.
Key words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 major；first-rate major

我国体育高等教育面临形势与挑战及对体育类专业建设的启示

吕万刚 1，季彦霞 2

摘要 体育高等教育承载着体育人才培养的任务，我国体育高等教育面临科技化、产业化、大众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体育发展趋势

提出的新命题，新时代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提出的新要求，以及体育事业发展对体育人才多元化、高质量的新需求等带来的形势与

挑战。体育类专业建设是体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结合我国体育类专业目录变迁、高校体育

类专业建设现状和问题的分析，我国体育高等教育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对体育类专业建设的启示体现在：以OBE理念为指导，准确把握体育类专

业建设发展方向；清晰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特色化的课程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专业建设质量

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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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PE In the New Era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主旋律。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显然，实

现人才培养提质增效，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新时代体育高等教育面临国际竞技体育发展趋

势、国家战略以及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体育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改革才能适应我国

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类专业建设是体育人才培养

的基本单位和载体，是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

需求的结合点，是实现体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环节，事关体育高等院校的生存和发展。多年来，

体育类专业一直致力于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断加强建

设和发展，然而目前依然存在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

节等问题。体育学类专业如何以“一流专业”建设为

目标、以国家战略、体育事业发展等需求为导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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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突显特色，是新时期体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1 我国体育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我国体育高等教育肩负着体育人才培养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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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高校应把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作为

一流大学建设的首要指标[1]，而人才质量的重要评判

标准为是否符合社会需求。因此，分析我国体育高等

教育发展面临国际国内体育发展的形势与挑战，进而

厘清国家、社会对体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是体

育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逻辑起点。

1.1 国际体育发展趋势的新命题

新时代的中国体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2]，交织着新冠疫情的

影响，深受国际体育发展外部环境的影响。（1）体育的

科学化是体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主要表现为体育的

科技含量日益增加和体育治理的数字化。竞技体育

科技化体现在竞技体育科学训练、国际赛场高科技竞

争环境等，科技化水平甚至成为竞技体育决战胜负的

关键法码。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是对运动员

身体极限的挑战，也是对国家科学技术实力的考验；

数字化发展不仅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趋势[3]，也是

体育治理现代化的支撑。另外，科技含量也是决定体

育产业产品国际化竞争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2）体

育产业化是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体育产业发

达的北美、西欧等，体育赛事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和带动就业、旅游等相关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已形成

以体育赛事为核心的完整体育产业链。体育对 GDP

的贡献率发挥着比许多传统经济部门更为重要的作

用[4]，未来体育产业将成为四大产业之一，成为支柱产

业。（3）体育大众化是全民健身的终极目标，也是体育

发展的根基。体育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大众体育发

展，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健康倍受威胁，经济发展、体

育产业遭遇重创，大众体育是人类健康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政府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手段。

另外，新时代体育大众化发展呈现新的特点，体育活

动方式发生颠覆性改变，由现场参与转变为线上互

动，户外休闲体育运动倍受崇尚。（4）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对体育国际化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体育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与场域。以完善体育外

交体系为途径，以参与职业体育国际赛事为桥梁，以

构建“一带一路”体育融合发展体系为特色，以提高体

育国际话语权为重点，在塑造国家形象、提高国家影

响力、提升参与国际体育治理能力、促进国际关系建

设等方面赋予体育人才培养和体育高等教育新使命。

然而，国际化体育人才培养面临学科与专业建设不完

善、实习渠道不畅通等困境[5]。显然，以体育学专业建

设为抓手，强化体育人力资源的高质量输出，是促进

体育科学化、产业化、大众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部

署所向，是实现中国在体育高等教育领域发挥大国担

当的目标所需。

1.2 国家战略布局的新使命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需要体育强有力的支撑，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成为

推动中国体育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健康产业有望

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蕴含巨大潜力[6]，而运

动健康产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快发展运动

健康产业，是建设健康中国、衍生体育产业链的必然

要求，其中健身休闲运动产业和体育医疗康复产业是

运动健康产业发展的重点。2019 年 9 月，《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正式发布，从顶层设计明确了体育强国建

