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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2版）

一、专业代码、专业名称、修业年限、授予学位

专业代码：040201 专业名称：体育教育

修业年限：3-7 年 授予学位：教育学学士

二、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立足河南，面向全国，旨在培养能够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尚教师职业道德，

掌握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以及学校体育课程与教学、课外体育锻炼和训练竞

赛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一定的运动技能和较强的体育教育教学能力，能胜任

中学体育工作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

学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能够在职业和专业成就方面达到下列目标：：

目标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热爱体育

教育事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定的教师职业信念和高尚的师德修养。

目标二：在正确的教育教学理念下，有效进行体育课程的教学设计、组织与

实施、评价与反思，能够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能够综合运用体育学

科知识进行课外体育指导，成为中学骨干型体育教师。

目标三：熟知先进的教育理念，能遵循中学生年龄特点、身心发展规律，熟

练运用体育技能与健康相关知识，有效开展班级指导，学科教学与德育有机融合，

能够做到“以体育人”。

目标四：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具有规则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

能够客观看待本国体育发展在国际的影响与贡献，能够把学习、反思与教研的成

果应用于体育教学实践。

三、行业及职业类型描述

1.主要行业及职业类型描述

从事中学体育教学、研究、管理工作的体育教师。

2.相关行业及职业类型描述

在社会体育培训机构从事教练员、企事业单位从事体育活动指导和管理等工

作。



四、毕业要求

践行师德

1.师德规范

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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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政策，爱岗敬业，以立德树人为己任，遵守新时代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树立依法

执教意识，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好老师。

1.1 政治素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理解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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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

念坚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贯彻党和国家的教

育方针，树立“四有”好老师的职业理想

1.2 立德树人：阐释立德树人的内涵，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运用立德树人

途径与方法。依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开展教育教学，形成培养中学

学生核心素养的意识。

1.3 师德素养：遵守新时代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树立依法治教、廉洁从教意

识，分析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相关道德规范问题，在教育实践中履行应尽义务，

自觉维护学生和自身的合法权益。

2.教育情怀

认同中学教育工作的价值，热爱中学教育事业，树立正确的教育观，理解中

学体育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具有扎根基础教育的使命感和从教意愿、积极

的情感、端正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富有爱心、责任感、

事业心、工作细心、耐心，能够以身作则，争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

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2.1 职业认同：认同中学教师工作的价值和专业性，形成从事中学教育工作

的意愿和扎根基础教育的使命感，树立爱岗敬业精神。

2.2 育人情怀：阐释中学阶段在人生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以学生为本，

尊重学生人格、个体差异，遵守教育规律，平等对待每一个小学生。

2.3 用心从教：在教育实践中能够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积极钻研，对学



生充满信心、爱心、细心、耐心。

2.4 个人修养：形成良好的个人修养，行为雅正，为人师表，争做中学生锤

炼品格、学习体育健康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学会教学

3.学科素养

具备理解体育学科知识体系的体育思想和方法；能够以学习科学知识为基

础，整合并运用体育学科知识，形成学科内有序整合和跨学科整合的知识结构；

尊重体育文化多样性，能适时更新知识。

3.1 学科基础知识：能够以学习科学知识为基础，整合并运用体育学科知识，

形成学科内有序整合和跨学科整合的知识结构。

具备钻研体育指导的方法和策略，具备符合改革需要的教研能力。

3.2 学科技能：掌握标准、规范的运动技术，具有整合体育实践的学科理解

能力。

3.3 信息素养：尊重体育文化多样性，了解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能适时更

新知识。

4.教学能力

熟练掌握体育教学知识和教学技能，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依据课程标准

进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具有初步开展创新性教学活动和教学研究

的能力。

4.1 教育能力：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利用数字媒体、网络平台、多

媒体等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演示体育基础知识、基本运动技术和技能。

4.2 教学能力：能够借助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系统，提升学习能力。

4.3教研能力：树立正确的教育研究意识，能够运用中学体育科学研究基本

方法开展体育教学研究，具备基本的体育教学研究能力。

学会育人

5.班级指导

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理念，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掌握中学班级组

织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具备中学班级管理的基本能力；理解中学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的价值，掌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基本方法并获得积极有效的实



