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0304）

一、培养目标

在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和相关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和专项基本技能；

具有较宽的知识面，深厚的人文素养底蕴，具有较强的教学、训练或独立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实

践能力和独立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的实际操作能力；熟练掌握至少一门专项运动的教学训练理论

与方法，有较高的运动技术水平；掌握基本的健身理论与方法，拥有自我锻炼与保健能力，具有

健康的体魄、坚强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立足岭南，辐射港澳及东南亚，培养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能在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领域从事教学、运动训练、科学研究及管理工作的高

层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一） 武术（套路和散打）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

（二） 民俗民间体育研究

（三） 传统体育养生理论与实践

（四） 岭南武术的历史与文化

三、学制和学分

学制为三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五年；总学分不小于36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 26学

分，选修课程不少于10学分。课程与学分包括：

（一）学位课程

1、公共必修课程（10学分）

（1）马克思主义理论（即自然辩证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5学分）

（2）外国语 （4学分）

（3）学位论文写作方法（1学分）

2、专业基础课程（不少于12学分）

3、专业课（4学分）

专业、专项理论与实践（144学时）

表1 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生学位课程设置表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

必修

课

自然辩证法 36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18 1

外国语 108 4

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18 1

专业 运动生理学 36 2



程 基础

课（不

少于12

学分）

民俗学概论 36 2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概论 36 2

运动训练学 36 2

岭南武术历史与文化 36 2

体育科研方法 36 2

武术套路运动 36 2

逻辑学 36 2

专业课 武术理论与实践 144 4

非

学

位

课

程

理论课

（不少

于4学

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运动生物力学 36 2

学校体育学 36 2

运动伤病防治与康复 36 2

体育人类学 36 2

运动休闲与健康 36 2

社会学 48 2

体育测量学 36 2

文献检索 18 1

统计方法及应用 36 2

技术课

（不少

于6学

分）

散打 36 2

广东南拳 36 2

健身气功 36 2

太极拳（八法五步） 36 2

初级棍法 36 2

（二）非学位课程（不少于10学分）

可由导师提出参考意见，在某范围内选修部分课程，或研究生根据个人特长、爱好、适应学

科交叉需要，选修有关的跨学科的课程。但本专业技术课程不低于 3门 6学分。

四、师生互选

（一）新生第一学期的专业课，导师（组）以专业（方向）为单位对学生进行统一分工授

课，第一学期十月份进行硕士研究生导师师生互选。

（二）师生互选后的一个月内，导师应完成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制订工作。

五、开题报告

（一）开题前，研究生必须完成 5000—7000字的文献综述。

（二）开题时间为第三学期的 11月。开题后的一个月内，提交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计划给



研究生院备案。

六、中期考核

在第三学期末，导师和教研室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学术作风、课程

学习情况及论文进展情况等。第四学期开始后一个月内研究生院对中期考核情况进行复审，中期

考核不合格者，给予中期分流处理（详见《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

七、实践环节

（一）实习实践一般安排在第 2学年第一学期。

（二）入学前曾从事相关工作两年以上者，经导师同意，报教研室和研究生院批准，可免修

教学实践环节。

（三）实施研究生“三助”制度，鼓励研究生申请和竞争助教、助研和助管工作职位。

八、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一）修满规定的学分，且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后方可申请论文答辩。发表学术论文规格要求

如下：

1．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在相关期

刊（必须有正式刊号）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入选的一

级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论文。

3．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入选的奥

运会、亚运会、全国性运动会和省大学会运动会等举办的论文报告会论文。

（二）关于本科非体育专业（或同等学力）补修课程要求等，参见《广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

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

（三）学位论文的规范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教育部的相关要求执行。

（四）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一名本领域校外专家。

（五）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单位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核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备案，授予教育学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