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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学院体育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εњўҦ χ373534ζ

一、培养目标

 њўҨѽ ẈᾺῊҦѧᶂ⸗ ҺѮѲộỳѭὝṀι Ế ḫԃ￼ᾨ Ά

ᾤ ι ᵀ ιἒ⁞ע ▬ι ᵇḠịι ṃ ѕ ιᶡ Ịΰӌ ԅם ᴧṝι

ᶼ Ị‴Қ⁞ үחιԏῶ ṌṷỊι♬Ⱬᾨ ҆ўιԏᶵἒḫ￼ӌ ḙ

љᾨ ᾨḙ ι Ặ￼ӌ ᾨḙљ Қḫ ιҨᴣד ḧ￼ ḙ љֳ

Ὰᴧṝ ιד ᶼ үѧḙᴣ ԋᾨ  ‗ӌ ᾨḙ ᵙ ת Ά ṪӐιὊ

ῶɒ Ị ẶἩ ᵱḙ ᾨɓ⸗ ￼ӌ ᾨṷ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五年左右预期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 4χ【重师德，爱教育】 њўҨѽ ẈᾺῊҦѧᶂ⸗ ҺѮѲộỳѭ

ὝṀι Ếԃ￼ᾨ Ά ᾤ │ ι ḟѧḙӌ ᾨṷ ў Ị ψ

ҺѮѲ⁄ỌҮӪ ιԏῶ ẙ￼ Һ үỵψ♬Ⱬӌ ᾨ ҆ўιҡᾨӡỔᶓḧι

ḹῶӌ ᾨ ừỖ

‰ 5χ【精教学，强技能】ӌ ḙ ᶢ љӌ ᶢ Ἡט ἒḫψ

ᶼᶢ҈ѧḙ ӌ љӰẞ ‰֝ι ᵀѧḙּו Ọ⸗♇ᵙḙ›ḫ ιẦṝӌ

ᾨḙ ᶹӌ ט╗ ӎӌ ᵙ ψԏᶵ љẦṝᾨḙ ￼ ד

‰ 6χ【擅育人，懂管理】ⱦủѧḙּו Ọᴧṝ ễιԏᶵ ἄᾨ ḙּו

Ị ￼ѮүṪӐם ᵙΆ│ψԏᶵם ὝṀљ Қḫ ψԏᶵҨỊ‴Қד

Ҩӌ Қ ҨᾰקҚ￼ᾨ Ổת

‰ 7χ【勤学习，会发展】ԏῶѧḙӌ ᾨ ᾨḙ￼ᴦộ љἩ ι ῎

ṯ￼ ўᴧṝ ‰Ẋ ỄḄᶊ ֮ι ἄ ḙѽψԏῶ Ặ￼ ד

ד Қ ҐỀ ᵙᵽד ᴃӐἩ ψῶֳᾺ љֳᾺỴ ιέᾁӌ ḙ

￼ᶢ  ᵙΆ│ιԏᶵ ḧ￼ӌ ḙ ד

二、毕业要求

（一）毕业要求及其内涵观测点

⅞ў ∂ 1 ^ṷỊ `χ▄ת־ ѽ ẈᾺῊҦѧᶂ⸗ ҺѮѲộỳ￼ ḙת ӌ ι

ҺѮѲ⁄ỌҮӪ ιᶭ Ḿѧᶂ⸗ ҺѮѲ￼ᾤ⌂ ᵃ ộỳ ᵃ ת ᵃᵙừỵ ᵃ

Ҩ Ị‴Қѭṯүι Ếԃ￼ᾨ Ά ⱦủᾨ │ễ│ ᴣѧḙᾨṷ ў Ị ￼ ԋ

∂ιԏῶӘ│Ἒᾨ￼Ỵ ι ỐἄѭɒᵺῶɓḄ ṷ

内涵观测点

1.1【价值认同】҃ ѧᶂᶂừᴣᶂԓᶹṕמι Һѽ ẈᾺῊҦѧᶂ⸗ Һ

ѮѲộỳιᶭ Ḿѧᶂ⸗ ҺѮѲ￼ộỳ ᵃ ᾤ⌂ ᵃ ת ᵃᵙừỵ

ᵃιӮֹⱫᶂ ў ӡ ᴤ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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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立德树人】ᶓὙỊ ѭӾιẶקҨḙּוѭ ι ӌ ᾨṷṪӐ

