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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尧实地调查法尧专家咨询法及逻辑分析法袁以全国 55 所开

设有休闲体育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为研究对象袁对其培养目标尧课程设置尧教材建

设尧实践教学和评价进行研究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高校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

的发展策略院应根据社会需求和岗位特点科学构建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曰确
立专业特色鲜明尧有区分度的人才培养定位袁明确和细化人才培养目标曰以发展运

动项目产业为抓手袁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曰重视培育专业师资队伍袁加快本土化

教材建设步伐曰加大实践教学改革力度袁构建野融入递进式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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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survey,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logical anal-

ysis and taking the 55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have leisure sports undergraduate program,

as the subjects, the paper studies their cultivation objectives, the curriculum, textbook construction,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leisure sports tal-

ent cultivation for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e.,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ing leisure sport tal-

ent cultivation mode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needs and post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ing a talent cul-

tivation orientation with distinct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grees of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the clear and detailed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developing the sport industry and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teaching materials; stepping up the reform efforts

of teaching and forming an integrated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

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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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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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5 日袁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叶关于

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性意见曳渊以下简称

叶意见曳冤袁 其中将发展 野健身休闲重点运动项目产

业冶列入重点突破领域袁并提出野加强人才保障袁培养

各类健身休闲项目经营策划尧运营管理尧技能操作等

应用型专业人才冶袁该叶意见曳的出台为重新思考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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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类型 高校名称 休闲体育专业培养目标表述 
综合类院校 湖北大学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休闲体育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有休闲运动项目专长，且能把握休闲体育活动规

律和洞察休闲体育市场变化，能从事休闲体育指导与服务、经营与管理、策划与设计、科学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应

用型专门人才。 
师范类院校 杭州师范大学 培养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意识，掌握休闲体育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能够从事休闲体育服务业和健身

指导，休闲体育指导、体育旅游项目开发、休闲体育产品策划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体育类院校 武汉体育学院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休闲体育经营与管理、项目研究与规划、产品策划与设计、活动指导与推广以及相

关专业方向学校教学工作，具有较强休闲体育运动技能、懂经营、擅管理的应用型人才。 
 上海体育学院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系统掌握休闲体育基本理论，具备休闲体育项目指导、策划与组织能力，并能够在休闲

体育俱乐部、体育旅游及高尔夫等行业企业从事经营管理、市场推广工作的高素质人才。 
工类院校 常州大学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休闲健身教育和休闲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从事休闲体育活动组

织、指导与服务、休闲体育产品开发与设计、休闲体育市场开发、营运与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方向遥 2017 年

5 月 25 日袁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在体育运动项

目产业发展座谈会中强调把运动项目产业作为体育

产业的核心来抓遥面对新的形势和社会需求袁我国高

等院校如何全面审视和准确把握休闲体育专业人才

培养现状袁 及时梳理总结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袁明确人才培养定位和目标袁构建科学合理的课

程体系袁 提出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发展策

略袁为运动项目产业培养专业的尧高素质的人才袁是
我国高校休闲体育教育中面临的重要议题遥

运用休闲体育尧 人才培养尧 专业建设等为关键

词袁时间界限为 2007要2017 年袁在中国知网共检索

出与本研究相关的 130 多篇文献袁 对研究所涉及到

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重点分析遥登陆上海体育学院尧
北京体育大学和广州体育学院等 55 所高校的教务

处官网袁 从这些高校教务处官网和休闲体育系等部

门获取了全国 55 所高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等数据资料袁对这 55 所高校休闲体育本科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深入分析遥

利用参加 2017 年武汉休闲体育东湖国际论坛尧
2016 年江苏省休闲体育专业建设研讨会和 2016 休

闲体育产业与人才培养窑三亚论坛的机会袁深度访谈

了首都体育学院尧三亚学院尧杭州师范大学尧上海体

育学院尧南京体育学院尧湖北大学尧广州体育学院尧成
都体育学院等高校休闲体育的专家学者袁 深入了解

我国高校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尧 问题及改

革对策等遥

重点选取了上海体育学院尧南京体育学院尧武汉

体育学院尧广州体育学院尧首都体育学院尧武汉商学

院等 8 家高校为调查对象袁 对畅游体育等 14 家企业

进行实地走访考察袁 调查当前这些高校休闲体育专

业人才培养的思路尧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思路袁调查

了解相关用人单位对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

诉求遥

培养目标确定培养人才的专业方向和要求袁以
及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就业方向[1]遥 从表 1 可以看到袁
综合类院校在本科教育阶段较为注重发展休闲体育

