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卷第3期 

2007 年 5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4 No.3

M a y . 2 0 0 7 

 

 

     
 

我国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 

 

刘尚礼 1，龚  坚 1，刘  剑 2，郑亚森 238 

（1.西南大学 体育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2.曲阜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对我国体育学科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人才培养方式、培养年限、专业结构设置、课程设

置、考核与评价标等 6个方面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提出我国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目标应更加明

确、学科体系应更加健全、评价方法应更加科学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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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surveyed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cultiv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alty in China in such six aspects as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 orient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cultivation term, specialty structure setup, curriculum setup, as well as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suggested 

that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aster degree pursuing graduate studen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alty in China should be more specific, the academic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perfected, and the evaluation 

method should be more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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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学科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在经济

体制的巨大变化和改革浪潮的强烈冲击下所出现了一些新

动向、新情况、新问题。譬如体育学科研究生教育如何适应

市场经济的问题，如何加强德育工作的问题，研究生教育发

展的基本趋势问题，还有研究生的基本素质、基本能力、基

本知识的结构问题，另外像体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究竟是以掌

握知识为主还是以掌握研究技能为主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

应引起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关心和重视。 

本研究抽样调查我国华东、华北、华南、华中及西部地

区普通高校培养研究生的体育院系以及单科体育研究生处

（院）。现将结果报告分析如下。 

 

1  人才培养现状 

1.1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1）个人发展目标 

在关系个人发展目标所调查的 9项指标中，从研究生导

师的问卷调查统计中发现，导师认为研究生在学习期间个人

发展目标重要性排序是：创新能力、科研能力、教学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运动技能，前 3项指标占总数的 81.8％。而

研究生对于个人的发展目标，按重要程度排列依次是：科研

能力、创新能力、教学能力、交往能力、运动技能、道德品

质、社会适应能力，前 3项指标占到总数的 93.1％。从这两

个频数分布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研究生个人的发展目标情

况与导师的期望目标存在着差别，而这种差别的存在正是由

培养目标的不同价值观所造成的。导师主要注重对研究生的

创新能力、科研能力的培养，希望通过硕士阶段的学习，提

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而学生自身则更注重实际的效果，希望

学习能够给他们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所以把科研能力与教

学能力看的很重。因为这两个因素在今后的求职过程中将会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硕士研究生的教育主要是对学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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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培养，在这一点上师生间达成了共识，可见，在硕士

研究生教育期间应重点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 

    （2）社会需求目标 

与个人的需求目标不同，研究生与导师在关于对社会需

求目标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 

对于社会需求目标的理解导师更倾向于学习能力的培

养，所以同对个人目标的理解大体相同，主要集中在科研能

力、创新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 3个方面，这 3个方面的认

同性达到了 72.9％，尤其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重（33.3％）。

而硕士研究生对于社会的需求则趋向迷惑的状况，除去对交

往能力与心理素质的选择较少(两者占到 9.8％)，对于其它方

面的能力的选择处于分散的状态，都在15％上下。这种情况

说明硕士研究生本人对于社会到底需要研究生具备什么样

的能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认为一切都要具备，而一切又

不是太明晰。但其中教学能力却得到了25%学生的认可。这

说明学生还是没有将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本科阶段的

学习完全分开，还是受到本科阶段教学思想的影响，把对于

教学能力的提高放在首位，而不是去积极发展自己的创新与

科研能力，成为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科研型人才。 

1.2  培养方式 

我国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主要包括政府培养、

委托培养、联合培养、自费培养 4种形式。根据回收的问卷

对各个学校的培养方式进行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对于体育

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呈现多样化的状况，以政府培养

与自费培养为主体（96.7％），以委托培养和联合培养为辅

助（3.3％）。政府培养体现出我国对于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

培养的重视；自费培养则为许多愿意继续进行学习深造的学

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委托培养为个别单位或体育院（系）

提升自身的师资力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联合培养丰富

了多样化的体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既可以充分利用联合

单位的人力与硬件资源，也有利于体育院（系）与联合培养

单位的进一步合作。 

1.3  培养年限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学校对于体育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

的规定是 3 年，其中上海体育学院的学习年限具有可调整

性，在 2~3 年。导师认为合理的学习年限应该为 3年，持这

种态度的人占了 54.8％，选择两年的只占到 12.9％，说明导

师并不是太赞成这种短时间的培养方式。选择两年半的人数

达到 32.2％，持这种观点的导师多认为 3年的学习年限有些

长，折中选择 2年半，然而这种培养年限可能会在学生就业

方面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可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只有

39.1％的学生选择 3年的学习时间，更多的学生选择 2年或

2年半的学习时间，占到调查总数的 60.9％，这说明研究生

对于自己的学习年限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当前的学习时间太

长，希望能够缩短。 

目前，我国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在 3年的学习阶段，通常

前一年半是课程学习，后一年半是论文撰写。有很多学校对

学生每学期课程选择没有限制，造成很多学生用一年的时间

就把需要的学分修满，纯粹为了修满学分，对知识不求甚解，

然后用两年的时间去完成一篇质量不高的毕业论文（个别学

生除外）。结果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完成论文仅仅是为了

应付毕业，没有达到提高学生科研能力的目的。从国外资料

看大部分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 1～2 年，国内

很多文理科专业硕士学位学习年限也为 2～2.5 年。因此，

为了较快培养出人才，避免无谓的浪费，同时为了提高在校

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热情、学习效率，有弹性的调整体育学科

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应是我国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教育

