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湘潭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湖南省教育厅

专业名称：运动训练

专业代码：040202K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教育学 体育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教育学

修业年限：四年

申请时间：2024-07-06

专业负责人：陈旸

联系电话：18873229997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湘潭大学 学校代码 10530

邮政编码 411105 学校网址 www.xtu.edu.cn

学校办学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公办 □民办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地方院校

现有本科专业数 93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7741人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5788人 学校所在省市区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已有专业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理学 ☑工学

☑法学

□农学

□教育学

□医学

☑文学

☑管理学

☑历史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语言

○理工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专任教师总数 1725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数
945

学校主管部门 湖南省教育厅 建校时间 1958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

年份
1975年

曾用名 无

学校简介和历史沿

革（150 字以内）

湘潭大学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办、亲笔题写校名、亲切嘱

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国家“双一流”

建设高校。数学学科是世界一流建设学科，6个学科ESI排名进入全球大

学和科研机构前1%，8个学科进入2023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我校作为

教育部首批试办高水平运动队高校之一，目前有4支高水平队。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

设、停招、撤并情

况（300字以内）

2021年增设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专业，2022年增设马克思主义

理论、应急管理、智能制造工程专业，2023年增设能源化学专业。近五

年停招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网络工程、材料化学等3个专业。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040202K 专业名称 运动训练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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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院系名称 体育教学部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 -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2 - -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3 - -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写）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求

（目录外专业填写）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1.基础教育领域：中小学体育教师、专项运动教练员。

2.竞技体育领域：服务于各层级体育局、职业俱乐部、运动

队，从事教练及教练助理、体能教练、科研及管理等工作。

3.服务行业领域：社会健身俱乐部、体育类培训机构、体育

运动公司从事体育培训、健身指导及管理经营类工作。

4.其它领域：学历提升、创新创业。

人才需求情况（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求。此处

填写的内容要具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

国家体育强国战略急需高素质体育专业人才：在“体育强国”“全民健身”上升为国

家战略，中央及相关部委相继出台《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系列文件，以及中国体育产业不断深入发展的新发展形势下，运动训练人才日益成为

我国体育事业核心竞争力。目前，中国无论是体育师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复合型

体育管理人才都存在较大缺口：（1）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面临体育教师45万缺口；

（2）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以2021年足球为例）方面，美国足协拥有2400万注册球

员，而中国足协仅有71万名注册球员；美国NCAA足球联赛有1870支（52883名）参赛

队伍和人数，而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校组）仅280支（7000余名）；（3）前

程无忧网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仅体育产业的人才缺口达7.7万人。因而，培养社会

急需的高素质应用型体育专门人才，是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专多能”运动训练复合型人才需求日益扩大：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体育文化传播、体育人工智能等领域，均亟需“一专多能”的运动训练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现有体育教师66万人

左右，按照“配齐配强体育教师，开齐开足体育课”要求，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还缺45
万余人，其中湖南省缺口2万人左右。省内每年报考运动训练专业的考生多达几千人，

省内高校招生规模仅700余人，生源充足。运动训练专业毕业生每年12000-14000人，

就业方向主要为大中小学教师、教练员，各校毕业生就业率普遍高于学校平均就业

率。

学校高水平运动队有着鲜明的特色：湘潭大学作为教育部首次批准为具有招收高

水平运动员资格的高校，学校目前有羽毛球、田径、篮球、足球等4支高水平体育代表

队，与省体育局联合培养了以贾一凡、鲍春来为代表的国际级优秀运动人才、国家级

运动健将10余人、一级运动员40余人；2018年获省体育局颁发的“亚运会特别贡献

奖”。
湘潭大学体育教学部依托国家教育部首批试办的4支高水平运动队，2010年已与湖

南省体育局签订合作协议，培养了大批优秀运动员。体育教学部通过与湖南环翊体育

有限公司、宁夏平罗县恒利足球俱乐部等校企合作单位以及益阳箴言中学、娄底市第

三中学等用人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采用联合培养、搭建实习实训基地、人才供给基

地等方式，建立一定规模的用人需求。根据企事业单位调研和走访，具有人才需求意

向的单位，仅长株谭就超过40家，预计每年接收运动训练专业本科毕业生不少于60
人。

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70人

预计升学人数 18人



（可上传合作

办学协议等）

预计就业人数 52人

其中：

省市区教育局 12人

运动学校等事业单位 15人

长沙市望城区体育运动中心 4人

湖南省康力健身俱乐部 3人

湖南省长沙市环翊体育有限公司 4人

胜利（victor）体育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6人

宁夏平罗恒利足球俱乐部 4人

长沙众乐体育组织服务有限公司 4人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以下统计数据由系统生成）

