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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专业结构反映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集中地体现了社会对人才的种类、规格、知识、能力、
素质等各个方面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历经多次变革，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为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工作奠定了基础。
如何把握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与社会需求的关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社会需求的变化，适应高校
多类型、人才培养多规格的需要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优化专业结构与
布局，形成有效的专业建设机制，使高校结合自身实际，发挥办学优势，突显办学特色，推进教学改
革，强化实践教学，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多类型和紧缺人才的需求，一直都是高等教育
改革要回答的问题。
改革高校专业结构是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举措之一。
面对时代发展，迫切需要高质量人才，人才培养迫切需要高质量的高等专业教育。

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又加深和拓宽而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
该博士学位论文在评审和答辩过程中，就得到了国内体育学术界前辈的充分肯定。
此次成书出版，作者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

该书以我国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专业结构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法、文献分析法、调查法、比较法、
数理统计法、逻辑法等研究方法对新中国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专业结构改革历程和发展现状作一全景
式的研究。
这部书试图以我国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专业结构改革与调整问题为切入点，结合高等教育体育专业自
身发展的特点，沿着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横向的比较维度，甄别和总结我国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专业结
构发展的经验，探讨专业结构的客观规律，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进行适应性调整与战略性调整，是当
前难得的一部专门研究我国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专业结构的力作。
通读之后，让我不觉耳目一新，颇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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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莹，女，1972年7月生人，教授，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北京体育大学在站博士后，中国国家级健美
操教练培训导师，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青春时光栏目教练。
全国发行出版了30余张自编并教学的《芭蕾形体》《街舞》《自由健身舞》《艺术形体》等教学光碟
。
主持《我国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发展研究》《我国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
专业结构发展现状与调控策略研究》《义务教育小学体育、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和教科书及教师
用书可行性实验研究》《移植与创新：本土化高校街舞课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关于美国Hip—hop
文化的引入及技术研究》等国家级、省级课题的研究工作。
主编《街舞》、高中体育通用教材《体育与健康》、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规划教材《体育与健康实践教
材》《老年科学健身咨询》等书籍；发表专业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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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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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学科与专业廓清
　第二节　结构论域
第二章　演变轨迹追析：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专业的沿革回顾与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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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按项细化专业阶段
　第三节　按需整合专业阶段
　第四节　按学科定位发展专业阶段
第三章　影响因素透视：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专业结构发展变革的影响
　第一节　哲学范畴视角下盼专业结构
　第二节　体育学本科专业结构的影响因素
第四章　宏观全景观察：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专业结构整体发展现状
　第一节　体育学本科专业内涵口径
　第二节　体育学本科专业质量
　第三节　体育学本科专业的数量结构现状分析
　第四节　体育学本科专业区域结构现状分析
　第五节　体育学本科专业的培养规模现状分析
第五章　微观局部调查：体育学本科高等院校专业结构具体发展现状
第六章　调整优化策略：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专业结构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第七章　应用个案研究：国内外高等院校体育专业结构优化模式与范例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结论
　第二节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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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作为学术活动的平台，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遵循的是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它关注的
主要是学科前沿的问题，目的是获得对未知世界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系统化、理论化，基本特征是
学术性。
而作为培养人才的教学活动，专业的形成和发展所遵循的是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政治、经济、科技、
文化等各方面需要的规律，其目的是培养社会所需的专门人才，所以专业自然要把目标定位在社会对
人才的需求上。
 （四）构成要素不同 一般认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需要以下几个要素：研究对象独特、不可替代
，研究的领域具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构成严密的逻辑理论体系；学
科知识的研究方法。
专业的构成主要是有专业培养目标、专业培养方案（即课程体系）、专业中的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和专业教学条件。
 （五）划分原则不同 学科的划分，通常遵循知识体系自身的内在逻辑，是一个呈“树状结构”，相
对稳定的、系统的、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专业是与职业领域相关的体系，构建职业领域相关的学科课程、奠定职业领域相关的知识结构基础，
为满足社会所需不同职业领域和岗位的专门人才的需要设置专业。
以一门学科为基础可以设置若干个专业，可在不同专业领域中应用；课程是教学的科目，它不仅要考
虑相关的学科基础、社会对相关知识的需求，而且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
一门课程以相关主干学科为依托，可能涉及不同学科门类或者同一学科门类的若干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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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体育博士后文丛:新中国高等院校体育学本科专业结构论》是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
中学科是专业的基础，专业又是学科发展的保证，学科的发展需要相应的专业教育制度为其培养和提
供后备人才，从传递知识和教学的角度看，学科是指教学的科目和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因此学
科的基本本质内涵是“教学的科目⋯”“学问的分支⋯”“学界或学术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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