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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系●简●介　

体育系简介

广西师范学院体育系的前身是广西师范学院体育部，２００２年开始招收体育教

育专业本科生，２００３年成立了体育系，２００５年设立学校体育研究所。２００６年经国

务院学位办评审批准，获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７年开 始 招 收 硕 士

研究生。现有教职工５２人，其中教授２人，副教授１３人，讲师２２人。其中有硕士

学位的７人，国家级裁判员３人，国家一级裁判员１５人，获国际运动健将级称号的

教师１人，获国家运动健将级称号的教师４人，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４人，国家

级健美操指导员２人，国家游泳教练员２人。

随着我院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基础建设的加强，体育设施也在不断地

完善。现有体育教学训练场地４７９４４．６１平方米，其中体育馆两座，体育综合大楼

一栋。室内有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武术房、体操房、舞蹈健身房、

一个标准游泳池和一个综合实验室（人体解剖实验室、人体生理实验室）等。室外

有诸多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网球场等体育场地，还有塑胶跑道田径场和足球

场各两块。体育系现有１００平方米的专用图书资料室，内有图书３１９１册，期刊４３
种，期刊合订本１０３９册，教学光盘２７７张。校园网已实现院内外联网，网络功能齐

全。教学、训练、实验、办公设施齐全，能满足体育专业各项教学和训练需要。
体育系经过５年的努力，在教学和科研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面向２１世纪

教学改革的进程中，体育系率先在广西高校开展了以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及手段为一体的整体改革，在教学中突出了“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受到了学生

的普遍欢迎，学生对课程的满意率达９５．７％。很多青年教师在全院优质课评比中

获得一、二等奖。多年来，我系教师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

著作８部，主持、参与的立项课题有国家级１项、自治区级４项；“面向２１世纪高师

体育课程整体改革”成果１９９９年获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２００１年

获自治区教学成果二等奖；受自治区教育厅委托负责组织编写了广西高校试用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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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体育》，主编《新编高校体育教程》；公共体育课程被评为院级重点课程和区

级重点课程。学院曾先后被评为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高等学校”和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连续５年获得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

准推广奖。我系还负责第二期“广西２１世纪园丁工程”自治区高中、初中、小学体

育教师的培训工作。
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我院在各项体育运动竞赛中创造了辉煌的成绩：院

女子排球队代表广西大学队获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排球比赛总决赛第八名；院田径

代表队获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１００米铜牌，并打破该项目全国大学

生纪录，在全国比赛中曾获得女子团体总分第四名的佳绩，并多次获得单项的金、
银、铜牌；健美操代表 队 曾 获 得 全 国 大 学 生 健 美 操 比 赛 女 子 单 人 冠 军 及 团 体 二 等

奖；在广西高校历次体育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表现出了较高的运动训练水平，为

学院争得了荣誉；２００６年，田径、篮球运动队被教育部批准为高水平运动队。
在深化基础教育课程和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全体教职工解放思想，以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为构造一个适应体育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

的人才培养基地而努力。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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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通识教育与教师教育类课程学习指南

一、通识教育与教师教育类课程设置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类课程设置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分配

总
学
时

理论
研究

性
学习

实践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备注

公
共
必
修
课
程

２１０ＧＢ００９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法
律基础

３ ４８ ３０ ８ １０ １ ２ √

２１０ＧＢ０１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２ ２０ ８ ４ ２ ２ √

２１０ＧＢ０１１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３ ４８ ３０ ８ １０ ３ ２ √

２１０ＧＢ０１２
毛 泽 东 思 想、邓 小
平 理 论 和“三 个 代
表”重要思想概论

６ ９６ ６０ １８ １８ ３、４ ２ √

２１０ＧＢ０１４ 形势与政策 ［１］ ［８０］

２１０ＧＢ０１５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业指导

［１］ ［３０］

１６０ＧＢ００１１大学英语（一） ４ ６４ ６４ １ ４ √

１６０ＧＢ００１２大学英语（二） ４ ６４ ６４ ２ ４ √

１６０ＧＢ００１３大学英语（三） ４ ６４ ６４ ３ ４ √

１６０ＧＢ００１４大学英语（四） ４ ６８ ６８ ４ ４ √

２３０ＧＢ００１ 军事理论 ２ ３６ ３４ ２ ２ ２ √

１５０ＧＢ００１１计算机文化基础（一） ４ ９０ ４０ ５０ １ ３＋４ √

注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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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分配

总
学
时

理论
研究

性
学习

实践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备注

公
共
选
修
课
程

人文社会科学类

自然科学与技术类

艺术类

体育类

教育类

６ ９０ 注２

实
践
类
课
程

入学教育 １周 １

毕业教育 １周 ８

生产劳动 ［４８］

健康教育 ［４］

军事训练 ２周

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４周］

１６１ＳＪ００１ 见习 ２ ２周 ６

１６１ＳＪ００２ 毕业实习 ８ ８周 ７

１６１ＳＪ００３ 毕业论文（设计） ６ ６周 ８

　　注１：研究性学习由教师指导，学生利用课内外 时 间 进 行 自 主 学 习 和 实 践；实 践 教 学 利 用 节

假日或寒暑假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１学分，８０学 时，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课 程１学 分，

３０学时，开课时间安排在每周政治学习时间。

注２：本专业学生应修满６学分，其中要在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类、自 然 科 学 与 技 术 类 和 艺 术 类 课

程中至少分别选修２学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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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教育类课程设置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分配

总
学
时

理论
研究

性
学习

实践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备注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教
师
资
格
课
程

０４０ＧＢ００１ 心理学 ２ ３２ ３２
文３
理４ ２ √

由教育系
开设

０４０ＧＢ００２ 教育学 ３ ４２ ４２
文４
理５ ３ √

由教育系
开设

学 科 教 学
论

４ ６４ √
含 试 讲，由
各系（院）开
设

教
师
职
业
技
能
课
程

０００ＪＳ００１Ａ
普 通 话 与
教师口语

２ ［２０］
由 教 务 处 组
织实施

０００ＪＳ００２Ａ
教 师 书 写
技能

２ ［１２］

由 教 务 处 组
织，艺 术 系、
初 等 教 育 学
院 承 担 开 课
任务

０００ＪＳ００５Ａ
现 代 教 育
技 术 及 应
用

２ ２０＋
［１０］

由 信 息 技 术
系、物理与电
子 信 息 科 学
系开设

０００ＪＳ００６Ａ
心 理 健 康
教育

３ １３
由 教 育 系 开
设

０００ＪＳ００７Ａ
教 育 科 研
方法

３ ２０＋
［１０］

由 教 育 系 开
设

　　说明：

１教师教育课程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必选，非教师教育专业学生任选。

２教师职业技能课程按《广西师范学院教师职业技能课程修读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执行。

３普通话与教师口语和教师书写技能由教务处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技能

培训列入心理学课程中实施；现代教育技术及应用和教育科研方法由相关系（院）组织实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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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共选修课程计划设置表

１人文社会科学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０１Ａ 英语应用文写作 ２ ３０ 外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２Ａ 日语日常会话 ２ ３０ 外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３Ａ 经贸英语视听说 ２ ３０ 外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４Ａ 实用英语会话 ２ ３０ 外语系、大学外语部

０００ＧＸ００５Ａ 英语翻译 ２ ３０ 外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６Ａ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２ ３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０７Ａ 台湾关系的历史、现状及走向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０８Ａ 形式逻辑及其应用研究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０９Ａ 中国文化概论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１０Ａ 公务应用文写作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１Ａ 英美影视欣赏与评鉴 ２ ３０ 大学外语部

０００ＧＸ０１２Ａ 证券基础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３Ａ 基础会计学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４Ａ 中国文化专题选读 ２ ３０ 初等教育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１５Ａ 现代管理学 ２ ３０ 政法学院、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１６Ａ 婚姻家庭法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１７Ａ 证券投资实务 ２ ３０
政法学 院、数 学 与 计 算 机 科

学系、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１８Ａ 公共关系学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１９Ａ 中国人文文化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０Ａ 演讲与口才 ２ ３０ 初等教育学院、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１Ａ 现代文秘写作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２Ａ 宣传策划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３Ａ 中国传统生活文化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４Ａ 唐宋诗词鉴赏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５Ａ 跨文化交际概论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６Ａ 国际贸易实务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７Ａ 当代社会热点问题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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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２８Ａ 市场营销学 ２ ３０
政法学院、初等教育学院、管
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９Ａ 中国经济思想史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３０Ａ 西方经济学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３１Ａ 税收理论与实践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３２Ａ 人际交往与人才成长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３３Ａ 西方文化概论 ２ ３０ 外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４Ａ 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思潮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３５Ａ 旅游文化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３６Ａ 民俗文化与经济开发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３７Ａ 中外名著欣赏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３８Ａ 美学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３９Ａ 应用文写作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４０Ａ 秘书学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４１Ａ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４２Ａ 中国公务员制度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４３Ａ 现代公司制度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４４Ａ 青少年社会工作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４５Ａ 国际经济法概论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４６Ａ 旅游英语视听说 ２ ３０ 外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４７Ａ 文化人类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４８Ａ 财务管理 ２ ３０
数学与 计 算 机 科 学 系、管 理

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４９Ａ 行政管理学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５０Ａ 人力资源管理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５１Ａ 当代东南亚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５２Ａ 领导决策方法论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５３Ａ 新闻学概论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５４Ａ 青年创业学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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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５５Ａ 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５６Ａ 房地产法律问题研究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５７Ａ 行政诉讼法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５８Ａ 合同法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５９Ａ 知识产权法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６０Ａ 东西方文化比较 ２ ３０ 大学外语部

０００ＧＸ０６１Ａ 文秘英语 ２ ３０ 大学外语部

０００ＧＸ０６２Ａ 英文报刊选读 ２ ３０ 大学外语部

０００ＧＸ０６３Ａ 英美文学欣赏 ２ ３０ 大学外语部

０００ＧＸ０６４Ａ 英语演讲与辩论 ２ ３０ 大学外语部

０００ＧＸ０６５Ａ 民法选讲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６６Ａ 哲学通论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６７Ａ
当代世 界 重 点、热 点 问 题 专

题研究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６８Ａ ＷＴＯ概论 ２ ３０ 政法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６９Ａ 逻辑学 ２ ３０ 初等教育学院、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７０Ａ 张爱玲研究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７１Ａ 艺术学概论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２Ａ 中国古典小说专题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３Ａ 荧屏播音与艺术形象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４Ａ 书法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５Ａ 英语作文写作技巧和实践 ２ ３０ 外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６Ａ 广告心理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７Ａ 文化与旅游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７８Ａ 实用礼仪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７９Ａ 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文化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８０Ａ 国家公务员考试教程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８１Ａ 社交与礼仪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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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８２Ａ 社交语言艺术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８３Ａ ＤＶ影视制作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８４Ａ 新闻采访与写作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８５Ａ 政党制度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８６Ａ 国际危机管理概论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８８Ａ 西洋经典歌剧艺术欣赏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８９Ａ 百年中国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９０Ａ 人文社会科学概说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９１Ａ
多维跨文化视角中的社会生

活
２ ３０ 大学外语部

０００ＧＸ０９２Ａ 当代社会热点问题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９３Ａ 管理运筹学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９４Ａ 礼仪与形象设计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９５Ａ 电视佳作选析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９６Ａ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９７Ａ 恐怖主义与危机管理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９８Ａ 政党领袖与组织整合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９９Ａ 少数民族文化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１００Ａ 中小学英语教学设计 ２ ３０ 初等教育学院

０００ＧＸ１０１Ａ 中国近现代名人选讲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１０２Ａ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２ ３０ 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１０３Ａ 民俗学概论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１０４Ａ 管理文秘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１０６Ａ 中国文化鉴赏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１０７Ａ 女性文化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１０８Ａ 日韩影视作品欣赏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１０９Ａ 中国电视名牌栏目解析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１１０Ａ 企业家与企业创业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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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１１１Ａ 国家公务员考录问题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１１２Ａ 酒水服务与管理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１１３Ａ 纵谈中国的纪录片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１１４Ａ 口语表达 ２ ３０ 外聘

０００ＧＸ１１５Ａ 诉讼法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１１６Ａ 管理心理学 ２ ３０ 管理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１１７Ａ 女性心理与成才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１１８Ａ 性科学和性教育 ２ ３０ 初等教育学院

０００ＧＸ１１９Ａ 欧美二十世纪文学专题 ２ ３０ 初等教育学院

０００ＧＸ１２０Ａ 中国文化与心理治疗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１２１Ａ 听歌学英语 ２ ３０ 大学外语部

０００ＧＸ１２２Ａ 卓别林电影艺术欣赏 ２ ３０ 信息技术系

　　２自然科学与技术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０１Ｂ 计算机辅助设计 ２ ３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０２Ｂ 环境教育 ２ ３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０３Ｂ 广西地理 ２ ３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０４Ｂ ＶｉｓｕａｌＦｏｘｐｒｏ ２ ３０ 信息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５Ｂ 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 ２ ３０ 信息技术系 文科类选修

０００ＧＸ００６Ｂ Ｃ＋＋程序设计 ２ ３０ 信息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７Ｂ ＨＴＭＬ与ＸＭＬ语言 ２ ３０
数学与 计 算 机 科 学 系、信 息

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８Ｂ 网页制作 ２ ３０
数学与 计 算 机 科 学 系、信 息

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９Ｂ 线性代数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０Ｂ 数学史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１Ｂ 数学文化与数学美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２Ｂ 文科高等数学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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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１３Ｂ 数学工具软件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４Ｂ ＳＱＬＳｅｖｅｒ２０００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５Ｂ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及其应用 ２ ３０ 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６Ｂ 图形图像处理技术 ２ ３０
数学与 计 算 机 科 学 系、物 理

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７Ｂ 音像技术 ２ ３０ 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８Ｂ ＦｌａｓｈＭＸ２００４ ２ ３０ 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９Ｂ 物理学导论（双语） ２ ３０ 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０Ｂ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ｒｅ ２ ３０ 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１Ｂ 小学数学竞赛指导 ２ ３０ 初等教育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２Ｂ 三维动画 ２ ３０ 初等教育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３Ｂ 人类生活与基因工程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４Ｂ ＷＷＷ与远程教学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５Ｂ 电视摄像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６Ｂ ＶｉｓｕａｌＣ＋＋程序设计 ２ ３０
数学与 计 算 机 科 学 系、信 息

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７Ｂ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８Ｂ 网络数据库应用技术 ２ ３０ 信息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９Ｂ 操作系统原理 ２ ３０ 信息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０Ｂ 网络编程 ２ ３０ 信息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１Ｂ 计算机网络 ２ ３０ 信息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２Ｂ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２ ３０
数学与 计 算 机 科 学 系、信 息

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３Ｂ 常用软件使用 ２ ３０
数学与 计 算 机 科 学 系、物 理

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４Ｂ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技术 ２ ３０
数学与 计 算 机 科 学 系、物 理

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５Ｂ ＥＤＡ技术 ２ ３０ 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６Ｂ 电子ＣＡＤ ２ ３０ 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７Ｂ 概率统计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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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３８Ｂ 趣味数学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９Ｂ 理财数学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４０Ｂ 决策中的数学方法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４１Ｂ 数学欣赏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４２Ｂ 数学思想方法概论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４３Ｂ 数学应用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４４Ｂ 数学实验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４５Ｂ 电子商务基础 ２ ３０
数学与 计 算 机 科 学 系、管 理

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４６Ｂ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４７Ｂ 视频制作与处理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４８Ｂ 组网建网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４９Ｂ 计算机网络安全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５１Ｂ 摄影技术基础 ２ ３０
物理与 电 子 信 息 科 学 系、新

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５２Ｂ 多媒体课件设计与操作 ２ ３０ 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５３Ｂ 化学与社会、环境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５４Ｂ 旅游资源开发 ２ ３０
资源与 环 境 科 学 学 院、管 理

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５５Ｂ 自然灾害学 ２ ３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５６Ｂ 现代生活化学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５７Ｂ 网络远程教学技术基础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５８Ｂ 化学与健康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５９Ｂ 化学美论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６０Ｂ 可持续发展概论 ２ ３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６１Ｂ 中国旅游地理 ２ ３０
资源与 环 境 科 学 学 院、管 理

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６３Ｂ 生活中的高分子化学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６４Ｂ 天文学基础 ２ ３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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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６５Ｂ 环境学概论 ２ ３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６６Ｂ 中国地理 ２ ３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６７Ｂ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６８Ｂ 生物芯片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６９Ｂ 英文科技文献的阅读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０Ｂ 制图学 ２ ３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７１Ｂ 中国自然地理 ２ ３０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７２Ｂ 电视摄像艺术基础 ２ ３０ 新闻传播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３Ｂ Ｄｒｅａｍｗｅａｖｅｒ网页制作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４Ｂ 基因与生命本质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５Ｂ ＪＳＰ程序设计 ２ ３０ 信息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６Ｂ 生物“芯”时代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７Ｂ 消费者化学 ２ ３０ 化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７８Ｂ 数学文化 ２ ３０ 初等教育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７９Ｂ 生物的多样性及保护生物学 ２ ３０ 初等教育学院

　　３艺术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０３Ｃ 艺术论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４Ｃ 美学与艺术鉴赏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５Ｃ 音乐欣赏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６Ｃ 基础乐理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７Ｃ 中国设计艺术史论与鉴赏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８Ｃ 西方现代设计评论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９Ｃ 电脑平面艺术设计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０Ｃ 装饰色彩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１Ｃ 美术名作鉴赏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２Ｃ 中国画技巧 ２ ３０ 艺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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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１３Ｃ 中国民间音乐欣赏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４Ｃ 歌曲创作入门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５Ｃ 合唱与指挥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６Ｃ 实用美术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７Ｃ 书法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８Ｃ 当代热舞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９Ｃ 舞蹈基础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０Ｃ 少儿舞蹈训练与教学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２９Ｃ 中国传统音乐欣赏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３０Ｃ 西方油画艺术赏析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３１Ｃ 西洋管弦乐经典作品欣赏 ２ ３０ 艺术系

０００ＧＸ３２Ｃ 声乐演唱技巧入门 ２ ３０ 艺术系

　　４教育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０１Ｄ 教育策划概论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２Ｄ 心理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非教师
教育专
业选修

０００ＧＸ００３Ｄ 教育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非教师
教育专
业选修

０００ＧＸ００４Ｄ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２ ３０ 教育系、初等教育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０５Ｄ 创造心理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６Ｄ
基础教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
用研究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０７Ｄ 中学德育理论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０８Ｄ 教育法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９Ｄ 教育管理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０Ｄ 教育心理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１Ｄ 青少年心理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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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１２Ｄ 学习与教学心理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４Ｄ 课堂教学艺术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５Ｄ 教育个案研讨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６Ｄ 网络环境下的教学设计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７Ｄ 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８Ｄ 教育测评中的统计方法 ２ ３０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９Ｄ 中国教育问题研究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０Ｄ 比较教育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１Ｄ 教育科研方法 ２ ３０ 教育系、初等教育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２Ｄ 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实践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３Ｄ 综合课程设计与实践研究 ２ ３０ 文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２４Ｄ 课堂教学心理学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５Ｄ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７Ｄ
新课程背景下的公共教育学

教程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８Ｄ 现代教学基本技能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２９Ｄ 师范生教育实践概论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０Ｄ
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理论与广

西教育改革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１Ｄ 心理卫生 ２ ３０ 教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３２Ｄ 学校公共关系导论 ２ ３０ 教育系

　　５体育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０１Ｅ 健美操 ２ ３０ 体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２Ｅ 体育舞蹈 ２ ３０ 体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３Ｅ 篮球 ２ ３０ 体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４Ｅ 排球 ２ ３０ 体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５Ｅ 羽毛球 ２ ３０ 体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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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０００ＧＸ００６Ｅ 防身术 ２ ３０ 体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７Ｅ 跆拳道 ２ ３０ 体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８Ｅ 形体舞蹈 ２ ３０ 体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０９Ｅ 乒乓球 ２ ３０ 体育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０Ｅ 桥牌 ２ ３０
物理与 电 子 信 息 科 学 系、信

息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１Ｅ 围棋 ２ ３０ 信息技术系

０００ＧＸ０１２Ｅ 围棋：实战与思维 ２ ３０ 政法学院

０００ＧＸ０１３Ｅ 形体 ２ ３０ 体育系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指导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简介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必修公共基础

课，是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重要课程。本课程以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人生观、价值观、道

德观、法制观教育为主线，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依据大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教
育、引导大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和有

关法的基本精神和内容的教育。

２．课程教学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从当代大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学生进行社

会主义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

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使其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通过

对大学生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教育，帮助大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

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真正做到学法、懂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维护国家和公民个

人的合法权益。

３．课程基本内容

绪　论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主

要内容；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方法；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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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意义；适应人生新阶段；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与成才目标；学习和实践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第一章　追求远大的理想　坚定崇高的信念。人生需要理想信念；树立科学

的理想信念；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
第二章　继承爱国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中华民族的

爱国主义传统；新时期的爱国主义；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做忠诚的

爱国者。
第三章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创造有价值的

人生；科学对待人生环境。
第四章　加强道德修养　锤炼道德品质。道德及其历史发展；继承和弘扬优

良道德传统；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第五章　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公共秩序。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公共生活中

的道德规范；公共生活中的法律规范。
第六章　培育职业精神　树立家庭美德。职业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大学生

的择业与创业；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
第七章　增强法律意识　弘扬法治精神。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增强社会

主义法治观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
第八章　了解法律制度　自觉遵守法律。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我国实

体法律制度；我国程序法律制度。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和开课时间

本课程３学分，４８学时（其中理论教学３０学时，实践教学１０学时，研究性教学

８学时）；大学一年级开设。

５．课程使用教材

罗国杰，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育部统编教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７．
６．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取平时学习考评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占期评成

绩的４０％，主要是考评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情况，其中研 究 性 学 习 成

绩占２０％，实践性学习成绩占２０％。期末考试成绩占６０％。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简介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实施方案的精神而新设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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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等学校对大学生开设的必修课。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
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

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２．课程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

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从宏观上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较好地

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使学生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

及发展规律，理解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以至成为执政党的历史必然性；培养学生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能力；通过对学生

进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高他们的

思想政治素质，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３．课程基本内容

上篇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１８４０—１９１９）。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西

方列强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

任务。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抵御外来侵

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反侵略斗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洋务运动的兴

衰；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第三章　辛亥革命和封建帝制的终结。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辛亥

革命与建立民国；辛亥革命的失败。
中篇综述　天翻地覆的三十年（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中国所处的时代与国际环境；

三座大山的重压；三种建国方案、两个中国之命运。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

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中国革命在探索中

曲折前进。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从局部抗战

到全国性抗战；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国民党政府“处

在全民的包围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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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选择。
下篇综述　走向辉煌的五十年（１９４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

成立以后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开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良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端；探索

中的严重曲折；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

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和开课时间

本课程２学分，３２学时（其中理论教学２０学时，实践教学４学时，研究性教学

８学时）；大学一年级开设。

５．课程选用教材

沙健孙，等．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教 育 部 统 编 教 材）．北 京：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２００７．
６．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取平时学习考评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占期评成

绩的４０％，主要是考评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情况，其中研 究 性 学 习 成

绩占２０％，实践性学习成绩占２０％。期末考试成绩占６０％。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简介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高校各专业学生的一门公共必修课程。其任务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

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科学性地有机统一，帮助学生全面整体把握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它将帮助大学生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

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２．课程教学要求

使学生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社会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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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充分认同，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３．课程基本内容

绪　论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

革命性的统一；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物质世界和实践；事物的普遍联系与

发展；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第二章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的本质及规律；真理与价值；认识与实践

的统一。
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社会历史发

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

品经济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第五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第六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在实践中

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七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

义社会的展望；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和开课时间

本课程３学分，４８学时（其中理论教学３０学时，实践性教学１０学时，研究性教

学８学时）；大学二年级开设。

５．课程选用教材

教材编写组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育部统编教材）．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７．
６．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取平时学习考评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占期评成

绩的４０％，主要是考评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情况，其中研 究 性 学 习 成

绩占２０％，实践性学习成绩占２０％。期末考试成绩占６０％。

（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简介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是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是国家高等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的马

２０



●第●一●部●分　通识教育与教师教育类课程学习指南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必修课，在高等学校思想理论课课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

位。本课程着重讲授 中 国 共 产 党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与 中 国 实 际 相 结 合 的 历

程，充分反映马克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的 三 大 理 论 成 果，帮 助 学 生 系 统 地 掌 握 毛 泽 东 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原理及主要内容，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２．课程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成果，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自觉性。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

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树立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积极投身

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３．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科学内涵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重要意义。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

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③
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邓小

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形成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⑤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

论成果；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

要求。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①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

发展。实事求是思想 路 线 的 形 成 和 确 立；实 事 求 是 思 想 路 线 的 重 新 确 立 和 发 展。

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和意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的重大意义。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革命、建设和改革都要走自己的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近代中国国

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中国革命经验的概括和总结。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

路线和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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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

本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①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新民主主

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②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

史经验。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③社会

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确立；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的重大意义。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

折发展。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本质

理论的重要意义。③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和主要特征；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提出及其主要

内容；社会主义初 级 阶 段 的 基 本 纲 领。③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的 发 展 战 略。“三 步

走”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①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

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全面

的改革；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②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

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选择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的发展。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多

种分配形式并存；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④推动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统筹区域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扩大就业。

第九章　建设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政 治。①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民 主 政 治 制

度。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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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政治建设。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③推进政

治体制改革，发展 民 主 政 治。坚 持 党 的 领 导、人 民 当 家 做 主 和 依 法 治 国 的 有 机 统

一；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

民主、自由和人权。
第十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①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

同理想；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

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和科学；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

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含义；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

目标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目标任务和主要举措。
第十二章　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①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

益。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任务之一；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②从武力解

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和平解放

台湾的方针。③“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

针的形成和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一国两制”
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 功 实 践。④新 形 势 下“和 平 统 一，一 国 两 制”构 想 的 重 要 发

展。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丰富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的对台方针政策。
第十三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①国际形势的发展及特点。和平与发展是

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的道路。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第十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根本力量；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尊重劳动、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巩固和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②巩固和发展爱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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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内

容和基本任务；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③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 保 卫 祖 国 的 钢 铁 长 城 和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重 要 力

量；建立巩固的国防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军队的历史

使命；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第十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①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

人民的选择；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

③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

进性建设。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和开课时间

本课程６学分，９６学时（其中理论教学６０学时，实践性教学１８学时，研究性教

学１８学时）；大学二年级和一学年开设。

５．课程选用教材

教材编写组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６．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取平时学习考评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占期评成

绩的４０％，主要是考评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情况，其中研 究 性 学 习 成

绩占２０％，实践性学习成绩占２０％。期末考试成绩占６０％。

（五）形势与政策课程简介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

学生的必修公共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本课

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

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大学生关注的热

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大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全面准确地理

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

心和决心，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中。

２．课程教学要求

通过各种形式的教学与教育，使学生较为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形势与政策的

基本概念、正确分析 形 势 的 方 法、了 解 形 势 的 途 径 及 我 国 党 和 政 府 的 基 本 治 国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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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形势观，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形势，理解和

执行政策；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特点，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的对外政策，我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使学生认清自己所处时代的特点，明确责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本课程的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大学生思想

实际和社会生活实际，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回答大学生思想认识中的疑难问题，促

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３．课程基本内容

本课程内容体系结构包括：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目的、意义及学习的方法、途

径；观察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

放的任务、发展现状和趋势；党和国家实现现阶段任务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党和国

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当前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

大事件和我国政府的立场；大国外交形势；大学生在形势与政策方面普遍关心的重

要问题及热点问题的情况及政策。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和开课时间

本课程１学分，共８０学时。在第一至第四学期开设，每学期２０个学时。主要

采用形势与政策主题报告会的形式进行教学，教学时间主要安排在政治学习时间

进行。

５．课程使用教材

广西区高校工委，广西教育厅．形势与政策教育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
６．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实行系统授课学期考核制，四个学期期间考核两次。考试方式可灵活

多样，如开卷、论文、调查报告等。

（六）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简介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现阶段作为公共课，既强调职业在人生发展中

的重要地位，又关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通过激发大学生职业生涯发

展的自主意识，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理性地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并努