1.3【职业规范】ԏῶӘ│ἚᾨỴ ᵙ Ṍ￼ṷỊӢ ιⱦủԃᵙᶂḲῶԋᶢ

ᾨ ᾤ ᵙ│ ￼Ѯ ԓḳᴣѧḙᾨ ѧ ԋ￼│ễ ι Ốἄѭ ᵄԃᵙҚ

↓◑Ỵ￼ɒᵺῶɓḄ ṷ

⅞ў ∂ 2 ^ᾨ ừỖ`χ♬Ⱬѧḙӌ ᾨ ҆ўι ᵃḙ›ӌ ᾨ ṪӐ￼ҮӪỴѲљњў⸗

♇ιԏῶἮ ӌ ᾨ ҆ў￼ỴỶ ԏῶ ḧ￼Қᾰẕ Ѥ ￼ ḙ ᵙ ẙ￼ үỵι

Ṇ ḙּוҚιḹῶ ⱫѳỌιṪӐ Ọ ỌιӮḙּו ♠ᵝ ḙѽ ֳᾺộ Ꞌ

ᶂ￼Ậ Қ

内涵观测点

2.1【职业认同】ԏῶᶓḧ￼ᾨ ṷ ўӡỔᴣҡᾨỴỶιת ӌ љӰẞᾨ

￼ỴѲᵙ ԓ ι ᵃӌ ᾨṷṪӐ￼ ớ ᴣỴѲιԏῶ ‖￼ừ ỵ ⃰￼

ỗẙ ⃰ ￼Ү Ӫ

2.2【教育修养】ԏᶵ ḧ￼Қᾰ ╪ ҚᾰừỖᵙḬ ừ ιԏῶ⃰ ￼ӌ

ᾨ ҮӪ ι ᶼẁיḙּו‴ ḙᵀת￼ӌ љӰẞỴ

2.3【责任使命】 Ỉᵼ ᾼᾨ￼ᾨ ᴝֱιԏῶή ֳᾺ￼ᾨ ộ ιḹῶⱫ

Ọ үỌιӮḙּוἄ ￼Ậ Қ

⅞ў ∂ 3 ^ḙ `χ έᾁӌ ḙ ￼ᶢ  ᶢ ᴝתᵙᶢ Ἡ ι֝ ת ӌ

ḙ ӌ ᶢ ộỳᵙΆ│ι ᶼ ᵀᾨ ḙ Ọתḙᵙӌ ḙ￼ᶢ ת ᶢ Ά│ᵙἩ ι

ẊẔּ҈זӌ ᾨḙḫ

内涵观测点

3.1【掌握知识】 ᶊέᾁӌ Қᾰ Һḙ Қӌט ḙ ӌ ᾨ ḙ

ӌ ḙ ￼ᶢ ת ᶢ  ᵙᶢ ᴝת

3.2【具备技能】ԏῶ ￼ Ἡט ιԏᶵ Ḅ￼ ӌ љἩἇ ↨Ẉ

3.3【融合发展】 ᶼ љ њў ԋ￼ѧᶹᾰꞋιԏῶ Ặ￼אҦӡỤἩ 

זּ ιԏᶵᾯᵀד ḙ ᴣ֫‘љ ֘ӌ ḫ ￼ ד

【、ḙ╜ט

ת ӌ ḙ ӌ ￼ᶢ ộỳљΆ│ι ӌ ᾨḙṪѧ ˛ӗḙּו ӌ љӰẞ Ọ⅞ў ∂ ᾨḙχש ѧḙּו Ọ ễᵙḙ ιⱦď ӌ љӰ Ḭ֝ι Ҧѧḙӌ ᾨḙᶢ Ἡ ι ᶼ ᵀӌ ᾨḙ ᵙ  Ἡ ῶἨ ӌ ᾨḙιᾁʉӌ ᾨḙ5 Ά ᾨḙ内涵观测点 1 【教 】 ᶼ ѧḙּו Ọ ᵙ ιת ӌ љӰḬ ֝ԓ ι ҚҦ ᾨḙ ιԏᶵ Ḭᾨḙ ӌ ᾨḙљӪҮּאזҦἩ  Ἡӌ ᾨḙᵙ ¿ ᶢ Ἡ2 【教 】 ᶼ ӌ љӰẞ Ḭ ֝ι֫‘ᾨ ι Ҧḙ֝ιỖừΆ ѧḙ ԓᶹӌ ᾨḙ ᵙ ӌ ᾨḙ5 ￼ 教】3ד 】έᾁᾨḙ ￼ᶢᾘᴝתᵙΆ│ιԏᶵᶢ ￼ѧḙӌ ᾨḙἝ ў⅞ד ∂ Ɖ ^ ԃ ʫ`χ‴ Ị ѭӾת ιҚҦ ԃ љ ṪӐ ễᵙᶢ Ά│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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ᶼᾯᵀᴿ ᾨ ◊ ῶᾦ￼ם ψט╗ ᶼ ẦṝỊ ᵙỌתӰẞᾨ םιԏῶט╗

