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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广州体育学院招收港澳台地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招生专业目录

单位代码：10585 地址：广州大道中 1268号 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

邮政编码：510500 电话：020-38025613 联 系 人：肖老师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究方向代码、名称

招生

人数
初 试 科 目 备注

一、学术学位

30

040301体育人文社会学

（不区分方向）

①英语

②体育概论

③体育社会学

全日制

040302运动人体科学

（不区分方向）

①英语

②运动生理学

③运动解剖学

全日制

040303体育教育训练学

（不区分方向）

①英语

②运动生理学

③运动训练学

全日制

040304民族传统体育学

（不区分方向）

①英语

②运动生理学

③运动训练学

全日制

★0403Z1 休闲体育学

（不区分方向）

①英语

②体育概论

③体育社会学

全日制

★0403Z2 体育新闻传播学

（不区分方向）

①英语

②体育概论

③新闻传播学理论

全日制

★0403Z3 运动康复学

（不区分方向）

①英语

②运动解剖学

③运动康复学

全日制

二、专业学位

0452 体育硕士

045201体育教学

（不区分方向）

045202运动训练

（不区分方向）

①英语

②运动生理学

③运动训练学

全日制或非全日制

说明：“★”为我校自主设置硕士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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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州体育学院简介

广州体育学院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市中心，是华南地区唯

一独立建制具有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体育高等学府。学校创建于

1956 年，占地面积 432 亩，各类在校生约 8000 人，教职工 851

人。2008 年取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成绩。

建校以来，学校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彰显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的大学功能，对全国的体育人才

培养和新中国体育教育改革发展贡献巨大：培养各类优秀人才 4

万多人，包括 60 多位世界冠军、60 多位副厅级以上高级管理干

部等大批高层次人才。新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第一个游

泳世界冠军、第一个跳水世界冠军均出自我校。

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现设有 12 个二级学院，涵盖教育学、

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文学、医学等 6 大学科门类，20 个

本科专业。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 个，国家级特色专

业建设点 3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8 个；国家级一流课程

2 门，省级一流课程 17 门（包含 2 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 门；省级教学团队 8 个，省级课程教研

室 2 个（其中虚拟教研室 1 个），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9 个，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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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联合实验室 2 个，省级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2 个，省级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12 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3 个，

省级示范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 9 个。

拥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 4 个，10 个省高校重点科研平台，

包括国家体育总局首批“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批国

家体育总局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省高校科研型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高

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高校国际合作创新平台和广东省高

校社科重点实验室等。近五年来，学校学科排名稳步提升，科研

成果显著，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一大批高等级科研项目。

学校自 1979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5 年成为广东省首批体

育学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现拥有 10 个硕士授权点，2000 年获得

港澳硕士研究生招生权，2004 年与上海体育学院合作培养博士

研究生，2005 年获得体育专业硕士招生权，2006 年获体育学一

级学科硕士授权点，2007 年招收国外硕士留学生，2009 年成为

广东省新增博士授权单位立项建设单位。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653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64 人、副高级职称 109 人，中级职称 253

人；180 人具有博士学位，占比 27.57%。现有博士生导师 14 名，

硕士生导师 183 人。拥有一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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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全

民健身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和

省级优秀教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国家体育总局“优

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百人计划人选”、“广东省特支计划”教

学名师和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现有国际级裁判 27 人、国家级裁

判 45 人。具有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的一级裁判员、一级运动员审

批权。近 5 年，我校共获国际赛 22 枚金牌、6 枚银牌、3 枚铜牌，

全国赛 172 枚金牌、152 枚银牌、111 枚铜牌。

学校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8—2019 年，学校在

省政府倡导下牵头粤港澳三地 80 余所高校、中学、体育机构成

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教育与发展联盟，并成功举办两届粤港澳大

湾区学生体育节，为构建开放办学新格局、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

家战略作出新贡献。学校开展足球援疆、排球援藏服务，促进民

族团结事业。

学校积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分别与美国、英国、法国、

加拿大等20多国家和地区3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交流合

作关系。学校承办 2010 广州亚运会科学大会，开创了我国高校

一校承办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科学盛会的先河。近年来，一大批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师受国家委派出国援外，加强体育文化