力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提高就业能力和生涯管理能力。

２．课程教学要求

通过课程教学，使大学生在态度、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达到以下要求。
态度层面：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大学生树立起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树

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念，把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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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确立职业的概念和意识，为个人的生涯发展和社会发展付出积极的努力。
知识层面：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大学生基本了解职业发展的阶段特点；较为

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特性、职业的特性以及社会环境；了解就业形势与政策法规；掌

握基本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相关的职业分类知识以及创业的基本知识。
技能层面：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大学生应当掌握自我探索技能、信息搜索与管

理技能、生涯决策技能、求职技能等，提高学生的各种通用技能，比如沟通技能、问

题解决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和人际交往技能等。

３．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专题　建立生涯与职业意识。介绍职业对个体生活的重要意义，介绍和

分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使大学生意识到确立自身发展目标的重要性，促使大

学生关注自身的职业发展；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思路；了解职业的

特性，思考未来理想职业与所学专业的关系，逐步确立长远而稳定的发展目标，增

强大学学习的目的性、积极性。
第二专题　职业发展规划。引导大学生通过各种方法、手段来了解自我，了解

自我特性与职业选择和发展的关系，形成初步的职业发展目标，从而确定人生不同

阶段的职业目标及其对应的生活模式。
第三专题　提高就业能力。具体分析已确定职业和该职业需要的专业技能、

通用技能以及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使大学生了解具体的职业要求，有针对性地提高

自身素质和职业需要的技能，以胜任未来的工作。
第四专题　职业适应与发展。引导大学生了解大学生和职业人的差别，在心

理上做好进入职业角色的准备，了解影响职业成功的因素，积累相关技能，发展良

好品质。使学生了解学习与工作的不同、学校与职场的区别，引导学生顺利适应生

涯角色的转换，为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五专题　求职 过 程 指 导。使 学 生 掌 握 求 职 过 程 中 简 历 和 求 职 信 的 撰 写 技

巧，掌握面试的基本形式和面试应对要点，提高面试技能。理解心理调适的重要作

用和方法，更好地应对求职挫折，疏解负面情绪。掌握权益保护的方法与途径，维

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专题　创业教育。使学生了解创业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创业意识与创

业精神，提高创业素质与能力。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和开课时间

本课程１学分，共３０学时。各专题分别在不同的学期开设。

５．课程选用教材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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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６．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为考查，其中第一学期记一次平时成绩，第五学期记一次平

时成绩，两次平时成绩的平均分为本课程的考查成绩。

（七）军事理论课程简介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军事理论课程是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学 生 的 一 门 必 修 课。本 课 程 按 照 面 向 世

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 应 我 国 人 才 培 养 战 略 目 标 和 加 强 国 防 后 备 力 量 建 设 的 需

要，为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服务。
军事理论教育以国防教育为主线，通过军事理论教学，使大学生掌握军事基本

理论，达到增强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加强组织纪律

性，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国家训练后备兵员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坚实

基础的目标。

２．课程教学要求

军事理论教学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成绩记入学生档案，按照《普通高等学校

军事课教学大纲》组织实施军事课教学，严格考勤考核制度。
在军事理论教学中，要掌握好深度和广度，不断改进教学方法，积极采用以计

算机为中心的多媒体教学，确保教学质量。

３．课程基本内容

理论教学内容：
第一章　中国国防。主要包括国防概述、国防法规、国防动员、武装力量等内

容。
第二章　军事思想。主要包括军事思想中概述、军事思想发展简史、毛泽东军

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

军队建设思想论述等重要内容。
第三章　战略环境。主要包括战略环境概述、国际战略格局、中国安全环境等

内容。
第四章　军事高技术。主要包括高技术概述、军事高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高

技术与新军事变革等内容。
第五章　信息化战争。主要包括信息化战争概述、信息化战争的特点、信息化

战争对我国国防建设的要求等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解放军条令条例教育与训练。包括《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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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条令》教育与训练等内容。
第二部分　轻武器射击。包括武器常识、简易射击原理、射击动作和方法、实

弹射击等内容。
第三部分　战术。包括战斗类型和战斗样式、战术基本原则、单兵战术动作等

内容。
第四部分　军事地形学。包括地形对军队战斗行动的影响、地形图基本知识、

实地使用地图等内容。
第五部分　综合训练。包括行军、宿营、野外生存等内容。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和开课时间

本课程２学分，３６学时（理论学习３４学时，研究性学习２学时）。军事理论课

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理科专业第１学期，文科专业第２学期）。军事技能训练

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时间２周。

５．课程选用教材

高校教材编委会．大学国防教育教程（修订版）．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分为军事理论考试和军事技能训练考核两部分，军事理论课

在期末闭卷考试占５０％，军事技能训练考核（考查）占５０％。

三、大学英语学习指导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非英语专业

大学生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

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遵循语言教学和语言习

得的客观规律为前提，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打下较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

习方法，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具有较强的英语综合应用

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以适应社会

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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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知 识

　 →

基本语言技能

　
→

文 化 素 养

→ →综合语言技能 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２．课程教学要求

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教学在能力的要求上分为较低要求、一
般要求和较高要求。对入学时英语能力未达到高中英语课程标准要求的学生，设

置预备要求。
（１）较低要求

较低要求目标是力争适应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高校招生扩大化形势，主要通

过英语综合课程和听说课程，提高学生的英语基础水平，培养学生英语学习有效策

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掌握一般要求的词汇量，特别是积极

词汇，并能达到每学期期末考试的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①词汇。应领会式掌握２４００～３０００个单词和４００～５００个习惯用语或固定词

组，其中复用式掌握积极词汇为８００～１０００个，并具备基本的构词法知识。

②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简单的日常会话和课堂用语，能听懂语速为每分钟

１００个词左右的英语短文并理解其中心大意和要点。

③口语表达能力。在实际交际中做到语音、语调较为自然、得体和流畅；熟悉

个人、家庭、日常生活、兴趣爱好、风俗习惯、职业、节日、社交礼仪等方面的话题，并
能就这些话题进行简单的会话或陈述。

④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难度较低的一般性题材的英语文章、科普文章和应

用文体材料，掌握中心大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掌握意群和基本的语篇知

识，并能在阅读中使用基本的阅读方法。

⑤书面表达能力。掌握描述时间、地点、方位的基本表达方式；掌握比较人、物
体及事物的基本表达方式；能使用适当的语言形式进行描述和表达观点、态度及情

感等；能根据特定目的有效地进行简单的文字表达。
（２）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目标是提高英语基础水平与培养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两方面的结合，
通过英语综合课程和听说课程以及英语技能类选修课程，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培
养学生英语学习有效策略，并能根据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发展学生英语技能，达到

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一般要求的听、说、读、写、译能力，掌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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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求的词汇量，特别是积极词汇，并能顺利通过每一级的学期考试。具体要求如

下：

①词汇。应领会式掌握４５００～５０００单词和７００～８００个习惯用语或 固 定 搭

配，其中复用式掌握积极词汇为２０００个单词 （包括中学所掌握的单词和词组），能

在口头和书面上较熟练地运用，并具有按照基本构词法识别生词的能力。

②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日常英语谈话、一般性题材讲座和

语速为每分钟１３０～１５０个词的英语国家慢速英语节目，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

点和有关细节，领会讲话者的观点和态度。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

③口语表达能力。能在学习过程中较流利地进行英语交流，并就某一主题进

行讨论；能就日常话题和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交流；能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

后作５～１０分钟的简短发言，表达思想比较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在会话中

使用基本的会话策略。

④阅读理解能力。能 读 懂 难 度 中 等 的 一 般 性 题 材 的 英 语 文 章 和 应 用 文 体 材

料，能基本读懂国内 英 文 报 刊 和 英 语 国 家 报 刊 上 一 般 性 题 材 的 文 章，掌 握 中 心 大

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阅读速度达到每

分钟７０个词，在快速阅读篇章较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１００
个词。

⑤书面表达能力。能用常见的各种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较好地

描述个人 经 历、事 件、观 感、情 感 等；能 就 一 定 话 题 或 提 纲 在 半 小 时 内 写 出１２０～
１５０个词的短文，内容完整，用词恰当，语意连贯，表达意思清楚，无重大语言错误，
并能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

⑥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英译汉速度为每

小时３００个英语单词，汉译英速度为每小时２５０个汉字。译文基本流畅，基本忠实

原文，并能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
（３）较高要求

较高要求目标是达到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较高要求的听、
说、读、写、译能力，掌握更高要求的词汇量，特别是积极词汇。通过英语综合课程

和听说课程、英语技能类选修课程以及应用、文化类选修课程，既培养学生英语综

合应用能力，又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并能在国家大学英语

四级或六级考试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具体要求如下：

①词汇。领会式掌握５５００个单词和１２００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其中复用

式掌握积极词汇为２５００个单词 （包括中学所掌握的单词和词组），并具有按照构

词法识别生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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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听力理解能力。能基本听懂来自英语国家人士的谈话和讲座；能听懂语速

为每分钟１５０个词左右、题材熟悉、句子结构不太复杂、篇幅较长的国内英语广播

和电视节目；能基本听懂外国专家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

要点和有关细节，领会讲话者的观点和态度，并能进行基本分析、推理和判断。

③口语表达能力。能够和来自讲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或就某

一主题进行讨论，较好地掌握会话策略；能基本表达个人意见、情感、观点等和基本

陈述事实、事件、理由等，表达思想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④阅读理解能力。能顺利阅读语言难度中等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和基本阅读

英语国家报刊的一般性题材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８０个词；在快速阅读篇幅

较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１２０个词，并能就阅读材料进行略

读或寻读；能够基本读懂本专业方面的综述性文献，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意，抓住

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⑤书面表达能力。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出本人专业论文的英文摘要；能借助

参考资料写出与本专业相关的报告和论文，结构基本清晰，内容较为丰富；能描写

各种图表；能就某一主题在半小时内写出１６０～１８０个词以上的短文，内容完整，条
理清楚，文理通顺。

⑥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一般英美报刊上题材熟悉的文章和摘译本专业

的英语文章或科普文章；能借助词典将内容熟悉的汉语文字材料和本专业论文译

成英语，理解正确，译 文 基 本 通 顺、达 意，无 重 大 语 言 错 误；英 译 汉 速 度 为 每 小 时

３５０个英语单词，汉译英速度为每小时３００个汉字。

３．课程基本内容

大学英语主要内容包括：大学英语听说、大学英语阅读、大学英语词汇与语法、
大学英语写作。可选课程内容包括：

·英语写作与翻译

·英语报刊阅读

·跨文化交际

·英语高级视听

·实用英语口语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和开课时间

大学英语课程分别在第一、二、三、四学期开设，每学期学时分别为６４学时，每
周４学时。每学期４分。

大学外语部将入学新生按高考成绩划分成３个层次的班级，分别实施三个不

同层次课程组教学，其中艺术和体育专业的学生单独分班，按照较低的要求组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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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其他专业按入学成绩分成快班和普通班，普通班达到一般要求目标，快班达到

较高要求目标。
较低要求级别

大学英语０／学期１ 大学英语１／学期２ 大学英语２／学期３ 大学英语３／学期４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预备级１
《大学英语》低起点

４课时／周

４个学分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读写教程１
《大学英语》听力１
４课时／周

４个学分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读写教程２
《大学英语》听力２
４课时／周

４个学分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读写教程３
《大学英语》听力３
４课时／周

４个学分

　　一般要求级别

大学英语１／学期１ 大学英语２／学期２ 大学英语３／学期３ 大学英语４／学期４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读写教程１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听说教程１
４课时／周

４个学分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读写教程２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听说教程２
４课时／周

４个学分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读写教程３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听说教程３
４课时／周

４个学分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读写教程４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听说教程４
４课时／周

４个学分

　　较高要求级别

大学英语２／学期１ 大学英语３／学期２ 大学英语４／学期３ 大学英语５／学期４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基础教程２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听说教程２
４课时／周

４个学分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读写教程３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听说教程３
４课时／周

４个学分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读写教程４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听说教程４
４课时／周

４个学分

英语技能课程组

（必选２门）
２＋２＝４学分

２＋２＝４课时／周

可选课程设置

·英语写作与翻译

·英语报刊阅读

·跨文化交际

·英语高级视听

·实用英语口语

３２



●第●一●部●分　通识教育与教师教育类课程学习指南　

　　５．课程选用教材

大学英语课程包括精读、泛读、语法、听力、口语等课程，其中精读、听力以教师

讲授为主，其他课程以学生课余时间自修为主。教材选用北京外研社编写的《新视

野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和听说教程。考虑到音乐、体育、美术等系学生的实际，从

《新视野大学英语》预备级和《大学英语》听力低起点开始教学，所有课程使用的教

材目录如下：
《新视野大学英语》（综合教程）１～４
《新视野大学英语》（听说教程）１～４
《新视野综合训练》１～４
《新视野大学英语》预备级１～２
《大学英语》（全新版）听力低起点

《大学英语》（全新版）听力１～３
《大学英语》快速阅读１～４
６．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采取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重点考核学生的语言基础和语言综合应用能

力。题型包括：听力理解、阅读理解，词汇与结构、完形填空，写作。

四、计算机文化基础（一）课程学习指导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一）是普通高等学校各专业的公共必修课程。

２１世纪是信息化的世纪，计算机的普及与信息技术的应用正在迅速改变人类

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信息化社会中，计算机文化知识已成为人们知识结构中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使用计算机成为人们必需的技能。那些不能掌握这一

技术的人将会像今天那些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人一样步履维艰，所以必须立足于

信息化社会对高等学校各专业毕业生在计算机方面的要求来考虑对他们的培养。

加强计算机文化知识教育，不仅是让学生具有使用计算机的意识，掌握现代化的信

息处理工具，同时也是一种有别于常规文化的教育，一种人才素质的教育，一种强

有力技术的基础教育，这不仅是信息化社会的需要，也是各学科发展的需要。

２．课程教学要求

对于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而言，学习计算机文化基础应着重掌握计算机的基础

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技能，并兼顾软件的使用和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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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算机基础知识：了解计算机的发展史、典型应用领域以及计算机文化对信

息化社会各方面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正确理解信息技术领域基本的名词术语。从

使用角度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如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的基本组成，操作系统的基

本功能及有关操作的含义，熟练掌握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操作系统的使用方法。

②文字处理：掌握中 英 文 键 盘 输 入 技 术，了 解 计 算 机 文 字 信 息 处 理 的 基 本 知

识，掌握中英文文字处理软件 Ｗｏｒｄ２０００的使用方法，如文字编辑、页面设置和排

版打印、插入公式、图文混排等，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进行日常文字处理。

③数据库管理系统和电子表格数据处理：掌握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０电子表格数据处理、

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０数据库管理等常用软件的使用方法，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

理。

④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与信息安全知识：了解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计
算机病毒及信息安全的基本知识，熟练掌握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获取、存储、传输、处理和

应用信息的基本方法，掌握共享网上的软、硬件资源的方法。

３．课程基本内容

根据计算机发展状况和我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学习计算机课程的实际情况，
将计算机公共课分为计算机基础知识、ＰＣ操作初步、文字处理软件的使用、电子表

格处理软件的使用、数据库使用初步、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知识、演示文稿制作

软件的使用等七个部分介绍。
第一章　计算机基础知识

本章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一般概念、硬件知识、软件知识三个部分。
一般概念：①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和冯·诺依曼体系结构，计算机的特点、分类，

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领域；②数制与编码，数值的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表示，
数制转换，ＡＳＣＩＩ码，汉字编码。

计算机的硬件知识：①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功能框图；②计算机硬件系统的组成

及各部分的主 要 功 能———主 机：中 央 处 理 器（ＣＰＵ）、主 存 储 器（ＲＯＭ、ＲＡＭ）；外

设：外存储器（软盘、硬盘、Ｕ盘、光盘等）、输入／输出设备（键盘、鼠标、显示器、打印

机、扫描仪等）；③ＰＣ机的硬件系统的构成和基本配置。
计算机的软件基本知识：①指令和程序的概念，指令格式和种类；②机器语言、

汇编语言、高级语言的基本概念，程序设计、源程序与目标程序的基本概念；③系统

软件（操作系统、语言处理程序、实用程序）的基本概念，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与种

类，编译程序与解释程序的功能和特点；④应用软件的概念；⑤ＰＣ机软件系统的构

成的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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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ＰＣ机操作初步

本章主要内容包括ＰＣ机 的 基 本 操 作、磁 盘 文 件 及 其 标 志、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操

作系统、多媒体技术初步四个部分。

ＰＣ机的基本操作：①ＰＣ机的启动（冷启动和热启动）与系统生成；②ＰＣ机的

关闭；③ＰＣ机安全操作事项。
磁盘文件及其标识：①文件与文件名、文件分类，文件名的通配符（、？）；②磁

盘文件目录结构和路径。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操作系统：①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的“桌面”：“桌面”图标及其分类，
“开始”按钮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我的电脑”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任务栏的功能和使

用方法，快捷工具栏和快捷方式图标；②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的基本操作：窗口、图标及

其使用方法，菜单、对话框及其使用方法，剪贴板及其使用方法，应用程序的运行；

③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的资源管理器：资源管理器及其启动，创建文件夹，选定文件或文

件夹，移动与复制文件或文件夹，删除文件或文件夹，文件或文件夹重命名，文件浏

览及查找。
多媒体技术：①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②多媒体技术标准与多媒体计算机系

统的构成；③多媒体技术应用。
第三章　文字处理软件的使用

本章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文字处理的基本概念、微机汉字输入法的使用、文字

编辑软件 Ｗｏｒｄ２０００的使用方法三个部分。
计算机文字处理的基本概念：文字信息的计算机处理过程（文字信息的输入、

加工和输出），字模与字模库。
微机汉字输入法的使用：汉字输入法的启动与关闭，掌握一种汉字输入法。
文字编辑软件 Ｗｏｒｄ２０００的使用方法：①Ｗｏｒｄ２０００的安装、启动与退出；②

Ｗｏｒｄ２０００编辑的基本概 念：状 态 栏、工 具 栏、菜 单、快 捷 键、鼠 标 器 的 使 用、全 角

字、半角字；③新建文档、打开文档、保存文档；④基本编辑方法：光标移动、文本的

插入、删除、修改；⑤字符串的查找与替换操作；⑥块操作：块的定义、复制、移动、删
除，用剪贴板与其他文件交换数据；⑦页面设置：设置上、下、左、右边界，设置行间

距和字间距，自动分页和强行分页；⑧文档格式设定：设置字体、字号、下画线、粗体

字，段落格式设置，字符颜色设置；⑨各种对象的插入：图片、声音、数学公式、特殊

字符的插入操作等；⑩表格操作：插入表格、插入行或列、表格格式化、删除行或列、
单元格的合并与拆分。

第四章　电子表格处理软件的使用

本章主要内容包括电子表格处理软件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０的基本知识、基本操作两个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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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０的 基 本 知 识：电 子 表 格 处 理 软 件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０的 基 本 功 能，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０的启动与关闭，工作簿和工作表、单元格。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０的基本操作：①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０文件的建 立、保 存 和 打 开；②工 作 表 的

建立和数据的编辑：工作表的数据输入、使用公式与函数、数据的编辑；③工作表的

编辑和格式化：工作表的插入、删除和重命名，工作表的复制与移动，工作表窗口的

拆分与冻结，工作表的格式化；④数据图表化：创建图表，图表及其数据的编辑，图

表的格式化；⑤数据排序、数据筛选、数据的分类汇总。
第五章　数据库使用初步

本章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知识、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０数据库的操作两个部

分。
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知识：①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基本

概念及相互关系；②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０数据库的对象：数据基本表、查询、窗体、报表、宏、

Ｗｅｂ页和模块；③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０的主要功能的工作界面。

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０的基本操作：①表的创建、表数据的输入与编辑；②查询的种类和

查询操作，查询准则的设定，表达式生成器的应用；③数据的排序与筛选；④报表的

设计与创建。
第六章　计算机网络应用与信息安全知识

本章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网络基本知识、计算机网络基本应用、计算机病毒及

防治、计算机信息安全知识等四个部分。
计算机网络基本知 识：计 算 机 网 络 的 类 型、拓 扑 结 构、传 输 介 质、访 问 控 制 方

式。
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应用：浏览万维网、收发电子邮件、文件传输、ＢＢＳ。
计算机病毒及防治：计算机病毒的特点、分类与防治。
计算机信息安全知识：计算机信息安全知识的重要性，计算机信息安全技术和

安全法规。
第七章　演示文稿制作软件的使用

本章主要内容包括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２０００的基本操作、编辑演示文稿、放映演示文

稿、美化演示文稿三个部分。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２０００的基本操 作：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２０００的 启 动 与 退 出，创 建 演 示 文

稿的基本步骤，保存和打开演示文稿。
编辑演示文稿：视图及其切换，幻灯片的格式化，在幻灯片中插入图片、声音、

表格、图表，幻灯片的插入、删除、复制和移动。
放映幻灯片：设置放映方式，设置自定义放映，设定幻灯片放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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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演示文稿：选择配色方案，选择背景，设置切换方式，设置对象的动态演示

效果，建立动作按钮，建立超级链接。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和开课时间

４学分，９０学时（理论４０学时，上机实验５０学时）。理科专业第一学期，文科

专业第二学期开设。

５．课程选用教材

林士敏．大学计算机基础教程（第６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是考试课程，成绩通过参加高校计算机一级考试获得，由笔试和机试两

部分组成，笔试考核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机试考核计算机基本技能。

五、教师教育类课程学习指导

（一）教育学课程简介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教育学是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一门公共必修课程，具

有基础理论学科特点。本课程传授有关教育学和教育的基本理论知识，发展学生

的反思能力，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教师教育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全面提高学

生的思想素质与理论修养具有重要作用。修读本课程的基础性知识可为后续的学

科教学论和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并使学生具备中学教师资格的基

本要求。

２课程教学要求

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在认知、能力与技能和态度与情感三个方面应达到以下目

标：
【认知】在教育、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上，掌握它们发展的基本

规律和主要特征，明确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在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发展

之间的内在联系上，能够运用其客观规律分析、研究教育发展中的现象和问题；在

教育目的、学校教育制度的概念上，掌握确立教育目的、制定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

规律；在教师职业的意义、特点和权利义务上，明确教师职业的素质要求和专业化

发展的趋势，并能运用其基本原理分析、判断自身的职业定位和职业发展；在课程、

教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上，了解中小学常用的教学方法，懂得课程计划、课程标

准及教学目标、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的基本知识，为从事基础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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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在德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上，了解当前德育的任务

要求和存在的问题，熟悉常用的德育方法，能够研究解决当前德育实践中面临的问

题；了解和掌握课外活动和班主任工作的基本内容、规范；了解和掌握学校管理的

基本知识。
【能力与技能】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涉及课程开发、课堂教学和德育工作的技

能性内容；学生讨论、交流和实际操作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教学设计能力；思想

品德教育的实际水平。
【态度与情感】增强对教育学深入学习理解的信心，激发从事教育工作的兴趣

和信念，并确立良好积极的态度，获得规划人生道路的一些启示。

３课程基本内容

绪论　主要是了解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教育

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　教育的概念。主要理解教育的质的规定性、教育的基本要素，了解教

育的历史形态。
第二章　教育与人的发展。了解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因素，理解这些因素对人

身心发展的作用；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三章　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诸社会现象的关系（尤其是教育与生产力、

社会政治及经济制度的关系）；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章　教育目的。教育目的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是人才培养的质

量规格。教育目的受制于生产力、政治经济和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社会主

义教育目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培养劳动者德智体等

方面全面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我国教育目的的基本点。社会主义的全面发

展教育是由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等部分组成的。
第五章　学校教育制度。学制是学校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国

家教育制度的主体部分。学制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身心

发展规律制约。当前我国的教育制度改革从发展成人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加强中

等职业技术和普及义务教育着手。
第六章　课程。课程的概念及分类。历史上课程论评述。当代世界课程改革

的趋势。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科书。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重点和

内容。
第七章　教学。教学；教学过程理论的发展；教学过程的规律；中小学的主要

教学原则；中小学常用的基本教学方法，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学生的学业评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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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织形式的历史演变；个别教学、班级教学、分组教学和复式教学等的含义；课的

类型、课的结构等的含义；班级上课的特点、优点、缺点和课堂教学改革的趋势；备

课的内容及其要求；一堂好课的标准。
第八章　德育。新时期青少年学生思想的特点，德育的任务，德育的含义，德

育过程的规律；德育的基本内容；德育的原则、方法和途径。
第九章　课外活动和班主任。班主任工作的意义；班主任工作的内容；班集体

的概念；课外教育的概念和特点；课外教育的作用与任务；课外教育的基本要求与

组织形式。

第十章　教师。教师劳动的价值，教师的权利与义务，教师培养提高的途径；
教师劳动的特点；教师的基本素养。

第十一章　学校管理。学校管理体制和管理人员，学校管理的工作，学校管理

过程的基本特点；学校管理的基本环节和方法等。

４课程学分学时

３学分，４２学时。

５课程开课时间

人文文科专业第四学期，其他学科专业第五学期。

６课程选用教材

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第三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是闭卷考试，建议平时成绩占 期 评 成 绩 的３０％，期 末 考 查 占

７０％，注重结果的同时，更看重学习过程。

（二）心理学课程简介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心理学课程是师范院校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与其他教育理论如教育学、各科

教材教法有密切联系的基础学科，是师范生必修的教师教育课程。通过教学，使学

生掌握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为今后从

事教育工作奠定基础。

２课程教学要求

了解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懂得针对不同身心特点的学生个体因材施

教。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应在认知、能力与技能和态度与情感三个方面达到以下目

标：
【认知】了解心理 学 发 展 史、心 理 学 研 究 方 法，了 解 青 少 年 学 生 的 认 知 发 展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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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思维的发展特点及其情感品质；了解青少年学生的心理特点、心理健康标准、学
生中常见的心理问题与障碍，以及如何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能力与技能】能将注意规律、感知规律和记忆规律应用于教学情境；能对学生

心理发展特点与心理矛盾进行理论分析；能在对学生的能力、气质、性格差异进行

心理学分析的基础上因材施教。能初步判断正常与异常心理状态。
【态度与情感】增强师范生对教育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科学性；激发他们对

未来教师工作的职业热情和职业自信心。

３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章　心理学概述。①心理现象的基本性质；②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任务；③
现代心理学的产生、发展及前瞻；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客观性原则、系统性原

则；⑤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和测验法。
第二章　意识与注意。①意识概述：意识界定、意识层次、意识的能动性与局

限性、生物节律周期性与意识状态；②意识的几种状态：睡眠与梦；催眠；白日梦与

空想；③注意的基本概念、注意类别、注意品质；④注意的规律与教学：课堂上学生

注意力涣散的表现，课堂上怎样组织学生的注意力。
第三章　感觉、知觉规律及教学。①感觉界定、感觉分类；②感觉的规律及在

教学中的应用：感受性强度规律、感受性变化规律、感觉可塑性规律在教学中的应

用；③知觉界定、知觉分类；④知觉基本特性：知觉选择性、知觉整体 性、知 觉 理 解

性、知觉恒常性、知觉适应性；⑤知觉的规律与教学：知觉对比律、知觉组合律、知觉

协同律、知觉理解律在教学中的应用；⑥观察及观察能力培养：观察及观察能力界

定、良好观察的条件、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第四章　记忆、记忆规律及教学。①记忆概述：记忆界定、记忆与表象；②记忆

分类：根据记忆内容特点分类，根据信息加工时效长短分类，根据个体拥有记忆意

识程度分类；③记忆过程：识记及其种类、保持和遗忘、再认与回忆；④记忆规律：目
的任务律、材料数量律、材料性质律，不同分析器参与记忆活动律，信息加工方 式

律，记忆的知识、需要、兴趣、情绪律，遗忘律，联想律；⑤记忆规律在教学中应用（８
点）：根据目的任务律，提出明确具体的教学任务；根据材料数量律，采用相应方法

进行识记；根据材料性质律，采用相应方法进行识记；根据多种分析器参与律，利用

多种分析器进行教学；根据信息加工方式律，组织好学生的学习活动；根据知识、需
要、兴趣、情绪律，使教学活动变得生动有趣；运用记忆的遗忘规律进行有效的 复

习；运用联想等方法进行快速记忆；⑥记忆的品质及培养：记忆的品质，记忆品质的

培养。
第五章　思维、想象及教学。①思维、想象及教学；②思维概述：思维的概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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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思维种类、思维过程；③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解决问题界定、解决问题思维