Ѯүḫ ᴗᵙӌ

内涵观测点

5.1【管理理念】‴ Ị ѭӾתỔι҃ ѧḙỊ ‰ ᴝתљΆ│ιέᾁם

љấ ￼ṪӐ ễᵙᶢ Ά│

5.2【管理素养】ԏῶ Ḅ￼ ᵙẔᴪ ιḙҺấד Ḅ￼ṷּו וּוּ

ԋ ι ѭḙּוᶈḙѽ ╗וּ Ά ώӗẁי

5.3【管理实践】ԏῶ Ḿѧḙם ḫ ᵙḙּו⸗♇ιᾯᵀᴿ ᾨ ◊ιῶᾦ

ӎ ♠ Һם ӰẞᾨתιҨᴣẦṝỌט╗ᵽם ᾨטם Ѯ

￼ט╗ ד

⅞ў ∂ 6 ^ ᵀ Қ`χ҃ ѧḙּו Ọᴧṝᵙ ἄᾨ ễ ת ӌ ḙ ҚҮӪι ᶼ

ῶ  ᵀӌ ᾨḙ Қ╗ט ҃ ѧḙ› ᾰקᵙᾨ ט╗ ᵀ Қ￼Ά│ι Ѯ

ᾨ ᵙ ᵽ╗טιḾḙּו ԅ ᾨ ᵙẬṀ

内涵观测点

6.1【育人意识】҃ ѧḙּו Ọᴧṝᵙ ἄ￼ᾨ ễιԏῶҨӌ Қ￼

ӌ Ỵ

6.2【育人能力】 ᶼ ᵀӌ ḙ Ầṝӌ Ḡԅᾨ Ⱬᶂᾨ

ιӞט╗ ѧḙּוӰẞἄ

6.3【育人实践】҃ ѧḙ› ᾰקᵙӌ ᾨ ԓ￼ט╗ ᵙΆẪι Ѯ ᾨ

ᵙ ᵽ╗טιӞ ѧḙּוԅ Ӱẞᴧṝ

⅞ў ∂ 7 ^ḙҺᴦộ`χԏῶ ḙѽљњўᴧṝỴ ҃ ᶂԓᶹӌ ᾨ ᾡ ᴧṝטỗι

ᶼ ẔᾺῊҦӌ ᾨ ᴧṝ ∂ι ḙѽᵙ ўּו ֮ έᾁᴦộΆ│ᵙἩ ιԏῶ

ḧֳᾺỴ ι ᶼ ἥֶớộזּ Ά│ι֫‘ᵙ ֘ӌ ᾨ ᾨḙѧ ֹ￼

内涵观测点

7.1【反思意识】ԏῶ ӌ ᵙњўᴧṝỴ ιἫᾁᾨṷњў￼ᴧṝ ‰ᵙΆ

ᵇιԏῶ Ѯḙѽ ἅώ״￼ ד

7.2【反思能力】҃ ᶂԓᶹӌ ᾨ ᾡ ᴧṝטỗι ᶼ Ẕӌ ᾨ ᴧṝ

∂ιᵠẔᶂḲᾨ Ԍ ֮ιᵀֺתḧḙѽᵙ ўּו ֮

7.3【反思实践】έᾁᴦộΆ│ᵙἩ ιԏῶֳᾺỴ ιԏᶵ ἥֶớộזּ Ά

│ι֫‘љ ֘ӌ ᾨḙ ￼ ד

⅞ў ∂ 8 [ ᵀӐ`χת ḙѽԊᵃӌ￼Ӑּזιԏῶᵽ ᴃӐ ֱỴ ᵙ ᴃ

ιέᾁד ᵀӐἩ ιԏῶ ἆὝṀṇ Ҋיᵙ ӌḙѽӌ

内涵观测点

8.1【合作意识】ת ḙѽԊᵃӌ￼Ӑּזι ᶼѮטᴠљḙ›ἆᾨṷ ￼Ҋט

Ґ╙ ᾨḙ ιԏῶᵀӐḙѽỴט╗

8.2【沟通能力】ԏῶӰẞ ‖￼Қ ҐỀỴ ιᵱ҈љҤҚ Ґ╙

8.3【团队实践】ת ӌ ԏῶᶡט ᵽ ᵀӐ￼ו Ҹמιᶈӌ ט╗

ѧέᾁᵽ ᵀӐ￼ᶢ Ἡ ιԏᶵ Ḅ￼ᵽ ᵀӐ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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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毕业要求 1：师德规范 √ √

毕业要求 2：教育情怀 √ √

毕业要求 3：学科素养 √ √

毕业要求 4：教学能力 √ √

毕业要求 5：班级指导 √ √

毕业要求 6：综合育人 √ √

毕业要求 7：学会反思 √ √

毕业要求 8：沟通合作 √ √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一）主干学科：ӌ ḙ ᾨ ḙ Ọתḙ

（二）主要课程：

41њў⁄Ọ χḙ›ӌ ḙ ӌ љᾨḙ Ἡט ḙѽљίֺ טּ

Ể ӌᾛ №  ר ר ὴר Ӱ ᾛ

51њў⸗ χ ט ↓῀ҽ ӌ ӌ ᾨ њўᶢ וᶽ

61Ѯ ḫ ớᾨḙע χᾨ ѽ ᾨ ḫѽ ᾨ ѽ ⅞ў ᾰ

四、学制

‰֝ḙֺѭ 7ẉιḙѽẉ 609 ẉ

五、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

（一）毕业学分要求

ῳӉḙ֫χ⅞ўῳӉḙ֫ 49<18 ḙ֫ιԎѧọӢ 43; ḙ֫ι Ӣ 9418 ḙ֫ψ

ᴠז ᶹḫ ᵙὂṝ ιḢἄḙ  ẚ ᵙ ҇ ᶣ ;ḙ֫ ∂ψ ֹᶂḲḙ

ӌוּ Ӱẞ╜ ‰֝

（二）学位授予

ᾨ ḙḙᶱḙӈ

六、课程体系

（一）课程设置

1.通识教育课程

ε4ζ ọӢ εẔӢḙ֫χ6;ζ

57P[5334434ιộỳ Ịљ│⌂ι518ψ57P[5334435ιѧᶂ Ҧᴷא ι

518ψ57P[5334436ι ԀộѮѲᶢ ᴝתι518ψ57P[5334437ιↄ┴Ѡộỳ

ᵙѧᶂ⸗ ҺѮѲת ӌ ₦ ι518ψ57P[5334438ιѽ ẈᾺῊҦѧ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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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配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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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