专业学生全面的基础知识和人文素养袁 主要以培养

休闲体育技能传授的教学型人才和休闲体育活动管

理的服务型人才为主袁 同时综合类大学在本科教育

阶段也开始关注到休闲体育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遥
师范类院校则侧重培养具有职业道德和懂教育法

规尧了解休闲体育基础理论和体育教学方法理论尧掌
握特定运动项目技能的休闲体育专项教师或教练遥
较之综合类院校袁 体育类院校培养重点多聚焦于休

闲体育经营管理尧休闲体育活动策划组织尧休闲体育

运动技术指导 3 个层面袁 并且对学生必须掌握的运

动项目专项技能水平要求较为严格遥其它理工类尧财
经类尧 农林类等高校的休闲体育本科专业重视发挥

所在高校学科专业优势袁重新整合学科资源袁将优势

学科与休闲体育专业对接袁培养具有鲜明学科特色尧
能够服务于地方经济的休闲体育专门人才遥

表 1 我国部分高等院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我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发展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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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类型 高校名称 休闲体育专业培养目标表述 
理财经类院校 武汉商学院 培养掌握休闲体育学、体育管理学、健康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具备高端休闲运动技能指导、休闲体育活动组织策

划与管理、健身健康管理等实践能力，能胜任休闲体育指导与服务、活动组织与策划、休闲体育俱乐部经营管理、

健身健康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农林类院校 广东海洋大学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休闲体育发展所需理论与实践知识，能在我国沿海地区文化、体育、旅游、休闲等

企事业单位，从事休闲体育娱乐活动的指导、策划、组织与管理工作；具有服务休闲体育活动知识和能力的应用

型高级专门人才。 
艺术类院校 河北传媒学院 面对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掌握

休闲体育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能够在各级各类休闲健身俱乐部、体育公司、媒体、学校等单位从事休闲体

育项目教学、创编、表演、经营管理、市场开发以及体育传播、体育导游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独立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学院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系统掌握休闲体育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具有在休闲体育领域从事运动休闲

指导、休闲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并能进行个性化指导与服务，能从事休闲市场开发经营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专门

人才。 

 然而袁由于休闲体育专业办学历史较短尧高校设

点布局速度较快袁 在人才培养目标制定过程中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袁具体表现在院渊1冤人才培养目标不明

确遥 调查发现袁虽然我国休闲体育本科专业已走过了

近 10 年的发展历程袁但是我国学界对休闲体育概念

的内涵和外延仍不是特别清晰袁 在休闲体育专业学

生应该掌握哪些基础知识和具备哪些核心技能的问

题上袁每个学校认识的角度各异袁提出的标准不同袁
即使是已有学生毕业的高校也无法清晰阐明袁 长期

处于野军阀混战冶的状态遥 同时袁我国不少高校是基于

管理学尧经济学平台袁依托社会体育专业的培养框架

来设计休闲体育专业本科培养方案袁 社会体育专业

和休闲体育专业普遍存在着培养目标相似度较高的

问题袁 这导致了我国目前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呈现出野宽口径冶和野泛化冶的特征袁与社会体育专

业界限不明尧目标不清尧区分度不明显袁休闲体育的

专业特色不鲜明袁走向了一种野泛社会体育冶的人才

培养路线遥 渊2冤人才培养规格不清晰遥 虽然当前我国

高校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规格都涉及到了思想素

质尧文化素质尧专业素质和身体素质等方面要求袁但
对休闲体育专业要野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冶思考

不够袁 特别是对休闲体育区别于其它体育专业的核

心技能尧专业特长的研究不深袁不少高校的人才培养

方案不能充分突出行业岗位对技能的要求袁 对休闲

体育专业学生的专项运动技术等级尧 应考取的职业

资格证书也没有提出具体要求遥渊3冤人才培养规格滞

后于岗位需求遥 根据叶体育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袁国
家提出大力普及冰雪运动项目尧 提高冬季运动竞技

水平的方针袁 如何积极回应国家冬季运动项目改革

发展的战略部署尧 着力加强优秀竞技冰雪运动和大

众冰雪运动指导人才的培养成为一个新热点遥然而袁
目前我国不少高校未能根据国家新政策尧 新部署和

社会经济发展新趋势来及时修订和完善本校的培养

方案袁除了哈尔滨体育学院尧北京体育大学和首都体

育学院外袁 大众冰雪运动方面的课程在当前我国多

数高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尚未涉及遥

课程体系和结构直接关系到休闲体育人才培养

目标和人才的整体素质[2]遥 在课程设置方面袁当前我

国高校休闲体育专业的必修课主要由公共必修课和

专业必修课两大模块构成遥 公共必修课模块方面全

国高校基本上都涵盖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尧
大学英语尧形势与政策尧计算机应用基础尧马克思主