过程、影响解决问题的心理因素；④想象概述：想象界定、想象形成方式、想象种类；

⑤创造性思维与教学：创造性思维界定、创造性思维与过程、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能力。
第六章　情绪、意志与教育。①情绪情感概述：情绪情感概念、情绪与情感两

极性；②情绪与情感功能、情绪与情感调节、情商与造就高ＥＱ现代人；③基本情绪

状态：心境、激情、应激，人类高级情感：道德感、理智感、美感；④情感基本品质、高

级情感培养；⑤意志概述：意志界定、意志行动基本特征；⑥意志行动过程、意志行

动心理结构、意志品质，培养学生良好意志品质。
第七章　能力、人格差异及因材施教。①能力概述：能力界定，能力与知识、技

能，能力、才能和天才；②能力种类：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模仿能力和创造能力，流
体能力和晶体能力，认知能力、操作能力和社交能力，优势能力和非优势能力；③能

力结构理论：能力因素说，能力结构理论，能力信息加工理论；④能力测量：能力测

量概述，一般能力测量，特殊能力测验和创造能力测验、能力差异与因材施教；⑤人

格概述：人格界定，人格的本质特征；⑥人格结构：广义结构、狭义结 构；⑦人 格 理

论：人格特质理论、人格类型理论、艾森克人格结构理论；⑧人格测验：自陈量表、投
射式人格测验；⑨气质与性格特征：气质与性格的区别及联系，气质、性格与因材施

教。
第八章　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理论。①心理健康与心理健康教育；②行为主

义心理学理论；③精神分析理论；④认知心理学理论；⑤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
第九章　青少年心理特点及影响因素。①小学生心理特点；②中学生心理特

点；③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第十章　青少年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①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②情绪、情感

方面的问题；③行为方面的问题；④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⑤自我意识、意志品质方

面的问题。
第十一章　学校 教 育 活 动 中 的 心 理 健 康 教 育。①课 堂 教 学 中 的 心 理 健 康 教

育；②学科教学中的心理健康；③品德教育中的心理健康教育；④班主任工作中的

心理健康教育；⑤校园文化环境中的心理健康教育。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

２学分，３２＋１３学时，其中心理健康教育部分占１３学时。

５课程开课时间

文科专业第三学期，理科专业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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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课程选用教材

于瑮．现代心理学（第二版）．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７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为考试，平时成绩占期评成 绩 的３０％，期 末 考 试 占 期 评 成

绩的７０％。

（三）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简介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是一门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工具性课程，属于方法类学

科，是高等师范院校教师教育本科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也是联系高等师范

院校教育科学各个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以及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学

习和掌握教育科研方法，对于提高教育研究水平，深入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和完善

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教育要改革，教育要发展，就必

须加强科学研究。现在及未来的教师不仅应该具有哲学家的理论思维头脑，而且

应该具有科学研究的实际能力。

２课程教学要求

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在认知、能力与技能和态度与情感三个方面应达到以下目

标：
【认知】教育科学研究的含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性研究的含义；定性

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不同特点；选题的基本标准、研究课题产生的途径；文献的含义

和三种等级；研究假设的含义、研究假设科学性的主要标准；总体、样本、取样的基

本概念，历史研究法的概念、历史研究中资料分析鉴别的外部评论和内部评论；调

查研究的含义，普遍调查、抽样调查、个案调查的含义，现状调查、相关调查、发展调

查、预测调查的含义，问卷调查、访谈调查、测量调查、观察研究、调查表法的含义和

特点，问卷的结构，测量调查的分类，各种观察类型的含义及特点、记录方法的几种

分类及其含义，观察记录代码系统；比较研究法的含义；实验研究的含义和实验研

究发展的两条线索，前实验、准实验、真实验的含义，实验准备阶段的具体内容，内

在效度、外在效度的含义以及影响实验内在效度的因素，进行实验设计所用的几个

符号，组间设计、组内设计的含义与特点，单因素实验设计、多因素实验设计的 含

义；理论研究的含义和主要任务，概念、命题、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定
性分析的概念，资料分类的含义和类别，归纳的含义，研究成果的一般结构，编制研

究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的一般要求。
【能力与技能】通过学习，不仅帮助提高理论分析能力，而且掌握教育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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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技能。诸如会查阅文献资料，会进行课题论证，懂得如何设计调查问卷，会

搜集和分析研究数据 资 料，会 评 价 分 析 教 育 实 验 报 告，会 撰 写 研 究 报 告 和 学 术 论

文；结合教育实践，在应用教育科学理论研究和解决教育实践问题过程中培养科学

研究的意识和能力。具体包括：①问题意识及定向的能力，即要立足于教育改革的

实际需要，客观地把握所要研究的某一领域的前沿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选题体

现现实性和创造性的结合以及实践价值与学术价值统一。②整合的意识与理论思

维的能力。不仅能运用个人已有知识、理论和科学的思维方法，透彻分析、认识研

究对象，提出新观点、新见解和新问题，而且能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三个维度对所研

究的事物进行整体理解和把握。③实践的意识以及动手实践的能力。④合作意识

与协作研究的能力。能在群体中，相互学习，团结协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
创造性。

【态度与情感】通过学习，不仅了解当前国内外教育改革信息以及一定领域的

前沿研究课题，激发从事科学研究的热情，培养研究意识，而且培养勇于探索创新、
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３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章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一般原理。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原理，明

确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各个时期及其方法发展的

基本特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若干种分类，教育

科学研究的四种不同水平，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教育科

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掌握方法、研究的含义，教育科学研究的含义，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和发展性研究的含义，教育科学研究过程的几个主要环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

究的不同特点。
第二章　研究课题的选定。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进展，初步掌握选题的

基本方法；理解选题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及课题论证的意义和内容；掌握选

题基本标准，研究课题产生的途径。
第三章　文献检索。了解查阅文献资料的步骤和方法；理解文献检索在教育

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掌握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要求；了解文献的含义和三种

等级。
第四章　形成研究假设。了解形成研究假设的步骤和方法；理解假设在教育

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掌握研究假设的含义及研究假设科学性的主要标准。
第五章　研究设计。了解进行研究设计的步骤和方法；理解研究方法与研究

目的间的对应性、选择样本的基本要求、几种不同的取样方法、研究计划的基本内

容和基本格式；掌握总体、样本、取样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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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研究法。了解历史研究法的基本特点，能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坚

持唯物史观；理解历史研究法的基本特点及其局限性及其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使

用范围，教育科学研究中历史研究的三个不同层次，历史的分析方法与逻辑的分析

方法，历史研究法运用中对古与今、史与论、批判继承与创新关系的处理；掌握历史

研究法的概念、历史研究中资料分析鉴别的外部评论和内部评论。
第七章　调查研究法。了解调查研究的实施过程，掌握问卷调查、访谈调查、

测量调查、调查表法、观察研究的基本原理、相关技术和实施规范；理解调查研究的

特点，普遍调查、抽样调查、个案调查的特点，现状调查、相关调查、发展调查、预测

调查的目的，调查研究的一般步骤，调查表编制的基本要求，问卷调查中问题设计

的基本要求、问题的形式、问卷的编制程序，访谈调查的类型和过程，测量调查中试

题类型以及对测量工具的要求，各种不同类型观察研究的适用范围、各种观察记录

方法的适用范围、观察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掌握调查研究的含义，普遍调查、抽
样调查、个案调查的含义，现状调查、相关调查、发展调查、预测调查的含义，问卷调

查、访谈调查、测量调查、观察研究、调查表法的含义和特点，问卷的结构，测量调查

的分类，各种观察类型的含义及特点，记录方法的几种分类及其含义，观察记录代

码系统。
第八章　比较研究法。了解比较研究的事实过程和实施规范；理解比较研究

法的历史发展、作用、种类、实施步骤和实施要求；掌握比较研究法的含义。
第九章　实验研究法。了解教育实验研究的历史发展、特点、功能，教育实验

评价的内容和范围；理解教育实验的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教育实验设计

和教育实验评价标准的意义；掌握实验研究的含义和实验研究发展的两条线索，前
实验、准实验、真实验的含义，实验准备阶段的具体内容，内在效度、外在效度的含

义以及影响实验内在效度的因素，进行实验设计所用的几个符号，组间设计、组内

设计的含义与特点，单因素实验设计、多因素实验设计的含义，熟练掌握在日常教

育活动中进行实验研究的单因素设计方法。
第十章　理论研究法。了解什么是理论研究方法及其特点与功能，理论研究

的基本过程；理解教育科学理论的构成因素及其方法；掌握进行教育科学理论研究

的几种基本方法：概念、命题、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归纳、演绎。
第十一章　教育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评价。了解定性分析的信度与效度、定量

分析中的综合分析方法；理解教育科学研究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含义、特点及

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用途和局限性，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含义、目的和分类，教育

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内容和方式方法；掌握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表述形式及其基本

要求，定性分析的概念、资料分类的含义和类别、归纳的含义，定量分析的概念，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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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的一般结构，编制研究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的一般要求。

４课程学分学时

２学分，２０＋［１０］学时，其中学生课外练习１０学时。

５课程开课时间

由相关院系根据学生选课情况灵活安排。建议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第五学期开

设，其他学科第六学期开设。

６课程选用教材

袁振国．教育科研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７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考查，建议平时成绩占期评 成 绩 的３０％，期 末 考 查 占 期 评

成绩的７０％。

（四）现代教育技术及应用课程简介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我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中明确指出：教学人员要具有在

教学中应用教育技术的意识。现代教育技术及应用课程作为师范生的一门公共必

修课，就是使未来中小学教师具备一定的教育技术意识和应用技能，为促进教育信

息化的大发展和推进，更为深化教育改革打下基础。

２课程教学要求

①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理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②掌握教学系统设计与评价的一般理论与方法。

③具备一定的信息化教学资源设计与开发的能力。

④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与方法。

⑤熟悉探究法、合作教学法、基于问题的教学等教学实践方法。

３课程基本内容

本课程主要包括：现代教育技术基本理论，教学系统设计与评价，教学资源设

计与开发，数字化教学环境，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实践。

①现代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内容包括现代教育技术的概念、教育技术与教育信

息化、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原则和方法。

②教学系统设计：主要包括教学设计的概念，教学设计的流程，教学策略设计，
教学评价。

③教学资源开发与 利 用：主 要 介 绍 教 学 资 源 开 发 的 一 般 方 法，教 学 资 源 的 收

集，教学资源开发的基本工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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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数字化教学环境：主要包括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技术与教学，校园网、社会化软件、计算

机局域网及多媒体教室。

⑤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实践：主要介绍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教学模式，包括探

究型教学模式、合作学习等。

４课程学分学时

１学分，２０＋［１０］学时，其中学生课外练习１０学时。

５课程开课时间

第三学年第二学期。

６课程选用教材及参考书目

①李玉斌．现代教育技术使用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张际平．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张一春．现代教育技术实用教程．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④杨九民．现代教育技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７课程考核方式

网络课程中的表现（２０％）＋教学设计与配套的教学作品（６０％）＋课堂平时表

现（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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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体育教育专业学习指南

一、专业简介

（一）内涵与特点

体育教育专业是以体育师范教育为本，培养适应我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需

要，能从事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学校体育科研、学校体育管理、运动训练和社会体

育指导等工作的多能一专体育教育专业复合型人才。

体育教育专业的特点之一是师范性。由于体育教育专业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体

育教育人才的重任，因此师范性是体育教育专业的本质特征。其次是综合性，当代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作为一线体育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多学科

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必须的，体育教育专业的综合性充分

体现了专业培养和社会需求的良好结合。

本专业设有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游泳、乒乓球、武术、健美操等专业

主修方向。

（二）历史与现状

我校的体育教育专业于２００２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并在此基础上于２００３
年正式成立体育系。经过５年的发展，体育系已成为广西体育教师人才培养的重

要基地和研究中心。现有自治区教育厅重点课程１个：公 共 体 育；２００６年 经 国 务

院学位办评审批准，获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硕士研究生从２００７年开

始招生。设四个教研室（田径教研室、球类教研室、理论教研室和综合教研室），承

担本专业的教学管理任务，组织教学检查，开展教研活动，对教学工作和运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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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指导。

目前，体育系有体育教育本科专业学生４３７人，设有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

体育保健学、学校体育学、体育心理学等主干课程，设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体

操、武术、健美操和羽毛球８个专选方向。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运动竞技水

平，体育系还承担了田径、篮球、排球、足球、健美操等校运动队的训练工作。

（三）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系统掌握体育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现代教育理念、良好的科学素养和职业道德，掌握学校体育

教育工作规律，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有所专长，能从事

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体育科研、体育管理、运动训练和社会体育指导等工作的一

专多能体育教育专业复合型人才。

（四）毕业学分要求

体育教育专业为本科专业，实行学分制，标准学制４年，可在３－６年内完成学

业，专业学生必须修读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最低学分１７０分方可毕业。

（五）专业学习指导

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本专业时首先要明确学习目标，其次要针对自身

特点制订详细的学习计划，最后要以务实的态度认真完成学习任务。为保证专业

的培养质量，本专业学生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①明确学习目的，认真完成课程大纲提出的任务，在此基础上，研习有关体育

教育的各种文献、书籍和科研成果，不断充实自身的理论知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

坚实基础。

②在掌握本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拓宽自身的知识面，诸如学习有关计算机、外

语、政治等方面的知识，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③理论联系实际，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积极参与班集体的管理工作和有关体

育竞赛的组织、裁判等工作，把所学体育知识运用于实践，增强自身的组织协调能

力、裁判能力等。

④重视技战术的熟练程度，为教学和训练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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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育课程设置计划

（一）总学时学分构成表

课程类别 课程门数（周） 学时 学分 比例 备注

公共必修课 ９门 ６１０ ３６ ２１．０％

专业必修课 ８门 ６６９ ４２ ２４．７％

公共选修课 ３门 ９０ ６ ３．５％

教师资格课程 ２门 ７４ ５ ３．１％

教师职业技能课程 ５门 ５３ ２ １．２％

专业选修课 ２０门左右 １００８ ６３ ３７．１％

入学教育 １周 第一学期

毕业教育 １周 第八学期

生产劳动 ［４８］

健康教育 ［４］

军事训练 ２周 第三学期

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４周］ 假期进行

见习 ２周 ２ １．２％ 第六学期

教育实习 ８周 ８ ４．７％ 第七学期

毕业论文（设计） ６周 ６ ３．５％ 第八学期

（二）专业课程设置计划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分配

总
学
时

理
　
论

研究
性

学习

实
　
践

开课学期

春
　
季

秋
　
季

建议
修读
学期

考核方式

考
　
试

考
　
查

备

注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１６１ＺＢ００９ 运动解剖学★ ６ ９６ ７６ ２０ √ １ √

１６１ＺＢ０１０ 运动生理学★ ６ ９６ ７８ １８ √ ２ √

１６１ＺＢ００３ 学校体育学★ ６ ９６ ９６ √ ５ √

１６１ＺＢ００４ 体育心理学★ ４ ６４ ５６ ８ √ ５ √

１６１ＺＢ００５１ 田径（一）★ ４ ６４ ６４ √ １ √

１６１ＺＢ００５２ 田径（二）★ ２ ３２ ３２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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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分配

总
学
时

理
　
论

研究
性

学习

实
　
践

开课学期

春
　
季

秋
　
季

建议
修读
学期

考核方式

考
　
试

考
　
查

备

注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１６１ＺＢ００６ 篮球（一）★ ４ ６０ ６０ √ ２ √

１６１ＺＢ００７１ 体操（一）★ ４ ６４ ６４ √ ３ √

１６１ＺＢ００７２ 体操（二）★ ２ ３２ ３２ √ ４ √

１６１ＺＢ００８ 体育教学论★ ４ ６５ ６５ √ ６ √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限
选
课
程

１６１ＺＸ００１Ａ 体育保健学 ３ ５４ ４６ ８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２Ａ 体育统计学 ３ ５６ ４４ １２ √ ４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３Ａ 体育科研与方法 ３ ５４ ５４ √ ７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４１Ａ游泳（一） ２ ３２ ３２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４２Ａ游泳（二） ２ ３２ ３２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５Ａ 体育测量与评价 ２ ３２ ２２ １０ √ ４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１Ｄ 排球 ３ ４８ √ ２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２Ｄ 足球 ３ ４８ √ ３ √

限
选
１５
学
分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课
程

篮
球
方
向

１６１ＺＸ００１１Ｂ篮球（主修二） ７ １０８ １０８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１２Ｂ篮球（主修三） ５ ７８ ７８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１３Ｂ篮球（主修四） ３ ５４ ５４ √ ７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１４Ｂ篮球（主修五） ３ ６０ ６０ √ ８ √

排
球
方
向

１６１ＺＸ００２１Ｂ排球（主修一） ７ １０８ １０８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２２Ｂ排球（主修二） ５ ７８ ７８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２３Ｂ排球（主修三） ３ ５４ ５４ √ ７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２４Ｂ排球（主修四） ３ ６０ ６０ √ ８ √

足
球
方
向

１６１ＺＸ００３１Ｂ足球（主修一） ７ １０８ １０８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３２Ｂ足球（主修二） ５ ７８ ７８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３３Ｂ足球（主修三） ３ ５４ ５４ √ ７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３４Ｂ足球（主修四） ３ ６０ ６０ √ ８ √

武
术
方
向

１６１ＺＸ００４１Ｂ武术（主修一） ７ １０８ １０８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４２Ｂ武术（主修二） ５ ７８ ７８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４３Ｂ武术（主修三） ３ ５４ ５４ √ ７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４４Ｂ武术（主修四） ３ ６０ ６０ √ ８ √

任
选
一
个
方
向
修
满
１８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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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分配

总
学
时

理
　
论

研究
性

学习

实
　
践

开课学期

春
　
季

秋
　
季

建议
修读
学期

考核方式

考
　
试

考
　
查

备

注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课
程

田
径
方
向

１６１ＺＸ００５１Ｂ田径（主修三） ７ １０８ １０８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５２Ｂ田径（主修四） ５ ７８ ７８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５３Ｂ田径（主修五） ３ ５４ ５４ √ ７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５４Ｂ田径（主修六） ３ ６０ ６０ √ ８ √

健
美
操
方
向

１６１ＺＸ００６１Ｂ健美操（主修一） ７ １０８ １０８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６２Ｂ健美操（主修二） ５ ７８ ７８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６３Ｂ 健美操（主修三） ３ ５４ ５４ √ ７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６４Ｂ 健美操（主修四） ３ ６０ ６０ √ ８ √

乒
乓
球
方
向

１６１ＺＸ００７１Ｂ 乒乓球（主修一） ７ １０８ １０８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７２Ｂ 乒乓球（主修二） ５ ７８ ７８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７３Ｂ 乒乓球（主修三） ３ ５４ ５４ √ ７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７４Ｂ 乒乓球（主修四） ３ ６０ ６０ √ ８ √

羽
毛
球
方
向

１６１ＺＸ００８１Ｂ 羽毛球（主修一） ７ １０８ １０８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８２Ｂ 羽毛球（主修二） ５ ７８ ７８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８３Ｂ 羽毛球（主修三） ３ ５４ ５４ √ ７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８４Ｂ 羽毛球（主修四） ３ ６０ ６０ √ ８ √

任
选
一
个
方
向
修
满
１８
学
分

第
二
专
项

１６１ＺＸ００１５Ｂ 篮球（副修） ３ ５２ ５２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２５Ｂ 排球（副修） ３ ５２ ５２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３５Ｂ 足球（副修） ３ ５２ ５２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４５Ｂ 散打（副修） ３ ５２ ５２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４６Ｂ 跆拳道（副修） ３ ５２ ５２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５５Ｂ 田径（副修） ３ ５２ ５２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６５Ｂ 健美操（副修） ３ ５２ ５２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７５Ｂ 乒乓球（副修） ３ ５２ ５２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８５Ｂ 羽毛球（副修） ３ ５２ ５２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９Ｂ 体育舞蹈（副修） ３ ５２ ５２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１０Ｂ 游泳（副修） ３ ５２ ５２ √ ６ √

至
少
选
修
一
个
项
目
３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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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分配

总
学
时

理
　
论

研究
性

学习

实
　
践

开课学期

春
　
季

秋
　
季

建议
修读
学期

考核方式

考
　
试

考
　
查

备

注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体
育
理
论
基
础
系
列

１６１ＺＸ００１Ｃ 体育绘图 ２ ３０ ３０ √ ２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２Ｃ 运动训练学 ２ ３６ ３６ √ ６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３Ｃ 体育管理学 ２ ３６ ３６ √ ２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４Ｃ 体育史 ２ ３６ ３６ √ １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９Ｃ 运动处方 ２ ３６ ３６ √ ７ √

１６１ＺＸ０１０Ｃ 运动生物化学 ２ ３６ ３６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７Ｃ 运动营养学 ２ ３６ ３６ √ ３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８Ｃ 健康教育学 ２ ３６ ３６ √ ７ √

球
类
系
列

１６１ＺＸ００３Ｄ 乒乓球 ３ ４５ ４５ √ ２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４Ｄ 羽毛球 ２ ３０ ３０ √ ４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５Ｄ 手球 ２ ３２ ３２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６Ｄ 珍珠球 ２ ３２ ３２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７Ｄ 毽球 ２ ３２ ３２ √ ６ √

举
重
武
术
系
列

１６１ＺＸ００１Ｅ 武术 ４ ６４ ６４ √ ４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２Ｅ 散打 ２ ３０ ３０ √ ３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３Ｅ 跆拳道 ２ ３０ ３０ √ ２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４Ｅ 举重 ２ ３０ ３０ √ ３ √

健
身
体
操
运
动
系
列

１６１ＺＸ００１Ｆ 健美操 ２ ３４ ３４ √ ４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５Ｆ 形体训练 ２ ３２ ３２ √ ５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３Ｆ 体育舞蹈 ２ ３０ ３０ √ ３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９Ｆ 健身瑜珈养生术 ２ ３０ ３０ √ ４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７Ｆ 体育游戏 ２ ３２ ３２ √ ４ √

１６１ＺＸ００８Ｆ 定向越野 ２ ３２ ３２ √ ４ √

任
选
２７
学
分

　　注：★代表主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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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主要课程介绍

（一）运动解剖学课程介绍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运动解剖学是人体解剖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在正常人体解剖学的基础上，重点

研究体育运动对人体形态结构和生长发育的影响，探索人体机械运动与体育动作

的关系的一门学科。运动解剖学隶属于运动人体科学，是其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

课程、先导课程，也是体育教育专业的一门主干必修课程。

２．课程教学要求

【认知】使学生了解运动解剖学的研究对象、任务、简史和发展方向；使学生掌

握正常人体的形态、结构以及基本功能；使学生掌握体育运动和健身锻炼对人体形

态结构的影响；使学生了解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使学生了解运动伤病与运动健身

的形态学基础。

【能力与技能】较全面熟练地掌握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机

能的相互关系；初步掌握体育动作的解剖学分析方法；能运用运动解剖学知识科学

实施和指导体育锻炼，保护和增进人体健康；学会应用运动解剖学原理发掘人体潜

能、提高运动能力，促进竞技体育发展。

【态度与感情】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专业思想教育，培养

学生吃苦耐劳、敢于拼搏、勇于奋斗的时代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课程的教

学，培养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学习态度。在教学中，应当

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认识到联系实践的重要作用，培养其唯物主义

精神。

３．课程基本内容

绪论　运动解剖学的定义和内容；学习运动解剖学的主要任务；学习运动解剖

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解剖学的标准姿势、方位术语、基本面、基本轴。

第一章　细胞和细胞间质。包括细胞与细胞间质等内容。

第二章　基本组织。包括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等内容。

第三章　运动系统。括骨、骨连接和骨骼肌、人体运动的解剖学分析与应用等

内容。

第四章　消化系统。包括消化系统的概述、消化管、消化腺、体育运动对消化

系统的影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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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呼吸系统。包括呼吸系统的概述、呼吸道、肺、体育运动对呼吸系统

的影响等内容。

第六章　呼吸系统。包括呼吸系统的概述、肾、输尿管道、体育运动对泌尿系

统的影响等内容。

第七章　脉管系统。包括心血管系统、淋巴系统、体育运动对脉管系统的影响

等内容。

第八章　神经系统。包括神经系统的概述、脑和脑神经、脊髓和脊神经、内脏

神经、传导路、体育运动对神经系统的影响等内容。

第九章　感觉器官。包括感觉器官的概述、视器、前庭蜗器、本体感受器、体育

运动对感觉器官的影响等内容。

第十章　内分泌系统。包括内分泌系统的概述、人体主要的内分泌腺和内分

泌组织、体育运动对内分泌系统的影响等内容。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

６学分，９６学时。

５．课程选用教材

李世昌．运动解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课程考核与评价

平时成绩与实验成绩占期评成绩的３０％ ，理论考试成绩占期评成绩的７０％。

（二）运动生理学课程介绍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运动生理学是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体育教育专业１１门主干课程

之一，是体育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运动生理学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系统地

掌握正常人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生理活动的机制以及活动规律，认识体育运动对

人体器官功能的影响以及体育锻炼对各器官系统功能有何良好作用；了解体育教

学与训练的一般生理学原理与规律，以及儿童、少年年龄、性别的生理学特征与体

育活动的关系，女子生理与体育活动的关系，为将来有效地从事体育教学工作打下

理论基础。

２．课程教学要求

【认知】了解正常人体内各器官系统的生理功能、活动原理和规律以及体内外

环境对它们的影响；理解人体运动过程中生理活动的调节机理；掌握体育锻炼对机

体各器官系统功能的影响及其机理，特别是青少年生理特点及体育锻炼对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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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人体生理指标测试的方法及运用，体育教学、训练与健身锻炼的生理学依

据及生理学评定。

【能力与技能】

（１）在对人体基本机能活动规律有了基本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体育运动

对人体机能活动影响的基本规律及机制。

（２）懂得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过程中的生理学原理，并学会从整体水平、器官

和系统水平、细胞或分子水平上了解不同年龄、性别和训练水平的人群运动时的生

理特点，以达到增进健康、提高体能、防治一些常见疾病和提高运动水平的目的。

（３）熟练地掌握主 要 身 体 功 能 和 生 理 指 标 的 测 试 方 法，尽 量 培 养 学 生 发 现 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态度与情感】重点在于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要求学

生自学某些应用章节的内容，并就某一节的内容形成读书笔记或课程论文，并进行

课堂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加强师生的互动性。

３．课程基本内容

主要内容：

第一章　肌肉活动的能量供应。包括肌肉活动的能量来源、肌肉活动能量供

应的三个系统及肌肉活动的代谢特征及影响因素等内容。

第二章　肌肉收缩。包括肌肉的微细结构、肌肉的特性、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肌肉的收缩原理、肌肉的收缩形式与力学特征、肌纤维类型与运动能力、肌肉的结

缔组织及肌电图等内容。

第三章　肌肉活动的神经调控。包括神经系统及其功能、神经系统的感觉功

能及躯体运动的神经控制等内容。

第四章　激素与运动。包括内分泌、内分泌腺与激素概述、激素作用的机制和

调节、主要内分泌腺的内分泌功能、运动与内分泌功能等内容。

第五章　血液与运动。包括血液的组成与特性、血液的功能等内容。

第六章　呼吸与运动。包括肺通气、气体的交换、呼吸运动的调节等内容。

第七章　循环与运动。包括心脏生理、血管生理、心血管活动的调节、运动时

心血管功能的变化等内容。

第八章　酸碱平衡与肾脏排泄。包括酸碱物质的来源、酸碱平衡的调节、运动

时机体酸碱平衡调节的特点等内容。

第九章　体适能与运动处方。包括体适能与健康、运动处方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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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肥胖与体重控制。主要介绍肥胖、运动与体重、体成分控制、肥胖与