表 2：毕业要求、专业能力与课程任务矩阵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毕业要求 7 毕业要求 8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通识

教育

思政类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M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H

形势与政策 H M

心理健

康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 M H

军事类 军事理论 H

劳动教

育类
安全教育 M H

安全教

育类
劳动教育 H

创新创

业类

创新创业教育理论

与实践
H M

职业类
职业生涯规划 H

就业指导 H

文学类 大学语文 M H M

外语类
大学英语（1-4） M H

大学英语听说（1-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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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

术类
计算机基础与计算思维

H M

大类

培养

学科

大类

基础

体育教育专业导论 M H

运动解剖学（1-2） H H

运动生理学（1-2） H M

体育心理学 H H

健康教育学 H M

体育概论 H H H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H H

体育社会学 M H

教师教

育基础

教师语言 H H

中学生认知与学习 H H H

中学教育基础 H H H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H H H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H H

班级管理与发展指导 H H

书写训练 H

专业

能力

专业

核心

田径（1-2） H H M

体操（1-2） H H H

篮球（1-2） H H

足球 H H

武术 H M

排球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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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美操 H H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H M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M H M

学校体育学 H H M H

专业限

选

体育保健学 M H

运动训练学 H M

舞龙运动 M H

民族传统体育 H M

运动技能专项（1-4） H H M H

体育学科教学设计 H H

实践

教育

集中实

践

教育见习 H M

教育实习 M M H H H

教育研习 H M

毕业论文 H H H H

体育教育专业基本功大

赛
H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学科素养 教学能力 班级指导 综合育人 学会反思 沟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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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导性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平台（G类）