要基本原理等内容袁各大高校差别不大遥专业必修课

模块主要集中在休闲体育概论尧 休闲体育项目策划

与管理尧休闲体育产业尧社会体育指导尧休闲体育市

场营销尧体育社会学尧运动生理学尧运动解剖学尧体育

科研方法以及田径尧健美操尧户外运动尧游泳尧羽毛球

和网球等受众面较广的体育运动项目遥 专业选修课

程模块主要是依据专业方向来设置袁 目前集中在高

尔夫球尧体育旅游尧户外运动和休闲体育教育等几个

主要方向遥 从专业课程分类上看袁表 2 显示袁综合类

大学对经营管理类尧运动技术类尧休闲体育基础理论

和运动专项这 4 个板块的课程数和学时数相对均

衡袁注重学生知识结构的全面发展遥师范类院校对学

生休闲体育教学技能方面的课程较为强调袁 运动技

术类课程数量和学时数相对较多遥相比之下袁体育类

院校同时强调学生运动技术能力和运动专项能力的

培养袁 运动技术类课程和运动专项课程在总学时中

占据了相当比例遥理工类尧经济类和农林类高校在经

营管理类尧运动技术类尧运动专项类课程学时数分布

相对较为均衡袁 但运动技术类课程较体育类院校总

体学时数偏少袁 休闲基础理论方面的课程数和学时

数也相对较少遥

渊续表 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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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袁 目前我国高校休闲体育专业课程

设置仍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院渊1冤 课程内容雷同尧专
业特色淡化遥 对比研究当前我国主要高校休闲体育

和社会体育专业培养方案可以发现袁 休闲体育和社

会体育专业课程体系差异化特征不明显袁 很多专业

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交叉重叠袁 独立的学科课程体

系尚未形成袁 具有鲜明休闲体育专业特点的特色课

程较为匮乏遥 渊2冤 课程体系科学性不足遥 主要体现

在院 一是目前我国各大高校休闲体育专业所开设的

必修课都不尽相同袁 这反映出目前我国休闲体育高

等教育尚未形成一股合力袁 不利于形成科学完善的

休闲体育学科知识体系和统一的专业发展方向遥 二

是现有休闲体育课程体系对野休闲学冶的基础理论关

注不足袁 对休闲体育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策划能力重

视不够袁所开设的野休闲学冶野策划学冶等相关课程数

量明显不够袁不同学科间知识横向联系不足袁不利于

培养学生从不同学科尧 不同视角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遥三是缺乏职业资质培训类课程遥职业资质

培训是连接基础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运用尧 使学生

具备职业岗位素质和从业资质的重要环节袁 但这一

问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遥渊3冤运动技术类课程开设条

件受限遥理工尧艺术尧医学尧农林和综合等高校虽然具

有较强的学科综合优势袁 但是囿于原有高校体育场

地设施尧师资力量和学科资源等办学条件袁休闲体育

技术课程尤其是能够形成一定区域特色的运动技术

类课程没法开展袁 直接影响了这些高校休闲体育专

业的学生运动专项技能水平的提高遥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载体袁是把教

育思想尧观念尧宗旨等转变为具体教育现实的中介袁教
材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的高低[3]遥 调查

发现袁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教材主

要来源于以下 3 个渠道院一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尧人民

体育出版社尧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业教材曰
二是组织本校教师策划编写的自编教材曰 三是翻译