践体验。

5.1 育德意识：具备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理解德育与心理健康

教育的意义，掌握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了解中学生年龄特点及品德发展养成的

规律，具备开展德育和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基本能力，通过体育运动获得

积极有效的实践体验。

5.2 班级管理：理解中学班主任工作的价值，掌握班级组织建设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参与班主任工作实践，具备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价中学班级教育活动

的基本能力。

6.综合育人

掌握中学生身心发展和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基本知识，树立全面发展、“三

全育人”的教育理念，理解学科育人、活动育人和文化育人的价值与内涵，掌握

组织主题活动、体育社团活动的方法，形成综合育人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健康

发展。

6.1 育人理念：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树立“三全育人”理念，掌握中

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基本知识，掌握组织主题活动、社团活动的方法，形成

开展养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能力。

6.2 学科育人：理解体育学科教学的育人价值，掌握体育学科育人基本方法，

发掘其他各学科的育人功能，具备结合各学科教学开展德育的能力。

6.3 活动育人：理解学校文化的育人价值与内涵，形成文化环境创设与开展

文化育人活动的基本能力。

学会发展

7.学会反思

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了解国内外体育基础教育的动态，适应新时

代教育改革发展需求，进行学习和职业规划；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能够运

用批判性思维、批判眼光，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

7.1 职业规划：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养成勤奋好学、勇于实践、大胆探索的

习惯。了解国内外体育教育学科发展前沿，关注全球化体育发展问题，能够客观

看待本国体育发展在国际的影响与贡献。能够适应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需求，制

订自身学习和专业发展规划。



7.2 反思创新：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养成自我反思意识，掌握教育反思的

方法和技能，初步形成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与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提升专业

素质的能力。

8. 沟通合作

具有团队协作意识，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掌握沟通合作技能，具备组织

和参与团队交流、合作互助、学习研讨的能力，学会与学生、家长、同事的沟通、

合作。

8.1 团队协作：理解体育团队的作用、特点和价值，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8.2 沟通合作：具有良好语言表达能力与沟通技巧，具有小组互助和合作学

习体验。

表 1 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表

注：关联度以“√”表示。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1.师德规范 √

2.教育情怀 √

3.学科素养 √

4.教学能力 √

5.班级指导 √

6.综合育人 √

7.学会反思 √

8.沟通合作 √



五、专业能力实现矩阵

表 2：课程模块与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课程（教学环节设置）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

1师德规范 2教育情怀 3.学科素养 4教学能力 5班级指导 6综合育人 7.学会反思 8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政治

素养

立德

树人

师德

素养

职业

认同

育人

情怀

用心

从教

个人

素养

学科

知识

学科

技能

信息

素养

教育

能力

教学

能力

教研

能力

育德

意识

班级

管理

育人

理念

学科

育人

活动

育人

职业

规划

反思

改进

团队

协作

沟通

交流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H

2 大学英语（一） H H

3 大学语文（一） H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政治

素养

立德

树人

师德

素养

职业

认同

育人

情怀

用心

从教

个人

素养

学科

知识

学科

技能

信息

素养

教育

能力

教学

能力

教研

能力

育德

意识

班级

管理

育人

理念

学科

育人

活动

育人

职业

规划

反思

改进

团队

协作

沟通

交流

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H

5 军事训练 M L H H

6 形势与政策 H M

7 运动解剖学 H H

8 体育概论 H M H L

9 田径（一） H H L

10 体操（一） H H

11 舞龙舞狮 M H H L

12 柔力球 H H L

1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政治

素养

立德

树人

师德

素养

职业

认同

育人

情怀

用心

从教

个人

素养

学科

知识

学科

技能

信息

素养

教育

能力

教学

能力

教研

能力

育德

意识

班级

管理

育人

理念

学科

育人

活动

育人

职业

规划

反思

改进

团队

协作

沟通

交流

14 军事理论 H H

15 大学英语（二） H H H

16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17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H H