1.通识教育必修课程（G1）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理论 实验. 实践 其它

24MX20011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40 1 3-12 4 B2

24MX20011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2 1-10 4 B2

24MX20011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1-10 4 A1

24MX20011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1-10 4 A1

24MX20011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5 1-12 4 A1

24MX2001106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1-4
第一学期：15-16
第二学期：13-14
第三学期：13-14
第四学期：13-14

4 B2

24FL2001101 大学英语读写 1 1 20 20 1 10 2 A4

24FL2001501 大学英语听说 1 0.5 12 12 1 6 2 B47

24FL2001102 大学英语读写 2 2 32 32 2 16 2 A4

24FL2001502 大学英语听说 2 0.5 16 16 2 16 1 B47

24FL2001103 大学英语读写 3 2 32 32 3 16 2 A4

24FL2001503 大学英语听说 3 0.5 16 16 3 16 1 B47

24FL2001104 大学英语读写 4 2 32 32 4 16 2 A4

24FL2001504 大学英语听说 4 0.5 16 16 4 16 1 B47

24CL2001201 大学语文 2 32 24 8 3 1-16 2 B2

24MI2001101 军事理论 2 36 36 1 3-14 3 A1

24ED2001201 创新创业教育理论
与实践 2 32 20 12 2 1-16 2 C8

24ED2001202 职业生涯规划 1 16 16 6 1 1-16 2 B8

24ED2001203 就业指导 1 16 16 6 6 6-13 2 B8

24CS2001201 计算机基础与计算思维 3 64 32 32 1 1-16 4 A1

24PS2001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4 8 1 1-16 2 B8

24ED2001101 劳动教育 1 16 16 2 3-10 2 B4

24MI2001102 安全教育 1 16 16 8 3-10 2 A1

G1
开设小计 39 676 556 40 92

应修小计 39 676 556 40 92

说明：
1.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如下
分为单独考试 A、单独考查 B 和综合测试 C三类，考试手段包括：1.闭卷；2.开卷；3.口试；4.机试；5.论文（报告）；6.设计（创
作、写生等）；7.技能测试；8.其它。
举例 1：某门课程考核方式为闭卷考试，则考核方式填写 A1
举例 2：某门课程考核方式为开卷考查技能测试，则考核方式填写 B27
2.应修小计的学时与学分数应小于或等于小计的学时与学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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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识教育选修课程（G2）

（二）大类培养平台（B类）

1.学科大类必修课程（B）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总学时
学时类型 开课

学期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理论 实验. 实践 其它

24MX2002101
思想政治教育类（限选）

四史教育
1 16 16 2

1-8
2 B2

G2 艺术审美能力类（限选）

G2 科学素养能力类（限选）

G2 人文素养能力类（限选）

G2 红色与地方文化类

G2 跨文化视野类

G2 创新创业能力类

G2 安全与法律类

G2 身心健康发展类

G2
开设小计 10 160 160

应修小计 10 160 160

G类 通识教育应修合计 49 836 716 40 92

说明：

41 χộᾤ Ầ ɒᵺᴷɓᾨ ε4ḙ֫ι49 ḙῊζ  Ḭ Ặז ᾨ ιѭᴿњўḙּו ָ

Ṫת51 њўḙּו ӢҚᾰ ד ψҚᾰ   њўḙּו Ӣ ḙ ӢјṈ҈ 7ḙ֫
61ᶽḙ ￼ɒ ɓ ѭ ᾰק ιּי ᵀ ḧҭ￼ḙּו Ӣ
71ԎҤ ָ ү

大类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总学时
学时类型 开课

学期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理论 实验. 实践 其它

学科
专业
基础

24PC2053101 体育教育专业导论 0.5 8 8 1 1-2 4 B2

24PC2ZY3201 运动解剖学 1 2 32 22 10 1 1-16 2 B2

24PC2ZY3202 运动解剖学 2 2 38 32 6 2 1-16 2 A1

24PC2ZY3203 运动生理学 1 2 32 22 10 3 1-16 2 B2

24PC2ZY3204 运动生理学 2 2 38 32 6 4 1-16 2 A1

24PC2ZY3205 体育心理学 2 32 24 8 5 1-16 2 A1

24PC2ZY3101 健康教育学 2 32 32 2 1-16 2 A1

24PC2ZY3102 体育概论 2 32 32 1 1-16 2 A1

24PC2ZY3103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2 32 32 6 1-16 2 A1