设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加强对

外体育交流等 5 大战略任务[7]，强调学校体育教育应

注重提高青少年身体素养，促进健康行为习惯的养

成。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要求通过发挥体医融

合、体教融合的作用，以解决全民健身参与不足、效果

欠佳等问题，使中国体育发展补短板、强弱项[8]，真正

达到全方位提高。

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战略从宏观高度勾勒出体育

的多维价值，将体育与人类健康紧密相连，包涵竞技体

育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超越自我的竞技精神的巨大魅

力；“以体育人”，宏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全民

对阳光、向上、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通过发展体育产

业实现经济增长；通过传播体育文化建构中国特色体

育话语体系[9]。国家战略总体上强调了发挥体育在促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为体育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提出了要

求。体育高等教育要拥有一流的视野和高度、一流的

情怀和胸襟、一流的勇气和担当[10]，承担起体育保健、

运动康复、体育旅游、休闲体育、体育社会指导与管理

等专业人才培养的重任，助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

1.3 体育事业发展的新需求

国家战略规划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宏观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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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点领域，体育事业各个领域发展的新方向、新特

征和新趋势进一步明确了体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

具体要求。《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

版）》首次提出发展学生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

括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11]。高中课程标准

的变化均围绕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进行，体育与

健康课程成为高中最多学时的学科，“必修+自选”模

式使学生掌握更为丰富的运动技能，围绕核心素养指

标，注重学业质量的分级评价。《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

课程标准（2022年版）》也提出义务教育阶段要重点发

展学生体育学科三大核心素养，增进学生身心健康，

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全面进入

核心素养时代[12]。以核心素养为核心的基础体育教

育改革，要求体育高等教育体育教育专业、运动训练

专业等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转变观念，从“重技术教学”

向“重核心素养培养”转变，以核心素养为纲，进行相

关专业知识体系、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手段及教学评

价的改革设计。

竞技体育发展聚焦于影响竞技成绩提高的核心

因素，呈现训练恢复科学化、训练康复前移化、训练观

念创新化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需要体育高等教育为

竞技体育发展培养运动训练、运动康复、体能训练及

其他相关人才，包括一流教练员、专业体能训练师和

康复师等高科技专业人才，这是竞技体育训练科技

化、现代化的支撑力量。

以《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关于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政策文件

的发布为标志的全民健身战略进入深化实施阶段，健

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进一步推动大众

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全面平衡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

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战略的顺利实施，有赖于体育高

等教育在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等专业人才

培养方面明确培养目标，培养优秀的全民健身服务人

才和指导人才。

体育产业发展呈现新趋势：运作模式由政府运作

走向市场化运作，从价格优势走向品牌优势，由精英

体育走向大众体育，大战略由国内走向国际化，体育

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等其他产业相融合。体育产

业发展需要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体育旅游、休闲体

育、运动康复等全方位、多样化的专业人才，需要体育

高等教育重点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力度，着重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

2 体育学类本科专业目录变迁、开设现状及

建设任务

专业是高校履行人才培养职能的基本单位，专业

建设质量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决定人才培养的社会满

意度，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13]。多年来，体

育学类本科专业目录的变迁、高校体育类专业的开设

情况以及国家一流专业评审结果显示出体育类专业

回应社会需求的建设与发展现状。新时期，面向国

家、社会需求，建设一流专业，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体

育类专业的根本任务。

2.1 体育学类本科专业目录变迁

体育学类本科专业目录是高等学校体育学科教

学资源配置的体制性依据，规定高等学校体育学科专

业设置范围和体育课程的开设[14]。高等学校体育类

专业目录的调整，对体育科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影响

深远、意义重大。从 1963年《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

到 1998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再到 2020

年体育类专业目录的更新，历经 1993、1998和 2012年

3次调整，共 6次更新，从 2012年 7个专业增加到 12个

专业（见图 1），其中运动康复和运动能力开发专业可

授理学或教育学学士学位。半个多世纪以来，体育类

专业目录的变迁清晰地显示出我国体育学类本科专

业的衍生、整合、迭加、演变、新生的历史进程。高校

体育学类本科专业在这个演进进程中不断调整设置

布局以适应体育事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对

体育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同时为我国高等院

校体育学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图1 体育学类本科专业目录变迁（1963—2020）
Figure1 The Chan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Pro‐

fessional Catalogue（1963—2020）

2.2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学类本科专业建设现状

2017 年至今，新增体育类专业 6 个，呈拓展态势

（见图 2）。（1）以增量促发展，2017年，武汉体育学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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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增设体能训练专业，同年北京体育大学、张家口学