专任教师总数 25人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7人 占比 28%

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18人 占比 72%

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19人 占比 76%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6人 占比 24%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4人 占比 16%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18人 占比 72%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3：22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1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3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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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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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旸 男 1972.04 体育竞赛学 教授 湘潭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体育管理 专职

陈文胜 男 1972.09 运动训练学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学士 运动训练 专职

熊茂湘 男 1965.06 运动技能学习与

控制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学士 运动训练 专职

谭新莉 女 1965.01 体育概论 教授 北京体育大学 体育教育 学士 运动训练 专职

黄世昌 男 1975.02 竞技体育风险防控

与管理
教授 湘潭大学 体育法学 博士 体育法学 专职

毛太田 男 1971.10 体育运动大数据

分析
教授 国防科技大学 管理工程 博士 资源管理 兼职

周青山 男 1982.03 体育仲裁理论与

实践
教授 湘潭大学 体育法学 博士 体育法学 兼职

李群力 男 1974.01 体育社会学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体育教育 专职

雷慧 女 1978.12 运动生理学 副教授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人体 硕士 运动人体 专职

肖斌 男 1973.08 健康教育学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运动训练 学士 运动训练 专职

宋海霞 女 1978.08 体育管理学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体育管理 专职

刘雄军 男 1973.10 运动生物力学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运动人体 硕士 运动人体 专职

谭曙辉 男 1968.04 运动技能学习与
控制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运动训练 学士 运动训练 专职

李俊斌 男 1971.09 运动解剖学 副教授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人体 学士 运动人体 专职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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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智波 男 1974.11 体育心理学 副教授 北京体育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体育心理 专职

朱爱民 女 1973.11 运动训练学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运动训练 硕士 运动训练 专职

周丽华 女 1988.11 体育概论、啦啦操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体育教育 专职

李卫飞 男 1987.02 体育旅游概论 副教授 暨南大学 旅游管理 博士 休闲管理 兼职

易文波 男 1975.10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讲师 湘潭大学 体育管理 博士 体育管理 专职

郑燕 女 1989.06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讲师 韩国龙仁大学 体育教育 博士 体育教育 专职

赵伟丽 女 1984.03 篮球 讲师 湘潭大学 运动训练 硕士 运动训练 专职

王卓 男 1982.02 羽毛球 讲师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训练 硕士 运动训练 专职

李阳 男 1992.11 田径 讲师 湘潭大学 运动训练 硕士 运动训练 专职

高硕阳 男 1993.10 跆拳道 助教
白俄罗斯戈梅

利国立大学
运动训练 硕士 运动训练 专职

林鑫 男 1995.11 体能训练 助教 湘潭大学 运动训练 硕士 运动训练 专职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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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解剖学 48 3 李俊斌 1

运动生理学 48 3 雷慧 2

运动训练学 48 3 陈文胜 2

体育概论 32 2 谭新莉、周丽华 2

体育竞赛学 32 2 陈旸 5

体育心理学 32 2 罗智波 6

竞技体育风险防控与管理 32 2 黄世昌 4

体育社会学 32 2 李群力 3

健康教育学 32 2 肖斌 4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32 2 熊茂湘、谭曙辉 4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易文波 7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陈旸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体育教学部

部长

拟承担
课程

体育竞赛学 现在所在单位 体育教学部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8.12、湘潭大学、体育管理

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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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南海醒狮的文化基因谱

系梳理及数字化保护研究；

2.主持湖南省教改重点项目：基于“四好十化”的高校体育课程目标体系

构建与实践研究；

3.主持湖南省教改一般项目：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和体育课程目标的体育

课程改革；

4.发表论文《竞技体育竞赛中不正当行为的防控》于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CSSCI）；

5.主编教材《大学体育》,湘潭大学出版社。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1.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体育非遗的数字化传承与跨文化传

播机理研究；

2.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社区体育服务绩效评价；

3.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区体育服务居民满意度测评及实

证研究；

4.发表论文《社区体育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研究》于武汉体育学院学

报（CSSCI）；

5.发表论文《基于粗糙集理论的社区体育服务公众满意度评价实证研

究》于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 ；

6.发表论文《基于 PLS的湖南省社区体育服务公众满意度测评》于上海

体育学院学报。（CSSCI、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7.发表论文《社区体育服务居民满意度指数模型实证研究》于中国体育