24PC2ZY3104 体育社会学 2 32 32 5 1-16 2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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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提升平台（M类）

1.专业核心必修课程（M1）

2.专业发展选修课程（M2）

M2-1 学科专业限选课

教师
教育
基础

24ED2JS31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6 16 4 1-8 2 B25

24ED2JS3201 教师语言 1 16 12 4 1 1-8 2 B23

24PS2JS3201 中学生认知与学习 2 32 28 4 2 1-16 2 A1

24ED2JS3204 中学教育基础 2 32 28 4 3 1-16 2 A1

24ED2JS3205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2 32 24 8 3 1-16 2 B2

24ED2JS3206
班级管理与学生发

展指导
1 16 12 4 4 9-16 2 B2

24ED2JS3207 书写训练 1 16 12 4 5 9-16 2 B27

B类
开设小计 28.5 468 400 48 20

学科大类应修合计 28.5 468 400 48 20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总学时
学时类型 开课

学期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理论 实验. 实践 其它

24PC2054201 田径 1 1 32 4 28 1 1-16 2 B27

24PC2054202 田径 2 2.5 64 4 60 2 1-16 4 B27、B2

24PC2054203 体操 1 1.5 36 4 32 1 1-16 2 B27

24PC2054204 体操 2 1.5 36 4 32 2 1-16 2 B27、B2

24PC2054205 篮球 1 1.5 36 4 32 1 1-16 2 B27

24PC2054206 篮球 2 1.5 36 4 32 2 1-16 2 B27、B2

24PC2054207 足球 1.5 36 4 32 2 1-16 2 B27、B2

24PC2054208 武术 1.5 36 4 32 2 1-16 2 B27、B2

24PC2054209 排球 1.5 36 4 32 2（小学
期）

17-20 8 B27、B2

24PC2054210 健美操 1.5 36 4 32 2（小学
期）

17-20 8 B27、B2

24PC2054101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2 32 32 6 1-16 2 A1

24PC2054102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2 32 32 5 1-16 2 A1

24PC2054103 学校体育学 2.5 48 32 16 4 1-16 3 A1

M1类 应修小计 22 496 136 360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总学时
学时类型 开课

学期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理论 实验. 实训 其它

24PC2055201 体育保健学 2.5 48 32 16 6 1-16 3 B2

24PC2055101 运动训练学 2 32 32 6 1-16 2 A1

24PC2055501 舞龙运动 1.5 32 32 5 1-16 2 B27

24PC2055502 民族传统体育 1.5 32 32 6 1-16 2 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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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2 学科专业任选课

24PC2055202 体育学科教学设计 2 32 28 4 5 1-16 2 B2

24PC2055203 运动技能专项 1 2.5 64 4 60 3 1-16 4 B27

24PC2055204 运动技能专项 2 2.5 64 4 60 4 1-16 4 B27

24PC2055205 运动技能专项 3 2.5 64 4 60 5 1-16 4 B27

24PC2055206 运动技能专项 4 4 96 8 88 6 1-16 6 B27、B2

M2-1
选修小计 21 464 112 16 336

应修小计 21 464 112 16 336

说明：《运动技能专项》课程，学生必需在篮球、排球、足球、武术、体育舞蹈、健美操、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中选一项进行学习。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总学时
学时类型 开课

学期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理论 实验. 实训 其它

24PC2055503 羽毛球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04 体育舞蹈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05 网球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06 乒乓球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07 跳绳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08 游泳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09 瑜伽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10 跆拳道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11 健身健美运动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12 体验教育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13 体适能评定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14 体育游戏设计与创编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15 体育教学技能训练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16 团体操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17 气排球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18 沙滩排球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19 啦啦操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520 体能训练指导与实践 1.5 32 32 3/4/5/6 1-16 2 B27

24PC2055102 体育法学 2 32 32 3/4/5/6 1-16 2 B2

24PC2055103 运动营养学 2 32 32 3/4/5/6 1-16 2 B2

24PC2055104 体育经济学 2 32 32 3/4/5/6 1-16 2 B2

24PC2055105 体育绘图 2 32 32 3/4/5/6 1-16 2 B2

24PC2055106 运动损伤与康复 2 32 32 3/4/5/6 1-16 2 B2

M2-2
选修小计 37 736 160 576

应修小计 17.5 352 64 288

说明：
学生至少修满任选 9门实践课程 13.5学分，2门理论课程 4学分，共 17.5学分。其中第 3-4学期修完 2门实践课，第 5学期，修
完 2门实践和 1门理论课程，第 6学期，修完 3门实践和 1门理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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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3 教师教育限修课