18 大学语文（二） H H

19 心理学 H H H

20 教师语言艺术 H H

21 形势与政策 H

22 学校体育学 H H M

23 运动生理学 H H M

24 田径(二) H H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政治

素养

立德

树人

师德

素养

职业

认同

育人

情怀

用心

从教

个人

素养

学科

知识

学科

技能

信息

素养

教育

能力

教学

能力

教研

能力

育德

意识

班级

管理

育人

理念

学科

育人

活动

育人

职业

规划

反思

改进

团队

协作

沟通

交流

25 体操（二） H H M

26 大学英语（三） H H H

2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H

28 教育学 H H H H

29 书写技能训练 H

30 形势与政策 H

31 体育统计学 H H

32 篮球 H H H L

33 排球 H H H L

34 足球 H H H L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政治

素养

立德

树人

师德

素养

职业

认同

育人

情怀

用心

从教

个人

素养

学科

知识

学科

技能

信息

素养

教育

能力

教学

能力

教研

能力

育德

意识

班级

管理

育人

理念

学科

育人

活动

育人

职业

规划

反思

改进

团队

协作

沟通

交流

35 运动技能专选一 H H H M L

36 乒乓球 H H

3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H

38 大学英语（四） H H

39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H H

40 现代教育技术 H H L

41 形势与政策 H

42 体育测量与评价 H H

43 班级管理 H H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政治

素养

立德

树人

师德

素养

职业

认同

育人

情怀

用心

从教

个人

素养

学科

知识

学科

技能

信息

素养

教育

能力

教学

能力

教研

能力

育德

意识

班级

管理

育人

理念

学科

育人

活动

育人

职业

规划

反思

改进

团队

协作

沟通

交流

44 健康教育学 H H H

45 武术 H H H

46 健美操 H H

47 运动技能专选二 H H H M L H

48 跆拳道 H H M L

49 形势与政策 H H

50 中学体育课标解析 H H H

51 中学体育教学设计 H H M

52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H H M L

53 体育心理学 H H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政治

素养

立德

树人

师德

素养

职业

认同

育人

情怀

用心

从教

个人

素养

学科

知识

学科

技能

信息

素养

教育

能力

教学

能力

教研

能力

育德

意识

班级

管理

育人

理念

学科

育人

活动

育人

职业

规划

反思

改进

团队

协作

沟通

交流

54 体育社会学 H H

55 运动训练学 H H

56 习近平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H H H

57 运动技能专选三 H H H

58 网球 H H M

59 形势与政策 H H

60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H H M

61 大学生就业发展指导 H H

62 教师专业发展 H H H M

6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H H L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政治

素养

立德

树人

师德

素养

职业

认同

育人

情怀

用心

从教

个人

素养

学科

知识

学科

技能

信息

素养

教育

能力

教学

能力

教研

能力

育德

意识

班级

管理

育人

理念

学科

育人

活动

育人

职业

规划

反思

改进

团队

协作

沟通

交流

64 体育保健学 H H

65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H H

66 运动技能专选四 H H H

67 健身气功 H H

68 教育实习 H H H H

69 毕业论文 H H H

70 教育见习 H H H

71 创新创业实践 H H H

注：1.关联强度符号：H 强相关（80%) M中等相关（50%)；L弱相关（20%) 没有关联的可以不选。

2.一门课开设几个学期的课程只标注一门课即可。

3.如果毕业要求划分点过多，可以将该表格的纸张方向换成横向



六、非独立学分的培养模块

表 3 劳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实现矩阵

注：1.劳动教育模块：对于未单独开始劳动教育课程的专业，需要制定 32个学时的劳动教育模块教学大纲，

明确 32个学时融入到具体的专业课程或环节，同时制定相应的考核方式，并在学生毕业前对劳动教

育进行综合评价。

2.创新创业教育模块：各个专业开展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制定不少于 30个学时的创新创

业教育内容，明确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具体的专业课程和环节，同时制定相应的考核方式，并在学生

毕业前对创新创业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七、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体育学、教育学

核心课程：学校体育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田径、

体操

专业基础课程：体育概论、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社

会学、健康教育学、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教育学、心理学。

八、毕业资格与学位授予

1.毕业资格

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全部课程，修满规

定的最低总学分 162 学分（含通识选修课 8学分），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

2.学位授予

课时和方式

模块名称
课程或环节 考核方式

劳动教育 田径（一）：4学时

田径（二）：4学时

毕业实习：12学时

专选课程：12学时

以参加校级以上运动会，专项

比赛的裁判员、运动员、志愿

者，学生需提交证书、过程记

录、时长证明等相关支撑材

料，由体育学院统一认定。

创新创业教育 毕业实习：18学时

专业见习：10学时

专业研习：2学时

完成时长不低于 30个学时的

公共体育俱乐部助理教师及

管理工作。由各公共体育俱乐

部负责人完成评定或院系统

一认定。



取得毕业资格的学生，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标准，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通过，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颁发学位证书。