科技（CSSCI）；

8.发表论文《基于模糊多属性决策的社区体育服务公众满意度测评研

究》于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

9.发表论文《基于GIS的社区体育服务设施布局优化研究》于经济地理

（CSSCI）；

10.湖南省政协委员；

11.湖南省高等学校教育学类专业教指委委员。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4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5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体适能 220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8



姓名 陈文胜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体育教学部

副部长

拟承担
课程

运动训练学 现在所在单位 体育教学部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1995.06、湖南师范大学、运动训练

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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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省教育厅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我省体育产业化”；
2.主持省教育厅项目：“大思政视域下高校篮球课程“教、练、赛”一体化
模式研究”；
3.主持校级教改项目：“高校体育社团与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互动模式研
究--以湘潭大学为例”；
4.主持校级教改项目：“创业教育融入大学体育的实践研究”；
5.发表论文《基于模糊多属性决策的体育志愿者组织绩效的评价》于统
计与决策（CSSCI）；

6.发表论文《美国健康信息隐私保护特点及其启示》于湘潭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CSSCI）；

7.出版专著《大数据时代健康信息隐私管理绩效评价》于湘潭大学出版
社；

8.参编教材《大学体育》于湘潭大学出版社。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1.主持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健康信息隐私管理困
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2.主持湖南省社科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举办全运会对提升长株潭城
市群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3.湖南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科报会论文一等奖；

4.湘潭大学优秀教师；

5.湖南省高校优秀教练员；

6.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5000M、10000M冠军；

7.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学生运动会男女撑杆跳高冠军，5000M、
10000M亚军；

8.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撑杆跳高冠军、男子10000M亚
军；

9.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撑杆跳高冠军、男子5000M、
10000M亚军；

10.指导学生参加湖南省大学生田径赛事获得金牌16枚、银牌8枚、铜牌
25枚。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2.0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15.6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田径、体适能、羽毛球、

奥林匹克文化 220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0



姓名 谭新莉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体育概论 现在所在单位 体育教学部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1987.07、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

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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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湖南省体育局重点课题：湖南省高校体育弱势学生健身参与状况

调研；

2.发表论文边缘化学生的体育干预研究》于湘潭大学学报（CSSCI）；

3.出版专著《田径运动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海南出版社；

4.担任湘潭大学田径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工作，培养国家健将运动员 1
人；

5.指导学生获全国大学生田径比赛金牌 8枚、银牌 6枚、铜牌 5枚，湖

南省大学生田径比赛金牌 15枚、银牌 11枚、铜牌 23枚，其中 1名队

员代表中国参加了第 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华中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体育

项目志》；

2.发表论文 31篇。其中独立撰写和第一作者论文 24篇，CSSCI源刊物

11篇，多篇论文获国家级、省级论文报告会二、三等奖；

3.发表论文《电针足三里对大鼠HPA轴和海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影

响》于北京体育大学学报（CSSCI）；

4.发表论文《湘西民族地区体育旅游产业开发与创新策略》于成都体育

学院学报（CSSCI）；

5.发表论文《全球视角下足球礼仪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于西安体育学院

学报（CSSCI）；

6.发表论文《竞技体育悲剧心理学阐释》于体育学刊（CSSCI）；

7.发表论文《全纳教育背景下高校体重超重学生的运动参与现状与对策

研究》于中国特殊教育（CSSCI）；

8.湖南省高校优秀教练员；

9.长株潭优秀体育教师。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2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4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体适能、形体 240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0



姓名 熊茂湘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现在所在单位 体育教学部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1987.06、湖南师范大学、运动训练

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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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科带头人；

2.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

3.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4.田径国家级裁判员；

5.湖南省青少年田径比赛、大（中）学生田径比赛赛事总管/技术代

表；

6.世界田联少儿趣味田径指导员培训讲师；

7.湖南省国家级、省级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评审专家；

8.湖南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评审特聘专家；

9.湖南省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10.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考试仲裁委员会主任；

11.主持《田径》校级精品课程；

12.发表论文《研究学生是实现学生主体参与的前提——谈体育教学

的观念更新》于体育与科学（CSSCI）；

13.出版英汉对照体育双语教材《田径教学与训练》，湖南教育出版

社；

14.培养鲍春来、夏欢、贾一凡 3名羽毛球世界冠军和羽毛球全国冠

军张圣、撑杆跳高全国大学生冠军陈图境等硕士研究生共 63人。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1.发表论文《运动训练中运用超量恢复理论的再思考》于体育科学