运动减肥等内容。

第十一章　运动与免疫。包括免疫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流动脑”与神经—

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身体运动对免疫机能的影响、运动性免疫抑制现象及免疫调

理的基本思路和措施等内容。

第十二章　肌肉力量。包括肌肉力量及其影响因素、肌肉力量的检测、肌肉力

量训练等内容。

第十三章　有氧运动能力。包括吸氧量和氧亏、有氧工作能力、有氧耐力的测

定法及其评定等内容。

第十四章　运动训练的生理学原理。包括运动过程中人体机能状态变化的规

律，运动训练的生理本质、运动训练效果的生理学评定等内容。

第十五章　运动性疲劳与恢复过程。包括运动性疲劳、恢复过程等内容。

第十六章　运动 强 力 手 段。包 括 运 动 强 力 手 段 概 述、生 理 学 手 段、营 养 学 手

段、药理学手段等内容。

第十七章　兴奋剂与运动。包括兴奋剂概况、兴奋剂问题的生理学分析等内

容。

第十八章　环境与运动。包括冷热环境、水环境与运动、高原环境与运动、大

气环境与运动、生物节律等内容。

第十九章　儿童少年与体育运动。包括儿童少年的生理特点、动作技能和身

体素质的发展、运动对象的生理学依据等内容。

第二十章　女子与体育活动。包括女子的生理特点与运动能力、月经周期、妊

娠与运动等内容。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

６学分，９６学时。

５．课程选用教材

邓树勋，王健，乔德才，等．运动生理学（第一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课程考核与评价

平时成绩（出 勤、课 堂 提 问、作 业 等）占２０％。实 践 成 绩（实 践 报 告 或 课 程 论

文）占１０％。试卷成绩（闭卷）占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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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育保健学课程介绍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体育保健学是研究人体在体育运动过程中保健规律与措施的一门综合、应用

科学。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体育保健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今

后从事中学体育教学并能担任中学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及健康指导工作服务，从而

使体育运动在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增强体质和提高健康水平及运动技术水平方面

发挥应有的作用。

２．课程教学要求

【认知】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影响体育运动参加者身心健康和运动能力的各

种内外因素，并能制定相应的体育保健措施。了解并掌握体育运动参加者的身体

发育、健康状况和运动训练水平的评定方法，为合理安排、组织体育教学、运动训练

和比赛提供科学依据，并给予医务监督。掌握常见运动性伤病的病因、发生规律及

其防治措施。掌握按摩的基本知识、手法和应用。

【能力与技能】能运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的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研究体育锻炼参加者的身体发育、健康和训练水平，为人体伤

病康复、体育教学、训练和比赛提供科学依据和给予保健指导；研究影响体育锻炼

参加者身体健康的各种外界因素，并制定相应的卫生措施；研究常见运动性伤病的

发生规律和防治措施。

【态度与情感】树立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为健康、技术精湛和职

业道德高尚的专业人才。正确认识人体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机体与外界环境

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３．课程基本内容

体育保健学研究的内容包括体育卫生、医务监督、运动性疾病、运动创伤防治

以及体育康复等几个部分。

【体育卫生部分】研 究 体 质 与 健 康、运 动 环 境 卫 生、运 动 营 养 卫 生 以 及 不 同 年

龄、性别人群的体育卫生。

【医务监督部分】研究运动性疲劳产生机制及其消除途径、人体形态和机能的

检测与评定、体育课和运动训练与比赛的医务监督、运动性病症的防治以及运动员

的科学选材等。

【运动创伤部分】研究运动损伤发生的规律及其急救与处理，人体各部位运动

损伤的原因、症状、治疗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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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康复部分】研究体育康复理论与实践、运动处方、运动损伤后的体育医疗

与机能康复及常见病的体育康复等。

体育保健学的学科发展对于运动人体科学学科建设、我国高等体育人才的培

养、《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实施以及我国体育保健康复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学习好运动人体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如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

动生物化学等，这些都是构成体育保健学这一综合学科的基础。体育保健学就是

运用这些基础理论知识，对人体在运动状态下的身体机能状况进行评定，并据此科

学地指导运动实践。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

３学分，５４学时。

５．课程选用教材

（１）姚鸿恩，郑 隆 榆，黄 叔 怀．体 育 保 健 学（第 三 版）．北 京：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２００１．
（２）姚鸿恩．体育保健学实验指导．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６．课程考核与评价

平时成绩（课堂测验和提问、讨论）与实验成绩（实验考核）占３０％，理 论 考 试

成绩（用闭卷方式进行，时间为１２０分钟）占７０％。

（四）体育心理学课程介绍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体育心理学是体育教育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本课程的学习将有

助于未来的（或在职的）体育教师、教练员提高运动意识，熟悉符合心理活动规律的

新的教学方法，并掌握测量和提高人的“潜能”的最基本的手段和实验方法。对本

课程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将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与知识应用于体育运动实践中，能

运用体育心理学理论、方法指导中学体育教育工作。

２．课程教学要求

【认知】

（１）了解体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简史和发展方向。

（２）了解体育学习的心理学基础。

（３）掌握运动参与的心理动力。

（４）了解体育锻炼心理。

（５）了解提高运动成绩的心理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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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了解运动中的社会心理。

（７）掌握体育教学心理。

【能力与技能】

（１）较全面熟练地掌握体育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２）能运用心理学训练手段进行教学训练及社会群体活动。

（３）较好地运用心理手段进行心理选材。

（４）学会心理测量、心理实验、心理调查等许多手段，并制定心理测验标准。

【态度与情感】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专业思想教育，培养

学生吃苦耐劳、敢于拼搏、勇于奋斗的时代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课堂教学

和实验，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求实的科学精神。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

充分认识到良好的心理水平对一个人的重要性，重点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使其具有

较高的成就动机水平。

３．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章　体育运动心理学概述。包括体育运动心理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学

习体育运动心理学的意义、体育运动心理学简史和发展方向等内容。

第二章　体育学习的心理学基础。包括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与体育学习、认

知心理学理论与体育学习、建构主义心理学理论与体育学习、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

与体育学习等内容。

第三章　运动兴趣。包括运动兴趣的概述、培养学生运动兴趣的重要性、影响

运动兴趣水平的主要因素等内容。

第四章　运动动机。包括运动动机概述、运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等内容。

第五章　体育活动中的目标定向和目标设置。包括体育活动中的学习目标定

向、体育活动中的目标设置、体育活动中团队目标的设置方法等内容。

第六章　运动归因。包括归因理论、运动中的归因、影响运动归因的因素、归

因训练等内容。

第七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包括体育锻炼的心理效益、影响体育锻炼坚

持性的因素、体育锻炼行为的理论及干预、体育锻炼的成瘾行为等内容。

第八章　运动损伤的心理致因与康复。包括运动损伤发生的心理致因、运动

损伤的心理反应、运动损伤的心理康复方法等内容。

第九章　注意与运动表现。包括体育运动中的注意、注意控制训练等内容。

第十章　心境状态与运动表现。包括心境状态与体育锻炼、心境状态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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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等内容。

第十一章　应激、唤 醒、焦 虑 与 运 动 表 现。包 括 应 激、唤 醒 和 焦 虑 的 定 义，唤

醒、焦虑与运动表现的关系，影响赛前状态焦虑的主要因素等内容。

第十二章　心理技能训练概述。包括心理技能与心理技能训练，心理技能训

练计划、方案与实施等内容。

第十三章　运动中的行为干预方法。包括渐进放松训练、自生训练、生物反馈

训练、系统脱敏训练、模拟训练等内容。

第十四章　运动中的认知干预方法。包括表象训练、认知训练、暗示训练、自

信训练等内容。

第十五章　体育运动中的团体凝聚力。包括团体凝聚力的概述、影响团体凝

聚力的因素、团体凝聚力与运动表现、团体凝聚力的发展等内容。

第十六章　体育运动中的领导行为。包括领导概述、教练员领导行为概述、教

练员领导行为分析等内容。

第十七章　运动中的攻击行为。包括运动中的道德形成与发展、攻击性行为

的定义与分类、体育运动与攻击性行为、降低攻击性行为的有效方法等内容。

第十八章　动作技能学习。包括动作技能概述、运动技能的形成过程、影响运

动技能学习的因素、运动技能的学习与训练、动作技能的迁移等内容。

第十九章　提高体育教学效果的心理学方法。包括体育教学设计的心理学基

础、体育教学策略和学习策略的心理学原理、体育教学环境心理、体育课堂学习过

程的心理学评价等内容。

第二十章　体育教学中学生的个体差异。包括体育能力的差异、智力因素的

差异、非智力因素的差异、体育差生的心理等内容。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

４学分，６４学时。

５．课程选用教材

季浏．体育心理学．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课程考核与评价

平时考核的成绩与实验成绩占３０％ ，理论考试成绩占７０％。

（五）学校体育学课程介绍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学校体育学是研究学校体育现象及规律，阐明学校体育的原理与方法，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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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学校体育的基本规律，使学生掌握开展学校体育工作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以及具备运用这些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能力。学

校体育学是体育教育专业的一门主干基础理论课。

２．课程教学要求

【认知】正确认识学校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体育教师应具备的政

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体育教师的专业水平，培养高尚的师德和忠诚党于的教育

事业及体育事业的精神。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学习并掌握组织与实施学校体育教

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学校体育科学研究与教学研究、学校体育

管理等各项工作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能力与技能】掌握体育教师必备的组织体育教学，指导开展课余体育锻炼、课

余运动训练、课余体 育 竞 赛 以 及 学 校 体 育 管 理 的 基 本 技 能；培 养 学 生 理 论 联 系 实

际，学以致用，独立思考，积极进取，善于根据不同学校的条件开创性地进行工作的

能力，为学校体育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态度与情感】排除组织体育教学、指导开展课余体育锻炼的恐惧心理，多组织

学生深入中小学课堂，激发学生牢固专业思想，热爱本职工作。

３．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章　 学校体育的历史沿革与思想演变。包括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

展、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２０世纪后期学校体育发展的趋势等内容。

第二章　学校体育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学校体育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学

校体育与学生的心理发展、学校体育与学生的社会适应等内容。

第三章　 我国学校体育目标。包括学校体育的结构、学校体育目标的结构与

功能、学校体育目标的制定、我国现行的学校体育目标、我国学校体育目标的实现

等内容。

第四章　体育课程的性质与功能。包括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体育课程性质

与特点、体育课程功能与价值、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等内容。

第五章　 体育课程的编制。包括体育课程的编制影响因素过程、学科本位体

育课程模式、学生本位体育课程模式、社会本位体育课程模式、综合体育课程模式、

体育课程标准的制定等内容。

第六章　体育课程的实施。包括体育课程实施的本质、体育课程实施的取向

与策略、体育课程实施的过程、体育课程实施的管理等内容。

第七章　体育课程学习与指导。包括体育课程学习的过程与特点、体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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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特点与构成、体育学习策略的指导等内容。

第八章　体育课程学习评价。包括体育课程学习评价的理念与目的、体育学

习评价的内容、中学体育学习评价的实施等内容。

第九章　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包括体育课程资源的性质、体育课程

内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体育场地设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等内容。

第十章　面向全体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包括课外体育活动的性质与特点、

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形成、课外体育活动的实施等内容。

第十一章　学校课余体育训练。包括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性质与特点、学校

课余体育训练的组织形式、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实施等内容。

第十二章　学校课余体育竞赛。包括学校课余体育竞赛的特点、学校课余体

育竞赛的组织形式、学校课余体育竞赛的实施等内容。

第十三章　理想的体育教师。包括体育教师的特征、体育教师的课堂管理、体

育教师的工作职责与研究等内容。

第十四章　体育 教 师 的 职 业 培 训 与 终 身 学 习。包 括 体 育 教 育 专 业 的 学 科 学

习、体育教育专业的见习与实习、体育教师的在职培训、体育教师的终身学习等内

容。

４．课程教学方法

（１）在加强学校体育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教学的同时，应重视当前中小学体育

改革中出现的新成果、新动向及新的学术观点，不断充实与完善教学内容，确保教

学内容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２）重视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加强实践环节教学，着力于培养学生的自学

与实践能力。课堂讲授要与讨论、辅导、见习、参观、调查、自学和作业等相结合，课

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要相结合。

（３）不断改革、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注意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

（４）教师要深入中小学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参加中小学体育教学、科学研

究及有关的学术活动，并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就近参与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及相关

的学术活动。

５．课程学分学时安排

６学分，９６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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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课程选用教材

潘绍伟，于可红．学校体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课程考核与评价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３０％，期末考试（闭卷）成绩占７０％。

（六）田径课程介绍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田径课程是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的必修课之一，也是体育教育手段与方法课程

之一。它以增强体质、发展身体素质、提高健康水平和培养意志品质为目的，是高

校体育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径运动在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田径运动的形式

不仅要达到健身的目的，还要达到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品德教育，使学生树

立为当好一名体育教师而努力学好田径课程的观念。

田径运动是集竞技和健身于一身，以人的走、跑、跳、投为运动方式，以时间和

距离计量运动成绩的体育运动项目。本课程以掌握田径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基

本技术和基本技能，全面、系统地运用田径运动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方法为内容。

培养学生自学自练、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使学生具

备从事中学体育课中田径教材教学，指导田径运动锻炼，组织基层田径运动竞赛及

田径运动场地、器材管理等多方面的能力。

２．课程基本要求

【认知】

（１）田径运动概述：田径运动的概念和功能；田径运动的分类；课程的目标、任

务、教学内容和学习要求。

（２）田径运动文化：田径运动的起源与发展；田径运动文化特征；田径组织和赛

事介绍；田径运动欣赏。

（３）田径运动技术原理：田径运动技术的概念、构成及评定标准；田径运动技术

的运动生物力学原理；田径运动技术的生理学原理；田径运动技术形成的心理学原

理。

（４）田径运动竞赛组织与裁判工作：田径运动竞赛组织与编排；田径运动竞赛

的裁判工作；趣味田径运动比赛的组织与编排。

（５）田径运动场地：半圆式田径场地设计；径赛场地；田赛场地；小型田径场地

跑道的设计和计算；田径运动场地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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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中学田径教学：中学田径教学的任务、内容、方法及学习评价；中学课余田

径训练的特点及基本内容与方法；课余田径训练的计划。

（７）田径健身锻炼：田径健身锻炼的特点与基本原则；田径健身的基本内容；田

径健身锻炼的设计与指导。田径健身锻炼手段与方法：健身走；健身跑；健身跳跃；

健身投掷。

（８）趣味田径运动（介绍）；自然环境中的田径运动（介绍）。

【能力与技能】

（１）短距离跑：短距离跑运动的发展与启迪；短跑的基本技术及其教学能力。

（２）接力跑：接力跑的发展与启迪；接力跑的基本技术及其教学。

（３）中、长距离跑：中、长距离跑运动的发展与启迪；中、长距离跑的基本技术及

其教学。

（４）跨栏跑：跨栏跑的发展与启迪；跨栏跑的技术及其教学。

（５）跳高：跳高运动的发展与启迪；背越式跳高的基本技术及其教学。

（６）跳远（增介绍三级跳远）：跳远、三级跳远运动的发展与启迪；跳远、三级跳

远的基本技术及其教学。

（７）推铅球（改为 实 心 球 后 抛）：推 铅 球 的 发 展 与 启 迪；推 铅 球（改 为 实 心 球 后

抛）的基本技术及其教学。

（８）掷标枪（改为掷垒球）：掷标枪的发展与启迪；掷标枪（改为掷垒球）基本技

术及其教学。

【态度与情感】

（１）在田径课程中全身心地投入学习，积极思考、反复练习。经过学习和练习，

掌握田径运动基本知识，促进运动成绩与运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２）通过田径课程的学习，增强学生战胜胆怯、自卑的心理，不断克服各种 主

观、客观的困难与障碍，培养敢于和善于挑战自我、战胜自我，坚持不懈的品质；提

高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３）田径运动有很强的竞争性，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磨炼意志品质、超越 自

我，强化进取精神和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４）培养学生善于运用各种心理手段调节自己的情绪，排除干扰，提高自我调

控能力。

３．教学策略与方法建议

（１）运用多媒体演示法与现代教育技术，生动、形象、准确地帮助学生建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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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概念，提高教学效果，开发网络、远程教育技术手段，给学生更多的学习信息，

充分调动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模仿欲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

奇心，从而加速学生对技术的理解和掌握，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独立学

习、主动学习和精神和创造才能。

（２）充分利用讲解法和动作示范法，使学生建立正确技术动作概念，加强感性

认识，在课堂上及时掌握正确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动作要领。

（３）适当运用自学式教学法、发现教学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

主导作用，培养学生的探索、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调动学生学习和练习积极性。

（４）综合运用完整和分解练习法、游戏和比赛法、预防和纠正错误动作法，活学

活用。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

６学分，９６学时。

５．课程选用教材

刘健国．田径（第一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课程考核方式

第一学期：考核。按本学期理论考试和技术考核、运动成绩评定记取成绩。

第二学期：考核和考试。按本学期学生 技 术 考 核 成 绩 占４０％，理 论 考 试 成 绩

占６０％记取。

（七）篮球课程介绍

１．课程性质和地位

篮球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学专业必修的主干课程之一，篮球教学的任

务是在教师指导下，掌握篮球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战术和基本技能，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的全面发展。篮球教学的内容包括篮球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战术以及

篮球教学组织管理等。学习和掌握篮球教学的基本理论、教学原则、教学规律，运

用科学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对于提高教学水平，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培养

高素质的合格体育教师具有重要意义。

２．课程教学要求

【认知】

（１）掌握篮球运动的特点、起源、发展概况和当前篮球运动的发展趋势。

（２）比较系统、全面地掌握篮球运动技术分类体系和技术动作结构，掌握篮球

运动的技术教学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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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掌握篮球运动的基本技术和战术：①比较系统、熟练地掌握主要技术动作

方法，并具有一定的运用能力。②掌握教材规定的主要战术配合方法，并具有初步

运用能力。

【能力与技能】掌握篮球运动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并努力培养学

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做到会讲、会做、会写、善教。掌握篮球运动的基本运动方法

和手段，可指导别人进行锻炼。掌握开展课外篮球活动、组织竞赛的方法，提高担

任裁判和临场指挥等工作的能力。

【态度与情感】通 过 教 学，对 学 生 进 行 精 神 文 明 教 育、品 德 教 育 和 专 业 思 想 教

育。结合篮球运动的特点，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合作精神，培

养良好的竞争意识。充分展示学生个性，提高学生主动参与能力，培养学生研性学

习习惯。体验篮球的乐趣，培养对篮球的学习兴趣。

３．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编　理论编。包括篮球运动概论、篮球教学与组织管理、中学篮球教学内

容与方法、中学篮球队的训练工作等内容。

第二编　技术编。包括移动、进攻技术、防守技术、抢篮板球、进攻战术和防守

战术基础配合等内容。

第三编　战术编。包括快攻与防守快攻、人盯人防守战术与进攻人盯人防守

战术、区域联防与进攻区域联防等内容。

第四编　能力编。包括篮球游戏、篮球运动竞赛主要规则与裁判法、篮球运动

竞赛的组织与编排工作、篮球场地的修建与设备管理等内容。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和开课时间

４学分，６０学时。第二学期开设。

５．课程选用教材

孙民治．球类运动———篮球（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课程考核与评价

平时考查成绩占３０％。期终考试分理论考试和技术考试两项，理论考试成绩

占１０％，技术考试成绩占６０％。

理论考试：闭卷笔试所学篮球教材的内容。

（八）体操课程介绍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体操是高师体育教育专业必修课程之一。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体操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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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本技术和基 本 技 能，掌 握 体 操 教 学 训 练 的 一 般 规 律 和 科 学 锻 炼 身 体 的 方

法；做到会讲、会做、会教，胜任学校体育体操内容教学，提高体育专业学生的审美

能力与艺术鉴赏能力，能够胜任群众性体操比赛的裁判、组织及体操健身方法指导

工作。

２．课程教学要求

【认知】

（１）体操理论、队列队形和专门器械体操。

（２）体操的分类、特点。

（３）体操基本术语、队列队形。

（４）保护与帮助的种类和方法。

（５）徒手操、专门器械体操。

（６）体操动作教学的特点和教学过程。

（７）体操比赛的组织工作。

【能力与技能】

（１）掌握体操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并能以此来指导教学。

（２）学会综合运用体操教学方法，初步掌握体操教学设计的基本步骤与方法。

（３）掌握体操健身的健身价值及健身基本原则，初步具备制定体操健身方案的

能力。

（４）学会体操术语的运用。

（５）掌握体操保护与帮助的方法。

（６）掌握基本体操比赛的裁判方法，具备组织基本体操比赛的能力，具备指导

他人欣赏体操比赛的能力。

３．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章　体操概论。主要介绍体操的概念；体操的内容；体操的分类；体操的

特点和课程教材内容类别的设定；体操发展概况等。

第二章　体操教学。主要介绍体操教学的特点；体操教学的原则；体操教学的

方法；体操教学设计等。

第三章　体操健身指导。主要介绍体操健身概述；体操健身价值；体操健身原

则；体操健身方案等。

第四章　体操术语。主要介绍体操术语的类型；体操基本术语；器械体操术语

６７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学习指南丛书

和技巧动作术语；队列队形和徒手体操动作术语；体操动作术语的运用等。

第五章　保护与帮助。主要介绍保护与帮助的意义；保护与帮助的分类与方

法；保护与帮助的运用；对保护与帮助者的要求；体操运动损伤的预防等。

第六章　体操比赛的组织与欣赏。主要介绍体操比赛的组织；体操教学比赛；

体操比赛常识；竞技体操比赛的欣赏等。

第七章　徒手体操和轻器械体操的创编。主要介绍创编原则；创编要素；影响

动作效果的因素；创编步骤；创编动作的方法；广播体操中的典型创编范例分析等。

第八章　基础类体操。主要介绍队列队形练习：队列练习、队形练习；徒手体

操：徒手体操基本动作、成套动作设计范例；轻器械体操：体操棍、实 心 球、跳 绳 练

习；体操身体素质练习：概述、力量练习、柔韧练习、应注意的问题等。

第九章　实用类体操（自学）。包括实用类体操内容：走、跑、跳；平衡练习；攀

登和爬越；爬行；搬运；实用类体操练习注意事项等。

第十章　技术类体操。主要介绍的技巧包括：前滚翻、后滚翻；鱼跃前滚翻；手

倒立、手倒立前滚翻；侧手翻；前手翻等。跳跃包括：斜进助跑直角腾越；分腿腾越

（横马）；屈腿腾越（横马）；分腿腾越（纵马）等。双杠包括：跳上支撑前摆成外侧坐、

杠端跳起分腿坐；前进、滚杠；分腿坐慢起肩倒立、分腿坐前滚翻成分腿坐；支撑摆

动、支撑后摆转１８０°成分腿坐；支撑前摆下、支撑后摆下、支撑前摆向内转体１８０°下

等。单杠包括：翻身上成支撑；支撑单腿摆越成骑撑；骑撑单腿摆越转体９０°下；骑

撑后摆越转体１８０°下；支撑后摆下；骑撑前回环等。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

６学分，９６学时。

５．课程选用教材

童昭岗．体操（第一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课程考核与评价

第一学期为考查，平时成绩（含作业）占３０％，技术考查占７０％。

第二学期为 考 试，平 时 成 绩（含 作 业）１０％，体 操 理 论 占３０％，技 术 考 试 占

６０％。

（九）排球课程介绍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排球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学科（专选）课程，它具有

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相结合的学科特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排球的基本理论、

６８



●第●二●部●分　体育教育专业学习指南　

基本技术、基本技能，掌握排球教学训练的一般规律；懂得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以

及较好地熟悉规则，能够组织中、小型排球比赛及担任裁判工作；做到会讲、会做、

会教，胜任排球教学工作。

２．课程教学要求

通过排球的学习，使学生较全面系统地学习排球教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术和技能，掌握排球教学的一般规律；掌握排球竞赛组织与编排工作；掌握

排球竞赛规则与裁判工作以及排球的科研方法。

３．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章　排球运动导论。主要介绍排球运动的特点、功能与比赛方法；排球运

动的起源与传播；世界排球运动的发展；排球运动在我国的发展；国际和国内排球

比赛简介等。

第二章　排球技术。主要介绍排球技术的基本理论；准备姿势与移动；传球；

垫球；发球；扣球；拦网等。

第三章　排球战术。主要介绍排球战术的基本理论；阵容配备、交换位置、信

号联系及“自由防守队员”的运用；排球个人战术；排球集体战术等。

第四章　排球教学与训练设计。主要介绍排球教学概论；排球训练概论；排球

技术教学与训练；排球战术教学与训练等。

第五章　排球运动员体能训练的一般理论与方法。主要介绍体能训练概论；

开展排球运动员专项身体素质的训练；体能训练与测试方法等。

第六章　排球运动员的心理技能训练。主要介绍排球运动员心理技能训练概

述；一般心理训练方法等。

第七章　排球竞赛组织与编排工作。主要介绍排球竞赛组织工作；排球竞赛

制度、编排工作及成绩计算方法等。

第八章　排球竞 赛 规 则 与 裁 判 工 作。主 要 介 绍 排 球 竞 赛 规 则 与 裁 判 工 作 概

述；排球竞赛主要规则与裁判方法；判员主要工作职责与工作方法；排球比赛场地

与器材设等。

第九章　学校排球队工作。主要介绍学校排球队的组建；青少年排球运动员

选材；学校排球队的管理；比赛的指导工作等。

第十章　中、小学软式排球的教学与竞赛。主要介绍中、小学软式排球教学内

容与要求；中、小学软式排球基本技术教学；中、小学软式排球基本战术；中、小学软

式排球竞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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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排球游戏。主要介绍排球游戏概论；排球游戏方法示例等。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

１８学分，３００学时。

５．课程选用教材

黄汉升主编．球类运动———排球（第一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２００５．

６．课程考核与评价

技术考试占６０％，理论考试占３０％，平时作业占１０％。

（十）武术课程介绍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武术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学科（专选）课程。武术专

修课程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并能在大、中、专各级各类学校和基层单位从事

教学、训练等方面工作的合格体育教师与武术工作者。

２．课程教学要求

在武术教学中，要求学生了解武术理论的基本内容，并运用适当的教法，注意

精讲多练，系统掌握武术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较熟练地理解、掌握本大纲所

规定的教材内容，具备从事专项运动教学、训练工作以及体育科学研究的能力和素

质；培养学生会讲、会教、会指挥、会示范、会纠正错误动作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五

会”能力。

３．课程基本内容

第一章　武术运动概述。主要介绍武术的概念、特点、价值、流派与分类、武术

理论的基本范畴及我国武术工作的基本任务等。

第二章　武术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介绍武术的来源、古代武术的发展、近代武

术及当代武术的现状与走向等。

第三章　拳术。主要介绍长拳、南拳、二十四式太极拳、四十二式太极拳等。

第四章　器械。主要介绍三十二式太极剑、四十二式太极剑、剑术、刀术、棍术

等。

第五章　对练与 集 体 项 目。主 要 介 绍 对 练 的 起 源 与 沿 革、徒 手 对 练、器 械 对

练、徒手与器械对练、集体项目等。

第六章　武术套路教学。主要介绍套路教学的基本特点、套路教学的阶段与

步骤、套路教学的方法、套路教学效果的评价、教案的制定等。

第七章　套路训练。主要介绍套路运动员的选材，套路选练原则、方法及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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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身体训练，技术训练，心智训练，训练中运动负荷的安排，训练计划的制订，

训练课的组织与指导的等。

第八章　武术套路竞赛的组织与裁判。主要介绍武术套路竞赛的组织工作、

武术套路竞赛的编排 记 录 工 作、武 术 套 路 竞 赛 规 则 简 介、武 术 套 路 竞 赛 的 裁 判 评

分、基层武术套路竞赛的组织等。

第九章　武术套路创编与图解知识。主要介绍武术套路、武术套路创编、武术

图解知识等。

第十章　散打运动概述。主要介绍散打的由来、现代散打运动发展简况、散打

的特点和作用等。

第十一章　散打基本技术。主要介绍散打的基本技术、技术特征及要求、散打

技法运动的原则。

第十二章　散打教学。主要介绍散打教学的基本特点、散打教学的阶段和步

骤、散打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散打教学课的任务和结构等。

第十三章　散打训练。主要介绍散打运动员科学选材、散打运动员的体能训

练、散打运动员的技能训练、散打战术及其训练、散打运动员的心理训练、散打选练

过程的监控、散打运动的损伤及其预防等。

第十四章　散打竞赛的组织与裁判。主要介绍散打竞赛的组织、编排、规则简

介及裁判法等。

４．课程学习方法

根据我校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教师领带、学生模仿、

分组练习、骨干带练等方式；采用分组进行自学自练、课后多观摩教学及比赛录像，

提高学生对武术的理解及学习更多优秀运动员的精、气、神及表现力；结合武术教

学的方法，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学习，又结合武术套路技术动作的 特

点，分阶段进行学习；采用武术的直观教学法与分解教学法、语言法、预防与纠正错

误法、练习法、比赛法等方法进行教学。

５．课程学分学时安排

１８学分，３００学时。

６．课程选用教材

邱丕相．中国武术教程（第一版）．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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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课程考核与评价

