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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重庆市开设有体育专业的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三峡

学院#重庆文理学院#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教育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等学校的体育专业学生培养现状的调研$

应用专家访谈#调查法和个别学生交流等方法$发现目前重庆市高校体育专业在学生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上

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体育专业学生就业压力凸显% 面对社会对体育人才需求的多层次性#复合性$指

出高校体育教育必须加强体育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拓展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就业面$以达到人才培

养与社会需求的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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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压力目前成为体育专业毕业学生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其中连年扩大招生和培养院系该专业培养方

案调整跟不上社会需求步伐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面对社会对体育人才需求的多层次性#加强体育专

业人才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拓展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就业面#达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社会需求与学校培养

相结合相互促进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价值%

A(研究对象与方法

A+A(研究对象

重庆市开设有体育教育专业的高校 I 所#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三峡

学院$重庆文理学院$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教育学院$重庆邮电大学% 有本科教学层次的 E 所#专科教学层次

的 A 所% I 所高校共有在校体育专业学生近 D """ 人#每年毕业 A """ 余人#毕业生大部分就业意向还是在

重庆市区#远远超出了当地对体育人才的需求%

A+@(研究方法

!A"问卷调查法% 设计并发放问卷 !#" 份#每个学校 G" 份#调查对象主要以大三和大四的学生为主#回

收问卷 !G" 份#回收率 IG+Gr#其中有效问卷 !@G 份#有效率 ID+!r%

!@" 专家访谈法% 在受访的 I 所学校里#就学生培养$毕业生就业$招生情况等分别咨询了有关方面的

专家和学者或管理人员 A k@ 名%

!!" 个别交谈% 在受访的学生中#就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就业意愿等问题和学生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G" 数理统计法% 对所调查的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分析%



@(重庆市高校体育专业办学现状

重庆市现有体育专业本科$专科办学层次的学校 I 所#硕士研究生培养层次的学校 ! 所#而且这一数字

还会继续上升% 学校根据教育部 @""! 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以后简称

+课程方案,#就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专业课程及课时分配制定了适合自身实际的教育教学计划%

@+A(培养目标

我国从 AIE" 年下发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课程"的培养目标以来#已历经了 AIE# 年#AIIA 年#AIIB 年

和 @""! 年 G 次改革#培养目标也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等学校体育教师.到-培养能胜任学校体育教

育$教学$训练和竞赛工作#并能从事学校体育科学研究$学校体育管理及社会指导等工作的复合型体育教

育人才.的变化%

重庆市各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分别如下&重庆大学#培养全面发展的具备系统地掌握体育教育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突出了-两专多能.% 重庆师范大学#培养基础扎实宽厚#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多

能一专.的高素质应用型体育人才% 重庆工商大学#培养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有所专长

的应用型人才% 重庆三峡学院#培养具有现代教育观念#良好人文科学素养和较强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合格

人才% 重庆文理学院#培养能从事学校体育科学研究$学校体育管理$体育保健康复等专业领域工作的有较强适

应性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总之#各个高校都要求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合格的体育专业人才#只是在提法

上每一个学校有一些变化#实际意义因为人才培养的潜在影响力#很难一时间表现出来%

@+@(培养规格

重庆市各高校根据 @""!+课程方案,对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制定了适合各自的一个规格#在政治素

养$专业素质$科学研究$外语与计算机$身体状况$个人情操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要求% 然

而在研究中发现#重庆市各高校在落实学生掌握专业素质上由于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方面的原因#

彼此之间的差距很大% 大部分学校本科生的科研能力都还局限于完成毕业论文#学术活动举办的很少#甚

至没有#在要求掌握的大学英语四级和计算机二级水平上大打折扣#在公共理论知识上#各个学校对英语$

计算机的要求都不一样#尽管有的学校规定很高#但后来在执行中往往大打折扣#最终失信于教育% 在专业

技术培养上#由于近年来#大部分省市取消了专项考试#体育专业的学生进校以后再根据自己的喜好$特长

选修专项#一些学生大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发现自己到底适合或者喜欢那个专项#让很大一部分并不爱好体

育的学生误入体育之门%

@+!(课程设置

重庆市高校体育专业按照国家新课程方案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发展需要制定了专业课程体系#一般都设

有公共必修课和选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实践教学环节#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又分专业理论课和

技术实践课#在选修课程中分为限选课和任意选修课#有的学校在选修课中设系列选修课$分方向或模块课程

和跨专业的任意选修课'A(

% 各高校体育专业本科教学课程内学时数基本上都达到了+课程方案,的要求#课程

标准要求是 @ #"" k@ E""学时#表中统计的学分均不包含实践性环节#实践性环节各高校均为 E kA" 周% 体育

专项课开设确立了-厚基础$宽口径$强专业$重创新.的人才培养方向#以-立足重庆$面向西南$服务全国.为宗

旨% 在体育专业专项开设上各具特色#相似而不相同% 体育专业术科课主要开设有&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

羽毛球$网球$健美操$体育舞蹈$武术$田径#一些学校还开有瑜伽$木兰拳$舞狮与舞龙$中华体育养生功#专业

选修课还开有轮滑$跆拳道$攀岩$定向越野等% 课程内容应该是比较全面的%

@+G(体育专业近几年来的就业情况分析

重庆市体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曾一度被媒体评为-十大就业难专业.之一% 据统计#近 ! 年来各学

校公布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平均为&重庆大学 IA+#Br)西南大学 I!+D!r)重庆师范大学 EA+Ar)重庆工商大

