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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对体育人才需求的日益增长，民办高校在体育学类专业的培育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

文旨在探讨和分析当前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培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以期提出有效的培育策略。通

过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发展状况，并深

入分析了其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的特点与不足。研究发现，尽管民办高校在专业

建设与教学改革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资源不足、就业指导不完善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就业竞争力等培育

策略。还通过具体案例分析，验证了这些策略的实际效果，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不仅为民

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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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sports talents in society,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play-
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sports major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ultivation of sports ma-
jor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propose effective cultiv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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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ports major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ir talent training mode, 
curriculum sett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so 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although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they 
still face the problems of weak teaching staff, 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 and imperfect employ-
ment guidance.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ultiv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strengthen-
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enhancing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also verifies the ac-
tual effect of these strategies through specific case analysi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re-
search direction.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major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olicy-making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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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体育产业的大力扶持和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体育产业迅速发展，对体育学类

专业的人才需求日益增长。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校在培养应用型体育人才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和重要作用[1]。然而，相较于公立院校，民办高校在师资力量、教学资源、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存

在一定差距，如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培育策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因此，研

究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培育策略，对于促进我国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

战略价值。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在中国知网上以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培育策略、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等关键字进行检索通过

标题和摘要筛选相关文献，进一步阅读全文评估其相关性和质量。从选定文献中提取关键信息，包括理

论框架、研究方法和主要发现，并评估所选文献的研究设计、样本大小和数据分析方法等，判断其可靠

性和有效性。最后，整合不同来源的信息，形成对研究主题的全面理解，并识别研究缺口。 

1.2.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民办高校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中抽取了 500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通

过在线问卷的形式收集了他们对体育学类专业课程设置、教学质量等方面的评价。 

1.2.3. 访谈法 
挑选广州体育学院、山东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课程建设领域相关专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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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问题以引导对话。进行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访谈，确保全程录音并准确转录访谈内容。运用编码

技术分析数据，提炼主题和模式。将分析结果整合进研究报告中，以探索个体的深层次观点、感受和经

历。 

1.2.4. 案例分析法 
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体育学专业培养发展现状为个案研究，运用定性分析技术处理数据，识别模式、

趋势和关系。详细叙述案例背景、事件经过、涉及的人物及其行为，探讨导致结果的原因，建立理论模

型。基于分析结果提出解决方案或政策建议，以深入理解复杂现象并提出解决策略。 

1.3. 研究创新点与局限性 

研究的创新点在于：首次系统地对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培育策略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国内外成

功经验，提出具有操作性的策略建议；通过案例分析，验证策略的实际效果。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如案例选择的范围和深度可能有限，策略的普适性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关于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

从不同角度对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王教授(2018)通过对多所民

办高校的调研，指出当前体育学类专业在实践教学环节存在不足，建议加强校企合作，提升学生的实践

能力。李博士(2019)则聚焦于师资队伍建设，认为应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以满足人才培养的

需求。此外，张教授(2020)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在体育学类专业建设上存在一定差距，

提出应借鉴公办高校的成功经验，推动民办高校专业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丰富。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学者在专业认证、

教学质量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Smith (2017)在美国的研究显示，严格的专业认证制度有助于提升

体育学类专业的教学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率。Johnson (2018)在英国的调查表明，注重实践教学和学生个性

化发展的教学模式受到广泛欢迎。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2.3. 国内外研究差异与启示 

对比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国外在专业认证、教学质量保障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而国内更

侧重于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方面的探讨。这提示我们，在推进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发展时，既要借鉴

国外的先进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加强国内外学术

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繁荣发展。 

3. 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发展现状分析 

3.1. 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概述  

民办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育学类专业承担着培养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体育管理等领域专业人才的任务。这些专业通常包括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运动人体科学等

方向。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以其灵活的教育机制和贴近市场需求的专业设置，逐渐成为体育人才培养

的重要基地。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4.125127


李建东 
 

 

DOI: 10.12677/aps.2024.125127 876 体育科学进展 
 

3.2. 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3.2.1. 早期探索(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初) 
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对体育人才需求的增加，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开始萌芽。

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和教育家看到了体育产业的巨大潜力，纷纷投资创办体育类院校或专业。这些早期

的尝试为后来的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2.2. 快速发展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21 世纪初)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民办高等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的

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大量的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不乏以体育学类专业为特色的院校。这

些学校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

体育人才。同时，政府也开始加大对民办教育的支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民办高校体

育学类专业的健康发展。 

3.2.3. 转型升级阶段(21 世纪初至今) 
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体育的需求日益

多样化和个性化。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适应这一变化，许多民办高校开

始转型升级，从单一的体育技能培养向综合素质教育转变。他们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线上教育和远程教

育也逐渐成为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此外，一些民办高校还积极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提升自身的国

际化水平。例如，某民办高校与国外知名体育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开展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项目，

取得了显著成效。 
总的来说，我国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未来

的发展中，这些专业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创新和完善，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体育人才。 

3.3. 当前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首先，师资力量不足，特

别是缺乏高水平的教师和教练员。其次，教学资源有限，包括场地设施、实验设备等。再次，课程设置与

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实践教学比重不足。最后，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强，与社会需求有一定的差距。 