出版的国外休闲体育经典教材遥调查发现袁在教材建

设方面袁综合性大学尧师范类院校尧体育院校和理工

类尧财经类尧农林类等高校除了个别高校个别课程采

用学校自编教材外袁总体差别不大遥
然而袁 在休闲体育专业教材快速发展的今天袁

我们也应该看到袁由于我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本科

人才培养起步较晚尧专业办学经验不足尧设点院校

地区差异性大等原因袁休闲体育专业教材建设仍面

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袁主要体现在院渊1冤教材内

容滞后于实践发展遥 虽然近年来各大高校加快了休

闲体育专业教材的编写工作袁但相对于休闲体育市

场日新月异的动态变化袁休闲体育专业教材仍无法

及时跟上休闲体育用人单位对人才素质和专业核

心技能的要求袁主要体现在相关教材尤其是核心课

程的教材未能根据休闲体育行业要求及时更新袁造
成了教师授课知识更新速度较慢袁授课内容滞后于

职业岗位的实际需求遥 渊2冤教材建设规范化尧标准化

程度较低袁缺乏体系化的尧全国通用的休闲体育专

业课程教材遥 虽然近年来各大高校加快了休闲体育

教材建设的步伐袁但现有休闲体育教材或是系统性

不足袁或是本土化特色不够袁内容的科学性尧完整

性尧实用性有待完善袁且我国高等院校所采用的教

材各异袁尚未有全国通用的统一教材袁休闲体育专

业教材建设工作亟待加强遥 有研究表明袁野只有部分

课程有专门的教材袁没有达到每门课程都配套专门

教材的要求遥 冶目前我国已经设立休闲体育专业的

高校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提供所有专业课程的教材袁
没有教材进行课程教学已经成为这个专业的普遍

现象 [4]遥渊3冤理论性内容较多袁实践性教学素材匮乏遥
由于对休闲体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和市场需求

表 2 我国部分高校休闲体育专业课程分类

经营管理类 运动技术类 休闲基础理论 运动专项 
高校名称 

课程数 学时数 课程数 学时数 课程数 学时数 课程数 学时数 

湖北大学 7 224 10 272 5 176 7 270 

杭州师范大学 7 224 10 1600 8 256 6 258 

沈阳体育学院 12 416 16 1072 6 272 6 288 

首都体育学院 8 252 30 1280 7 352 8 288 

上海体育学院 12 256 18 1344 6 304 4 480 

武汉体育学院 11 342 17 704 1 54 4 384 

西安体育学院 14 396 26 1170 7 360 4 288 

常州大学 9 336 13 448 3 96 3 288 

武汉商学院 8 304 11 448 3 96 2 320 

广东海洋大学 8 216 11 336 4 136 7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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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称 实践教学内容 实践学分/总学分/比重 总周数 学期安排 
湖北大学 军事理论、军事训练、毕业论文、专业实习、知识实习、专题

实习、公益劳动 
35.5/172.5/20.58% 44 1、5、6、7、8 学期 

杭州师范大学 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毕业论文、专业技能达标、晨锻炼达标、

职业技能达标 
18/155/11.61% 33 4、5、6、7、9、10、11 学期 

（每学年分 3 个学期安排） 
武汉体育学院 军事训练、社会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暑期

专业社会实践 
32/178/17.98% 28 1-8 学期全覆盖 

广州体育学院 军事训练、形势与政策、社会实践、毕业论文、俱乐部与社团

活动、拓展能力、毕业实习、科学讲座与实验 
40/158/25.32% 36 1、2、3、4、5、6、8 学期 

哈尔滨体育学院 入学教育、军事理论、军事训练、毕业教育、毕业论文、就业

指导与创业实践、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基础、毕业实习 
15/161/9.32% 37 1、3、6、7、8 学期 