九、专业学时、学分构成比例

表 4 专业学时构成比例表
课程

体系
课程类别 选/必修

学时 学 时 比

例（﹪）

教学周

数合计讲授 实践 自学 合计

理论

教学

通识教育

模块

必修 528 197 485 1210 29.63%

123

选修 — — — 240 5.88%

专业教育

模块

必修 601 355 538 1494 36.58%

选修 332 364 444 1140 27.91%

小计 146 916 1463 4084

集中

实践

教学

环节

环节类别 教学周数

37
毕业实习 18

毕业设计（论文） 15

其他实践环节 4

总进程周数 160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周数与总教学周数之比（﹪） 23.13%
专业总学时 4744

含自主学时专业实践教学学时比例（﹪） 33.22%
不含自主学时专业实践教学学时比例（﹪） 48.03%

注：1.各类课程（模块）学时比例=同类课程（模块）学时÷理论教学总学时；

2.专业总学时=理论教学总学时+集中实践环节学分×30学时/学分；

3.专业实践教学学时比例=（理论教学实践学时+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学分×30）÷专业总学时。

表 5 专业学分构成比例表
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选/必修 学分 学分比例 学分小计 合计

理论教学

通识教育模块
必修 41 28.87%

49
139

选修 8 5.63%

专业教育模块
必修 55 38.73%

90
选修 35 26.76%

集中实践

环节

毕业实习 8
23毕业设计（论文） 8

其他实践环节 7
专业总学分 162



注：1.专业总学分=理论教学学分+集中实践环节学分；

2.各类课程学分比例=同类别课程学分÷理论教学学分之和。

十、课程（模块）构建

表 6 课程模块与能力培养关系表

序号 模块名称 子模块名称 能力培养 学分
课程（模块）

负责人

01 思想政治素养

思想道德与

法治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四史”教育

形势与政策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具备良好的思想

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法治观念，能够运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19
王培文

02 军事课

军事技能

军事理论

适应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要求，增强学生

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提高学

生综合国防素质。

4 郝颖

03
公共外语本科

教育模块

大学英语

（一）

大学英语

（二）

大学英语

（三）

大学英语

（四）

能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满足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

工作中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交流的需要；在运用

英语语音、词汇、语法及篇章结构等语言知识时基

本不出现错误，不影响整体意思的表达；能够就熟

悉的主题或话题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够

借助网络资源、工具书或他人的帮助，对语言难度

较低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表达基本达意；在与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时，能够观察到彼

此之间的主要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并能有意识采

用一定的基本交际策略；有一定的自主学习意识，

能够在教师的主导下运用基本的学习策略进行自

主学习。

12 刘纯

04
公共计算机教

育模块

大学计算机

基础

着重培养学生基本的计算机信息素养，建立信息技

术服务于专业的思想意识，提升学生计算机基本操

作能力，最终使学生能够采用计算思维的方式处理

复杂问题。

2 彭统乾

05 创新创业能力 大学生创业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具备创新精 14 王晓静、王翠英、李



基础

大学生就业

指导

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

神与创业意识，能够进行自我职业探索与规划，掌

握职业生涯规划基础知识、求职择业基本技能，具

有良好职业素养，具备高质量就业创业竞争力。

培斌

06 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一

大学语文二

较好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知识和文学鉴赏的基

本方法；能够运用基础写作和应用文的常用方法进

行写作；能够运用汉语言口语表达方法和技巧进行

流畅、得体的表达。

4 孟伟伟

07
教师教育专业

师范技能模块

心理学

教育学

教师专业发

展

现代教育技

术

班级管理

教师语言艺

术

写字

习近平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有深厚的教育情怀、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系统掌

握教育教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备中学体育

教师的素养和能力，勇于创新教学、追踪学科前沿，

善于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技术，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