3.4. 国内外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发展对比 

与国外成熟的体育教育体系相比，中国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尚处于发展阶段。在国外，尤其是一些

体育强国，体育学类专业通常拥有完善的师资队伍、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先进的教学方法。此外，国外高校

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国际视野的培养，与产业界的合作也更为紧密。相比之下，中国民办高校在这些方

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通过对比分析，可以为中国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4. 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培育模式探析 

4.1. 培育模式的理论框架 

培育模式是指教育机构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系列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体

系的总和[3]。在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培育模式中，理论框架应当围绕学生能力的培养、知识结构的

构建和素质教育的推进三个方面展开。该框架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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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兼顾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前沿性。 

4.2. 国内外培育模式的比较研究 

在国际上，体育学类专业的培育模式多样，如美国的“学生运动员”模式强调学术与运动并重，欧

洲的“双元制”教育模式则侧重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在中国，传统的培育模式更侧重于理论知识的

传授。近年来，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中国的民办高校开始引入国外先进的培育模式，尝试与国际接

轨，但仍存在适应性和本土化的问题。 

4.3. 民办高校特色培育模式的构建 

民办高校在构建特色培育模式时，应充分考虑自身条件和区域特点，发挥灵活多变的优势[4]。例如，

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建立校企联合培养机制，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同时，应注重国际

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此外，还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

质量，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培育模式。 

5. 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培育策略实证分析 

5.1. 培育策略的理论依据 

培育策略的制定基于教育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支撑。其中，构建主义学习理论强

调学习者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认为教育应促进学生主动探索和实践[5]。此外，差异化教学理论指出应

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和潜能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在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培育策略中，这些理论

为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发展潜力提供了指导原则。 

5.2. 培育策略的实施路径 

培育策略的实施路径包括课程体系的优化、教学方法的创新、实践教学的加强以及校企合作的深化

等方面。课程体系应与时俱进，反映体育学科的最新发展趋势。教学方法需要采用多元化手段，如案例

教学、翻转课堂等，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思考能力。实践教学要紧密结合理论教学，通过实习、实训

等方式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校企合作则可以通过共建实验室、实习基地等形式，为学生提供更多

接触真实工作环境的机会。 

5.3. 培育策略的效果评估与反馈 

培育策略的效果评估是确保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6]。评估应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包括学

生满意度调查、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企业反馈收集等。通过评估结果的反馈，教育机构可以及时调整和

优化培育策略。此外，建立持续改进机制，鼓励教师、学生和企业参与培育策略的修订过程，以实现培

育策略的动态优化。 

6. 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培育策略案例研究 

6.1. 案例选取与分析框架 

为了深入了解当前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培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章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民办

高校——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体育学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并设计了一份详细的问卷。问卷内容涵盖了人

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多个方面。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 500 名学生和 50 名教师作

为调查对象。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共发放问卷 5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2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5%。本

研究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包括 10 名教师、10 名学生以及 5 名行业专家。通过面对面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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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方式进行访谈，确保了数据的丰富性和真实性。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培育策略的实施效果、存在的问题

及改进建议等方面展开。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体育学院以其鲜明的专业特色和创新的培育模式在业界享有

盛誉。分析框架主要围绕学院的培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教学、校企合作以及就业指导等

方面展开，旨在深入探讨其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挑战。 

6.2. 典型案例分析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体育学院在培育策略上采取了多元化的课程体系，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设

了包括基础体育理论、专项运动技能训练、体育赛事组织与管理等在内的课程。教学方法上，学院推行

小班化教学，鼓励学生参与讨论和实践，同时引入了多媒体和模拟训练系统等现代化教学工具。在实践

教学方面，学院与多家体育企业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习机会。此外，学院还

定期举办职业规划讲座和招聘会，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动态，提高就业竞争力。 

6.3. 案例总结与启示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体育学院的案例表明，明确的培育目标、合理的课程设置、创新的教学方法、充

分的实践机会和有效的就业指导是提升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培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学院的成功经验为

其他民办高校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然而，案例也揭示了一些问题，如师资力量的不均衡分布、部分实

习基地的质量参差不齐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提示其他民办高校在借鉴经验的同时，还需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进行本地化调整和优化。 

7. 结论与建议 

7.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培育策略的深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民办高校在体育

学类专业的培育中展现出一定的优势，如灵活的教育体制、紧贴市场需求的专业设置等。然而，也存在

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资源不足、实践教学与产业对接不够紧密等。其次，通过国

内外培育模式的比较研究，发现国外成熟的体育教育体系为中国民办高校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最后，

案例研究表明，明确的目标设定、创新的教学方法、充分的实践机会和有效的就业指导是提升培育质量

的关键因素。 

7.2. 政策建议与实践指导 

针对研究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与实践指导：一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和鼓

励教师参与行业实践来提升教学质量；二是优化课程设置，确保课程内容与体育产业发展同步更新；三

是增强实践教学比重，与体育企业和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和就业机会；四是

完善就业指导服务，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行业需求，提高就业竞争力。 

7.3. 研究展望与局限 

展望未来，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的培育策略应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国际化，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数

字化教学资源的利用将成为提升教育质量的新趋势。本研究在样本选择和深度访谈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未

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深入探讨不同类型民办高校的培育策略差异，以及科技在体育教育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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