常州大学 军事训练、石油化工企业认识实习、身体机能达标、专业社会

调查、专业技能大赛、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休闲体育产品设

计、创新与实践 

35/160/21.9% 31.5 1、2、4、6、7、8 学期 

首都体育学院 军事训练、专业实习、社会实践、就业教育、毕业教育、毕业

论文 
22/173/12.7% 24 1、6、7、8 学期 

上海体育学院 军事训练、专业实习、社会实践实训、体育俱乐部、毕业论文 19/176/10.8% 44 3、6、9、10、11、12 

（每学年分 3 个学期安排） 
 然而袁从实际操作上看袁目前我国休闲体育专业

人才培养仍然偏重于知识教育的全面系统性袁 而对

学生休闲体育活动设计与服务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培

养不够 [5]遥 根据实地调查和专家访谈袁本研究发现我

国休闲体育本科专业在实践教学环节上仍存在着以

下几点问题院渊1冤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有待完善遥 调查

发现袁 当前我国主要高校休闲体育专业本科生实习

实践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院 一是各类健身俱乐

部会籍销售尧市场推广尧前台接待尧场地维护等袁其中

高尔夫俱乐部实践内容以球童尧 场地维护和前台接

待为主袁 网球俱乐部以协助俱乐部日常管理工作以

及教练训练为主曰二是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袁实践内容

主要是配合体育部门完成日常行政工作和开展具体

业务工作曰三是各类街道社区袁实践内容主要是协助

办事人员完成如人口普查尧社区管理尧安全保卫等日

常管理工作遥第一种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袁本科生只

缺乏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袁并且当前休闲体育教材的

编写者多是学科体系培养出来的袁实践性教学经历

的缺失和实践性教学资源的短缺袁造成不少教师在

编写休闲体育专业教材时多是选择参照老版教材袁
导致新编教材框架思路较为陈旧袁概念性尧原理性

的陈述性知识偏多袁 实践操作的过程性知识偏少袁
尤其缺乏紧跟休闲体育发展形势的新观点和新案

例袁无法及时反映休闲体育教改的新精神袁不利于

提高休闲体育专业学生的动手能力尧操作能力和创

新能力遥 渊4冤 翻译和出版国外休闲体育优秀教材的

工作亟待加强遥 据调查袁目前我国休闲体育专业教师

普遍对及时借鉴国外休闲体育研究的前沿成果具有

强烈需求袁 但现有图书市场上新版的国外休闲体育

教材和译著数量仍明显不足袁除了理论类教材外袁休
闲体育运动项目教材也非常匮乏遥 因此袁加快翻译出

版国外休闲体育优秀教材是我国新时期高校休闲体

育人才培养工作的当务之急遥

实践教学是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和实施途径遥表 3 显示袁我国高校高度重视休闲体育

的专业教育实践环节袁除了劳动教育尧毕业实习尧毕
业论文和社会实践四大传统实践教学环节外袁 各类

高校还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了军事训练尧专业见习尧学
术活动尧公益活动等实践内容遥从实践教学总周数和

所占的总学分比例来看袁 各大高校实践教学总周数

从 24 周到 44 周不等袁 实践教学环节占总学分的比

例从 9.32%到 25.32%不等袁这启示我们不仅应从实

践教学环节在总学分中的比例来衡量该高校对实践

教学环节的重视程度袁 还应该考虑到该校用于开展

实践教学环节的总周数袁 这也是衡量该校对实践教

学环节重视程度的重要观测指标遥 从实践环节的时

间安排上看袁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专业实践

主要有集中式尧分阶段式和混合式 3 种形式遥
表 3 我国部分高校休闲体育专业实路教学内容尧学分分配与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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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触到一些外围的服务性工作袁 很少能有机会独

立承担健身指导主教练的工作袁 对于学生专项技术

指导能力的提高产生了一定影响曰 第二种领域虽然

与休闲体育本科人才专业对口袁 在开展具体业务工

作实习时能够为学生提供能力锻炼的机会袁 但体育

局岗位招聘通常要求硕士及以上袁 本科学生就业受

到一定限制曰 第三种领域的实习内容则与休闲体育

专业培养目标完全不相关袁 导致学生无法真正实践

应用课堂学到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遥渊2冤实习时间

安排过于集中遥 除了武汉体育学院尧沈阳体育学院尧
河北传媒学院等少数院校采取分阶段进行校内和校

外实习外袁 我国绝大多数开设有休闲体育专业的本

科院校的实习环节都是集中安排在大四阶段进行袁
时间一般为 2~4 个月遥 这种集中式实习方式虽然体

现了传统体育教育野厚基础冶的理念袁但也容易造成

以下的问题院 一是实习时间过于集中尧 实习周期偏

短袁 学生即使在实习过程中发现了自身知识储备和

能力的不足也很难在大学课程中补习完善袁 不利于

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曰 二是大四阶段也

是学生面临就业的关键阶段袁 不少学生是抱着为了

找工作的心态去实习袁 这容易导致学生不易及时发

现自身的能力特长和兴趣所在曰 三是由于大四学生

缺乏前期实习经验袁 也容易直接影响用人单位对学

生能力的认可遥渊3冤缺乏校内实验中心和校外实践基

地遥 较之体育教育尧运动训练等专业袁我国休闲体育

专业仍是新兴专业袁专业建设尚处于探索之中袁不少

高校休闲体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尚待时日袁专
业对口的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和设施完备的校内实验