力。

15

李兴武、王莉、杨好

利、金月锋、曹丽乐

等

08
体育教学能力

模块

体育概论

学校体育学

体育课程与

教学论

运动解剖学

运动生理学

中学体育课

标解析

中学体育教

学设计

理解体育的本质和掌握体育现象的基本规律，具备

一定的体育理论水平描述能力和独立分析体育现

象、具备从事中学体育教学能力，解决学校体育教

学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能力。

掌握人体解剖的基本原理，掌握人体机能活动规

律，掌握体育锻炼及运动训练的解剖生理学原理，

具备能够评价人体在体育活动和运动训练影响下

结构和机能变化的能力。

16
王志昂、常珍、庞俊

华等

09

体育活动、训

练及竞赛指导

能力

运动技能学

习与控制

运动训练学

体育心理学

体育社会学

能够运用理论知识对运动技能的学习进行评价和

修正，具备从事运动技能学习指导的能力。掌握运

动训练的基本规律，具备运动训练计划设计的能

力，具有从事运动训练指导与管理的能力。能够运

用有效手段进行心理干预的能力，指导运动损伤者

进行康复训练的能力。具备策划、组织、编排和实

施竞赛的能力，同时具备竞赛的管理和服务能力。

8 马国杰、孙可等

10
运动技能基础

模块

田径、 体操

篮球、 排球

足球

了解相关运动项目的发展概况，掌握该项运动的基

本技、战术理论，具有一定的运动技能，具备在中

学从事该项运动的教学与训练方法的能力，掌握运

14
马国杰、刘建欣、李

晓克、庞浩琳等



动项目竞赛的组织与编排方法、竞赛规则与裁判工

作方法，具备运动项目裁判执裁能力。

11
运动技能拓展

模块

舞龙舞狮、柔

力球、武术、

健美操

羽毛球、乒乓

球、

网球、气排

球、

健身气功、瑜

伽、

跆拳道、散打

专项运动技

能课程、

业余运动队

训练

了解相关拓展运动项目的发展概况，掌握该项运动

的基本技、战术理论，具有一定的运动技能，具有

弘扬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自觉意识，具备在中

学从事该项运动的教学与训练方法的能力。

35
周加兵、谷思缘、蒋

丽芳等

12
体育科学研究

能力模块

体育科学研

究与方法

体育测量与

评价

体育统计学

理解体育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

对体育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具备独立从事体育研

究所需的体育测量能力和评价能力，具有数据整理

和统计的能力，满足体育科研的需求，具备从事体

育相关的科研能力。

4
曲晓波、崔志浩、张

克峰等

13
综合实践能力

提升模块

毕业论文

教育实习

教育见习

教育研习

劳动实践

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教学实践中，通过教育

实习实践进一步提高教育技能，强化专业实用能

力。

通过业学科竞赛提升专业运动技能，掌握运用这些

技能进行教学活动的能力。

18 梁辉、苗青等



十一、教学进程安排表

第一学期教学安排（教学周为 4-18周）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开课单位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主

学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集中实践 41200001 军事技能 必修 学工部（人民武装部） 2 168 168 3 1 3 56 56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90 36 9 45 15 4 18 3

3 通识必修课 11060105 大学英语（一） 必修 外国语学院 4 120 30 30 60 15 4 18 2 2 4

4 学科基础课 21050101 大学语文（一） 必修 文学院 2 60 18 12 30 15 4 18 1.2 0.8 2

5 通识必修课 1121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创新创业学院 1 30 14 4 12 9 1 9 2

6 通识必修课 110304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教师教育学院 2 60 24 6 30 15 4 18 2 2

7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6 2 3 2

8 学科基础课 21040801 体育概论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30 0 30 15 4 18 2

9 专业必修课 31041001 田径（一）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12 18 30 15 4 18 2 C

10 专业必修课 31041003 体操（一）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12 18 30 15 4 18 2

11 专业必修课 31041007 足球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8 22 30 15 4 18 2

12 专业选修课 32041101 舞龙舞狮 选修 体育学院 1 30 14 16 0 15 4 18 2
二选一

13 专业选修课 32041102 柔力球 选修 体育学院 1 30 14 16 0 15 4 18 2

第一学期最低修读 22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21 学分，选修课 1学分

注： 标注 C的课程包含劳动教育课程



第二学期教学安排

注： 标注 C的课程包含劳动教育课程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时

讲

授

实

践

自

主

学

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90 45 9 36 18 1 18 3

2 通识必修课 11200001 军事理论 必修 人民武装部 2 36 36 18 1 18

3 通识必修课 11060106 大学英语（二） 必修 外国语学院 4 120 36 36 48 18 1 18 2 2 4

4 通识必修课 11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必修 软件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1 1 2