（CSSCI）；

2.发表论文《情绪周期理论在田径中小周期训练中的运用》于武汉体

育学院学报（CSSCI）；

3.发表论文《再论我国田径运动技术水平的制约因素与发展——兼与

谢成柏同志商榷》于体育学刊（CSSCI）；

4.发表论文《系统构建体育环境初探》于中国体育科技（CSSCI）；

5.发表论文《转型时期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价值》于上海体育学院学

报（CSSCI）；

6.发表论文《论体育生活化的实现及实现环境》于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CSSCI）；

7.出版专著《体育环境导论》，获湖南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三等奖；

8.全国新苗体育奖学金；

9.担任湖南省第十一届运动会田径比赛赛事总管，立二等功；

10.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实验室先进工作者。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20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4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体适能、健康管理

1248课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0



姓名 黄世昌 性别 男 专业技术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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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36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验

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140（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湖南省“双一流”建设经费、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新专业建设经费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20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4个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未来四年按照运动训练新专业的需求，改造和升级现有体育

场馆及教学科研条件，计划新增田径场 1 个、体育场地 200 平

米，新增经费投入 800 万元，建设若干运动训练专业相关实验

室，进一步为专业教学提供有力保障。根据本专业建设的特色规

划，加快运动训练实习基地建设，努力依托各级体育部门增加相

对稳定、深度合作的实习基地，充分满足本专业学生的实习需

要，同时计划引进更多运动训练高层次教学科研骨干人才，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和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并通过定向人才培养，在人

才培养方面形成行业优势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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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技体育训练比赛专业