院增设冰雪专业，目前开展体能训练专业和冰雪运动

专业的高校分别已达 10 个和 11 个，为各项目奥运备

战提供科技服务和优秀人才培养。2018年，上海体育

学院和山东体育学院分别首次增设体育旅游专业和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目前开设院校均增至 6个。

（2）以创新提质量。为确保专业人才培养能力和质

量，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采取校企合作专业共建

形式，与邦尼集团有限公司达成专业共建协议，共同

筹建山东体育学院国际电子竞技学院。2018年，北京

体育大学首次开设智能体育工程专业，该专业属于体

育学科与现代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交叉学科；

2020年，上海体育学院首次增设运动能力开发专业，

是对人体运动或训练过程中综合运动能力进行测量、

分析与调控的科学体系，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融合特

征。专业通过招生来源的改革与培养方案的创新结

合，在继承体育学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吸纳、融合并延

伸运动训练、体育教育、体能训练、运动人体科学等传

统体育学专业中割裂开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主要就业

方向为职业联赛俱乐部、高水平运动队和社会体育机构。

图2 新增专业及开设学校（2017—2020）
Figure2 New Majors and Schools with New Majors（2017—2020）

近年来，除新增专业发展较快以外，其他体育类

专业设置及布点也发生了诸多变化。2012年，体育类

专业目录中 5个专业的布点数量均减少，其中运动训

练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因为是国家控制布点

专业，有其控制招生规模的必然逻辑，而运动康复和

休闲体育专业作为 2012年新增特设专业，实现了跨越

式翻倍增长（见表 1）。特设专业中运动康复专业增速

最快，在体育类专业的对比中排名第一，部分医科类

大学也开始设置该专业。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高校

体育类专业供求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对体育类

专业人才的需求变化。

2019—2021 年国家一流专业评审结果显示，124

所高校的 163个体育类专业被评为国家一流专业建设

点，反映出我国体育类专业建设的总体水平。其中体

育教育专业 61个、运动训练 24个、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专业 23个；获批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一流专业占该

专业总布点数量的比例最多（30%），其次是运动人体

科学（27%）和运动训练专业（26%）（见表1）。可见，传

统专业建设普遍较好，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

建设水平有待加强。
表1 体育类本科专业目录变化（2012—2020版）及专业布点情况一览表
Table1 A List of the Changes in the Catalogue of Undergraduate
Majors in Physical Education（2012—2020）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pecialties

专业代码

040201
040202K
040203

040204K

040205
040206T
040207T
040208T
040209T
0402010TK
0402011TK
0402012TK
0402013T

合计

2012版
专业名称

体育教育

运动训练

社会体育指
导与管理

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

运动人体
科学

运动康复

休闲体育

2015年
布点
数量

317
91
273

51

30
42
48

852

2022版本

专业名称

体育教育

运动训练

社会体育指
导与管理

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

运动人体科学

运动康复

休闲体育

体能训练

冰雪运动

电子竞技运
动与管理

智能体育工程

体育旅游

运动能力开发

2022年
布点
数量

261
89
242

43

26
85
92
10
11
5
2
6
1
873

国家一
流专业
数量

61
24
23

13

7
7
9
1
1

占
比/%

23
26
10

30

27
8
10
10
9

2.3 体育类专业建设的现实问题

（1）体育类专业设置缺乏对学科方向的凝练。当

前专业建设中，许多专业对比本校学科布局和发展而

言方向并不明显，尤其是特设专业和新增专业布点忽

略了专业建设应有的学科根基和支撑学科建设的任

务。（2）专业建设理念与实践脱节。高校体育类专业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教与用未有效对接[15]，这

是由专业建设理念以及各环节设计脱离实际的教育

教学环境所造成，如专业建设仍是单纯学科导向而不

是产出导向；实践课程设计薄弱、教学理念方法与时

代脱钩等。（3）专业建设整体质量不高。培养目标同

一化、课程体系总体不完善、课程设置特色不明显、师

资队伍缺乏高层次人才等，这些问题都要求高等学校

体育专业教育立足战略层面，加强专业建设改革的顶

层设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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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体育类专业建设的任务