（１）理论知识考核方法：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

（２）技术考核方法：采用达标与技评的方式。

（３）技能与能力的考核方法：采用实习与编排组织比赛的方式。

（十一）健美操课程介绍

１．课程性质与地位

健美操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具有基

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相结合的学科特点。本课程传授健美操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

技术和基本技能，发展学生的健美操教学、训练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为今后学

生从事各类学校及基层单位的健美操教学、训练、竞赛的组织和裁判工作打下坚实

基础。

２．课程教学要求

【认知】

（１）了解和掌握健美操的理论知识，及时了解健美操的发展动向。

（２）系统地掌握健美操教学与训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３）掌握健美操竞赛规则和组织方法，提高学生健美操裁判水平。

（４）掌握健美操运动中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程序。

【能力与技能】

（１）具备设计、编排成套健美操动作的能力。

（２）具备从事中等学校及各基层单位的健美操教学、训练、竞赛的能力。

（３）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能力。

【态度与情感】

（１）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艺术修养。

（２）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和勇于拼搏、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

３．课程基本内容

健美操的概念、分类、特点与健美操锻炼的价值；健美操的基本动作，以及适宜

青少年练习的健身健美操、竞技健美操、器械健美操；学习健美操创编及健美操的

竞赛规则。

４．课程学分学时安排

１８学分，３００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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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课程选用教材

黄宽柔，姜桂萍．健美操（第一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课程考核与评价

（１）理论知识考核方法：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

（２）技术考核方法：采用达标和技评的方式。

（３）技能和综合能力考核方法：采用实习和实际操演的方式。

（４）总成绩评定：理论占３０％，技术、技能及综合能力占５０％，平时表现和课外

作业占２０％。

四、专业实习指导

１．实习性质和目的

（１）实习性质。教育实习是高师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教学环节，是一门

重要的综合性实践课程，是高师院校学生所学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应用于教育教

学工作的具体体现，是把知识转化为从教能力的重要实践活动，是对学生进行专业

思想教育，锻炼和提高他们从事教学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检查和进一步

提高我院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切实搞好教育实习，对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

觉悟，培养合格的中、小学教师具有重要意义。

（２）实习目的。

①通过教育实习，使实习生把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综合运用

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实际。

②通过教育实习，使实习生了解和熟悉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基本情况，学

习和初步掌握中、小 学 教 育 教 学 的 一 般 规 律，培 养 和 锻 炼 独 立 任 教 的 基 本 工 作 能

力、基本技能和初步的教育科研能力。

③通过教育实习，进一步加强专业思想教育，牢固树立专业思想，增强对教育

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２．实习

（１）要求。

①系实习领导小组在实习期间应遵循学院、系教育实习计划精神，认真指导实

习工作，搞好各方面关系，及时请示汇报，切实加强与实习学校的密切联系，与实习

学校一起对实习生的政治、思想、业务、道德品质和生活纪律等进行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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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指导教师要按学院关于教育实习成绩评定的要求，认真做好实习成绩评定

工作。

③每位实习生在实习工作中，要严肃认真，不得马虎，处处要为人师表，言行符

合“五讲四美”要求。应明确这次实习的重要意义，自觉服从领导，认真备课和写教

案，虚心学习，团结友爱，并坚持写实习日记，积累分析各种原始材料，总结经验教

训。

④实习生在原班主任的指导下，做好班主任的实习工作。要求每位实习生具

体组织一次班会活动，抓好转变一至二名后进生的思想工作。

⑤实习生要自觉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遵守我院和实习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

做中小学生的表率。实习结束时，每个实习生必须写好实习总结，交实习学校领导

和指导教师审定签名，连同实习初评成绩一起交到系教学秘书处。

⑥实习过程中，开展中小学教育情况调查研究，实习结束时，每位实习生写一

篇有关教育情况的调查报告交系里。

⑦实习期间，实习生必须注意交通安全、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注意做好自我

保护工作，不能随意请假，不能随意离开实习学校，要遵守一切实习纪律，一切以大

局为重，不得参与任何违法乱纪的活动，不得违反实习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得与实

习学校的学生谈恋爱，不得擅自单独带学生去郊游。如有违者，立即遣送回校，实

习成绩为零。

（２）实习质量监控。为了加强监督管理，我们将采取以下监控措施以确保实习

工作的顺利完成。

①大力加强院内实习指导工作。全系教师都要参加指导，由实习领导小组指

派，每位指导教师指导６－８名实习生备课、编写教案、试讲、试教、听课、评课等。

②实习生到达实习学校后，必须及时把联系人（实习学校的领导或者指导 教

师）的电话和通信地址告诉系教学秘书或者院内指导教师。院内指导教师应在学

生实习过程中保持与 对 方 学 校 的 指 导 教 师 的 联 系，了 解 实 习 生 和 实 习 工 作 情 况。

实习生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也应及时与指导教师取得联系。

③系实习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在实习期间到实习学校巡视，检查和了解实习

工作开展情况，加强与实习学校的密切联系，与实习学校共同研究、解决实习中的

问题，确保实习工作顺利进行。

３．实习内容

教育实习的主要内容包括：教学工作实习、班主任工作实习和课外活动指导实

７４



●第●二●部●分　体育教育专业学习指南　

习。

（１）教学工作实习内容。分析和钻研教材、编写教案、试讲、上课等主要教学环

节和课外体育活动辅导，指导运动训练和组织竞赛活动，考试、考查等教学辅助环

节。要求：每位实习生上课不得少于６节，编写教案不得少于４篇；实习生要坚持

互相听课或听原任教师的课，每周至少开展１－２次集体备课；教育实习过程中要

特别注意培养说课能力。

（２）班主任工作实习内容。

①了解实习学校对班主任的工作要求，了解所在班级及学生实习的情况，了解

原班主任的工作计划，在此基础上制订班主任实习工作计划。

②每位实习生至少独立组织一次主题班会、指导班委活动。

③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特别要注意加强后进生或差生的思想转变教育

工作。

④做好班主任日常管理工作，参加学生早操、早读、课间操、晚读、劳动、文体活

动及其他集体活动。

（３）课外活动指导实习内容。实习期间，实习生要指导学生校运动队的训练，

指导文体小组等开展活动；组织指导学生开展体育竞赛和学校课余体育活动。

４．教育调查

（１）收集论文资料，进行调查研究，充实论文的素材，为完成论文做准备。

（２）教育实习结束时完成一篇具有一定质量的教育调查报告。

５．实习考核

（１）教育实习成绩评定：根据实习生在院外实习期间的思想行为表现、教学工

作实习、班主任工作实习、教育调查等，结合院内实习指导教师的初评成绩，由系实

习领导小组全面综 合 地 考 核 和 评 定 每 个 实 习 生 的 成 绩。实 习 生 教 育 实 习 的 总 成

绩，院内实习占３０％（由院内指导教师评定），院外实习占７０％（由实习学校实习指

导教师评定）。总成绩和各单项成绩（思想行为表现、教学工作实习成绩、班主任工

作实习成绩、教育调查成绩）采用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级记分制。

（２）院外实习成绩先由实习学校领导和指导教师综合实习生各方面的表现进

行初评，然后系实习领导小组结合实习生的具体情况平衡后再确定。

实习总成绩计算方法：实习总成绩＝院内实习×３０％＋院外实习（思想行为表

现×１０％＋教学实习工作×６０％＋班主任实习工作×２０％＋教育调查×１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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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习成绩的优秀率应控制在２０％以内。思想行为表现、教学工作实习、班

主任工作实习和教育调查４项均为优秀者，方可评为优秀（９０～１００分）。若其中

有一项不及格，则总成绩评为不及格。

６．实习指导书及主要参考材料

（１）《体育教学论》

（２）《教育实习理论与实践》

五、毕业论文（设计）指导

（一）毕业论文（设计）概说

毕业论文（设计）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科教学过程

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也是学生在校期间最后一个重要的综合性的教学环节和

学生毕业以及获得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衡量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

效益的重要评价内容。

（二）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材料搜集及毕业论文撰写

１．毕业论文的选题原则和具体要求

（１）选题原则。

①符合本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使选题具有综合性、先进性和一定的难度。

②尽量结合本学科 的 教 学、科 研、运 动 训 练、社 会 体 育 实 践，使 选 题 具 有 多 样

性、应用性和一定的特色。

③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和研究，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使选题具有新

颖性、创造性和一定的创新之处。

④选题要体现因材施教原则。在保证教学要求的前提下，选题内容可因学生

的基础、能力差异而有所不同，充分发挥各类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学有专

长的学生，可允许自选课题，但应由个人提出申请，经指导教师同意、系主任批准。
（２）具体要求。

①以论文为主，避免把文献综述、资料索引或实验数据的收集处理作为论文任

务布置给学生。

②选题难度和分量要适当，要考虑完成论文（设计）所需经费和其他客观条件，

使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经努力能按时完成。

③选题需经系主任批准，报教务处备案。选题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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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材料搜集

围绕论文的选题方向和具体题目，去图书馆、书店查找有关的专著、论文集、主

要专业期刊以及最近几年的统编教材，也可以在网上搜索、查找相关的专业论文。

搜集材料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思考钻研、形成论点的过程。

３．撰写毕业论文

学生写好论文初稿交给指导教师审阅，再根据指导教师意见修改论文并定稿

打印。

（三）优秀毕业论文（设计）选登

南宁市高中体育选项课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
广西师范学院体育系　覃举爽

［摘要］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对南宁市四

所普通示范性高中体育选项课教学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指出当前南宁市高中体

育选项课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影响学生选项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

对策，以促进体育选项课教学的不断完善，同时也为南宁市及其他同类学校开设体

育选项课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体育选项课；高中

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ｐｔｉｏｎａＰ．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ｎｉ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Ｎａｎｎｉｎｇ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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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

ｔｉｖｅ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Ｎａｎｎｉｎｇｃｉｔ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ｍｏｒｅ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ｏｆｆ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ｏｏｔｈｅｒ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Ｎａｎｎｉｎｇｃｉｔｙ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ｓｏＩ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ｅｘｉｓｔ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ｉｏｒｈｉ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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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ｖ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ｅ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Ｓｅｎｉｏｒｓｃｈｏｏｌ

前　言

从２００１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２００３年教育部颁

布《体育与健康课课程标准（高中）》后，中学体育与健康课进行了改革并得到迅速

发展。南宁市中学体育课程也在“健康第一”思想的指导下，由传统的学习体育基

础知识和基本的体育技能教学目标，向以人为本，以培养学生兴趣和使学生养成终

身体育的习惯为目标转变，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体育选项课的开设与教学

是高中体育课程改革的一个亮点。体育选项课教学开展状况如何，不仅反映中学

体育课程改革的成效，也关系到学校体育发展战略的实施。目前，有关体育选项方

面的研究与实践已经在区内乃至全国各地方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本

文为了了解体育选项课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影响学生体育选项课的主要因素，

对南宁的高中体育选项课的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根据研究需要抽取南宁二中、武鸣高中、上林高中、横县第二高中等４所具有

代表性的普通高中的体育选项课教学为研究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教育部、广西教育厅下发的关于体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及与此相

关的学术论文。

１．２．２　问卷调查法

对南宁市的４所普通高中体育选项课的开展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２００份。其 中，教 师 问 卷３０份，回 收３０份，有 效３０份，回 收 率１００％，有 效 率

１００％；学生问 卷１７０份，回 收１６２份，有 效 问 卷１５７份，回 收 率９５．３％，有 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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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９％。

１．２．３　访谈法

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３月，笔者走访了抽样的中学，就体育选项课教学的有

关问题与体育教师、相关的负责人以及学生交流访谈。

１．２．４　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问卷中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常规统计处理。

２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检索了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有关高中体

育选项课教学现状的研究文章，共５０余篇。目前，体育与健康教育在基础教育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体育教学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学生体质的增强和身心的全面

发展。目前高中体育教学的效果究竟如何，许多体育工作者作了针对性的调查研

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影响教学的问题、场地器材、体育师资情况等。如饶爱

蓉在《高中体育教学的现状与思考》一文中通过调查和研究发现现阶段高中体育教

学中存在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轻视体育教学，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兴趣阻碍了

体育教学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苏煜在《自主探究教学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中指出高中体育教学中教师对学生学法的重视不够，尊重学生的需要和重视学生

的情感体验体现不多，等等。体育选项教学是实现高中体育教育目标的一种教学

模式，而在笔者查阅 的 文 献 资 料 中，关 于 高 中 体 育 选 项 教 学 现 状 及 改 革 的 研 究 不

多，深入的程度也不够。崔劲东的《对高中体育课实行选项教学的研究》比较有代

表性。该研究根据实践经验，对高中体育课选项教学的实践过程进行分析，总结体

育课选项教学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由于学生选择的项目不同，对学生的

成绩很难用一定的标准来衡量；选项教学需要的体育器材较多，在教学中面临器材

缺乏的问题难以解决，有些学生喜爱的运动项目因没有器材无法开设，直接影响到

体育教学。张振明、胡 晓 琛 在《北 京 市 高 中 体 育 选 项 课 教 学 的 现 状 调 查 与 对 策 研

究》中指出：实行选项课教学的同时，学校在教学方法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传

统的三段式教学模式，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学习评价方法，体育教师和学校领导对开

展体育选项课教学的重要意义了解和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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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体育选项课的特点

体育选项课教学是学校根据本校的具体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体育项目，学生

从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个人需要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学习的体育项目，通过教师

组织教学，学生较系统地掌握该项目的基本知识、技术、技能，掌握科学锻炼身体方

法，养成独立锻炼的习惯，身心健康得到和谐发展，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其教学

组织形式是教师把选择相同项目的学生集中起来以“项目班”的形式来组织教学。

体育选项课的特点有：

３．１．１　能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由于个人素质、性格天赋、性别体质等因素的影响，学生个体是有差别的，每一

个学生都具有不同的性格爱好、兴趣倾向、审美价值及认识标准，而高中阶段的学

生的兴趣爱好与价值取向都逐步或已经形成，选项课的自由选项可以满足学生不

同的兴趣爱好与价值取向。通过选择有兴趣的项目使学生体会体育学习的乐趣，

使他们的体育潜能获得发展，给他们一个表现自我、展示个性的平台。

３．１．２　符合学生的兴趣

从自己的爱好出发，自主选择学习内容，使学生感受到自己的意志被尊重，这

些情感的体验能激发他们的责任感、荣誉感；自选教学内容会使学生更认真地对待

体育学习，这无疑使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自律性、积极性更强。

３．１．３　增进身心健康

选项课要求每个学生在中学的体育课教学中能较好地掌握一两项运动技能，

但这不是唯一的，它更关注的是学生的认识、心理、情感与行为的表现。技能知识

学习只是一种手段，是体育健康课学习的途径。选项课要求围绕专项实践，以促进

学生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为目标，力图构建技能、认知、

情感、行为等有机结合的课程结构，融合与学生身心发展密切相关的体育与健康方

面的知识和方法，关注学生健康的意识和良好生活方式的形成。无论学生选择何

种运动项目进行学习，我们都应将增进学生健康贯穿于课程实施的全过程，发展学

生的身心健康，培养体育锻炼习惯与心理，树立终身体育的观念，确保“健康第一”

思想落到实处。

３．１．４　有利于提高运动技能

多个选项的学习使学生素质获得全面发展，达到体育健康目的。选项教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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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与课余体育活动相结合，使多种技能交叉渗透、相互促进，让课间娱乐休闲、新鲜

体育项目、民族民间体育形式成为学习内容，这样有利于学生提高个人运动技能和

获取知识。

３．１．５　有利于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学生掌握了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的技能后，可以产生更大的运动热情，更加积

极参加这个运动项目的锻炼，并在了解运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后，慢慢养成坚

持体育锻炼的习惯，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３．２　南宁市高中体育选项课的教学现状

３．２．１　开展体育选项课教学后学生的状况分析

实施体育选项课教学后，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愿选择学习内

容，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由于对所选项目的学

习时间比过去大大增加，学生在专项运动技术、技能、身体素质和专项理论上都得

到明显提高，从事体育锻炼的能力和终身体育的观念得到加强。在调查中发现通

过选项课的学习有７１．３３％的学生能掌握一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如表１。他们能运

用所掌握的体育知识、健身方法参与社会体育锻炼，成为社会体育的骨干分子，促

进社会体育健康蓬勃地发展。表２显示，所调查的四所高中开设体育选项课后，有

８．２８％的学生非常喜欢体育课，４０．７６％的学生较喜欢体育课，３８．２２％的学生喜欢

体育课，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了。这都表明体育选项课深受学生的欢迎，说

明体育选项课具有巨大的魅力吸引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有利于增进学生的身心健

康和培养终身体育锻炼的观念。

表１　通过体育课学习学生是否掌握一两项体育运动技能（Ｎ＝１５７）

是 不是

人　数 １１２ ４５
百分率 ７１．３３％ ２８．６７％

表２　开设体育选项教学后学生对体育与健康课的感觉 （Ｎ＝１５７）
非常喜欢 较喜欢 喜欢 不太喜欢 不喜欢

人　数 １３ ６４ ６０ ２０ ０

百分率 ８．２８％ ４０．７６％ ３８．２２％ １２．７４％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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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２　任课教师现状

实施体育选项课教学，教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促进自身业务水平、教学

水平及科研能力的提高，适应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表３是针对开设体育选项课

后教师工作积极性的调查表，表中显示８０％的教师工作态度为积极，１３．３３％的教

师工作态度为较积极，６．６７％的教师工作态度是很积极。这说明通过开展体育选

项教学，教师的积极性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调查的四所学校中，笔者也发现教师知

识结构老化和教学经验不足的问题。四所学校体育教师的年龄在４０岁以上的有８
人，占了总教师的２６．６７％，２８岁以下的有１１人，占了３６．６７％。具有高级职称的

有２人，中学一级教师有８人，中学二级教师有１６人，中学三级教师２人；大专学

历的有３人，本科学历的有２７人（包括在职教育取得的学历），没有具有研究生学

历的；学历和职称符合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条件。教师所担任的体育课的选项一

般是教务处和体育教 研 室 安 排 的，部 分 教 师 任 课 的 项 目 是 自 己 的 专 长，有 的 则 不

是，需要继续学习与向其他教师请教，所以在职教师的培训有待于加强。
表３　 开设体育选项课后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Ｎ＝３０）

很积极 较积极 积极 不太积极 没变化

人　数 ２ ４ ２４ ０ ０
百分率 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表４　 体育教师的职称（Ｎ＝３０）
中学特级 中学高级 中学一级 中学二级 中学三级

人　数 ０ ４ ８ １６ ２

百分率 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２６．６７％ ５３．３３％ ６．６７％

表５　 体育教师的学历（Ｎ＝３０）
硕士研究生 本科 大专

人　数 ０ ２７ ３
百分率 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２．３　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的组织形式是教师和学生按照一定的制度和程序而实现的、协调的教学

活动的结构形式。以前的教学组织形式主要是以行政班上课，教师采用“填鸭式”
教学方法，不管学生是否喜欢，学生没有自主的选择权，其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笔

者调查了解到，四所学校的体育选项课教学组织形式都是采用年级选项排课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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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班级界限，在同一年级中进行。这样学生有了自主选择运动项目的权利，体现

了人性化教育的特点。新教学组织形式也给教学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次在对

体育教师的访谈中了 解 到，目 前 体 育 选 项 课 的 管 理 主 要 是 由 体 育 教 师 来 承 担 的。
体育教师指导学生进行选项，每名学生可以填报自己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体育教师

再根据学生所填选 项 的 意 愿 对 整 个 年 级 进 行 编 班。如 果 学 生 的 选 择 项 目 相 对 集

中，教师会对学生的选择进行调剂。学生进行选项的频率是半个学期选择一个项

目，或是一学期选择 一 个 项 目，一 般 由 学 校 体 育 教 研 室 根 据 学 生 实 际 情 况 进 行 安

排。

３．２．４　选项课内容的设计

调查发现，体育选项课的项目是根据体育教学大纲、学生的运动兴趣、学生的

身心特点、学校的场地器材、学校师资力量、本校传统特色项目、本地区的季节情况

等各种因素来进行设计的。在调查的四所学校中开设的项目有篮球、足球、排球、
羽毛球、乒乓球、武术、健美操等。

３．２．５　学生选课的目的和动机

从表６可以看出，参加选项课学习的主要动机中，选增进健康这一项的学生占

了２４．８４％，排在第一位；选个人兴趣爱好这一项的占２３．５７％；选提高身体素质的

占１９．１１％，选提高运动技能的占１８．４７％。这些动机与学生的自身需要有着密切

的联系，说明大部分学生能认识到体育的基本功能和价值。而选择培养终身体育

的习惯的只有３．８２％，占的比例很少，这也说明多数同学对选项课学 习 的 长 远 目

标认识不够，还缺乏对终身体育思想的认识，这种情况与学校在体育教学中对这方

面引导宣传力度有些不够有关。
表６　 学生选课的动机和动机 （Ｎ＝１５７）

增进健康 考试好过
提高身
体素质

个人兴
趣爱好

提高运
动技能

培养终身体
育的习惯　

人　数 ３９ １６ ３０ ３７ ２９ ６
百分率 ２４．８４％ １０．１９％ １９．１１％ ２３．５７％ １８．４７％ ３．８２％

３．３　体育选项课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３．１　场地器材不足

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等硬件是完成教学任务的物质前提，是顺利开展学校体

育教学、课外锻炼活动的基本条件，是体育选项课开设的重要条件。它不但会影

响体育选项课项目的设置，限制该选项的选修人数，而且也影响学生对某一项目参

与的积极性。表７显示，有５１．５９％的学生和６３．３３％的教师都认为场地器材不足

是目前体育选项课教学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表８和表９中有５３．３３％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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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５２．８７％的学生认为学校场地器材只能勉强应付教学需要，有２６．６７％的教师和

２９．９４％的学生认为学校场地器材短缺。因此解决场馆器材不足问题是保证体育

选项课持续开展的首要问题。
表７　 体育选项课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生 Ｎ＝１５７

ｎ ％ 排序
平均选择

系数

教师 Ｎ＝３０

ｎ ％ 排序
平均选择

系数

场地器材不足 ８１ ５１．５９％ １ ４．１３ １９ ６３．３３％ １ ５．０７
项目设置不够 ３８ ２４．２０％ ５ １．９４ １３ ４３．３３％ ４ ３．４７
评课制度不合理 ３４ ２１．６６％ ６ １．７３ １１ ３６．６７％ ６ ２．９３
学生过多，限制选
课人数

５１ ３２．４８％ ３ ２．６０ １２ ４０．００％ ５ ３．２０

学生兴趣不稳定 ７６ ４８．４０％ ２ ３．８７ １４ ４６．６７％ ３ ３．７３
领导不够重视 ３９ ２４．８４％ ４ １．９９ ４ １３．３３％ ８ １．０７
教学管理困难 ３１ １９．７５％ ８ １．５８ ８ ２６．６７％ ７ ２．１３
师资不足 ３２ ２０．３８％ ７ １．６３ １８ ６０．００％ ２ ４．８０
　　注１．单项平均值＝总选择人数／项目总人数＝１５７／８＝１９．６３　２．平均选 择 系 数＝单 项 选

择人数／单项平均＝８１／１９．６３＝４．１３

表８　 学校运动器材情况

很充足 充足 勉强应付 短缺 非常短缺

人　数 学生 ６ １９ ８３ ４７ ２
教师 ０ ５ １６ ８ １

百分率 学生 ３．８２％ １２．１０％ ５２．８７％ ２９．９４％ １．２７％
教师 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５３．３３％ ２６．６７％ ３．３３％

表９　 学校运动场地情况

很充足 充足 勉强应付 短缺 非常短缺

人　数 学生 ５ ２０ ９１ ３７ ４
教师 ２ ５ １３ ８ １

百分率 学生 ３．１８％ １２．７４％ ５７．９６％ ２３．５７％ ２．５５％
教师 ６．６７％ １６．６７％ ４３．３３％ ２６．６７％ ３．３３％

３．３．２　学生兴趣不稳定

从表７看出，有４８．４０％的学生和４６．６７％的教师认为学生兴趣不稳定是影响

体育选项教学的第二大因素。中学生思维敏捷、眼界开阔、求新求异、富有朝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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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心不断增强，人生观初步形成，对未来充满理想；思想更具有独立性和批判 性。
他们喜欢探索事物根 源，对 别 人 的 见 解 和 习 惯 性 看 法 不 轻 信 盲 从，喜 欢 怀 疑 和 争

论。正是这种心理容易导致兴趣不稳定。有的学生多次调换自己的选项，影响了

选课，以致每次选课都要经历公布、初选、调整、二次调整、再调整才能最终确定。

３．３．３　项目设置普遍较少

表７显示，有２４．２０％的学生和４３．３３％的教师认为项目设置不能满足教学需

要。项目设置偏少，导致学生可选择的范围狭窄。目前四所学校开设的项目主要

集中在球类项目如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部分条件好的学校开设有

游泳、健美操等新兴项目。但新颖的项目还是比较少，有些学生喜欢的项目学校没

有开设如跆拳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

３．３．４　学生人数过多，对学生选项人数限制

从表７可以看出有３２．４８％的学生和４０．００％的教师认为学生人数过多，对学

生选项人数的限制会影响体育选项课的教学效果。现在很多高中都在扩招，学生

人数不断增多，很多班级的人数严重超员，而且学生选课时会偏向于一些热门的项

目，因此学校会对某些项目设定人数的上限，导致有的学生选不上自己喜欢的运动

项目。

３．３．５　师资不足

表７显示，有６０．００％的教师和２０．３８％的学生认为师资不足是影响选项课内

容设置的一个重要因素。体育选项课教学对教师的专业理论、专业技术上都有着

较高的要求，师资状况直接影响着体育选项课的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

学习效果。当今的中学生对新生事物有很强的兴趣和追求，他们对运动项目的选

择不仅不再停留在传统项目上，而且还增加了对具有健美、娱乐、休闲等特点的新

兴体育运动项目的需求，这对教师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在调查中

了解到多数体育教师对新兴体育项目的了解和掌握很少，这无疑给体育选项课的

教学改革带来了难度。另外由于教师的配备不足，教学班的学生人数过多，学生的

基础不尽相同，因此教师难以照顾到所有的学生，从而严重影响了教学的质量，影

响了学生的选项热情与学习的积极性。

３．３．６　教学管理困难

表７显示，有２６．６７％的教师和１９．７５％的学生认为学校体育选项课教学管理

困难是存在的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其与其他

文化课程具有本质的不同。文化课程主要在室内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重视的是

学生的知识的积累和认知的发展；体育与健康课程主要是在室外对学生进行身体

教育和运动教育，强调的是体能的增强、技能的掌握和正确态度行为的形成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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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堂管理与文化课的管理也相差甚远。高中体育选项课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
促进学生自我完善、健 康 发 展 的 创 新 教 育。它 的 开 设 必 然 出 现 教 学 地 点、场 所 分

散，选项教学班增加，班内学生来源复杂化等问题，使场地、器材的使用压力增加，
排课困难，与其他课程的冲突增多，课堂教学的组织管理难度增加，等等，以及出现

学生因自己兴趣不稳定，随意串班上课或不来上课的现象，这就对学校及教师的组

织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３．３．７　评价制度不合理

表７显示，２１．６６％的学生和３６．６７％的教师认为目前体育选项课的评价方法

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评价只注重体能和技能，忽视了其他方面，如：评价

过于注重甄别与选拔，忽视评价的激励功能；评价缺乏学生的参与，不能体现个性

化、不同水平的学生接受同一标准的要求；另外不同项目之间由于项目特点和要求

不同，考试的难易程度也不同，造成学生之间的成绩出现较大差异。这些都严重影

响了体育选项课的教学质量。

３．３．８　领导不够重视

表７显示，有２４．８４％的学生和１３．３３％的教师认为体育选项教学存在学校领

导不够重视的问题。目前体育还没有划入高考科目，为了保证升学率，学校领导重

文化教学不重体教育教学的观念仍然存在，体育教研室的工作难以得到学校领导

的支持；体育维持费是学校体育事业发展的保障，调查的４所学校体育资金都较为

短缺，间接导致学校器材的不足和教师积极性的下降，直接影响体育与健康课的教

学效果。

３．３．９　田径课远离学校体育课堂

田径是体育运动中最古老、最基础的项目，素有“运动之母”的美称。由于田径

项目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在体育素质教育过程中，有利于发展中学生的力量、耐力、
速度、灵敏度、柔韧性等身体素质，有利于培养中学生顽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