５ 学科基础课 21050102 大学语文（二） 必修 文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1 1 2

６ 专业必修课 31030101 教师语言艺术 必修 教师教育学院 1 18 10 8 ０ 18 １ 18 0.5 0.5 １

７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6 2 3 2

８ 专业必修课 31041002 田径(二)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12 24 24 18 1 18 2 C

９ 专业必修课 31041004 体操（二）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12 24 24 18 1 18 2

10 专业必修课 31041005 篮球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12 24 24 18 1 18 2

11 专业必修课 31041006 排球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12 24 24 18 1 18 2

第二学期最低修读 2２学分，其中必修课程：2２学分，选修课程：0学分。



第三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

主

学

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060107 大学英语（三） 必修 外国语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1 1 2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90 45 9 36 18 1 18 3

3 通识必修课 11210002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创新创业学院 2 60 28 4 28 16 1 16 2

4 专业必修课 31030104 心理学 必修 教师教育学院 2 36 32 4 ０ 18 1 18 2 0 2

5 专业必修课 31030004 书写技能训练 必修 教师教育学院 1 18 9 9 ０ 18 1 18 0.5 0.5 1

6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8 4 2

7 学科基础课 21040802 运动解剖学 必修 体育学院 4 120 62 10 48 18 1 18 4

8 专业必修课 31040801 学校体育学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26 10 24 18 1 18 2

9 专业必修课 31041008 武术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10 26 24 18 1 18 2

10 专业选修课 32042001 运动技能专选田径一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每名 学生

限选一门 ,
第三 学期

选定，其他

学期 不能

修改。L

11 专业选修课 32042005 运动技能专选体操一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2 专业选修课 32042009 运动技能专选篮球一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3 专业选修课 32042013 运动技能专选排球一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4 专业选修课 32042017 运动技能专选足球一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5 专业选修课 32042021 运动技能专选武术一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6 专业选修课 32042025 运动技能专选健美操一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7 专业选修课 32042029 运动技能专选乒乓球一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8 专业选修课 32042037 运动技能专选羽毛球一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9 专业选修课 32042033 运动技能专选网球一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20 专业选修课 32042041 运动技能专选跆拳道一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21 专业选修课 32041108 乒乓球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2

三选一22 专业选修课 32041104 羽毛球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2

23 专业选修课 32041193 业余运动训练队 1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2

第三学期最低修读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18 学分。选修课程 6学分。

注： 标注 L的课程包含创新创业课程



第四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

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主

学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90 45 9 36 18 1 18 3

2 通识必修课 11060108 大学英语（四） 必修 外国语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1 1 2

３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8 4 2

４ 专业必修课 31030105 教育学 必修 教师教育学院 2 36 32 4 ０ 18 1 18 2 0 2

5 学科基础课 21040803 运动生理学 必修 体育学院 4 120 62 10 48 18 1 18 4

６ 学科基础课 21040201 健康教育学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32 4 24 18 1 18 2

7 专业选修课 32041009 健美操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0 26 24 18 1 18 2

8 专业选修课 32042002 运动技能专选田径二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每 名 学

生 限 选

一门

L

9 专业选修课 32042006 运动技能专选体操二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0 专业选修课 32042010 运动技能专选篮球二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1 专业选修课 32042014 运动技能专选排球二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2 专业选修课 32042018 运动技能专选足球二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3 专业选修课 32042022 运动技能专选武术二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4 专业选修课 32042026 运动技能专选健美操二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5 专业选修课 32042030 运动技能专选乒乓球二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6 专业选修课 32042038 运动技能专选羽毛球二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7 专业选修课 32042034 运动技能专选网球二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8 专业选修课 32042042 运动技能专选跆拳道二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9 专业选修课 32041106 跆拳道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2



三选一20 专业选修课 32041107 散打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2

21 专业选修课 32041194 业余运动训练队 2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2

22 专业必修课 3103010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必修 教师教育学院 1 18 16 2 ０ 18 1 18 1 0 1

第四学期最低修读 20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14 学分，选修课程 6学分。

注： 标注 L的课程包含创新创业课程

第五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主

学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90 45 9 36 18 1 18 3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8 4 2