学EA+A#r)重庆三峡学院 E"+DDr)重庆文理学院 EA+"#r)长江师范学院 #Gr% 这一成绩的取得源于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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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共同努力% 然而#不难看出#就业难的问题仍然是当前重庆市体育专业毕业生所面临的第一大问题%

高校扩招以来#学生生源的质量有所下降#加之高校自身培养机制存在的问题#对扩招认识不足#准备不足#

对人才市场供给缺乏认识)又由于国家取消统一分配机制#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实行双向选择#一时间高校毕

业生出现就业难现象#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毕业生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导致用人单位的不满#这样的现象

在体育专业也存在#而且形势有逐渐严重的趋势%

@+D(体育专业学生的专业认知水平

在调查中#特别注重与体育专业学生的交流#问得最多的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个专业#结果大部分学生没

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选择了还行#为了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为了上大学#有的学生选择了沉默%

在选择就读体育专业的原因上#有 G"r的学生选择了-喜欢.#有 @"r的学生选择为了-升学.#有 @Dr

的学生选择了-找工作.#有 A"r的学生选择了-体育科技创新.#有 Dr的学生选择了-其他.#结果表明真正

喜欢和愿意投身体育事业的学生还是占很大比例% 在现开设的体育专项课中选择自己喜欢的#篮球占

ADr$网球 A!r$羽毛球 AAr$体育舞蹈 Er$足球 B+Dr$健美操 B+Dr$乒乓球 B+Dr$田径 Br$排球 Dr$武

术 Dr$体操 !r$游泳 !+Dr#还有 #r的学生表示不确定% 在对体育专业老师授课的满意度中#DD+Dr的学

生表示-满意.#ABr的学生表示了-不满.#@B+Dr的学生认为-一般或者说不清楚.% 就体育教育的专业前

景#有 DBr的学生选择了-好.#有 @Dr的学生选择了-一般.#有 A"r的学生选择了-不好.#Er的学生选择

了-说不清楚.)这说明体育教育专业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在毕业生选择就业意向的调查

中#有 DA+@r的学生选择了-做大中小学体育教师.#有 AE+!r的学生选择了-去国有大中型企业.#有 A@r

的学生选择了-去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公司或俱乐部.#有 Br的学生选择了-考研继续深造.#有 D+Dr的学

生选择了-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有 Dr的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 在对现在体育课程设置满意度的调查

中#有 !@r的学生选择了-满意.#有 !E+Dr的学生选择了-一般.#有 @@+Dr的学生选择了-不满意.#有 Br

的学生选择了-说不清楚.#这已经表明重庆市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亟待改进%

!(重庆市高校体育专业发展思路

重庆市高校体育专业本专科教学层次设置里#体育教育专业$运动训练专业$社会体育专业$民族传统

体育与运动人体科学专业都有#主要以体育教育专业为主#各专业毕业生就业专业性基本没有区分度#即使

在研究生教学层次里体现也不明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社会对于体育人才的需求也逐渐趋于多

样化$复杂化#从而牵动许多新型$边缘$交叉学科$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发展变化#重庆市高校体育专业在专

业设置上趋于欠规范的局面% 为了适应社会对体育专门人才的现实需要#对现有体育本科专业结构进行调

整己成必然%

!+A(体育专业设置的原则

体育专业设置的原则要具有前瞻性#富有可行性#系统联系性#专业设置要结合自身优势#利用现有资源#

达到系统整合的目的)突出地方性#立足于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

展)灵活性#既要开设办学历史悠久的传统专业#又要开设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处于上升趋势的新专业#既

要开设以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为主的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专业#又要设置为群众体育$民族体育$体育产业等领

域发展服务的专业#同时也要设置跨学科的新型专业#有效利用相关资源#培养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做足

优势性#在增设新专业时#尽量与自己院校的专业特色相一致#优先考虑同已有强势学科相近或联系密切的专

业#增强学校内部专业学科之间的相互支撑#形成重点学科与相关学科协调发展的专业平台%

!+@(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思路

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重庆市努力打造长江中上游经济中心的过程中#首先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能

力#广泛参与社会实践#让人民了解体育#熟悉体育#热爱体育% 优化体育学科专业和层次$类型结构#重点

树立扩大新兴型$复合型体育高级人才的培养意识#努力造就一批优秀的应用型人才% 加强就业择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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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将专业意识等同于就业意识#积极引导学生#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工作不能留于表面% 牢固确立人才培

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体育专门人才和

体育拔尖创新人才%

!+!(全面提升体育专业教师的业务素质

体育专业教师的业务水平要体现专业性% 目前#由于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一般学校很难进到术科

专业很强的年轻老师#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分高学历者#学术研究能力较强#而术科水平已经开始下降#或者

有些高学历者本身对于体育没有专长% 这部分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专业理论水平#但实际能力相对较

低% 为此#重庆市高校体育专业师资的搭配应该考虑将高学历与高水平技能相协调% 有学者认为#高校体

育教师应不断提升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审美素质$劳技素质 E 种

素质'!(

#才能适应培养现代复合型人才的需要%

从教育发展的规律来讲#人才培养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取得很好效果的#当

前#重庆市高校体育专业的发展#必须要改革#这不完全取决于体育专业学生毕业的就业情况#学校培养人

才不同于工厂生产产品#既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社会对体育专业学生需求#又要不断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和水平#要大胆地走出去#大胆地引进来#不断地将教育教学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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