加强体育类专业建设，建设一流专业，是体育高

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一方面，通过专业建设促进高校

双一流建设，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应然价值取向，也

是体育高等教育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内涵式发

展方向；另一方面，为国家、社会培养高质量体育人

才，是体育类专业建设的重点任务。

围绕“双一流”的 3个核心要素，即建设一流师资

队伍、培养一流人才、培育一流科研成果，对体育一流

专业建设提出明确要求：秉承先进产出导向理念，紧

密联系实践需求进行专业建设；不同高校应根据自身

优势科学合理配置资源，支持专业建设与发展；专业

建设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通过凝练学科方向，承担

人才培养的任务来支撑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要着重打

造特色，并注重创新创业教育以及实践教学环节设

计，以一流课程建设作为支撑，打造“金课”，共同提升

高等教育体育人才培养质量。

3 对体育类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启示

随着体育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为适应国际

体育发展趋势，满足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战略和体育

事业发展对体育类专业人才日益多元化、高质化的需

求，规避体育类专业建设中的问题，提高专业建设水

平，体育类专业建设始终应以需求侧分析为依据、以

先进人才培养理念为引领、以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先

导、以课程体系建设为核心、以教学团队建设为保证、

以专业教学管理为平台，实现高质量发展。

3.1 以OBE理念为指导，准确把握体育类专业建设

发展方向

专业建设要定位服务国家、社会与学校自身发展

的“契合点”，整合资源，精准发力，以《高等学校体育

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简称《体育专业国

标》）为基础[17]，从学科建设的整体观、全局观、战略观

角度，顺应国际体育发展趋势，面向健康中国、体育强

国等国家战略任务和重点，以及体育事业发展的需

求，遵循“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引领

体育类专业建设方向。（1）向大体育、大健康方向发

展，根据国家战略对体育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人

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提升体育学科服务社会的能

力；（2）走体育+、+体育的融合发展道路，在学科交叉

创新实践中逐渐培育比较优势，形成学科专业特色。

医科类、旅游类、工科类等与大健康产业、体育旅游、

人工智能等人才培养相关高校应发挥学科优势，积极

参与运动康复、休闲体育、体育旅游和体育智能工程

等专业建设，或与体育类高校、企业合作共建专业。

3.2 清晰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体育类专业人才目标定位要以健康中国、体育强

国、体育事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细致精准定位各专业

的人才培养目标，突出不同类型学校、不同专业的特

色，避免人才培养趋同化。目前，以培养中小学体育

师资为主的体育教育专业是建立与发展时间最长的

体育类专业，其人才目标主要是三基教育。但随着基

础教育改革方向的变化，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应转向学生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重点培育中小学师

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相关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使学

生明确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在新时代基础教育中的地

位、内容、方法和手段等。另外，对于不同类型学校，

体育院校与综合院校的培养目标定位应各有侧重，如

体育教育专业，综合院校的培养应根据学科优势有所

侧重，在体育院校则可以发挥技术的竞争优势，着重

打造体育教育专业运动项目教育特色。

3.3 构建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坚持开放办学理念，是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体育人

才的必然要求。专业建设要面向行业和企业需求，立

足地域资源优势和学校学科优势，使体育人才培养高

度契合社会需求，构建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以

校企合作、体教融合为抓手，依托学校多类型社会实

践基地和在线开放课程平台，通过资源共享、专业共

建、课程共创、师资共培、项目共研、就业共助等协同

互助的具体方法，建立以高校为核心，由社会、企业、

教师、学生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体育专业人才培养

治理新格局。进一步密切各专业与社会的联系，积极

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合作，共同修订培养方案、开

发特色课程、组织实施专业实践，构建协同育人的新

机制，同相关企业、体育系统专业队等建立良好伙伴

关系。通过进一步优化合作环境、培养方案、师资结

构、实践项目等，让学生在静心潜学的基础上积极行

动，走出校园参与职场实践，让学生在“学中思、思中

做、做中学”；通过兴趣小组、志愿者服务、创新创业

等，让学生“走”出去。另外，通过课程思政教育完成

为国育才、为党育人的目标。

3.4 建立特色化的课程体系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延伸和落脚点，课程设置

的合理性和实施的有效性与人才培养质量直接相关。

体育学类课程建设应以《体育专业国标》为基础，结合

本校专业办学条件特点和本地社会需求，确定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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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素养相关核心知识体系[18]。

（1）构建有重点、有特色的课程体系。通识教育

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等总体框架的设计要

完善且有层次；通识课程的设计具有人文性，体现多

元知识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且突出思政课程设计以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课程体系建设要以专业教育课