中心仍是当前制约我国高校休闲体育专业开展实践

教学环节的重要瓶颈遥同时袁一些高校出于对学生管

理安全性的考虑袁 不愿意真正让学生出去参与户外

休闲体育项目实践袁 使得不少户外运动项目实践基

地的作用尚未真正发挥遥 渊4冤跨行业资源整合不够遥
休闲体育是交叉学科的专业袁如何突破行业限制袁有
效整合公园尧娱乐尧旅游尧游憩等领域的教学实践资

源尧与各类娱乐公园尧旅游景区等休闲场所建立实习

基地是培养符合职业岗位需求的人才尧 拓宽休闲体

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渠道的重要环节遥

目前袁我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

考核评价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院一是学生的学习状

态遥 调查发现袁休闲体育专业学生对运动技术类和

运动专项课程普遍表现出较高的学习兴趣袁但对休

闲基础理论和经营管理类课程的学习热情还有待

进一步提高遥二是学生的毕业率和就业率遥 近年来袁
各地高校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学生就业指导和教育

工作袁 如将就业指导和创新创业指导列入课程体

系尧开展优秀校友交流活动尧每年举办校企合作与

建设会议尧提供招聘与就职平台等袁这些措施使休

闲体育本科专业学生的毕业率和就业率都有了较

好提升遥 以上海体育学院和南京体育学院为例袁根
据上海体育学院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袁
2017 年上海体育学院休闲体育专业毕业生共计 49

人袁毕业率为 92.45%袁学位授予率为 91.84%袁毕业

生初次就业率为 100%[6]遥根据南京体育学院休闲体

育系统计数据显示袁2016 年南京体育学院休闲体育

专业毕业生共计 83 人袁毕业率为 95%袁学位授予率

为 89%曰2017 年南京体育学院休闲体育专业毕业生

共计 82 人袁毕业率为 98%袁学位授予率为 90%[7]袁毕
业率和学位授予率相比 2016 年有了稳步增长遥 三是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工作表现的评价遥 随着各地高校

日益重视对休闲体育专业学生职业素养和社会适应

力的培养袁 用人单位对休闲体育专业毕业生工作表

现的满意度也在逐步提高遥 以南京体育学院为例袁用
人单位对南京体育学院 2016 届休闲体育专业毕业

生的专业素养尧协作与适应能力尧综合素质等满意率

为 93%[7]遥
虽然近年来袁 部分高校休闲体育专业毕业生的

毕业率尧就业率和就业单位满意度有了较大改善袁但
是我们依然应该看到袁 就业率这项数据背后不乏个

别学生为应付完成学校就业指标袁临时找单位签约袁
实现一次就业袁 建议应加强对休闲体育专业学生就

业的后续跟踪遥同时袁我国高校尚未形成统一的休闲

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评价指标体系袁 这直接影响了我

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考核评

价遥因此袁尽快构建中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

人才培养评价指标体系袁 制定实施休闲体育本科专

业人才培养评价方案显得迫在眉睫遥

叶2016 休闲体育成都共识曳 提出培养应用型的

休闲体育专业人才袁强化休闲体育专业人才与社会

发展的适应性遥 改革休闲体育专业教育理念袁把培

养野能策划尧会经营尧懂服务尧强技能冶的人才目标作

我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发展策略探究

34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7年 第 38卷 第 6期

为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长期任务 [8]遥 培养应用

型的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已成为近年来我国休闲体

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学界共识遥 据此袁 建议院第
一袁 应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政策袁
深入考察市场对休闲体育人才的要求袁有针对性地

借鉴国外高等体育院校休闲体育人才培养规格与

专业设置模式袁立足于综合性大学尧师范类院校尧体
育院校和理工尧经济类院校的学科优势袁确定体现

社会需求尧 教改新精神和国际化视野的休闲体育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遥 第二袁紧密结合人才培养目标袁突
出休闲体育专业特点袁 构建胜任休闲体育专业就业

岗位需求的能力结构袁 以休闲体育学科知识体系为

依据袁从专业基础知识尧专业方向知识和专业实践 3

个层面的逻辑关系逐步推进尧 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休

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遥 第三袁围绕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袁科学设置课程体系尧教学目标尧教学方式尧教材

建设尧专业实践尧考核评价手段等袁形成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袁 强化实践能力培育的应用型休闲体育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遥

依据休闲体育发展的新特征和休闲体育专业

教学改革的新精神袁 结合学界对休闲体育专业的

培养层次应当定位在应用型人才的共识袁 本研究

认为我国高校休闲体育专业应以技能应用类人才

培养为主袁以服务类人员作为重要培养路径袁具体

上看院第一袁在培养目标上袁应努力构建野能策划尧
会经营尧懂服务尧强技能冶的人才目标袁培养具有扎

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尧 较强的专业实践技能和协同

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尧应用型人才袁具体主要包括院
一是培养休闲体育指导与康体娱乐休闲服务的专