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1.4  专业结构 

专业是人们对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结构的一种设计。显然，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结构也

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1997 年 4 月，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召开了第十五次会议会上重新修订了研究生

学科（专业）目录，将“体育学”划为一级学科，并对下属

的二级学科重新归为 4 类：体育人文社会学科（专业）、运

动人体科学学科（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科（专业）、民族

传统体育学科（专业）。我国现在很多高校体育学科硕士研

究生培养点并不都涵盖上述 4 专业，在所调查的 20 所高校

体育院系或单科体育学院中，仅有6所具有全部的4个专业，

占到被调查对象的 30％。其余的 14 所均不同程度的缺少一

些专业。这说明大部分的高校还不具备完善的综合实力，说

明高校应该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与优化，这样可以促进学科

资源的合理配置，催生一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构建学科

交叉、渗透、融合、创新的平台，从而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

增强学校的科技开发实力。 

1.5  课程设置 

(1)课程设置的类型 

我国的研究生课程设置根据教育部1999年11月下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精神，首

先考虑本学科研究生必须具备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结构

的需要，着眼于 21 世纪经济、科学技术及社会发展对高素

质人才培养的需要。我国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课程设

置大致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公共必修课、专业课、选修课、

教学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学术活动等 6项。各种课程

类型都是以整合到一起的方式出现，比如专业课与学术活动

相结合，或者是专业课与教学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学生能更

为全面地接受学科知识，同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达到锻炼

的目的。 

(2)课程设置比例 

目前我国体育院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必修课与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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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情况随意性较强，必修课与选修课也没有固定的比例可

供学校参考。在所调查的单位中必修课多于选修课占 34%，

必修课少于选修课占 29%，必修课与选修课一致占 37%。

各校由于受到师资力量等外在条件的影响，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制定培养方案、开设课程，导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没有

一个相对固定的知识结构，甚至表现出知识的片面性。 

导师对于当前课程的比例还是比较满意的，有 62.6％的

导师认为当前的课程比例合理或比较合理，没有不满意的情

况。与此相反，研究生对于当前课程比例不是非常的满意，

有接近一半的学生（48.8％）反映当前的状况一般，甚至还

有 14.6％的学生认为当前的分配比例不合理。总的来说，课

程设置是研究生学习的依据，规定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制约

研究生发展的方向，对研究生能力的发展有定向的作用。研

究生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掌握获得知识的方法，这是知识的智

力价值所在。只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才能充分发挥其智力价

值，有效转化为能力。所以，课程的设置及比例必须合理、

科学，不能由学校脱离学生的需求而主观制定，应充分考虑

学生的意见。只有课程比例的合理，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1.6  考核与评价标准 

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知识质量观”、“学术标准化”

根深蒂固，有些大学在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观念和工作上

还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即重数量、轻质量，

重学位授权点和单位的发展、轻巩固提高已有学位授权点、

学科点建设，重创收、轻人才培养质量等问题，由此产生的

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呼声较高；另一方面，我国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评估与监督机制、评估体系也不够科学，这些都严

重地影响了其权威性。 

在对我国部分高校体育学科硕士生导师调查的回收问

卷分析发现，硕士生导师对学生评价关注内容依次是：创新

能力、努力程度以及学习效果 3项（分别占 55.9%、31.2%、

12.9%）。 

而学生希望导师关注的内容是努力程度、创新能力、学

习效果(分别占 62.2%、21.9%、15.9%)，导师最为注重对学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学生最希望导师关注自己的努力程

度，其次才是创新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导师对学

生的期望值与学生对自己能力客观评价存在矛盾。研究生的

培养本身就是一种对学生的创新教育，研究生在关注自己努

力程度的同时，更应当积极加强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与创新

能力。 

 

2  建议  

2.1  教学目标应更加明确 

从调查分析中看出，在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的个人发展

目标定位上与社会需求目标有一定的差距，在导师关于研究

生的个人发展目标的定位调查上也可以看出，导师和研究生

也存在着不一致。教学目标的改革包括：教学目标应根据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整体要求，对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目

标从德、智、体等提出较为具体的要求，既要体现研究生教

育所培养人才的高层次性以及专业性较强等特点，更要注意

所培养的人才对今后介入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较大适应性。

应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创新能力培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社会实践；坚持全面发展，注重思想道德的培养。 

2.2  学科体系应更加健全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系统的、整体的、全面的，局部的

不合理必将波及整体的功能。我们只有以整体效益去考虑发

展，才能求得整体的最佳功能和效用。调整学科结构和体系，

拓宽专业面以专业课为主，向多样化发展。 

2.3  评价方法应更加科学化 

体育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应从社会的需要出发，逐步制

定、完善培养计划，实施目标管理，同时引入竞争机制，实

行奖学金等级制度，充分调动研究生的积极性，鼓励他们的

科研创造激情。在目标管理过程中，可根据研究生的科研方

向，实行阶段目标管理。建立健全导师组和领导组定期进行

客观公正的考核制、操作性强的评价考核标准，把考核情况

同奖学金的发放、研究生的评聘录用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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