（四）实践教育与个性发展平台（P﹠D）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总学时
学时类型 开课

学期
教学
周数

周学
时数

考核
方式理论 实验. 实训 其它

24ED2JS3217
中学体育学科课程标准

与教材研究讲座
2 32 28 4 6 1-16 B25

24ED2JS3202
师德养成与教师专业发

展
1 16 12 4 4 1-8 2 B2

24PS2JS3202 中学生心理发展与辅导 1 16 12 4 4 1-8 2 B2

24ED2JS3220 教育名著导读 1 16 12 4 5 9-16 B2

24ED2JS3221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1 16 12 4 5 9-16 B2

M2-3
选修小计 6 96 76 20

应修小计 6 96 76 20

M类
开设小计 86 1792 484 16 1292

应修合计 66.5 1408 388 16 1004

平台
类别

实践
类别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实践性环节名称
学分
数

学时数/
周数

学期 起止周数
考核
方式

备注

实践
教育
平台
P

公共
实践
P1

军事实践类
P11

24MI2001501 军训 1

思政课
实践类 P12

24MX200150
1

新时代青年说 2 32 1-4

第一学期：13-14
第二学期：11-12
第三学期：11-12
第四学期：11-12

C7

劳动教育
实践类 P13

24ED200150
1

劳动教育实践 1 16 16
具体实践实
施计划由教
务处制定

专业
实践
P2

专业基础
实践类 P21

24PC2056601 课外体育活动组织设计 1 2 1-8 17-18 B6

至少完成 3
项专业实
践，修满 3
学分。

24PC2056602 运动竞赛组织设计 1 2 1-8 17-18 B6

24PC2056603 体育志愿者活动 1 2 1-8 17-18 B5

专业进阶
实践类 P22

24PC2056604 裁判工作实践训练 1 2 1-8 17-18 B5

24PC2056605 体育研学能力提升 1 2 1-8 17-18 B5

专业高阶
实践类 P23

24PC2056606 体育教师资格证考
试辅导 1 2 1-8 17-18 B8

24PC2056607 体育教师编制考试
辅导 1 2 1-8 17-18 B8

集中实
践教学
环节
P3

综合实践类

24PC2056608 教育见习 2 4 4-6 1-16 B8

24PC2056609 教育实习 6 12 7 1-12 B8

24PC2056610 教育研习 1 2 7 17-18 B8

24PC2056611 毕业论文 5 10 8 1-10 B5

24PC2056612 体育教育专业基本
功大赛 0.5 1 6 18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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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业课程学时和学分结构表

课程设置
修读
性质

学时/周数

学分

学分比例

课程平台 课程类别 理论 实践

通识教育
通识必修 必修 676 34 5 %

通识选修 选修 160 10 6%

大类培养 学科大类 必修 468 26.5 2 17.12%

专业提升
专业核心 必修 496 6 16 13.21%

专业发展 选修 912 16.5 28 25.52%

实践教育

公共实践 必修 48（2周） 4 2.4%

专业实践
必修 29周（696） 14.5 8.7%

选修 6 周（192） 3 2.4%

个性发展
创新创业能力 必修 / 4 2.4%

第二课堂 选修 /

合计
必修学分总数 108 理论学分 93 选修学分比例 36.34%

选修学分总数 61.5 实践学分 76.5 实践学分比例 46.54%

最低毕业总学分 169.5

各学期学分分配（必修）

学期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学分 20.5 27.5 13 15.5 10 8.5 7 7

小计 应修小计 21.5 48（864）

个性
发展
平台
D

创新创
业能力
提升
D1

专业创新创

业能力练类
2

按照《巢湖
学院创新创
业学分累积
与转换管理
办法》执行。

专业学科与

技能竞赛类
2

科研素
养训练
D2

学术讲座类 (8) / 1-8 / B8 由团委开设

课外
项目
D2

第二课堂类

P﹠I 平台 应修合计 25.5 48（864）

专业总合计 应修总合计 应修总学分不低于 169.5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