门人才曰 二是培养休闲体育经营管理和活动组织

的专门人才曰 三是培养休闲体育项目规划设计和

操作执行的专门人才遥 第二袁在培养规格上袁办学

院校应紧跟培养目标袁 明确突出休闲体育学科特

点袁按照野专业基础知识尧专业技术能力和社会实

践能力冶的思路袁强化实践应用能力遥 为了适应就

业市场的激烈竞争袁 应明确要求休闲体育专业学

生具备一到两项特定的休闲体育专项特长和通过

相关职业资质证书考试袁 还应当重视培养学生从

事其他休闲工作的能力袁如环境教育尧野外生存尧
休闲体育领导尧休闲资源开发与保护等遥 通过 4 年

专业的系统学习袁 使学生真正获得能够胜任就业

岗位要求的素质尧资质和技能遥

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看袁 发展运动项目产业已成

为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趋势遥因此袁我国高校休

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应以运动项目产业为抓手袁突
出休闲体育专业特色袁 构建区别于其它专业的休闲

体育专业课程体系遥优化休闲体育专业课程体系袁不
仅应重视基础理论的传授袁 更应关注如何以课程为

载体将各种运动项目产业实际操作层面的专业技能

教授给学生袁 如何将课程体系与学生社会实践密切

结合尧与从业执照考试相辅相成遥 基于此袁建议可按

照野模块化冶的思路设置通识知识教学模块尧休闲体

育基础理论知识模块尧休闲体育应用能力教学模块尧
休闲体育专项技能模块袁不同模块设置不同课程袁强
调实践能力的培养遥

通识知识教学模块重在提供跨学科尧 跨领域的

广泛背景基础知识袁 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

和科学精神袁让学生形成广博尧合理和扎实的知识结

构袁为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奠定基础袁课
程内容建议应包括思想道德修养尧法律基础尧形势政

策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尧国学经典与文化传承尧生
命环境与生命关怀尧科学进步与科学精神尧艺术鉴赏

与审美体验等遥 休闲体育基础理论知识模块应向学

生介绍休闲体育的基础理论知识袁让学生能够较为全

面地认识休闲体育现象和把握休闲体育发展规律遥课

程内容应包括休闲学尧休闲与社会尧休闲体育概论尧休
闲环境与健康尧体育旅游尧体育管理学尧体育经济学尧
运动心理学尧运动生理学尧运动解剖学尧社区体育指

导尧体育科研方法等遥 休闲体育应用能力教学模块课

程内容应包括休闲体育项目策划与管理尧健身俱乐部

经营与管理尧体育赛事组织与管理尧休闲体育经营与

管理实务尧休闲体育市场营销尧体育设施与管理尧体育

旅游实务等遥休闲体育专项技能模块可围绕着健身休

闲重点运动项目袁建议可考虑在高尔夫球运动尧城市

休闲体育尧滨海休闲体育尧冰雪休闲体育尧山地户外休

闲体育尧 体育旅游等不同专业方向设置不同运动专

项袁以开设专业技能课程群的形式袁有针对性地培养

各运动项目专项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遥

休闲体育师资力量储备不足和综合素质不高是

制约当前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瓶颈问题遥 为更

好地优化师资结构尧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袁建议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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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措施院一是以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为契机袁积极

引进休闲体育领军人才袁引领创建教学团队遥不但要

重视引进休闲体育领域的骨干人才袁 还应注重广泛

吸纳休闲学尧旅游学尧游憩学等领域的拔尖人才袁不
断夯实学科基础袁促进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曰二是选

派优秀教师到国外学习进修袁 及时吸收国外休闲体

育的新思想尧新观念和新方法袁支持鼓励教师参加国

际休闲体育学术会议和参与学术项目合作袁 定期邀

请国外专家学者来校授课和与校内教师交流曰 三是

加强教师与实务界的沟通袁 全方位提升教师的综合

素质遥学校应创造条件袁积极鼓励专业教师在体育旅

游企业尧户外俱乐部尧拓展训练基地尧公园娱乐机构

等休闲体育相关企业挂职袁 不断加强专业教师与实

务界的交流联系遥
随着国家对发展运动项目产业的重视袁 可以预

见以各类运动项目产业化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教材将

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袁建议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院一
是成立全国休闲体育专业委员会袁 整合全国设点院