器材
田径、足球、篮球等 40 2022 4204.0

室外骑马机 SH-JLX-09/舒华 2 2012 67.9

健骑机 SH-JLX-74/舒华 2 2012 40.2

上肢牵引器 SH-SLX-04/舒华 2 2012 62.6

腰背按摩器 SH-SLX-20/舒华 1 2012 52.4

腿部前屈伸训练器
1610*1030*1810

/SH-5002 1 2014 83.0

豪华智能跑步机
2180*9000*1580mm

/SH-5906 4 2014 1004.0

直立式健身车
1100*560*1445mm

/SH-5000U 10 2014 720.0

扩胸训练器
1560*1460*1710mm

/SH-5027 1 2014 90.0

引体向上测试仪 HK6000-YT 1 2016 115.0

健身单车 SH-961 10 2016 320.0

跑步机
2180*9000*1580mm

/SH-5906 12 2017 1400.0

健身车 SH-SLX-26/舒华 1 2017 32.0



体育信息化云平台

基础模块 恒康佳业 1 2017 62.6

体育信息化云平台体质

测试模块 恒康佳业 1 2017 72.6

手持终端机 恒康佳业 11 2017 289.3

身高体重测试仪 恒康佳业 1 2017 143

体前屈测试仪外设 恒康佳业 1 2017 57

肺活量外设 恒康佳业 3 2017 59

投影仪 * 1 2018 90.6

按摩床 * 3 2018 4.61

搏击训练沙袋 * 8 2018 104

摄像机 * 1 2018 30

智能交互一体机

+OPS主机
* 8 2018 375.8

武术房地垫 * 1 2020 336

跳高设备一套 金陵 1 2020 120

乒乓球发球机 双鱼 DF-E6 2 2020 76

羽毛球发球机 斯波阿斯 4025 4 2020 186

身高体重测试仪 TSN200-ST 3 2020 405

肺活量测试仪（2人测） TSN200-FH 3 2020 339.9

50米跑步测试仪（8人

测、防犯规） TSN200-WP50米 1 2020 205

坐位体前屈测试仪 TSN200-TQ 3 2020 277.8

立定跳远测试仪 TSN200-TY 3 2020 441

引体向上测试仪（多点

光电式）
TSN200-YT 2 2020 300

仰卧起坐测试仪（多点

光电式） TSN200-YW 6 2020 871.8

服务终端 天逸 1 2020 75

视频监控系统 DS-2CD3T46WD-I3 1 2020 690

配重设备 百利恒 30 2021 220

力量设备 百利恒 249 2021 520

有氧设备 百利恒 86 2020 466

训练器 E3008\E3002 15 2021 924

臀部训练器 SH-6815舒华 1 2018 10.22

卧式健身车 SH-B8901RT 2 2018 47.4

小飞鸟 E-1017 1 2016 10.4

哑铃架 E-1049 1 2017 2.35

高单杠 PDG-1 4 2016 12.66

高双杠 PSG-1 7 2016 25.27

有氧功率自行车 100K 35 2019 1925

摸高器 CSSIT标准版 2 2020 2





合学校优势学科，从体育管理、体育法学等多学科着力，为国家培养“一专多能”运动训

练复合型人才，为省、市、校体育事业发展提供高质量体育人才支持，促进体育与经济

社会协同发展，助力体育强省建设。

（3）是适应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政策变化的应对策略

根据2021年9月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

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高水平队招生政策发生重大调整，自2024年起湘潭大学将

不再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对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产生严峻挑战。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体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现我国高校内涵式发展，高校

内涵式建设必定绕不开校园文化建设，而校园体育文化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所培育

的“体育精神特质”是一种深层次的群体意识，对高校特有内涵建设有着极强的驱动力和

凝聚力，极具号召力。增设运动训练本科专业对保持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竞技高水平有深

远意义，有利于提升高水平运动员群体综合素质，有利于深化体教融合，进一步提升我

校学生体育水平。因此，申请增设运动训练本科专业将成为保持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竞技

高水平的有效方式，实现我校学科专业覆盖10大门类，进一步扩大学校“双一流”大学的

办学声誉与影响力。

2.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

（1）“双一流”建设高校多学科协同办学优势明显

一直以来，湘潭大学坚持发挥多学科协同优势，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以“交叉、

融合”为基础，积极推动学科交叉与校内优势资源整合，探索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复合

型人才培养新途径。第一，2020 年体育教学部在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信息资源管

理一级学科门类下增设“健康信息与社会服务”专业硕士点方向，将公共管理学、社会学

研究与体育学科发展相结合，生源良好，目前已招收 4届研究生；第二，湘潭大学是国

内较早开展体育法研究的高校，较早成立了体育法研究中心，持续出版《湘潭大学体育

法文丛》，特别是在体育仲裁、兴奋剂法律问题、体育领域人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较为

突出的研究成果，受邀参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法》修改起草工作，当前体育法方向有

10 多位硕士生考上国内一流高校博士生，人才培养成绩突出，在国内有着不可忽视的

影响力；第三，公共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数学等多个优势学科为运动训练

专业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供了跨学科融合的有利条件。因此，湘潭大学作为“双一

流”建设高校，多学科协同办学优势为运动训练专业的建设、“一专多能”运动训练复合

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科支撑。

（2）高素质的体育教师队伍



湘潭大学体育教学部现有一支学历结构较高、学缘结构合理、职称结构合理、以中

青年教师为主体的高素质体育教师队伍（师资情况如表1）。运动训练专业师资共计为

25人，专任教师22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1人，博士学历6人，硕士学历13人，博士

生导师3人，硕士生导师10人；教师队伍中运动健将1位（原国家跆拳道队退役队员）、

国家一级运动员5人、国家二级运动员8人，湖南省体育学科带头人1人，湖南省青年骨

干教师1人，2人入选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田径、篮球国家级裁判2人。近三

年，体育教学部教师主持国家级课题3项，省部级课题12项，出版专著1本，编著3本，

在重要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荣获省级教学比赛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荣获湖南省大

学生运动会科学报告会团队第三，拥有湖南省一流本科课程1门。现有田径、篮球国家

级裁判2人。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业务精干的师资队伍，能够胜任和满足运动训练本

科专业的人才培养。

表1 湘潭大学体育教学部教资情况

类别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博士 硕士 学士 运动健将级 国家一级运动员 国家二级运动员

人数 7 11 5 2 6 13 6 1 5 8

比例（%） 28% 44% 20% 8% 24% 52% 24% 4% 20% 32%

（3）全国前列的竞技水平基础

湘潭大学是教育部首批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之一，是湖南省老牌的体育强校，

很早就与湖南省体育局合作，建设了一批具有湘大特色、能跻身全国乃至世界前列的高

水平运动队，竞赛成绩全国领先。多年来，湘潭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培养了以鲍春来、贾