交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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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以来，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多次接见我校优秀学子并鼓励他们为国争光。党的十八大以来，

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近年来，学校获评广东省高校党建示范学校，

获评首批全国党建“双创”工作样板党支部 1 项，现有“广东省

高校‘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支部”2 个、“全省党建工

作标杆院系”3 个、“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5 个、教师党支

部书记“双带头人工作室”2 个。

在未来发展中，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提出、健康中国战

略的全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落实，广州体育学院将紧紧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事业提出的新目标、国家政策变化的新

要求，着力打造新时代华南体育教育高地，坚决扛起新时代育人

担当，努力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有更大作为、作出新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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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州体育学院硕士学位专业简介

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

社会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的学科群。运用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

法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提出有关体育决

策的建议，并在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运动人体科学：运动人体科学是研究体育运动与人体的相互

关系及其规律的学科群，包括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

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保健康复等学科。

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运动训

练等领域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该学科的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团队为广东省学校体育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库支持。

民族传统体育学：民族传统体育学是研究中华民族体育的理

论与方法体系的学科群，它是现今我国体育学三大运动技术类专

业之一。其下设三个专业方向，即：武术、民族传统体育和传统

体育养生。它以武术（套路和散打）、体育养生以及民俗传统体

育（南狮、舞龙）为主要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挖掘、整

理和创新，并使之发扬光大。

休闲体育学：休闲体育学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全民健身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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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休闲生活的需要。主要探讨 1.休闲体育理论与政策 2.休闲

体育项目策划与指导 3.体育旅游开发研究 4.休闲体育市场开发

与服务等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

体育新闻传播学：体育新闻传播学隶属于体育学一级学科，

是我校在全国率先设置的硕士二级学科之一，主要研究体育领域

中新闻传播活动的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研究重点在体育新闻传播

理论与业务、广播电视体育新闻以及体育新媒体传播等领域。

运动医学：本专业研究运动和缺乏运动给人体带来的生理、

病理问题及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医学问题。从医学角度阐明体力活

动及静态生活方式影响健康和在各种慢性疾病病因学中的作用，

并且为一些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研究提供医学手段以达

到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的目的。同时运用医学技术和知识对运动

进行监督和指导，防治运动伤病、保障运动员健康、提高运动成

绩。本专业授医学硕士学位。

运动康复学：该专业是全国体育学院中较早设立的理学专业。

该专业以培养具有康复治疗和运动医学知识、技能和科研能力，

从事康复治疗、运动伤害防护、健康指导工作的应用型人才。为

全面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综合素质、操作技能、创新意识和创

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学院高度重视实践性环节。在此基础上，开

展实验科研教学中心建设工作，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运动康复专

业已拥有多个实验室（国家级 2 个和省级 2个）和充裕的仪器设

备。已形成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特殊儿童运动康复;慢性病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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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病的运动康复;运动康复评定技术与运动处方等多专业研究方

向。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含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

目标是培养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

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

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学习年限一般 3 年，实行学分制。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应

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文学

艺术作品等形式。学位论文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

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注重实践创新能力和新闻业

务技能培养，培养全媒体时代拥有系统的传播知识、卓越的传播

技能、全面的传播素养的高层次专业型传媒人才，培养造就掌握

新闻传播专业理念、恪守新闻传播职业道德、胜任新闻传播行业

变革，具有现代竞技体育理念，能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

网络等媒体从事体育新闻传播或其他新闻传播工作的编导、记

者、节目主持人以及体育解说评论员等实践型高级传媒人才。主

要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体育新闻传播理论、体育新闻业务、

体育广播电视新闻、体育新媒体传播、体育解说评论等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