校共同编写休闲体育专业教材袁 并定期举行国家规

划教材修订会议曰 二是吸纳运动项目产业实务界人

士参与休闲体育专业教材的编写工作袁 紧跟大众喜

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及时增补与修订教材的实践性内

容袁不断提高教材内容的实用性曰三是结合本校专业

特色和资源优势袁组织教师编写校本特色教材袁如经

济类院校可联合财经专业教师共同创编休闲体育经

济类教材袁 体育院校可鼓励术科专项教师参编新兴

的运动项目教材曰 四是加快国外优秀教材的引进工

作遥 通过翻译引进英国尧美国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休闲体育的权威教材袁 吸收发达国家休闲体育研究

的新观点和新思路袁 提高我国休闲体育专业教材和

人才培养的质量遥

实践教学是提高学生创业创新能力的重要环

节袁在休闲体育人才培养过程中袁加大实践性教学改

革力度袁构建野融入递进式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至关

重要袁具体应做好如下工作院第一袁优化实践性教学

环节设计遥 在实践内容上袁建议设计专业实习尧社会

实践尧俱乐部活动尧校园文化尧专业竞赛尧学术研究尧
课外科技创新尧毕业论文设计尧学年论文等多样化的

教学实践形式遥 第二袁加强模拟场景与实景教学遥 鼓

励任课教师积极开拓有特色的实践性课程袁 例如设

计一个公园的休闲体育活动策划袁 就涉及到实地调

查尧问卷设计与发放尧主题策划尧项目设计尧方案撰

写尧组织实施等工作袁在这一过程中袁学生能够全面

锻炼思维能力尧观察能力尧沟通能力和执行能力袁促
进休闲体育专业学生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的转化遥
第三袁创建校内实习实训基地遥高校应充分开发校内

资源袁积极创办休闲体育产业相关的企业袁让学生能

够参与到整个校办企业管理工作每个环节袁 有机会

切身体验实际工作岗位的技能要求和能力素质袁为
校外社会实习积累经验遥第四袁多渠道整合校外实践

资源袁积极开拓校外实习基地遥 实施校企合作战略袁
一方面与户外俱乐部尧户外休闲基地尧户外休闲体育

产品经营尧 体育赛事经营和策划公司尧 户外运动公

司尧体育旅游公司尧休闲项目培训中心尧体育文化发

展公司等休闲体育类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袁 另一

方面为应对激烈的就业竞争袁建议实行野走出去冶战
略袁积极整合公园尧娱乐尧旅游尧游憩等行业的教学实

践资源袁与各类娱乐公园尧旅游景区尧游憩场所等休

闲企业建立实习基地袁 切实提高休闲体育专业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袁不断拓宽就业渠道遥

不同类型高校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呈现

出一定的差异性遥 综合类高校以培养休闲体育技能

传授的教学型人才和休闲体育活动管理的服务型人

才为主遥 师范类高校重在培养掌握特定运动项目技

能尧具备教学能力的休闲体育专项教师或教练遥体育

类院校培养重点多聚焦于休闲体育经营管理尧 休闲

体育活动策划组织尧 休闲体育运动技术指导的专门

人才遥 理工类尧财经类尧农林类等高校重在培养具有

鲜明学科特色尧 能够服务于地方经济的休闲体育专

门人才遥
综合类高校在课程模块设置上注重学生知识结

构全面发展袁各模块课程数量和学时数相对均衡遥师
范类院校突出学生休闲体育教学技能培训袁 运动技

术类课程数量和学时数所占比例较大遥 体育类院校

强调学生运动技术能力和运动专项能力的培养袁运
动技术类课程和运动专项课程在总学时中占据较大

比例遥 理工类尧经济类和农林类高校在经营管理类尧
运动技术类尧 运动专项类课程学时数分布相对较为

均衡袁但囿于原有高校体育场地设施尧师资力量和学

科资源等办学条件袁 运动技术类课程较体育类院校

总体学时数偏少遥
我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专业实践主要有集中

式尧分阶段式和混合式 3 种形式袁但也面临着实践教

学内容体系有待完善尧实习时间安排过于集中尧缺乏

我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发展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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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实训中心和校外实践基地尧 跨行业资源整合不

够等问题遥 当前我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

养的评价方式主要依据学生学习状态尧 学生毕业率

和就业率尧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工作表现的评价袁尚未

建立统一的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评价指标体系遥
我国高等院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应根据社会需求和岗位特点科学构建休闲体育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曰确立专业特色鲜明尧有区分度的

人才培养定位袁明确和细化人才培养目标曰以发展运

动项目产业为抓手袁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曰重视培

育专业师资队伍袁加快本土化教材建设步伐曰加大实

践教学改革力度袁构建野融入递进式冶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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