和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符合当前体育素质教育的需要。但在调查的４所学校

中有３所都没有开设田径选项课，占了７５．００％。究其原因可能是田径技术中传统

的跑、跳和投，使学生感到单调、枯燥、乏味，造成大部分中学生不喜欢上田径课，怕
上田径课。正是因为学生的不喜欢，造成了田径课渐渐远离了体育课堂教学的境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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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影响学生选课的因素

表１０　 影响学生选课的因素

学生 Ｎ＝１５７

ｎ ％ 排序
平均选择

系数

兴趣爱好 １２５ ７９．６２％ １ ５．５７
个人特长 ８１ ５１．５１％ ２ ３．６１

场地器材 ５４ ３４．３９％ ３ ２．４１
运动项目特点 ３９ ２４．８４％ ４ １．７４
考试难易 ２９ １８．４７％ ５ １．２９
教师因素 ２９ １８．４７％ ５ １．２９
同学 ２６ １６．５６％ ６ １．１６

３．４．１　兴趣爱好

表１０是针对影响学生选课的因素进行的调查。调查发现兴趣爱好是影响学

生选课的首要因素，有１２５人选择了该选项，占了７９．６２％。高中生情绪体验强烈，

意志力也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而日趋坚强；经过小学、初中多年系统的体育学习和

锻炼，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大大提高，在体育活动中更加重视个人参与，对各种体

育项目的兴趣爱好也日益加深，积极体验运动的乐趣，充分展示自我运动的才能。

这种心理生理特点成了影响选课的重要因素。调查发现，学生在选项目时，首先是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这种兴趣、爱好的形成多为本人长期喜欢参与某一运动

项目的结果，也与教师的培养引导、家人及同伴的影响有关。在教学过程中也反映

出，根据兴趣选项的同学往往在上课时比较认真和投入，自觉性、积极性高，运动持

久，富有激情。

３．４．２　个人特长

个人的特长是影响学生选课的第二大因素，表１０显示选 择 该 项 的 学 生 有８１
人，占了５１．５１％。学生选课时会考虑发展自己的特长，或是希望在原有的基础上

提高自己的运动技能，或是想在同学面前表现自己的运动特长，显示自己的优势，

以博得同学夸奖、教师的表扬，满足自己的表现欲望。

３．４．３　场地器材因素

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等硬件是完成教学任务的物质前提，会影响学生对某一

项目参与的积极性。表１０显示，３４．３９％的学生认为学校场地器材会对自己选项

产生影响。他们会考虑自己选择的体育选项的运动场地好不好，是否有足够的场

地和器材供自己进行体育技能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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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　运动项目的特点

表１０显示，有２４．８４％的学生是根据选项的特点来选择的。对绝大多数的学

生来说，健美操和气排球是他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项目，很希望通过高中的体育教

学学习和掌握这两个项目的基本技术。虽然在之前曾接触过羽毛球，但是场馆设

施不好，能在设备好的球馆内学习打球是一件乐事。这也是影响学生选项的一个

因素。在所开设的选项中，像篮球、足球等对抗性、力量性较强，运动量较大，身体

接触频繁，场地充足的运动项目，最受男生的欢迎。表１１显示，有７２．６０％的男生

选篮球，６０．２７％的男生选足球，分列第一和第二。女生由于性格相对文静，生理、
心理承受力弱而大多选择动作姿态美、旋律美、节奏美的健美操运动；运动强度不

大、隔网性的球类项目也受到女生青睐。表１１显 示，有５１．１９％的 女 生 选 择 羽 毛

球，排在第一；有４６．４３％的女生选择健美操，排在第二；选择气排球的占４２．８６％
排在第三。

表１１　 学生最喜欢的运动项目
男生 Ｎ＝７３

ｎ ％ 排序
平均选择

系数

女生 Ｎ＝８４

ｎ ％ 排序
平均选择

系数

篮球 ５３ ７２．６０％ １ ６．５４ ３４ ４０．４８％ ４ ３．６４
排球 ２４ ３２．８８％ ４ ２．９６ １３ １５．４８％ ６ １．３９
足球 ４４ ６０．２７％ ２ ５．４３ １３ １５．４８％ ６ １．３９
气排球 ５ ６．８４％ ９ ０．６２ ３６ ４２．８６％ ３ ３．８６
羽毛球 １５ ２０．５５％ ６ １．８５ ４３ ５１．１９％ １ ４．６１
武术 ２６ ３５．６２％ ３ ３．２１ １１ １３．１０％ ７ １．１８
健美操 ８ １０．９６％ ７ ０．９９ ３９ ４６．４３％ ２ ４．１８
乒乓球 １６ ２１．９２％ ５ １．９７ ２５ ２９．７６％ ５ ２．６８
田径 ６ ８．２２％ ８ ０．７４ ８ ９．５２％ ８ ０．８６

３．４．５　教师因素

选项课改变了教与学的关系，教而优则选，使原来教好教坏都一样的局面被打

破。表１０显示，有１８．４７％的学生在选课时会考虑教师的因素。据了解，有的学生

是出于对个别教师的信赖、崇拜等来选择项目；有的学生从教师的业务能力和个人

魅力方面考虑。

３．４．６　考试难易

体育选项课的考试不统一也是影响学生选项的因素之一。调查发现，目前各

选项课的考试标准与 难 度 都 存 在 着 较 大 的 差 异，这 种 情 况 让 部 分 学 生 钻 了 空 子。
如表１０，有１８．４７％的学生选择考试难度相对较低的项目作为自己的体育选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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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自己能顺利地通过考试。因此，使体育选项课的考试标准化科学化，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３．４．７　同学的影响

通过调查发现，有１６．５６％的学生在选项 时 受 到 同 学 的 影 响。这 一 部 分 学 生

对体育选项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盲目地跟随班上其他同学进行选项，认为学习时

做个伴，课外锻炼时能一起锻炼便可。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体育选项课的宣传，使

学生充分了解开设选项课的目的，做到慎重地选择项目。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结论

４．１．１　体育选项课能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符合学生的兴趣，能增进学生的

身心健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开设体育选项课深

受学生的欢迎，但也暴露出了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老化及年轻教师的经验不足等

问题。

４．１．２　在调查南宁市的四所高中的体育选项课教学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场地器材不足、运动项目设置普遍较少、教学评价制度不合理不科学、因学生人

数过多而对学生选项人数进行限制、师资不足、教学管理上的欠缺、学生兴趣不稳

定、领导不够重视、田径课远离学校体育课堂。

４．１．３　影响学生选课的因素有：个人兴趣爱好、个人特长、教师因素、运动项

目的特点、场地器材、考试难易、同学等。

４．２建议

４．２．１　加强宣传体育选项课教学的重要意义，提高学校对体育选项课的重视

程度。

４．２．２　调整师资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在职教师的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的理

论水平和业务能力，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学生的要求。

４．２．３　充分利用现有场地、器材，提高场地利用率和使用功能；同时加速场馆

建设，完善体育器材配备，以推动体育选项课的深入开展。

４．２．４　重视学生的兴趣，对学生参加体育选项课的目的和动机加强引导；课

程设置应满足教学需要和学生的兴趣，并注意创新，多开设一些新兴的项目。

４．２．５　要建立适合于学生个体的考核评价办法及标准，研究出绝对评价与相

对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有效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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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　体育选项课可加入田径项目。以学生的身体素质发展为目的，改变传

统田径课的教学方法，以体育游戏的形式来教学，寓教于乐，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

田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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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南宁市中学高中阶段体育选项课教学现状的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你好！为了深入了 解 南 宁 市 高 中 体 育 选 项 课 教 学 现 状，我 设 计 了 这 套 问 卷。

问卷不记姓名，所列问题无是非好坏之分，只是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参考。请按照你

的真实情况和想法填写问卷（选择题直接在选项前画“”）。你的答案将对我的研

究提供有益的帮助！衷心感谢你的支持！

１．你的性别 ，你所在的年级 。

２．你喜欢体育吗？

Ａ．喜欢 　　Ｂ．不喜欢

３．你喜欢上体育课吗？

Ａ．喜欢 　　Ｂ．不喜欢

４．你是否掌握了一两项体育锻炼的方法？

Ａ．是　　　Ｂ．不是

５．你的学校开设选项教学后你对体育与健康课的感觉是：

Ａ．非常喜欢　Ｂ．喜欢　Ｃ．较喜欢　 Ｄ．不太喜欢 　Ｅ．不喜欢

６．你认为你们学校的体育器材情况如何？

Ａ．很充足　Ｂ．充足　Ｃ．勉强应付　 Ｄ．短缺　Ｅ．非常短缺

７．你认为你们学校的体育场地情况如何？

Ａ．很充足　Ｂ．充足　Ｃ．勉强应付　 Ｄ．短缺　Ｅ．非常短缺

８．你所在学校开设选项课的组织形式是：

Ａ．打破班级界限，同一年级进行 　　Ｂ．打破年级界限，全校进行

Ｃ．班内选项教学 　　 Ｄ．男女分班教学　Ｅ．其他

９．你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可多选，男生选男生项，女生选女生项）
男生：Ａ．篮球 　Ｂ．排球 　Ｃ．足球 　 Ｄ．气排球 　Ｅ．羽毛球 　
Ｆ．武术 　 Ｇ．形体 　 Ｈ．乒乓球 　Ｉ．田径 　Ｊ．其他

女生：Ａ．篮球 　Ｂ．排球 　Ｃ．足球 　 Ｄ．气排球 　Ｅ．羽毛球 　Ｆ．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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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形体 　Ｈ．乒乓球 　Ｉ．田径 　Ｊ．其他

１０．你认为体育选项课有何特点（可多选） ？

Ａ．能符合学生的兴趣 　Ｂ．能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Ｃ．有利于提高运动技能 　 Ｄ．有利于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Ｅ．增进身心健康 　Ｆ．其他

１１．影响你选课的主要因素是（可多选）

Ａ．运动项目的特点 　Ｂ．个人兴趣爱好 　Ｃ．个人特长 　 Ｄ．同学影响 　
Ｅ．考试难易　Ｆ．教师特点 　 Ｇ．场地器材因素 　 Ｈ．其他

１２．你认为贵校开设体育选项课存在的问题有（可多选）

Ａ．学校领导不够重视　Ｂ．师资不足　Ｃ．学生运动兴趣不稳定 　
Ｄ．学校场地器材不足 　Ｅ．学生人数过多，对选项人数限制 　
Ｆ．评价制度不合理 　 Ｇ．教师教学管理困难 　 Ｈ．其他

１３．你对学校开设体育选项课有何评价或有什么建议？

附录Ｂ
南宁市中学高中阶段体育选项课教学现状的调查问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为了深入了 解 南 宁 市 高 中 体 育 选 项 课 教 学 现 状，我 设 计 了 这 套 问 卷。

问卷不记姓名，所列问题无是非好坏之分，只是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参考。请按照您

的真实情况和想法填写问卷（选择题直接在选项前画“”）。您的答案将对我的研

究提供有益的帮助！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１．您的性别 年龄 学历 职称 。

２．贵学校体育教师共 人，其中男 人，女 人。

３．贵学校是否制订了教学大纲 ？一般的使用年限 ？

４．你认为贵学校的体育器材情况如何？

Ａ．很充足　Ｂ．基本能满足上课需求　Ｃ．勉强应付　Ｄ．短缺　Ｅ．非常短缺

５．你认为贵学校的体育场地情况如何？

Ａ．很充足　Ｂ．基本能满足上课需求　
Ｃ．勉强应付　Ｄ．短缺　Ｅ．非常短缺

６．您认为体育选项的特点表现在 ？

Ａ．有利于提高运动技能　Ｂ．照顾学生个体差异　Ｃ．消除紧张情绪　
Ｄ．符合学生兴趣爱好　Ｅ．培养终身体育的观念　Ｆ．增进健康　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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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影响您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可多选）？

Ａ．领导重视程度　Ｂ．工资待遇　Ｃ．同事的影响　
Ｄ．场地器材　Ｅ．学生态度　Ｆ．其他

８．开设体育选项课后您工作的积极性如何？

Ａ．很积极　Ｂ．较积极 　Ｃ．积极 　 Ｄ．不太积极 　Ｅ．没有变化

９．您的教学项目是如何安排的？

Ａ．大学时所学专业 　Ｂ．个人特长 　Ｃ．体育教研室安排 　 Ｄ．教务处安排

１０．贵学校的体育选项课内容是如何设计的（可多选）？

Ａ．根据学生的运动兴趣 　Ｂ．根据学校的场地器材 　
Ｃ．根据本地区的季节情况 　 Ｄ．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 　
Ｅ．根据本校传统特色项目 　Ｆ．根据学校师资力量 　
Ｇ．根据体育教学大纲 　 Ｈ．其他

１１．贵学校的体育选项开设的项目中有田径吗？

Ａ．有　　Ｂ没有

１２．上体育理论课时，您选择什么内容给学生授课？

Ａ．项目运动技术原理 　Ｂ．项目竞赛规则或组织方法 　
Ｃ．健身方法及生理卫生、运动疾病防治　 Ｄ．其他

１３．您所在的学校如何对学生的体育成绩进行评价（可多选）？

Ａ．教师自评 　Ｂ．根据学生的体能和运动技能进行评价 　
Ｃ．同学之间互评 　 Ｄ．学生自评 　
Ｅ．根据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评价 　Ｆ．其他

１４．您认为贵学校开设体育选项课存在的问题有（可多选）：

Ａ．学校领导不够重视 　Ｂ．师资不足 　Ｃ．学生运动兴趣不稳定 　
Ｄ．学校场地器材不足 　Ｅ．学生人数过多，对选项人数限制 　
Ｆ．评价制度不合理 　 Ｇ．教师教学管理困难 　 Ｈ．其他

１５．您认为开展体育选项课教学还需要加强哪些方面？

１６．您所在学校对开展体育选项教学有什么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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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规定：

１．按照学院要求提交毕业论文（设计）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

２．学院按规定保存提交毕业论文（设计）的印刷版和电子版，提供文摘检索和

全文阅览服务；

３．学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４．学院可以按著作权法的规定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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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本授权书一式两份，一份自行保管，一份在提交论文时交到系部）

六、学生必读书目及参考文献检索指南

（一）必读书目
（１）黄燊．体操（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卢义锦，姚士硕．人体解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王瑞元．运动生理学（体育院校通用教材）．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赵斌．体育保健学学习指导．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祝蓓里，季浏．体育心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季浏．体育心理学学与教的指导．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李祥．学校体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熊西北、马明彩．田径运动技术教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９）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篮球竞赛规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中国田径协会翻译制定．田径竞赛规则．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篮球竞赛规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２）排球教材编写组．排球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１９９２．

（二）重点书目介绍
（１）马鸿韬．健美操创编理论与实践（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王怀经．局部解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姚泰．生理学（第五版，医药院校教材）．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胡嘉樵．常见运动损伤及防治．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５）马启伟，张力为．体育运动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６）马启伟．体育心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７）李铁录．田径裁判法图解．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中国健美操协会．竞技健美操竞赛规则２００５－２００８（第 一 版）．北 京：中 国

健美操协会，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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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检索指南
我校图书馆拥有１２３万余册的纸质文献及多种类型的电子文献，读者如果想

快速、准确地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首先应该了解有关文献检索的基本知

识和方法。

１．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

（１）文献、文献检索的定义。
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即承载知识的人和物，现专指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

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的人类知识的物质载体，是“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是固化了

的知识。这种载体除了常见的纸质图书和期刊外，还包括胶片、磁盘、磁带、光盘以

及甲骨、金石、竹帛等。
文献检索指借助各种检索工具或检索系统，从文献集合中迅速、准确地查找出

所需文献或文献中包含的信息内容的过程。一般分为：数据检索———以文献中的

数据为对象的一种检索，如某公式、某化学分子式等；事实检索———以文献中的事

实为对象，检索某一事物发生的时间、地点或过程 ；专题文献检索———以文献为对

象，查找某个课题的有关文献的一种检索。
（２）文献检索途径。
依据文献的外部特征（题名、作者／责任者、标识、单位、出版者、出版时间等）和

内部特征（分类号、摘要、主题词、关键词、任意词等）来确定，是文献信息检索的入

口点。常用的检索途径有：分类检索、题名（篇名）检索、主题词检索、关键词检索、
作者检索、出处检索、任意词检索、年份检索等。

（３）文献检索方法和技巧。
确定检索途径后，为了迅速、准确地找到所需的文献资料，必须掌握一定的检

索方法和技巧。常用的检索方法和技巧有：
简单检索。是一种单项检索，输入一个检索词，辅以相应的检索途径即可进行

检索。此方法适用于初学者使用。
高级检索。是一种多条件的组合检索，一般输入多个检索词进行组配检索，提

高检索的准确性。
二次检索。在前一次检索结果的基础上，再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以缩小检索

结果。二次检索可以多次重复进行，直至获得满意的结果。
布尔逻辑检索。运用布 尔 逻 辑 运 算 符（与／ａｎｄ、或／ｏｒ、非／ｎｏｔ）来 表 达 检 索 词

之间的逻辑组配关系，是文献检索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检索技术。
截词检索。又称词干检索、模糊检索。检索时，只需用词干加截词符号进行检

索，凡是含有与该词干相同的文献均可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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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检索。是缩小或约束检索结果的方法，主要包括：字段限制（限定检索词

在记录中出现的位置）、词频限制（对检索词出现频次的限制）、词语匹配方式（对每

个检索字段设置精确／模糊匹配方式，根据不同字段特征分别采取按完整词或者按

字检索，保证查全查准率）、学科范围限制、检索年限限制等。

２．馆藏文献资源检索方法

我院图书馆的馆藏书目数据和各类数字资源均实现了全天２４小时网上开放

服务，读者可以在校园网上的任何一台电脑上方便快捷查找馆藏书目和各类数字

资源。下面分别介绍书目查询和数字资源的检索方法。
（１）书目查询。
进入图书馆主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ｇｘｔｃ．ｅｄｕ．ｃｎ／ｌｉｂ），在首页点击“书刊查询”进

入书目查询系统（ｈｔｔｐ：／／２１０．３６．８０．５３／ｉｎｄｅｘ．ａｓｐ），点击“文献检索”进入查找图

书，如查期刊请选择“期刊检索”。下面以图书为例（图书查询界面如下图），介绍具

体的检索步骤：

第一步：选择检索途径。可选择以下其中一种途径：

Ａ．题名检索（书 名）。如 检 索 书 名 含 有“计 算 机”的 图 书，在“书 名”框 里 输 入

“计算机”三字。

Ｂ．作者检索。如检索余秋雨的作品，在“作者”框里输入“余秋雨”。

Ｃ．出版社检索。如检索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图书，在“出版社”框里输入“广西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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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分类检索。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检索，在“分类检索”框里输入分类

号。

Ｅ．主题词检索。如选择有关英语方面的图书，在“主题词”框里输入“英语”。
第二步：选择文献类型。

　　中文图书（系统默认）

　　西文图书

第三步：在检索框输入相应的检索词。
第四步：选择检索方式。有“前方一致”“模糊查询”“精确查询”三种，可根据需

要来确定。
第五步：最大记录数。即选择“全部记录”。
第六步：页显示记录数。按每页显示的书目数据数量，可选１０、２０、５０、１００条

中的任何一种。
第七步：检索。

　　例如：读者需查找有关“英语语法”方面的中文图书，方法如下。
选择题名检索途径；
输入“英语语法”；
检索方式选择“模糊查询”；
点击“检索”按钮。
将出现检索结果界面：

在此界面，请读者点击欲借阅的图书“正题名”进入，查看图书的详细信息。如

点击《薄冰实用英语语法详解》进入，将出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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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卡片格式显示”，可查看该书的内容简介等。

最后请点击“复本情况显示”，查看该书的复本、分配地址和借阅等信息。

通过此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此书的复本数为２册，在明秀校区图书馆

“图书主库”的一本已借出，放于长岗校区图书馆“长岗书库”的一本仍“在馆”，根据

索取号 Ｈ３１４／４９０，即可到长岗校区图书馆借阅此书。
（２）数字资源检索方法。
我校图书馆馆藏中文数字资源有ＣＮＫＩ系列数据库（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重庆维普

的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书生电子图书、超星电子图书、读秀知识库等；外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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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资源有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全文电子期刊、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期刊全文数据库等。
数字资源检索的一般操作步骤为：选择相应的数据库→登录数据库→下载安

装所需的全文阅读器→根据需要进行各种条件下的检索操作→在检索结果中选择

所需文献。
下面以我院使用率最高的ＣＮＫＩ系列《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例，具体介绍

数字资源的检索方法。
在图书馆主页点击《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或登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进

入中国知网页面，输入用户名“ｇｚ００４１”和密码“ｇｘｓｆｘｙ”，点击“包库用户”按钮，成

功登录后选择《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入数据库检索界面。
数据库设有包括全文检索在内的众多检索入口，读者可选择相应的入口进行

初级检索或高级检索，前面提到过的检索方法和技巧（如布尔逻辑检索、二次检索、
限制检索等）均可使用。具体的检索步骤和方法与书目检索的内容基本相似。

下面着重介绍数据库的导航系统。《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导航系统包括分

类导航、期刊导航、基金导航及机构导航等。使用导航系统进行浏览式查找符合读

者的上网习惯，读者 只 需 按 照 导 航 系 统 的 指 示 点 击 类 目 即 可 层 层 展 开 查 阅 文 献。
尤其是分类导航，它 是 读 者 准 确、快 速 查 找 某 一 学 科 范 围 文 献 线 索 的 一 个 重 要 途

径。只需按照分类体系层层点击，无需输入检索条件，即可查阅到相应的文献。
例如：读者要检索有关“英语语法、构词法”方面的文献，利用专辑的分类导航

分别点击：文史哲专辑→外国语言文字→英语→英语语法、构词法，命中条件的文

献瞬间可得。根据需要读者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检索”、高级检索，进一步

缩小检索结果。

ＣＮＫＩ数据库提供ＣＡＪ（使用ＣＡＪｖｉｅｗｅｒ浏览器）和ＰＤＦ（使用ＡｄｏｂｅＲｅａｄｅｒ
浏览器）两种全文格式，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下载安装相应的浏览器来阅读

全文。

（四）如何利用图书馆
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对于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同学们来说，图书馆

是诱人的，也是陌生的，学会利用图书馆是同学们大学生涯伊始的一门重要课程。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利用图书馆呢？

首先，图书馆自身魅力非凡。图书馆是人类积累知识、保存文化遗产的宝库，
是传播、交流知识和信息的中心。它被人们誉为“智慧和知识的海洋”“没有围墙的

大学”“无言的教师”“永恒的朋友”，有许多人通过在图书馆苦读成为了博学多识的

学者或专家。浩如烟海的馆藏，书香清幽的环境，令图书馆成为大学生首选的学习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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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学会利用图书馆可提升自身的信息素质。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

代，掌握信息、驾驭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成为衡量新一代人才的标准之一。如何

检索和利用浩如烟海的信息，这就要求我们学会利用图书馆。
最后，学会利用图书馆可培养自学能力。现代高等教育强调方法的学习以及

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独立获取、分析、处理信息的学习能力，更是被公认为２１世纪

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在利用图书馆的过程中，掌握文献信息利用的知识

与技能，是大学生培养信息意识，形成独立学习能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最佳途

径。另外，大学生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社会科学、自然科

学著作，对开阔知识视野、拓宽思维空间、提高文化修养、构建大学生合理的知识结

构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大学生怎样有效地利用图书馆？

１．认识我们的图书馆

图书馆是人类的知识宝库，是大学生学习的第二课堂。要从这个宝库中获取

宝藏首先就要认识图书馆。认识图书馆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①新生利用图书馆教育。

②浏览图书馆主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ｇｘｔｃ．ｅｄｕ．ｃｎ／ｌｉｂ）。

③了解馆藏。

④了解并遵守图书馆相关的规章制度。

２．学会选择文献

图书馆丰富的藏书量，非一人所能穷尽，博览群书固然不错，但要想在四年的

大学时光里，以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尽可能多地汲取图书馆里的知识，就应遵循有益

性、定向性、多样性和选优性的原则，学会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文献

类型。
（１）根据利用目的进行选择。
如果是为了配合课堂教学，完成作业。可选择教材、教学参考书、题集、题解之

类的图书。
如果是为了扩大知识面，丰富自己的知识，可选择各学科的普及读物和报刊，

学科基础知识介绍、人物介绍性著作。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想进一步了解可再读

些学科代表著作。
如果是要开展科学研究，撰写论文，可选择一些专业期刊、学术专著，读一些综

述、述评之类的资料，如科学报告、会议资料、专利文献及学科论文等，以了解学科

动向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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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根据文献的加工深度进行选择。
文献按加工深度分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
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也就是文献创作者创造出来的原件，是最基本的文献形

式。一次文献中有新的知识或新的成果，包括学术专著、期刊论文、专利说明书、科
技报告、会议论文等。欲全面了解文章的观点、论点及论据等就必须读一次文献。

二次文献是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组织而成的系统化、条目化的文献。包括目

录、索引、文摘等。它是重要的文献检索工具，是供查找一次文献和了解有关知识

信息线索而创立的文献形式。欲检索文献线索，了解文献概况可查阅二次文献。
三次文献是根据某种需要，以二次文献为工具对所需一次文献的内容进行综

合分析，筛选凝练而成的文献，包括综述、述评、动态、年鉴、手册、百科全书等，是参

考性的检索工具，既具备检索性能，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欲查找数据、事实资

料可查阅此类文献。

３．掌握文献检索方法

（１）查找馆藏目录。

ＯＰＡＣ（ｏｎｌｉｎ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ｃａｔａｌｏｇ）是指联机公共目录检索。目录记录着每

种图书的主要特征如书名、著者、出版单位和索书号等各项款目，它们按照不同体

系编制而成，是供读者检索图书时使用的一种检索工具。读者除了可以在图书馆

内的查询机上查询书刊目录外，还可在校园网上的任何一台电脑上进行检索。我

馆书刊目录网上查询实行２４小时开放。
查询方法：在校内文献管理局域网的检索机上，点击ＩＥ浏览器图标即进入图

书馆ＯＰＡＣ的检索 界 面，亦 可 通 过 互 联 网 登 录 图 书 馆 主 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ｇｘｔｃ．
ｅｄｕ．ｃｎ／ｌｉｂ）进行查询。书刊查询可以按照多种检索途径（题名、责任者、主题词、出
版社等）进行检索，命中记录后，点击“题名”进入，即看到该书的相关信息，记下索

书号，即可到相应馆藏地点查找该文献。要对一本具体图书作出选择，一般可先看

书名、作者、出版社等，阅读内容提要、简介、目录，了解书的内容，为取舍提供依据。
（２）利用工具书。
工具书分为参考工具书和检索工具书。参考工具书是指直接提供具体知识、

数据的字典、辞典以及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等。检索工具书是指根据一次文献而

编制的目录、索引、文摘等二次文献汇编成册，用以查找原始一次文献的工具，如

《红楼梦人名词典》、《全唐诗索引》、《化学文摘》等。熟练使用各种工具书是利用图

书馆的一个基本技能。
图书馆在各书库设有工具书专架，集中存放相关类别的工具书。同学们使用

工具书时需要注意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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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明确目的。要根据查阅目的选用工具书。如查字、词就要用字典、辞典，
查史实、典故、典章可用类书、政书，查数据可用年鉴、手册，查人名、别名、地名可用

人名索引、人名录、人名辞典、地名录等。
二是掌握工具书的编排形式和检索方法。工具书一般按条目字顺编排，使用

工具书首先要学会几种常用的检索法，如汉语拼音音序法、四角号码法、部首笔画

法等。
在具体使用工具书时，可按需要选定某一类型工具书，在翻检前要先读“前言”