3 专业必修课 31030108 班级管理 必修 教师教育学院 2 36 24 12 ０ 18 1 18 1 1 2

4 专业必修课 31030109 教师专业发展 必修 教师教育学院 2 36 24 12 ０ 18 1 18 1 1 2

5 专业选修课 32040921 中学体育课标解析 选修 体育学院 1 30 10 8 12 9 1 9 2

6 专业选修课 32040922 中学体育教学设计 选修 体育学院 1 30 10 8 12 9 10 18 2

7 专业必修课 31040802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30 6 24 18 1 18 2

8 学科基础课 21040901 体育心理学 必修 体育学院 1 30 10 8 12 9 1 9 2

9 学科基础课 21040904 体育社会学 必修 体育学院 1 30 10 8 12 9 10 18 2



注： 标注 L的课程包含创新创业课程

10 专业选修课 32042003 运动技能专选田径三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L

11 专业选修课 32042007 运动技能专选体操三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2 专业选修课 32042011 运动技能专选篮球三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3 专业选修课 32042015 运动技能专选排球三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4 专业选修课 32042019 运动技能专选足球三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5 专业选修课 32042023 运动技能专选武术三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6 专业选修课 32042027 运动技能专选健美操三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7 专业选修课 32042031 运动技能专选乒乓球三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8 专业选修课 32042039 运动技能专选羽毛球三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19 专业选修课 32042035 运动技能专选网球三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20 专业选修课 32042043 运动技能专选跆拳道三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8 44 48 18 1 18 4

21 专业选修课 32041105 网球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2

三选一22 专业选修课 32041503 气排球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2

23 专业选修课 32041195 业余运动训练队 3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2

24 专业必修课 31190103 现代教育技术 必修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2 36 14 22 ０ 18 1 18 1 1 2

第五学期最低修读 19学分，其中必修课程：13 学分，选修课程：6学分。



第六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

主

学

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8 4 2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7 “四史”教育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60 30 6 24 17 2 18 2

3 通识必修课 11210003 大学生就业发展指导 必修 创新创业学院 1 30 16 4 10 10 2 11 2

4 专业选修课 32041320 体育学科教育发展趋势 选修 体育学院 1 30 10 6 14 8 2 9 2

5 专业选修课 32040901 运动训练学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22 12 26 17 2 18 2

6 专业选修课 32041302 体育测量与评价 选修 体育学院 1 30 12 6 12 9 10 18 2

7 专业选修课 32041303 体育统计学 选修 体育学院 1 30 10 6 14 8 2 9 2

8 学科基础课 21041301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30 4 26 17 2 18 2

9 学科基础课 31040901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必修 体育学院 2 60 22 12 26 17 2 18 2

10 专业选修课 32042004 运动技能专选田径四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4 44 52 17 2 18 4

此栏所列课
程只能任选
一门。L

11 专业选修课 32042008 运动技能专选体操四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4 44 52 17 2 18 4

12 专业选修课 32042012 运动技能专选篮球四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4 44 52 17 2 18 4

13 专业选修课 32042016 运动技能专选排球四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4 44 52 17 2 18 4

14 专业选修课 32042020 运动技能专选足球四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4 44 52 17 2 18 4

15 专业选修课 32042024 运动技能专选武术四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4 44 52 17 2 18 4

16 专业选修课 32042028 运动技能专选健美操四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4 44 52 17 2 18 4

17 专业选修课 32042032 运动技能专选乒乓球四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4 44 52 17 2 18 4

18 专业选修课 32042040 运动技能专选羽毛球四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4 44 52 17 2 18 4



注： 标注 L的课程包含创新创业课程

第七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

主

学

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集中实践 42041401 教育实习 必修 体育学院 8 240 0 18 1 18 L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4 4 4 2

第七学期建议最低修读 14学分，其中集中实践 12 学分，集中实践包括校内研习 2周，校内见习 4周，校外实习 12 周。

注： 标注 L的课程包含创新创业课程

19 专业选修课 32042036 运动技能专选网球四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4 44 52 17 2 18 4

20 专业选修课 32042044 运动技能专选跆拳道四 选修 体育学院 4 120 24 44 52 17 2 18 4

21 专业选修课 32040204 体育保健学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20 14 26 17 2 18 2

三选一22 专业选修课 32040902 运动损伤与康复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0 24 26 17 2 18 2

23 专业选修课 32040201 健康体适能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20 14 26 17 2 18 2