程中的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设计为重点。

专业基础课程体现以学科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方式，而

专业核心课程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化人才培养方

式。打造特色是建设一流课程的关键，依据本校学科

优势，依据《体育专业国标》“3+X”的灵活性空间突出

专业核心课程特色，如在体育强国背景下，体育教育、

运动训练专业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设计可将冰雪运

动相关课程纳入专业核心课程的“3+X”项目，以体教

深度融合助力冰雪项目普及。

（2）以 OBE理念为指导，将课程提质贯穿课程目

标、内容和教学方法、手段的改革中，落实教育部“关

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对课程建设的指

导，加强一流课程建设。产出导向的课程设计应以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为总纲，以学生毕业规格要求为导

向，从支撑专业建设角度，对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

学内容组织、教学评价等进行总体设计。1）课程目标

要对标专业培养目标中对毕业生培养规格的要求；2）

课程内容要突出高阶性，从研究教师教什么转变为研

究学生需要什么，依据职业岗位群应具备的能力选择

支撑度强、实用性、前沿性的内容；3）注重综合应用多

媒体、网络、现场教学多元化教学方法和手段，从研究

怎么教转变为研究学生怎么学，从教师教多少转变为

学生学了多少、学会多少、能应用多少，利用翻转课堂

等混合教学方法将线下与线上资源进行有机结合，给

学生创造自主式学习环境。教学评价的主体、类型、

内容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改变教学评价的单一评价功

能，充分利用评价结果的诊断、反馈、改进功能，形成

教学质量不断提升的闭环。

3.5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专业人才队伍是建设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的核

心保障，包括专业负责人以及课程思政团队、基层教

学团队和支部等，应从质量、数量和保障方面加强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质量方面，高尚的师德师风、学术

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是基础，团队要牢固树立“师德

为先”的理念，具备优秀的教学设计与组织等教授能

力、教学资源建设与利用能力、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

学历和教学经验、教书育人的综合素质等。数量方

面，由于体育学类专业教学具备特殊性，专业技能类

课程需要实行 20～25人小班化教学以保证教学质量，

故对承担运动技能课程的教师比例提出较高要求，因

而专业师资在数量上应符合体育高等院校师生比标

准的要求。政策、制度保障方面，应建立有利于教师

发展的培养、考核、评价、奖惩等政策制度，健全优秀

教学团队的培养机制。建立师资队伍培养制度，健全

基层教学组织，注重教学领军人才培养，鼓励青年教

师进行深造和学习；建立教学研讨制度，尤其激励技

术技能类教师进行相关学科理论学习，鼓励其参与相

关领域高水平的学术交流，补其理论短板；鼓励师资

队伍拓宽研究领域，以满足未来体育学科和其他学科

交叉融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建立教授为本科生

授课的硬性制度，尤其强化教授对专业核心课程的负

责制，充分发挥教授治学的作用，形成结构合理、整体

素质高的专业教学团队。另外，利用考核、评聘制度

的设计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潜力。

3.6 强化专业建设质量保障体系

强化专业建设质量管理，完善教学运行、评价与

监控体系，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的保障，也是师生成长

的需要。在运行上，建设智慧教学平台，强化科技引

领，进一步深化信息化教学改革，如利用智慧教学管

理平台，打造一流课程申报、评审、运行管理，加强优

质课程、思政课程建设。在评价上，重点关注课程内

容能否支撑课程目标，每一堂课的课程思政如何体

现；术科课程强调过程评价，优化评价内容提高评价

效果；以评价教师为抓手，对出现问题的教师进行追

踪式评价。在监控上，重点关注人才培养质量，针对

学生近 3年的就业率、升学率、竞赛成绩、创新创业、参

加国家级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等情况，加快制定标准，

建立人才培养质量监控的闭环。可以委托第三方进

行人才培养质量全过程的质量监控，对毕业生近期

（当年毕业生）、中期（毕业五年）的就业满意度、收入、

就业岗位适应性、工作与专业相关性等进行跟踪调

查，形成数据反馈，可作为专业建设深化改革、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依据。

4 结 语

多年来，作为体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龙头，

体育类专业经历了历史变迁，在不断建设发展与完善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社会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同时

在促进高等院校的体育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未来，体育类专业建设要实事求是地从学校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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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国家、社会人才培养实际出发，以产出导向的

先进教育理念为指导，通过凝练学科专业建设方向优

化专业布局、制定科学的发展目标、建设一流课程、打

造优秀专业人才队伍、完善适合学科专业建设的质量

保障体系等，持续开展学科专业建设，推进体育高等

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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