“说明”了解其收录范围、时限及排检方法，再逐条查阅有关条目。
（３）检索和利用数字资源。
数字资源是指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将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的信息

存储在光盘、磁盘等非纸质载体中，并通过网络和计算机等方式再现出来的信息资

源。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数

字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图书馆不可或缺的重要馆藏资源，且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
数字资源具有信息量大、更新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检索方便快捷等特点，且突

破了时空限制，可实现随时异地远程检索，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内容之广，是印

刷型文献及其手工检索无法比拟的。因此，熟练掌握数字资源检索和利用的方法，
是学会利用图书馆的重要一环。

馆藏数字资源包括：

①正式购买的资源。根据教学、科研需要，图书馆订购了包括中外文期刊数据

库、电子图书、学位论 文 等 在 内 的 各 类 数 字 资 源，如《中 国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维 普

《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全文数据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全 文 电 子 期 刊》、《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全 文 数 据 库》、书 生

电子图书、超星电子图书、读秀知识库等。
这些数字资源功用各不相同，电子图书可以用于弥补一些纸质图书复本的不

足，如《狼图腾》这本 书，一 度 为 众 多 读 者 热 捧。欲 一 睹 为 快 的 读 者，登 录“书 生 之

家”或“超星”电子图书就可以。在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论文的写作时，利用各种期

刊全文数据库可以很方便地参考别人的学术成果，及时了解、掌握学术研究动态。
利用高级检索方式，可以从篇名、刊名、著者、关键词、全文、ＩＳＢＮ、主题、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作者机构等方面进行多种组合形式检索阅读全文，通过相似文献链接可

以比较全面掌握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
使用前请同学们仔细阅读各数据库的介绍及使用说明，了解各数据库的收录

范围、时间跨度、全文格式等，根据检索要求选择合适的数据库进行检索。

②试用资源。这部分资源一般是图书馆在购买前，为了解读者的需求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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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或商家为推广其产品而提供的资源。这部分资源可以说是图书馆数字资源的

一大补充，值得关注，可充分利用。
此外，可以通过图书馆主页上的学科导航、其他高校图书馆网站及网上各种搜

索引擎查找网上的免费数字资源，如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上的古代典籍，可以很方

便地查阅中国经典文献的全文。

七、学生报考硕士研究生指南

（一）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学位授权点简介

１．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在全国高校硕士学位部分授权点的布点情况

安徽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 烟台师范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广州体育学院 河南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山西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首都体育学院

苏州大学 天津体育学院 武汉体育学院 西安体育学院

西北师范大学 西南师范大学 成都体育学院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２．广西师范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授予学位授权点简介

广西师范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系（院）名称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初试考试科目及代码
复试考试科目及

同等学力复试加试科目

体育系

０４０３０１体 育 人 文 社
会学

＿０１学校体育教育

＿０２社会体育学

谢东、李英

莫少强、
姚辉洲

①１０１政 治 理 论②
２０１英 语③６０９体
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复 试 科 目：体 育
心理学

同 等 学 力 考 生
加试 科 目：①体 育 教
学论②人体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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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概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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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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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专 业 是 在 原 众 多 学 科 的 基 础 上 经 概

括、拓宽而形成的。在学院的支持下，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的学位与研究生规模不

断发展，现在学校体育学和社会体育学两个方向招生。
【培养目标】硕士学位　培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德智体全面发

展，适应我国现代体育事业发展需要，能在体育机构胜任专业技术职务工作和业务

管理工作，又能承担体育理论研究和高等院校教学的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是：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开拓进取、锐意改革的精神。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和作风。具有扎实的人文社会学理论基础，能胜任体育人文社会学为主的有关科

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及相关的专业技术工作。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

读专业文献，能熟练运用计算机相关软件，有良好的写作能力。
【业务范围】
（１）学科研究范围。
体育基本原理及宏观研究，体育史学，学校及大众体育研究，体育管理学，体育

社会学，体育哲学，体育美学，体育经济学等领域；体育政策、法规、制度的制定与实

施方法、手段等。
（２）课程设置。

马克思主义哲学，外语，体育原理与方法，体育运动史，体育新闻与传播，体育

管理学，体育经济学，现代哲学，信息论等。
【主要相关学科】哲学，史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等。

（二）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南

１．报考过程介绍

从考生的角度来看，每年一次的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从报名到

录取历时半年多的时间，整个过程按时间进程依次为报名、初试、（调剂）、复试、录

取等环节。
【报名】
（１）报考硕士研究生需具备的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品德良好。
高等学校（指普通高等学校和国家承认本科学历的成人高等学校）应届本科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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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往届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大学专科毕业两年（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

入学之日）或两年以上达到与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者，同等学力者应有至

少两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参加工作的年月到被录取的年月止）。具体专业各大学招

生条件有些差别。
年龄不超过４０周岁（出生年月日到被录取入学的年月日），身体健康状况符合

规定的体检标准。
报名分两个阶段：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考生必须先参加网上报名才能到现场

确认。
（２）网上报名。
时间：通常为每年１０月的中旬至月底，具体以当年教育部公布为准。
网址：中国研究 生 招 生 信 息 网（公 网 网 址：ｈｔｔｐ：／／ｙｚ．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教 育 网 网

址：ｈｔｔｐ：／／ｙｚ．ｃｈｓｉ．ｃｎ）
（３）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时主要是 核 实 考 生 网 报 信 息、采 集 考 生 本 人 图 像 信 息、收 取 报 考 费

等。
时间：通常为每年１１月中旬，具体以当年教育部公布为准。
地点：网报时考生选择的报名点，目前我区设有广西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广西

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工学院等报名点。报名点同时也是初试考点。
材料：网上报名编号、学生证（应届毕业生）、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历届毕业

生）。
【初试】时间：每年的１月中下旬，考试时间一般为两天，第一天为政治理论和

外语的考试，第二天为业务课的考试，具体以当年教育部公布为准。
考场：由报名点安排。
【调剂】调剂通常是指考生没有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而调到别的学校参加复试

的过程，通常或是初试分数未达第一志愿学校要求或分数虽达要求但未能被第一

志愿学校录取的考生才需要参加调剂。需要参加调剂的考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及时地与要调剂的学校联系，同时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参加网上调剂

（这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调剂学校的答复。
【复试】复试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经环节，是进一步考查考生的专业能

力和综合素质是否符合培养要求的重要环节，招生单位必须对所有拟录取考生都

要进行复试。
时间：通常为每年的４月初开始，具体时间由招生单位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范

围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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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１）专业综合课笔试，科目名称及参考用书在招生单位的招生简章中有介绍。
（２）外语听说测试，具体要求由招生单位规定。
（３）面试，具体要求由招生单位规定。
除以上３个内容为必考以外，对同等学力考生还必须加试所报专业的至少两

门本科主干课程，科目名称及参考用书在招生单位的招生简章中有介绍。
【录取】考生通过复试后，如果条件达到录取要求，经教育部批准，招生单位就

会向考生寄发录取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通常在每年的６月初发出。

２．如何准备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１）及早准备、选准专业。
有志于大学毕业时直接报考研究生的同学，应该在学习时间上有一个合理的

分配，通常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时就应该开始着手准备。首先是专业或学科的初步

确定，专业初步确定后才能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有重点地加强专业基础知识的充

实与拓展，重点关注近年来该专业的学科发展、招生与毕业生就业情况等。在选择

专业的时候，可以选 择 与 自 己 本 专 业 相 同 或 相 近 的 专 业，也 可 以 跨 学 科 或 专 业 选

择，不管做何种选择，从自己感兴趣或喜欢的角度考虑是选择专业的基本立足点。
跨学科或专业选择时应该慎重考虑，下列几点可供参考。

①跨专业占有优势的学科一般是数学和外语，因为这两个专业的学生首先在

全国统考中就占了 优 势。而 且，理 工 类 各 门 专 业 基 础 课 都 与 数 学 相 关，学 好 了 数

学，转经济、自动化、计算机就具有“比较优势”，基础也比较扎实。

②在学习过程中“理转文易，文转理难”，这是一条大家比较认同的规则。纯文

科如历史、中文等专业更侧重于感性认识，所有专业都可尝试报考。但是“文转理”
就不同了，高等数学就是第一个大门槛。所以，文科转理工科要慎行。

③遵守“就近原则”，即寻找相近专业或相关学科来跨考。比较稳妥的方法就

是找同一门类下或同一基础理论下的不同分支，如果自身实力不是特别雄厚，切忌

跨度太大。

④跨专业选择时，最好能找准相关院系和导师，有的学科本身就需要跨专业学

生。
（２）全面了解招生单位及其招生计划等有关信息。
通过网络获取招生单位及有关招生政策是最佳手段。通常每年８月中旬后各

招生单位都会在自己的网站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公布招生简章，招生简章

中通常都包含有招生单位各种信息，尤其是学科建设及招生专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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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简章中的招生专业目录一般包括招生单位名称、代码、通信地址、邮政编

码、联系电话、招生单位的系（所）、专业目录及名称、研究方向、招生人数［有的按系

（所）公布，有的按专业公布］、外国语的语种（代码及名称）、业务课（代码及名称）及

其考试参考用书等内容。这些内容通常都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年度间可相互借

鉴参考，而且是考生必知内容，因为在今后的报名中会使用到。
有的招生单位对于跨专业考生、同等学力人员考生及外语水平可能有特殊规

定，如是否需要发表过与专业相关的论文或取得相应的水平考试证书等，所以这类

考生务必要弄清招生单位的相关规定。
考生对下列几点必须清楚。

①初试科目一般为４门：政治理论、外国语和两门业务课（业 务 课 满 分 为１５０
分，农学门类两门业务课为农学门类公共基础、农学学科基础综合）。

教育学（含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历史学、医学三个学科门类初试科目为３门，
即政治理论、外国语及专业基础综合（满分为３００分，其中政治理论和外国语的满

分为１００分）。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ＭＢＡ）考试科目为两门，即综合能力和外国语。
每门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３个小时。

②教育 部 组 织 命 题 的 初 试 科 目 有：政 治 理 论；外 国 语（分 英 语、俄 语、日 语 三

种）；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历史学专业基础、中医综合、西医

综合；工学 类 各 专 业 的 数 学（一）、数 学（二），经 济 学 类 各 专 业 的 数 学（三）、数 学

（四）。

③其他科目由各招生单位自行组织命题。
（３）重视综合能力、分析能力的培养。
硕士生入学考试是选拔性考试，入学考试试题主要测验考生对本学科的基本

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的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在大学学习期间，应该重视专业基础知识，强化自学能力，拓宽知识面，善于发

现问题，勤于思考，加强科研能力的培养，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水平。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教育部规定“招生单位自命题的考试科目原则上按一级学科

群或一级学科设置”，与此同时有的学科门类下的所有专业以一级学科来命题，并

且还被规定为国家统一命题，如教育学门类的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心理学专业基

础综合，历史学门类的历史学基础，医学门类的西医综合、中医综合等由教育部考

试中心统一组织命题。因此，具有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考生获取优良成绩

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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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制订计划，突出重点。
制订一个完美的复习计划，按进度完成复习内容。不同的科目，在复习时间安

排上应有所不同。备考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因此必须制订一个长期的学习

计划。这个计划也必须切合实际，联系自己的专业进行。根据以往经验，统考科目

的英语和政治理论应该成为考生重点复习的内容。
在英语学习上，多做阅读题，强化英语水平。因为英语学习不能搞突击，只能

靠日积月累逐渐地提高。
政治课的复习可以采用突击性背诵、记忆和理解相结合，这是由课程的性质所

决定的。
对于专业课，教育部要求命题时：“一般应按本校自定的本科教学大纲要求进

行命题，试题应能反映本学科、专业主干课程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同时“一般应使

本学科、专业本科毕业生的优秀考生能取得及格以上成绩”，根据这些原则，考生在

复习时应以教学大纲为主线开展。此外，平时要有意识地多阅读一些本专业的期

刊，了解最新学科动态，
不断拓展知识面，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总之，考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一份切实可行的计划；制订一个长期计

划；从总体上把握，制订一些短期计划，对各个知识点逐个击破。有了计划，就知道

今天学了什么，没学什么，有哪些不足，早日查缺补漏，为考研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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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附　录

附录一　 广西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分制教学管理暂行规定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修订）

（桂师院教字［２００７］１１９号）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院学分制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现
对《广西师范学院学分制教学管理的暂行规定》（桂师院教字［２００２］４０号）做如下

修订：
一、学制与学习年限

本科标准学制为４年，弹性学制为３～６年。在弹性学制内修完规定学分且符

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即可毕业。
休学时间计入学制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
保留入学资格的时间不计入学制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
二、课程设置与学分

（一）课程设置

学分制课程设置应打破单一、封闭的学科知识结构，适度整合公共基础课和专

业基础课，增加选修课的比例，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构建并完善适应教育规律和个

性化发展要求的课程体系。课程模块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实践课、专业

选修课（含专业必选课和专业任选课）和公共选修课等。
（二）学分

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一般以１６学时为１学分；讲座式课程（每个２课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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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每８个讲座计１学分；公共体育课每３２课时计１学分；实践类课程每周计１学

分。
毕业学分要求为１６０～１７０学分。各专业的毕业最低学分以专业指导性教学

计划的规定为准。
三、课程选修

（一）在导师指导下，学生按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和有关的选课规定安排自己

的学习计划，选修课程。
（二）必修课（含必选课）未能获得学分，应当重修；公共选修课和专业任选课可

重修或重选。
（三）符合免修、免听条件的学生，可以按学籍管理规定申请免修、免听。
四、成绩考核与学分绩点

（一）成绩考核

１．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每学期开设的课程都应当进行考核。课程考核

成绩由课程终结考试（考查）与平时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原则上占２０％～３０％。课

程考核成绩合格，方能取得学分。未办理选课手续的，不能参加考核。

２．课程考核应当按教学大纲进行。必修、必选课一般为考试课程，要求安排课

程终结考试。考试要尽量做到教考分离，要客观地反映出教与学的情况，达到检查

教学效果的目的。专业任选课和公共选修课一般为考查课，考核形式可以灵活多

样，如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口试、写课程论文等。

３．考核成绩不合格，可以重考一次，重考成绩按实际分数计。

４．对已经合格的成绩不满意，可以随下一年级重考。

５．成绩的评定采用百分制和五级制。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含必选课）、教
育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采用百分制；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采用五级

制。五级制分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

６．学生如有以下情况者，不得参加该课程的考核：
（１）凡缺课时数达到该课程一学期上课时数三分之一者；
（２）缺交作业（含实验报告）达到该课程一学期作业总量的二分之一者。
任课教师应于考试前一周将被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名单报学生所在系（院），

系（院）汇总后报教务处学籍科备案。
（二）学分绩点

１．我院采用“累计学分绩点”与“平均学分绩点”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评价，
并把学分绩点作为评定奖学金、辅修专业、修读双专业、授予学位、授予荣誉称号、
选拔优秀毕业生等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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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百分制分数”、“五级制”与“绩点”的对应关系如下：

百分制分数 １００～９０ ８９～８０ ７９～７０ ６９～６０ ５９～０
对应绩点 ５．０～４．０ ３．９～３．０ ２．９～２．０ １．９～１．０ ０

五级制等级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对应绩点 ４．５ ３．５ ２．５ １．５ ０

　　３．学分绩点、累计学分绩点、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
课程的学分绩点＝该课程的绩点×该课程的学分数

累计学分绩点＝某时段所修课程的学分绩点之和

平均学分绩点＝某时段所修课程的学分绩点之和／某时段所修课程的学分之

和。
累计学分绩点和平均学分绩点可以根据需要按学期、学年或总修业年限等时

段计算。

４．重考课程的绩点按考核的实际成绩计算。
五、学生管理

（一）学生管理采取课程班管理和行政班管理相结合的办法。
（二）学生应当按 时 上 课，有 正 当 理 由 不 能 参 加 上 课 的，应 当 事 前 履 行 请 假 手

续。凡无故不上课的，均视为旷课。
（三）课堂考勤由任课教师负责。
（四）实行学业警示制度，对未修满规定学分的学生提出警示。
（五）转学、转专业按学籍管理规定执行。
六、毕业条件

（一）学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获得注册专业规定的

学分，德、智、体等方面达到毕业要求，即准予毕业。
（二）对在标准学制规定的年限内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由本人提出申请，学院

审批，可在弹性学制规定的最短学习年限内毕业。
（三）在标准学制年限内未能修满学分需要继续在校学习的，由学生提出申请，

学院批准后，纳入高年级管理。
（四）在弹性学制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不能毕业的，按学籍管理规定执行。
七、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

符合我院授予学士学位条件的，可授予学士学位。
八、其他

（一）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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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广西师范学院本科生修读双专业（学位）暂行管理办法

桂师院教字［２００７］１９号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具有交叉学

科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增强学生的适应性和就业能力，鼓励学有余力的全日

制本科学生修读双专业（学位），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双专业是指学生在修读主修专业的同时，再修读另一个跨二级学科

类的专业。学生毕业时在获得主修专业本科毕业资格的同时，符合第二个专业毕

业条件者，可取得两个专业的毕业证书。

第二条　双学位是指学生在修读主修专业的同时，再修读另一个跨一级学科

门类的专业及其学士学位课程。学生毕业时在获得主修专业本科毕业资格和学士

学位的同时，符合授予第二个学位条件者，可取得两个学位证书。
第三条　双专业（学位）教育不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待遇挂钩。

二、专业设置和培养计划

第四条　各系（院）可选择办学时间长，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办学条件好，适应

社会需求的专业，实施双专业（学位）教育。双专业（学位）均由专业所在系（院）［以

下简称为“开办系（院）”］提出申请，制订培养方案，经教务处审核，报学院批准和自

治区教育厅备案后设置。

第五条　双专业（学位）的培养要求原则上与现有各主修专业及学位相同，以

保证教学质量标准的统一。其教学计划由开办系（院）根据专业特点和要求，比照

该专业本科教学计划制订，经教务处审定后实施。
第六条　双专业（学 位）的 课 程 分 别 由 该 专 业 的 主 要 专 业 基 础 课 和 专 业 课 组

成。双学位的课程设置总学分一般为６５学分，双专业的课程设置总学分一般为６０
学分。双专业（学位）的名称和主干课程设置必须符合教育部最新颁布的专业目录

设置要求，开办系（院）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基础课程结构和人才

市场需求。

第七条　每年春季学期各系（院）应在批准设置的范围内将当年拟设置的双专

业（学位）申请报告和培养方案报教务处审核。教务处在春季学期末向学生公布本

年度开设的双专业（学位）名单和培养方案供学生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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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读条件和申请程序

第八条　凡取得广西师范学院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已修满第一学

年主修专业规定学分，无重修课程且平均学分绩点在２．０以上者，可以申请修读双

专业（学位）。每位学生只能修读一个双专业（学位）。
对修读学生有特殊要求的双专业（学位），学生应符合其开办系（院）规定的条

件，如英语、艺术、体育等专业的口试、面试等。
第九条　凡符合修读条件的学生，可在本科第二学期末根据教务处的通知要

求，到主修专业系（院）领取并填写《广西师范学院双专业（学位）修读申请表》，填写

后交主修系（院）教学秘书审核主修专业课程成绩，经主修系（院）领导签字同意后，
统一报教务处学籍科审查。

第十条　经教务处与开办系（院）审核，报学院批准后，教务处公布学生录取名

单，并发放录取通知书。被录取修读双专业（学位）的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凭双

专业（学位）录取通知书办理有关缴费、注册手续。
四、教学组织与管理

第十一条　双专业（学位）的课程学习原则上从第二学年秋季学期开始，一般

单独编班组织教学。单独编班的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晚上、双休日，学习期限一般

为４～６个学期。根据 需 要，双 专 业（学 位）的 有 关 教 学 环 节 也 可 安 排 在 寒 暑 假 进

行。不单独编班的双专业（学位）课程的学习也可以穿插到相应本科主修专业的课

程学习中。
第十二条　根据各专业报名情况，满３０人以上的专业开班。如某专业达不到

开班人数，选学该专业的学生可以另选其他专业，也可以退选。
第十三条　双专业（学位）的教学日常管理由开办系（院）负责，开办系（院）应

指定专人负责双专业（学位）的教学管理与学生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双专业（学位）的有关教学安排与主修专业发生冲突时，学生应服

从主修专业的安排，并事先向开办系（院）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五条　开办系（院）每学期要对学生修读资格进行审查，对不符合修读资

格的学生要及时中止修读，并报教务处备案。
五、学籍与成绩管理

第十六条　双专业（学 位）课 程 考 核 与 成 绩 记 载 由 教 务 处 和 开 办 系（院）按 照

《广西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进行管理，由开办系（院）
建立学生成绩库，学生所在系（院）予以配合。

第十七条　修读双专业（学位）学生的考核成绩单由任课教师填写一式两份，
签字后交开办系（院），由相关系（院）送一份到教务处学籍科存档。开办系（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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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主修专业毕业前将其学习双专业（学位）的考核成绩单填写一式三份，一份

交学生所在系（院）存入学生档案，一份交教务处存档，一份由开办系（院）留存。
第十八条　双专业（学位）的课程考核成绩不影响学生的主修专业毕业资格。

但学生在修读双专业（学位）期间，主修专业有两门及以上课程需要重修者，原则上

应暂停其双专业（学位）的学习。主修专业重修课程成绩合格后，经主修系（院）审

核，开办系（院）同意，教务处批准后，可以跟随下一年级恢复修读原来的双专业（学

位）。
第十九条　双专 业（学 位）课 程 考 试 不 及 格，允 许 申 请 重 考、重 修。凡 擅 自 缺

考、考试作弊者，根据学院相关规定给予处理，不退回所交学费。
第二十条　修读双专业（学位）的学生不变更学籍，仍归主修专业所在系（院）

管理。
因特殊原因不能继续修读双专业（学位）者，应向开办系（院）提出书面停修申

请。
第二十一条　在修读双专业（学位）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中止其修读 资

格：
（一）修读期间所修双专业（学位）课程经一次重修后，不及格学分累计达到１０

个学分者；
（二）在规定时间内不按时办理报到、交费、注册等手续者。

六、毕业资格审定与证书发放

第二十二条　修读双专业（学位）成绩合格，同时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的学

生，由开办系（院）报送名单，并经其系（院）主任（院长）和主修专业系（院）主任（院

长）签字，经教务处审核，学院批准，发放证书。
第二十三条　学生在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资格的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

获得相应证书：
（一）修满双专业（学位）全部课程并取得规定学分，符合我院学士学位授予条

件者，可获得双学位证书。
（二）修满双专业（学位）全部课程并取得规定学分者，可获得广西师范学院双

专业毕业证书。
（三）未修完双专业（学位）全部课程，但修满３０个学分者，可获得广西师范学

院辅修专业证书。
（四）未修完双专业（学位）规定的全部课程，但修满１５个学分者，可获得双专

业（学位）课程学习证书。
所修双专业（学位）课程学分不足１５个学分者，所修课程成绩按选修课记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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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专业成绩档案，不发给证书。
七、学费及收费管理

第二十四条　双专业（学位）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学费参照上级批准的主修

专业学费的学分收费标准，按每学期开设课程的学分收取。学生未办理相关手续

中途退出双专业（学位）学习的，不退回所交的学费。
八、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广西师范学院第二专业、辅修专

业教学管理暂行办法》（桂师院教字［２００６］１１号）同时作废。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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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广西师范学院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
（二○○七年十二月修订）

桂师院教字［２００７］１１２号

第一条　公共选修课是学院根据培养目标要求，为全院学生开设的跨系（院）、
跨专业选修的课程体系，旨在促进文理交叉渗透，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完善学生

的知识与智能结构，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力。为保证和提高我院公共选修课的教

学质量，切实加强 管 理，现 对《广 西 师 范 学 院 公 共 选 修 课 管 理 办 法》（桂 师 院 教 发

［１９９９］４０号）进行修订，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公共选修课的课程设置

（一）公共选修课可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艺术、教育与心理、体
育等五类，应有利于拓宽、更新学生的知识结构及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

（二）根据学科专业特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设置一些反映相关学科专业最

新成果、具有地方特色或反映我院教师多年研究成果的公共选修课。
第三条　公共选修课的开出

（一）面向全院开设公共选修课是各教学单位的任务。各系（院）、部每学期开

出的公共选修课门数要在６门以上，公共教学部不少于３门。其中教育系每学期

要在教育与心理类课程中至少开出６门；艺术系每学期要在艺术类课程中至少开

出８门。
（二）各系（院）、部要按照公共选修课的设置原则，充分考虑课程的教学条件和

课程的适应性，统筹安排教师的教学任务，选派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好的教师

承担公共选修课。
（三）每学期的第１０周，各系（院）、部向教务处申报下一学期开设的公共选修

课，按要求填写广西师范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计划表。新开设的公共选修课须填

写广西师范学院公共选修课程申报表。
第四条　公共选修课教学要求

（一）教务处负责公共选修课的协调与管理工作。对公共选修课教学质量进行

检查，并及时将检查结果反馈到相关系（院）、部。
（二）各系（院）、部及有关部门安排的活动应尽量不与公共选修课的上课时间

冲突，以免影响正常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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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系（院）、部把本单位所开设的公共选修课教学情况列入教学检查、评估

等常规教学管理之中。
（四）新开设公共选修课的教师，须填写广西师范学院公共选修课程申报表（含

课程教学大纲）并报教务处审核、主管院领导审批。
（五）任课教师要按时上、下课，不得随意调课或停课，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调课

或停课，须经教务处批准。
（六）任课教师应按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学期结束后，按时对学生进行考核并

评定成绩。
第五条　学生选课程序与要求

（一）开课前一学期第１５周，教务处公布下一学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选课 通

知，同时在选课系统中做好选课计划。
（二）各系（院）的学生按教务处的选课通知要求上网选课。
（三）学生须按照各专业各年级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公共选修课课程修读要求进

行选课。
（四）学生选定某门课程后，一般不得退选和改选。如确属选课不当或不符合

选读条件者，必须在该课程上课一周内向教务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退选或改

选。
（五）凡未办理选 课 手 续 而 擅 自 参 加 某 门 课 程 的 考 试 者，其 成 绩 作 废，不 计 学

分。
（六）每门公共选修课报名人数低于３０人者原则上停开，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应

重新选课。
第六条　学生修读要求

（一）学生选读某门课程后必须按时上课，不迟到、不早退（迟到３次算旷课１
节，早退２次算旷课１节）。凡旷（缺）课时数累计达到该门课程总教学时数四分之

一者，取消其该门课程的修读资格，不予参加考试。
（二）上课严格实行考勤制度

１．每个教学班，由任课教师指定一名学生负责考勤。

２．任课教师每学期抽查点名应不少于３次，凡抽查点名３次不到者，取消其该

门课程的修读资格，不予参加考试。
（三）学生请假要严格履行请假手续。请假的学生须本人持书面请假单及相关

证明材料到所在系（院），由学生所在系（院）主管领导和任课教师签字，否则一律按

旷课论处。
（四）凡未修满规定学分的，按《广西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分制学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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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条　考核与成绩记载

（一）学院对公共选修课考核方式不作统一要求，任课教师可根据课程的特点

和实际教学要求确定考核方式，但每门课程必须进行考核。
（二）公共选修课原则上应在每学期的第１８周前考核完毕。
（三）公共选修课的成绩根据《广西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分制学籍管

理规定》的规定采用五级制［优 （１００～９０分）、良（８９～８０分）、中（７９～７０分）、及格

（６９～６０分）、不及格（５９～０分）］。
（四）考核完毕，任课教师应及时阅卷评分，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课程成绩。
（五）凡考核不及格或被取消修读资格的课程，根据《广西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

育本科学分制学籍管 理 规 定》的 要 求 可 先 重 考，再 重 修、重 选，考 核 合 格 后 方 计 学

分。
（六）公共选修课的考试要严格，学生要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凡发现考试违纪

作弊者，按学院有关规定处理。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广西师范学院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

（桂师院教发［１９９９］４０号）废止。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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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广西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实习教学工作管理规定

（桂师院教字［２００７］１１４号）

实习教学是本科教育中十分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实习教学管理，提高实习教学的质量和效

益，特制定本规定。
一、实习教学的定义

实习教学主要是指独立进行的毕业实习（教育实习、专业实习）、课程实习以及

其他实习时间连续达一周（含一周）以上的教学实习。
教育实习是指教师教育专业的毕业实习，包括常规教育实习、顶岗支教实习。
专业实习是指非教师教育类专业的毕业实习。
课程实习是指根据课程需要设置的实践教学环节，包括单一性课程实习、综合