24 专业选修课 32041103 健身气功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6 18 26 17 2 18 2

三选一
25 专业选修课 32041109 瑜伽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6 18 26 17 2 18 2

26 专业选修课 32041196 业余运动训练队 4 选修 体育学院 2 60 16 18 26 17 2 18 2

第六学期最低修读 20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7学分，选修课程：13 学分



第八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

主

学

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集中实践 51041401 毕业论文（设计） 必修 体育学院 8 240 240 15 1 15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4 4 4 2

第八学期最低修读 8学分，其中集中实践 8学分。

集中实践环节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单位名

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

学分 学时 讲授
实

践

自

主

学

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集中实践 41200001 军事技能 必修
学工部（人民武

装部）
2 168 168 3 1 3 56 56 第一学期

2 集中实践 44041402 教育研习 必修 体育学院 0.5 30 30 5 1 5

L

第五学期

非上课时

间



3 集中实践 44041401 教育见习 必修 体育学院 0.5 30 30 1

L

第六学期

第二星期

4 集中实践 42041401 教育实习 必修 体育学院 8 270 270 18 1 18 第七学期

5 集中实践 51041401 毕业论文（设计） 必修 体育学院 8 225 225 15 1 15 第八学期

6 集中实践 44041410
4 创新创业实践 必修 体育学院 2 30 30 1-7学期

7 集中实践 44041410
3 劳动实践 必修 体育学院 2 32 32 1-7学期

集中实践 13 学分。

注： 标注 L的课程包含创新创业课程



课程修读建议

通识选修课修读建议：

通识选修课需修够 8学分，其中第三学期需选修一门公共艺术限选课程。人

文类：写作与表达、专业写作类课程；自然类：逻辑思维与推理；其他人文、社

会、自然类课程，建议在第七学期前修读完成,

学分置换办法

※学生需修读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进程安排表中标注为 C的课程），共计五

门课程十学分。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需至少在学分银行存储 2学分，方认为完成创

业实践训练要求的 2学分。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若完成以下内容，可得到多余的学

分存入学分银行，用以完成创业实践训练的要求及置换专业课程、集中实践等学

分。

（1）完成校春季运动会裁判员实践，可获得 1学分。

（2）参加平顶山学院球类联赛经培训并担任裁判员2个赛季至少执裁10场次以

上者，可获得 1学分。

（3）在市级以上体育竞赛中担任裁判员：市级 1 次计 0.5 学分；省级 1 次计 1

学分；国家级 1次计 2学分。

（4）代表学校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并取得名次：市级三等奖以上的计 0.5 学

分；省级三等奖以上的计 1学分；国家级三等奖以上的计 2学分。

（5）参加师范生技能大赛并获奖者，按照“校级 0.1-0.5 学分，省级 0.5-2 学分，

国家级 2-3 学分”给予学分奖励。

（6）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完成科研项目或获得发明专利，依据论文发表与

项目和发明专利级别奖励 0.5-2 学分。

（7）参加国家级创业比赛获奖者，奖励 3学分；参加省级创业比赛获奖者，酌

情奖励 1-2 学分；参加校级创业比赛获奖者，酌情奖励 0.5-1 学分；成立公司或

入驻创业园，奖励 3学分；获得风险投资基金或地方创业基金，奖励 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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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需修读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进程安排表中标注为C的课程），共计五门课程十学分。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需至少在学分银行存储2学分，方认为完成创业实践训练要求的2学分。体育教育专
	（1）完成校春季运动会裁判员实践，可获得1学分。
	（2）参加平顶山学院球类联赛经培训并担任裁判员2个赛季至少执裁10场次以上者，可获得1学分。
	（3）在市级以上体育竞赛中担任裁判员：市级1次计0.5学分；省级1次计1学分；国家级1次计2学分。
	（4）代表学校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并取得名次：市级三等奖以上的计0.5学分；省级三等奖以上的计1学分；国家
	（5）参加师范生技能大赛并获奖者，按照“校级0.1-0.5学分，省级0.5-2学分，国家级2-3学分”给予
	（6）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完成科研项目或获得发明专利，依据论文发表与项目和发明专利级别奖励0.5-2学分
	（7）参加国家级创业比赛获奖者，奖励3学分；参加省级创业比赛获奖者，酌情奖励1-2学分；参加校级创业比赛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