一凡为代表的奥运会奖牌获得者，张圣、曾惜等优秀运动员毕业后在高校任教，是体教

深度融合的良好典范。学校现有篮球、羽毛球、田径、足球四支教育部认定的高水平运

动队，还有羽毛球、足球、乒乓球、体育舞蹈、啦啦操、武术、排球等多支阳光训练

队。各运动队坚持科学化训练、实施目标化管理，近三年在省级及以上的比赛中获得了

全国前列的成绩：荣获国际级比赛金牌10枚，银牌7枚，铜牌2枚；荣获国家级比赛金牌

9枚，银牌9枚，铜牌5枚；荣获省级比赛金牌27枚，银牌25枚，铜牌33枚。学校多年的

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经验，为开设运动训练专业提供了良好现实基础和先发优势。

（4）设备齐全的体育场馆基础

学校始终坚持“健康第一”和“学生第一”的指导思想，为体育教学、训练和师生健身

建成了完善的体育教学、科研设备和公共服务体系，场馆设施完备，功能完善，能为运

动训练专业教学、训练提供有力设施、设备保障。现有教学基础设施总面积近20万平方



米，其中室内运动场馆总面积0.91万平方米，室外场地总面积1.03万米，含400M标准田

径场4个、游泳池1个、体育馆1座和体育训练馆1座等；2002年获“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先

进单位”。当前，学校正在对第二田径场、第三田径场、琴湖与南苑篮球场、南苑北苑

五足制足球场进行提质改造，新建兴湘室内羽毛球、室内排球5个场地，占地面积超1万

平米，将进一步丰富我校体育场馆资源；未来四年学校将按照运动训练新专业的需求，

改造和升级现有体育场馆及教学科研条件，新增经费投入800万元，计划新增田径场1

个、体育场地200平米和专业实验室1个，为运动训练专业教学、训练和科研提供有力保

障。

3.学校专业发展规划

（1）学校整体专业发展规划

“十四五”时期，是湘潭大学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办学重要批示精神，

面向新时代，扎根伟人故里，推进“双一流”建设，为全面建成有鲜明特色的高水平现代

大学蓄力攻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学校紧扣国家发展需求，按照“高素质、强能力、具

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构建了“1+6+23+N”的“十四五”发展规划体系，充分发挥多学科办

学的综合优势，着力夯实基础学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办学层次和类别结

构，优化本科专业结构，健全本科专业设置、调整与退出机制，推进“四新”专业建设和

交叉学科专业建设，形成与学校办学水平、培养条件、建设目标相一致的办学层次规模

和学科专业结构。

（2）运动训练专业发展规划

竞技体育已经成为湘潭大学一张亮丽的名片，为提升学校的知名度，服务社会做出

了积极贡献。为对接国家、区域经济建设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体育教学

部将借助公共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数学等多个优势学科，加强校内师资的

协同与整合，强化师资队伍配备，加强专业实验实训平台建设，与用人单位建立良好合

作关系，丰富办学形式与渠道，千方百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计划首次招生人数70人，

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专业办学能力和水平的提升逐年增加招生人数，扩大专业规模，力

争通过5年左右的建设，培养人才规模达到400人左右。

在未来5年内，采用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激励在

读博士后教师如期出站，同时鼓励2-3名中青年教师攻读博士研究生，支持1-3名中青年

骨干教师到国内外体育院校访学，培育校内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另一方面，加强人才引

进力度，重点引进人体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保健学等运动训练专业教师或学科带

头人1-2人、博士6-8人。



体育教学部将成立以专业负责人和专业带头人为核心的领导小组，健全教学制度，

并按照OBE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贯通教学环节全过程，建设三级反馈

闭环持续改进机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充分利用学校的办学资源改善实验条件，培养

学生的动手与实操能力，投入固定资金，加强人体形态与机能、运动解剖和运动心理3

个基础实验室的建设；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交流，与多所实践

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为学生训练实践操作能力、训练管理水平提升夯实基础，切实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一专多能”体育应用型人才，体育教学部计划未

来5年将本专业建设成为湖南省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

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专业代码和名称

专业代码：040202K

专业名称：运动训练

二、专业特色

本专业积极响应“健康中国”“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需求，对接湖南“体育湘军”建设

要求，以竞技体育为核心，研究运动技术学、运动人体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通过对专业学生身体机能、技能技术、策略战术、心理和智力等方面的训练，使学生了解体育

竞赛的比赛规则、方针、政策和法规，能够进行体育竞赛运动员的训练和管理，以及体育赛事

的裁决判定等，培养“一专多能”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三、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四、培养目标

培养服务国家体育发展战略要求，致力于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建设需要，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担当，坚定的体育学科自信；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精湛的运动技能和

扎实的教学能力；拥有扎实的人文知识底蕴和创新精神；能够胜任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

和体育教学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具体包括：

培养目标1：具备祖国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献身体育事业的使命和担当。热爱伟大的祖

国，热爱体育事业，始终保持服务和奉献体育强国建设的热忱，对运动训练与全民健身具有

强烈的职业认同感，具有坚定的职业理想和明确的奋斗目标。

培养目标2：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专业技能。掌握运动技术技能训练的理论，能

够熟练运用训练方法提高训练的有效性；具备从事运动训练、竞赛组织与管理的关键能力。

培养目标3：具备适应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基本科研能力。能够紧跟体育学科理论前

沿，正确把握国家政策导向，思考运动训练焦点和热点问题，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

力；具备质疑、反思和探究的学习能力。

培养目标4：具备承担运动训练队伍管理的能力。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具备沟通能力、领

导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承担对运动训练管理工作的指导；拥有熟练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获

取、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五、毕业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思想品质：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具备较高

的职业认同感和为体育强国事业建设的奉献热情。

2.综合素质：拥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较强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较好的写作能力；掌握

一门外语，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3.专业知识：掌握运动训练指导及竞赛组织、体育教学、健身指导咨询等专业知识；能够

使用专业知识进行体育教学、训练等实践工作。

4.专业技能：具有规范的运动基本技术、精湛的运动技能；具有丰富的运动训练体验；拥

有较为丰富的竞技经验、竞赛品质。

5.教学能力：具备先进的体育学科教学理念；能够依据人体生长基本规律和体育教学基本

规律，开展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体育教学工作；具备钻研与组织教材、了解和研究学生、

设计和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等综合性教学技能。

6.训练能力：具备从事竞技体育、社会体育的科学训练指导能力；具备适应学校体育课余

训练的训练指导能力；具有训练与竞赛的科学研发；能够思考运动训练焦点和热点问题，具

备一定的科研能力。

7.社会服务：具有良好的公共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具备主动参与社会服务的精神和

意识；具备获取社会服务信息和咨询的能力和途径。

8.整合创新：能够践行尊重的教育基础上开展创造教育活动。具备整合跨学科融合知识的

思维和能力；具备方法创新、理论创新、手段创新的思维和能力。

六、主干学科

教育学、体育学。

七、专业核心课程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体育概论、体育竞赛学、体育心理学、竞技体

育风险防控与管理、体育社会学、健康教育学、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

1.本专业学生必须修满157学分方可毕业。其中必修127学分，选修30学分（含自主发展课

程18学分）。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湘潭大学普通本科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可授

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九、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表（见附表 1）



十、课程设置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矩阵（见附表 2）

附表1:运动训练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表

课

程

体

系

课

程

属

性

开课单位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时分配 各学期学分分配
考

核

方

式

备

注

理论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听

力
1 2 3 4 5 6 7 8线

下

线

上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A
类

必

修

马克思院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48 3 32 16 3 考试

马克思院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48 3 32 16 3 考试

马克思院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48 3 32 16 3 考试

马克思院
思想道德与

法治 48 3 32 16 3 考试

马克思院 形势与政策 64 2 32 32 2 考试

马克思院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48 3 32 16 3 考试

学工处 军事理论 36 2 16 20 2 考查

学工处
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 16 1 16 1 考查

学工处

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实

践与体验
16 1 16 1 考查

招就处
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 20 1 8 12 1 考查

招就处
大学生就业

指导 18 1 8 10 1 考查

双创学院
创新创业基

础1 16 1 8 8 1 考查

双创学院
创新创业基

础2 16 1 8 8 1 考查

外语学院 大学外语1 48 3 32 16 3 考试

外语学院 大学外语2 48 3 32 16 3 考试

B
类

必

修

公管学院 管理学原理 32 2 32 2 考试

计网学院
大学计算机

基础 32 2 32 2 考试

碧泉书院 逻辑学 32 2 32 2 考试

文新学院 基础写作 32 2 2 考试

小计 666 39 384 20 0 166 32 32 5 8 4 9 6 5 0 2

学

科

基

础

课

必

修

体育

教学部

运动训练专

业导学 16 1 16 1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运动解剖学 48 3 32 16 3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运动生理学 48 3 32 16 3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运动训练学 48 3 40 8 3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概论 32 2 32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学校体育学 32 2 28 4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心理学 32 2 28 4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竞赛学 32 2 24 8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社会学 32 2 26 6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健康教育学 32 2 32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运动生物力

学 32 2 28 4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史 32 2 28 4 2 考试

小计 416 26 346 0 40 30 0 0 8 6 4 4 2 2 0 0

专

业

主

干

课

必

修

体育

教学部

专项技术与

理论（一） 64 4 4 60 4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专项技术与

理论（二） 64 4 4 60 4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专项技术与

理论（三） 64 4 4 60 4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专项技术与

理论（四） 64 4 4 60 4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专项技术与

理论（五） 64 4 8 56 4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运动专项理

论与实践1 32 2 4 28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运动专项理

论与实践2 32 2 4 28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运动大

数据分析 32 2 4 28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旅游概

论 32 2 4 28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课程与

教学论 32 2 28 4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仲裁理

论与实践 32 2 28 4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统计学 32 2 28 4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竞技体育风

险防控与管

理
32 2 28 4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运动技能学

习与控制 32 2 28 4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科学研

究方法
32 2 32 2 考试

小计 640 40 212 0 0 428 0 0 8 8 6 8 6 2 2 0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选修

体育

教学部

奥林匹克运

动 32 2 24 8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育管理学 32 2 28 4 2 考试

体育教学

部

创新创业训

练 32 2 32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篮球 32 2 32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排球 32 2 32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足球 32 2 32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羽毛球 32 2 32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啦啦操 32 2 26 6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乒乓球 32 2 24 8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跆拳道 32 2 24 8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田径 32 2 32 2 考试

体育

教学部
体能训练 64 4 32 32 2 考试

小计 416 26 350 0 0 66 0 0 0 0 0 0 0 4 20 0

应修专业选修课程12学分

自

主

发

展

课

程

选

修

应修自主发展课程（含文化素质教育课、跨专业选修课）不少于18学分，且其中学生必须修

读“四史”类课程1门、艺术审美类课程2学分、国家安全教育类课程1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程修读建议：

1.四史类：从《历史上的中日战争》《领袖智慧——大学生学习习近平》《伟人智慧——大

学生学习毛泽东》《新中国史》《儒家经典与核心价值观》中任选 2 门。

2.文化艺术类：从《英美影视与西方文化》《中华诗词之美》《中国传统艺术》《欧美名校

大学精神的文化解读》《音乐鉴赏》《法律电影与美国法律文化》中任选 2 门。

3.社交能力与生活常识类：从《普通心理学》《跨文化思辨与口才》《品牌管理：思维引导

与案例解析》《健康管理》《关爱生命——急救与自救技能》《药物与健康》中任选 2 门。

4.法律和安全类：从《体育法》《大学生安全知识教育》《刑事法学案例分析》《安全通识

与防灾自救》《安全意识养成教育》《创业中的法律防控风险》中任选2门。

5.发展能力：从《哲学导论》《创新思维与科学研究方法》《经济学原理》《商务英语》

《图书馆利用与科技信息检索》《Excel数据管理管理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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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形势与政策 M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H M

军事理论 H M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H M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与

体验
M H H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H M

大学生就业指导 H M M

创新创业基础1 M H

创新创业基础2 M H

大学外语1 H M

大学外语2 H M

管理学原理 H H M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M M

逻辑学 H M

基础写作 H M

运动训练专业导学 H M
运动解剖学 H H H M

运动生理学 H H H M

运动训练学 H H M H

体育概论 H H

学校体育学 M H

体育心理学 H H M

体育竞赛学 H H M

体育社会学 H H M

健康教育学 M H H

运动生物力学 H M

体育史 H

专项技术与理论（一） H H M M

专项技术与理论（二） H H M M

专项技术与理论（三） H H M M

专项技术与理论（四） H H M M

专项技术与理论（五） H H M M

运动专项理论与实践1 H H H M

运动专项理论与实践2 H H H M

体育运动大数据分析 H

体育旅游概论 H M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M H



体育仲裁理论与实践 H M

体育统计学 H M

竞技体育风险防控与管理 H H M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M H H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H H M

奥林匹克运动 H

体育管理学 H H M

创新创业训练 H M H

篮球 H H M

排球 H H M

足球 H H M

羽毛球 H H M

啦啦操 H H M

乒乓球 H H M

跆拳道 H H M

田径 H H M

体能训练 H H M

军训 H M

劳动课 H H

专业见习 M H H

专业实习 M H H

毕业论文 H H

运动损伤与康复技能 H M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运动训练专业符合学校建设规划，社会需求大，前期建设基础较好，教

师队伍、实践条件、经费保障等符合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已具备基本

办学条件。

经学校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讨论，同意申报。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10.医学类、公 安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出具省级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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