性课程实习。
二、实习教学目的与安排

（一）实习教学的目的

实习教学的目的是 引 导 学 生 理 论 联 系 实 际，使 学 生 拓 宽 视 野，增 强 学 生 对 社

会、国情和专业背景的了解；获得实际工作的知识和技能，进一步巩固学生的专业

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和提高学

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劳动观念，培养学生的敬业、创业和合作精神。
（二）实习教学的形式

教育实习采取集中实习为主，分散实习为辅的形式；专业实习采取小组实习、
分散委托实习等形式；其他实习可根据实习性质，采取灵活的实习形式。

（三）实习教学的时间安排

教育实习、专业实习应安排在最后学年，实习时间不少于８周。其他形式的实

习，根据实习性质具体确定。
三、实习的管理

（一）我院实行院、系（院）二级实习管理制度，明确分工，相互协调，密切配合

１．院级管理

实习教学的院级管理由教务处负责。主要职责是制订学校的实习管理规定，
规范实习教学工作要求；对 重 要 问 题 进 行 协 调 处 理；通 过 抽 查 各 系（院）的 实 习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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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实习过程以及实习成绩评定、实习教学档案建设等工作，考核、评估系（院）实习

教学及管理工作的质量；总结全院实习工作，形成实习质量报告；按有关规定划拨

实习经费。

２．系（院）级实习管理

实习的系（院）级管理由各相关教学单位负责。主要职责是制订本单位的实习

管理文件、实习大纲、实习计划、考核要求及评价标准；负责实习的组织管理和具体

实施；完成实习总结；根据学院相关规定开展实习评优。
（二）实习教学的经费管理

１．实习教学经费按不同专业和实习学生人数，由教务处按照一定的经费标准

分配给系（院），由系（院）统筹安排到各专业、年级。

２．学院下拨到各系（院）的实习教学经费由指导教师与学生共同管理，专款专

用；经费使用范围和方法按学院有关规定执行；经费使用情况应向学生公开，做到

公开、透明。
（三）实习教学的学生管理

１．学生应按《实习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完成实习教学计划；听从学院和实习单

位的安排和指导，积极参加各项实习活动。

２．实习学生应自觉遵守学院和实习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对违反实习纪

律的学生，应及时给予教育批评，经多方教育无效或情节特别严重者，可暂停其实

习，及时报告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并按照校纪校规作相应处理。

３．因病不能参加实习者，要有学院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或书面陈述

报告，向系（院）办理请假手续；实习期间请假，应经指导教师同意。未经批准，不得

擅离实习单位，否则按无故缺课处理。无故缺课累计达到该门课程总教学时数的

三分之一者，不予评定实习成绩。

４．除完成《实习教学大纲》规定的各项内容外，学院鼓励学生在实习期间积极

参加实习单位或实习小组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如教研活动、社区服务、科技咨询、
公益劳动和文体活动等。

５．对没有安排教师全程跟踪指导和管理的分散实习，应把实习指导与管理任

务委托给接收单位，由实习接收单位对实习学生进行指导与管理，系（院）领导或指

导教师定期检查或抽查。

６．建立实习评估制度。参加毕业实习（教育实习、专业实习、顶岗支教实习）的

每个学生必须认真完成实习生手册，并填写广西师范学院实习鉴定表，作为指导教

师及实习领导小组评定学生实习成绩的参考。参加其他形式实习的学生，应当按

要求完成实习总结或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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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习教学的考核和总结

（一）实习教学的考核

１．毕业实习（教育实习、专业实习）的考核分别由实习小组、实习单位指导教

师、院内指导教师、带队教师、系（院）实习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实习生院内、院外实习

的态度、效果、实习报告及实习调查报告的质量等做出综合评定。其他形式实习教

学的考核形式可多样化，如撰写实习（生产）报告（或调研论文）、笔试、口试、现场操

作、设计、完成作业等。

２．学生实习成绩评定原则上应呈正态分布。实习生总评成绩达到９０分以上

者为优秀，优秀率原则上不超过实习生总数的３０％。

３．未参加实习或实习成绩不及格者需补修或重修。
（二）实习教学的总结

实习教学结束后，带队教师或指导教师应对所指导的实习小组的实习工作做

出总结，各系（院）做出全系（院）的实习工作总结。
实习总结应包括实习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管理特色、经验体会、存在问题、改

进措施及建议等。
实习总结由系（院）和教务处分别存档。
每学期实习工作结束，教务处要对全院实习工作做出总结。

五、实习基地建设

（一）建设目标

根据我院专业发展规划，建成一批满足各专业不同需求的实习基地，构建多层

次、多类型、全方位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全面促进学生“四种能力”的提升，推动我

院与实习基地的共同发展。在建设常规实习基地的基础上，加大示范性实习基地

和非教师教育类专业实习基地的建设。
（二）建设原则

１．互补性原则。
实习基地建设要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建共赢”的原则，充分利用我院

的科技、人才、文化、信息等资源优势，在开展实践教学的同时，加强与基地单位在

人才培养、信息技术开发、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文化建设、管理改革等方面的 合

作，促进我院和实习基地单位共同发展。

２．示范性原则。
优先考虑选择专业对口，指导力量较强，设施完善，实习条件有保障的学校或

单位作为我院的实习基地，确保满足实习的需要。

３．稳定性原则。
实习基地应该在今后若干年内具有连续接纳我院开展实习工作的能力，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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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习基地的长效建设。

４．共享性原则。
实习基地建设采取“分工建设，共同使用”的办法，由教学单位分工负责具体的

基地建设，相关专业可共同使用。
（三）建设措施

１．完善管理制度，合理、科学地制定建设规划，使之科学化、制度化，确保实习

基地建设的顺利开展。

２．实习基地的建设要突出专业特点，并把实习基地建设纳入专业建设的范畴。

３．鼓励有条件的教学单位，有组织地到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及经济新增长地区，
如珠江三角洲、泛北部湾经济区等，筹建就业型实习基地。

４．充分发挥实习基地优秀教育工作者、管理专家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
进一步提高我院人才培养质量。

５．注重实习基地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建设成果的物化与推广。

６．及时检查和总结表彰，不断提高实习基地建设水平，在常规实习基地建设的

基础上，建设一批示范性实习基地。
六、实习教学文件的规范要求

（一）《实习教学大纲》的制定

１．《实习教学大纲》是教学计划所设置的实习教学环节拟达到的教学目标及具

体教学要求，它是制订实习教学计划、组织学生实习和进行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各专业的实习教学都应制定相应的《实习教学大纲》，并报教务处备案。

２．《实习教学大纲》应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实习性质；实习目的与要求；实习方式；实习内容；实习的组织工作；实习纪律

或注意事项；实习考核方式。
（二）《实习教学计划》的制定

１．《实习教学计划》是按照《实习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接受实习单位的具体

情况而制定的实习教学的具体执行程序。

２．毕业实习（教育实习、专业实习）教学计划须于实习前一个学期结束前报教

务处审批，其他形式的实习可按照教学计划进程，于实习前两周报教务处审批。

３．《实习教学计划》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实习目 的、内 容；实 习 单 位、地 点 时 间 与 日 程 安 排；实 习 队 伍（指 导 老 师 和 学

生）；实习经费预算；实习成绩考核办法。
七、其他

（一）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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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广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办法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修订）

桂师院教字［２００７］９８号

毕业论文（设计）是实现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

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本专业领域科研、工程或社会

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理论

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为加强对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管理，现

对《广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桂师院发［２００６］２６
号）做如下修订。

一、组织领导与工作职责

（一）全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在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的领导下，由教务处负

责协调管理，各系（院）负责组织实施。
（二）各系（院）成立由系（院）领导、教研室（实验室）负责人组成的毕业论文（设

计）领导小组，由系（院）主任（院长）担任组长，具体负责本单位毕业论文（设计）工

作的组织与管理。
系（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为：

１．制定学年度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计划；

２．组织和审查毕业论文（设计）的题目；

３．对指导教师的资格及工作任务进行审查；

４．对毕业论文（设计）过程进行管理与检查；

５．成立系（院）答辩委员会，组织答辩工作；

６．总结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三）系（院）答辩委员会由系（院）行政领导、教授和副教授共５～９人组成，设

主任、副主任、秘书各１名。系（院）答辩委员会的主要职能：

１．审定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资格。

２．成立答辩小组并指导答辩小组开展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工作。

３．依据学院制订的评分参考标准制订各专业具体的答辩要求和评分细则。

４．审定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总评成绩。
（四）答辩小组可按教研室成立，成员一般不少于３名教师。答辩小组负责答

辩现场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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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命题、选题

（一）毕业论文（设计）题目由教研室组织教师于秋季学期中期前拟好并上交系

（院）。拟题要求包括题目名称、题目类型、成果的形式、完成本题的基本要求和所

需条件等内容。
（二）题目应依据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拟定。题目应尽量结合实际，鼓励

教师将毕业论文（设计）与本人的科研项目或技术开发项目相结合。选题难度与工

作量要适度，并可取得阶段性成果。文理科专业应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工科专

业的设计型题目应达到一定比例。
（三）题目经系（院）毕业论文（设计）领导小组审批后向学生公布，并于秋季学

期结束前组织学生选题，选题结束后各系（院）应填写广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选题情况一览表并报教务处备案。
（四）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前，各系（院）应对学生资格进行认真审查。提前参

加毕业论文（设 计）撰 写 的 学 生，应 把 提 前 撰 写 毕 业 论 文（设 计）的 书 面 申 请 交 系

（院）毕业论文（设计）领导小组进行资格审查。凡未完成教学计划规定学习内容的

学生，不能参加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
（五）选题原则上应坚持“一人一题”。如选题需要有２人或几人合作，须由指

导教师提出，并经系（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批准，但每个学生必须独立

完成其中一部分工作，并独立撰写各自的论文（设计）。
（六）题目确定后一般不予更换，确需更换者，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系（院）毕

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七）鼓励学生自拟题目，自拟题目须经教研室审定。一般情况下不能做专业

范围以外的课题。
三、指导

（一）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应由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科研经验丰富，具

有讲师（或相当技术职称）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不具备资格的教师不能单独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但可协助指导教师工作。
（二）每位教师每学年指导毕业论文（设计）的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８名，如有

其他教师协助，可以适当增加，但不得超过１０名。如系（院）内师资不足，可适当外

聘，但外聘教师的专业背景和职称必须符合规定。指导教师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

换。对初次独立担任指导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教师，教研室要指派有经验的教

师指导。指导教师的资格审定和指导任务安排完毕后，各系（院）应填写广西师范

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一览表并报教务处备案。
（三）指导教师要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设计），选题结束后，指

导教师要认真做好写作开题报告的指导。进入论文（设计）撰写阶段后，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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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定期对学生进行指导答疑，认真填写广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

教师工作记录（不少于３次）。指导教师因公外出，需妥善安排好工作，并报系（院）
领导批准。

（四）毕业论文（设计）过程中指导教师应注重对学生的综合训练，既要加强对

学生的指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同时也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态度方面

的引导和教育，协助辅导员（班主任）做好学生遵章守纪方面的管理。
四、撰写

（一）撰写毕业论文（设计）的时间一般为６～８周。学生选题后应积极查阅相

关资料，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认真撰写《广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开题

报告》。开题报告通过审批后，才能进入论文（设计）写作环节。
（二）毕业论文（设计）过程中应做到态度认真，独立、保质保量地完成论文（设

计）的各项任务。同时要尊重指导老师，每周主动与指导老师联系，虚心请教，争取

指导。
（三）毕业论文（设计）正文字数，理工科（含体育、艺术）不少于６０００字，文科不

少于８０００字，英语专业用英文书写，不少于５０００词。
（四）撰写论文（设计）应按规定的格式进行，论文（设计）格式不符合要求的，不

能评为合格。论文（设计）完成后应做好整理工作，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装订，并上交

指导老师评阅。答辩前应完成论文（电子版）的网上上传，否则不予答辩。
（五）学生毕业论文（设计）一般应在院内进行。特殊情况可允许学生在院外进

行，但相关系（院）应从严审批。同时要对院外指导老师及论文（设计）题目进行审

查认定，并确定院内指导（联系）老师。在院外进行论文（设计）的学生必须回院内

参加统一答辩。
（六）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设计）必须诚实守信，不得弄虚作假，不得抄袭、剽窃

他人成果。对需要进一步解释、说明的内容，应使用注释。凡在论文（设计）中引用

他人著作或有关资料 的，都 应 在 文 中 出 现 的 地 方 予 以 标 明，并 在 文 末 列 出 参 考 文

献。如有违反，按《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考核违纪作弊处分办法》处理。
五、中期检查

为保证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各系（院）应在论文（设计）写作过程中组织开展

１～２次中期检查。重点检查论文（设计）选题、学生出勤、教师指导、整体工作进展

等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检查完毕，形成中期检查整改情

况报告送教务处备案。
六、成绩评定

（一）评阅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完成后，指导教师、评阅教师要分别对学生的论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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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核，写出评阅意见，并给出评分，评阅内容详见《广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成绩评定参考标准》。
（二）答辩

１．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前，各系（院）应做好以下工作：
（１）组织对学生网上上传的论文（设计）进行审验和管理。
（２）组织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对论文（设计）进行评阅，按照《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成绩评定参考标准》写出评阅意见，给出成绩。
（３）系（院）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格进行审查。
（４）答辩小组成员对论文（设计）认真审阅，拟定答辩提纲。

２．学生有以下情形者，应取消答辩资格：
（１）未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规定的任务和要求者；
（２）论文（设计）有严重错误或格式不符合要求者；
（３）有三分之一时间不在规定场所或擅自离校旷课达一周以上者；
（４）查明有剽窃、抄袭、伪造数据或找人代做者；
（５）未完成论文（设计）（电子版）网上上传者。

３．答辩应按规定程序进行，首先由学生报告毕业论文（设计）的主要内容，然后

教师提问、学生回 答，最 后 由 答 辩 小 组 负 责 人 总 结。每 个 学 生 的 答 辩 时 间 一 般 为

１５分钟左右。
（１）学生向答辩小组汇报毕业论文（设计）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

①论题的目的及意义；

②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③主要参考文献及资料；

④论文（设计）的主要观点、价值及不足之处。
（２）教师提问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

②论文（设计）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方法和原理。

４．在答辩过程中，答辩小组应指定专人认真做好相应记录。答辩后答辩小组

要给出论文（设计）成绩及答辩是否通过的意见。
（三）成绩总评

１．毕业论文（设计）的初评成绩由指导教师、评阅教师和答辩小组三部分的评

分分别按３０％、２０％和５０％的比例算出，总评成绩由系（院）答辩委员会确定。

２．毕业论文（设计）的总评成绩采用百分记分制。

３．毕业论文（设计）的优秀率不超过１５％。
（四）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参加正常答辩和论文（设计）成绩不及格的，原则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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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在下一年级对论文（设计）进行答辩和成绩评定。
七、存档

（一）学生答辩后，各系（院）应将广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含附件）
和广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 文（设 计）工 作 记 录 及 成 绩 评 定 册 等 材 料 按 毕 业 论 文

（设计）成绩册的顺序和专业班级成捆保存。
（二）经系（院）审核上传的毕业论文（设计）电子版由教务处归类整理，按类别、

系（院）分别刻录光盘保存。
（三）教务处可根据系（院）的要求设置电子版论文（设计）的保密级别，通过校

园网发布，以便学院师生检索与利用。存档的纸质版论文（设计）一般不外借，院内

师生可查询，但应办理相关手续。
（四）毕业论文（设计）的纸质版及相关材料至少保存５年，电子版应长久保存。
八、经费

（一）经费标准及划拨

１．文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类专业每位学生３０元，理学、工学类专业每位学

生４０元，化学专业每位学生６５元。

２．毕业论文（设计）经费按相应的标准及当年毕业生人数，一次性拨到学生所

在系（院）。
（二）经费用途

１．经费用于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必要的开支，如上机、复印、实验、调研、查资

料、打印、装订等方面的开支。

２．毕业论文（设计）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九、其他

（一）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一般安排在第八学期进行，整个工作应当在６月１０
日前结束。命题、选题、指导教师安排、指导学生撰写开题报告等工作应当在第七

学期结束前完成。
（二）各系（院）布置论文（设计）选题工作前，要组织教师、学生学习有关文件及

规定，安排有丰富科研工作经验的教师，为撰写毕业论文（设计）的学生做一次集体

辅导，介绍毕业论文（设计）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三）各系（院）评选优秀毕业论文（设计）后，要将优秀毕业论文（设计）的题目

及作者公示一周。
（四）毕业论文（设计）不及格或无毕业论文（设计）者，作结业处理。结业后的

处理办法，参照《广西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执行。
（五）各系（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完成后，教务处要按一定比例抽取毕业论

文（设计）送院外专家评审，对我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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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广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参考标准

广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参考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项目指标解读 备注

１
学习与

工作态度

①自觉遵守学院各项规章制度，表现良好（３０％）

②尊重指导老师，积极主动争取指导（３０％）

③工作量饱满，独立按期地完成各项预定的工作任务（４０％）

２
选题的价值

及意义

①选题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３０％）

②注重解决社会、经济、文化中的实际问题（３０％）

③题目范围、难度适中，综合训练强（４０％）

３ 文献综述

①收集、整理各种信息 与 知 识 的 能 力 强，查 阅 文 献 数 量 符 合

课题要求（５０％）

②文献引用、综述与研究课题密切相关（５０％）

４
研究水平与

设计能力

①论点正确、中心明确、阐述清楚，对研究的问题有较强的分

析和概括能力，有一定的深度（３０％）

②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材 料 翔 实 可 靠，观 点 材 料 统 一，说 服

力强（４０％）

③研究方法恰当，能熟 练 掌 握 和 运 用 所 学 专 业 基 本 理 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解决相关理论和实际问题（３０％）

５
论文撰写

质量

①论文撰写格式符合规范要求（３０％）

②论文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论述层次清晰（４０％）

③语句通顺，语言简练准确，无错别字（２０％）

④图表完备、整洁、编号齐全，中英文摘要能准确概括文章内

容（１０％）

６
学术水平

与创新

①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或应用价值（４０％）

②对与课题相关的理论或实际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有新的

见解，有一定的创新（６０％）

７ 答辩效果

①讲述论文观点清晰、准确，论据充分、结构严谨（４０％）

②回答提问正 确，能 熟 练 掌 握 本 专 业 的 基 本 理 论 与 基 本 知

识，有一定的即兴发挥与创新（４０％）

③仪表端正，词句清晰，表达力强（２０％）

１．指 导 教

师 按１～
６项 进 行

评 价 打

分；评 阅

教 师 按

２～６项 进

行 评 价 打

分；答 辩

小 组 按

２～７项 进

行 评 价 打

分。

２．各 项 目

所 占 分 值

分 别 见 指

导 教 师 评

价 表、评

阅 教 师 评

价 表、答

辩 小 组 评

价表。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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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广西师范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校代码：１０６０３）

系（院）
名称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
初试考试

科目及代码

复试 考 试 科 目 及
同等 学 力 复 试 加
试科目

００１
政法
学院

０１０１０１马克思主义哲学

０１经济哲学 曾德盛 、李旭燕

０２文化哲学 于瑮、覃明兴

０３管理哲学 黄志强、张成兴

０４社会发展理论 刘灵光、李志峰、曹春梅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０１西方哲学

④８０１马克思主
义哲学

复 试 科 目：马 克 思
主义哲学原理案例
分析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选读

②西方哲学史

０１０１０７宗教学

０１佛教与因明学 黄志强、罗同兵

０２中国民间宗教 王光荣、黄桂秋

０３宗教科技文化史 卞谦、黄志强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０１西方哲学

④８０２宗教学原
理

复试科目：佛教、道
教、宗教学原理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中国哲学史

②西方哲学史

０２０２０２区域经济学

０１中 国—东 盟 经 济 一 体
化

周 毅、段叶青

０２区域开放与经济发展 韦海鸣、周毅、段叶青

０３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 李传珂、莫小莎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０４数学四

④８０３经济学理
论（含 政 治 经 济
学、西 方 经 济
学）

复 试 科 目：区 域 经
济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政治经济学

②西方经济学

０３０２０１政治学理论

０１政党 政 治 与 执 政 党 建
设理论

唐秀玲、刘小兵、熊孝
梅

０２中国政府与政治 唐秀玲、黎莲芬

０３政治 文 化 传 统 与 政 治
现代化

刘小兵、何平、黄义英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０４政治学原
理

④８０４西方政治
思 想 史（古 代、
中世纪、近代）

复 试 科 目：当 代 中
国政治制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西方近现代政治
思想史

②行政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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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院）
名称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
初试考试

科目及代码

复试 考 试 科 目 及
同等 学 力 复 试 加
试科目

００２
中国语
言文学
学院　

０３０３０４民俗学

０１南方 习 俗 与 现 代 化 研
究

王光荣

０２民族 文 化 与 产 业 化 经
营

何颖

０３民俗旅游文化 黄桂秋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０５民俗学基
础

④８０５民间文艺
学

复试 科 目：民 族 学
概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社会学概论

②社会心理学

０４０１０２课程与教学论

０１语文教学论 覃可霖、李福灼、韦美日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１１教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

复 试 科 目：语 文 教
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写作

②语文教育心理学

０５０１０１文艺学

０１文艺美学 罗坚、刘玲、王朝元

０２文艺理论 顾凤威

０３写作学 覃可霖、莫恒全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１０文学理论

④８１０美学

复试科目：０１、０２方
向考文学评论与写
作，０３方 向 考 写 作
理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文学概论

②美学概论

０５０１０２语 言 学 及 应 用 语
言学

０１语言信息处理 卞成林

０２社会语言学 李连进、伍和忠、廖扬敏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１０文学理论

④８１１汉语基础

复 试 科 目：语 言 学
理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汉语语音

②汉语词汇语法

０５０１０４中国古典文献学

０１古籍 整 理 与 广 西 地 方
文献

杨东甫、黄权才

０２中国古典文学文献 翟建波、张再林

０３中国文化典籍 张震英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１０文学理论

④８１２文献学基
础

复 试 科 目：古 汉 语
与古文化基础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古文体知识

②中国古代文化知
识

０５０１０５中国古代文学

０１先唐文学 龙文玲

０２唐宋文学 梁德林、张再林

０３元明清文学 杨东甫、翟建波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１０文学理论

④８１３中国文学
史

复 试 科 目：中 国 古
代文学作品阅读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唐宋文学

②古代文学作品鉴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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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院）
名称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
初试考试

科目及代码

复试 考 试 科 目 及
同等 学 力 复 试 加
试科目

００２
中国语
言文学
学院　

０５０１０６中国现当代文学

０１中国 现 当 代 文 学 与 文
化

宾恩海、王志明、

０２中国现当代诗歌 李志元、陈敢、陈祖君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１０文学理论

④８１４中国现当
代文学

复 试 科 目：现 当 代
文学评论与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现代散文专题

②新时期文学

０５０１０８比 较 文 学 与 世 界
文学

０１二十 世 纪 中 外 文 学 关
系

吴锡民、罗坚

０２东方文学比较研究 谢永新

０３欧美文学 吴锡民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１０文学理论

④８１５外国文学
史

复 试 科 目：比 较 文
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外国文学名著解
读

②文学理论

００３
社科部

０３０５０１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理

０１马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与中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研
究

黄少琴、黄锡富

０２马克 思 主 义 理 论 与 人
的全面发展研究

于瑮、黄少琴、曹春梅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０６邓小平理
论 和 “三 个 代
表”重 要 思 想 概
论

④８０６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

复 试 科 目：马 克 思
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

②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０３０５０５思想政治教育

０１现代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发
展研究

曾令辉、韦吉锋、覃雪
源、吴佩杰

０２民族 地 区 先 进 文 化 建
设与 青 少 年 思 想 道 德 教
育研究

于瑮、曾令辉、韦吉锋

０３高校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与管理研究

傅真放、邓军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０６邓小平理
论 和 “三 个 代
表”重 要 思 想 概
论

④８０７思想政治
教育原理

复 试 科 目：马 克 思
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

②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００４
教育系
１３２７２８
１７５２４９
７８１４４１

０４０１０２课程与教学论

０１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
钟海 青、王 屹、徐 书 业

、李 荣 新、李 福 灼、李
红

０２教学心理 寇冬泉、曾玲娟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１１教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

复 试 科 目：课 程 与
教学论或各学科教
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教育心理学

②教育科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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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院）
名称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
初试考试

科目及代码

复试 考 试 科 目 及
同等 学 力 复 试 加
试科目

００４
教育系
１３２７２８
１７５２４９
７８１４４１

０４０１０６高等教育学

０１高等教育管理
于 瑮、唐 晓 萍、车 芳
仁、曾冬梅

０２高等教育基本理论 梁梅、黎琳

０３大学生心理 于瑮、杨玲、曾玲娟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１１教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

复 试 科 目：高 等 教
育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教育心理学

②教育科研方法

１２０４０３教育经济与管理

０１教育管理学 钟海青、彭宁、覃壮才

０２教育经济学 周鸿、韦海鸣

０３教育法律与政策 覃壮才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２７管理学

④８２８教育学

复 试 科 目：教 育 经
济学（教 育 经 济 学
方向）或 教 育 管 理
学（除 教 育 经 济 学
之外的其他方向）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①教育心理学

②教育科研方法

００５
体育系

０４０３０１体育人文社会学

０１学校体育教育 谢东

０２社会体育学
莫 少 强、周 美 如、姚 辉
洲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０９体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

复 试 科 目：体 育 心
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体育教学论

②人体生理学

００６
外语系

０４０１０２课程与教学论

０１英语教学论 陆云、陈光伟、覃壮才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１１教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

复 试 科 目：英 语 教
学论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基础英语

②英语听力

０５０２０１英语语言文学

０１民族地区英语教育 陆云、陈光伟、李晓

０２英汉对比与翻译 李桂南、黄斗、陆云

０３英美文学 刘加媚、吴锡民、罗坚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２１ 日 语 或
２２３法语

③６１６综合英语

④８１６英美文学

复试科目：
①综合口试

②翻译或写作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基础英语

②英语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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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院）
名称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
初试考试

科目及代码

复试 考 试 科 目 及
同等 学 力 复 试 加
试科目

００７
新闻传
播系

０５０３０１新闻学

０１新闻理论
蒙南 生、靖 鸣、彭 宁、谢
彩文

０２新闻业务 熊高、靖鸣、陈健民

０３广播电视 熊高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１７新闻传播
基础

④８１７新闻传播
实务

复 试 科 目：人 文 社
科综合知识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新闻理论

②新闻实务

００８
数学与
计 算 机
科学系

０４０１０２课程与教学论

０１数学教学论

赵继源、李碧荣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１１教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

１．笔试科目：
数学与数学教学综
合（①数 学 分 析②
高等代数③数学教
学 论④数 学 方 法
论）
２．面试科目：
①数学教学论
②数学方法论
３．同 等 学 力 考 生
复试加试科目：
①常微分方程
②复变函数

０７０１０１基础数学

０１代数学 唐高华、韦华全、任北上

０２泛函分析及其应用 魏文展

０３组合数学 邓天炎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１８数学分析
④８１８高等代数

１．笔 试 科 目：数 学
综合（实变函数、近
世代数）
２．面试科目：
①代 数 学、组 合 数
学 研 究 方 向 面 试：
数 学 分 析、高 等 代
数、近世代数
②泛函分析及其应
用 研 究 方 向 面 试：
数 学 分 析、高 等 代
数、实变函数

０７０１０４应用数学

０１控制论与应用 王汝凉、虞继敏

０２代数学与组合数学 唐高华、邓天炎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１８数学分析
④８１８高等代数

１．笔试科目：
数学 综 合（实 变 函
数、近世代数）
２．面试科目：
①控制论与应用研
究 方 向 面 试：数 学
分析、高等代数、常
微分方程
②代数学与组合数
学研究方向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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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院）
名称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
初试考试

科目及代码

复试 考 试 科 目 及
同等 学 力 复 试 加
试科目

００８
数学与
计 算 机
科学系

０３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韦程东

０４计算数学 隆广庆

数 学 分 析、高 等 代
数、近世代数
③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研 究 方 向 面 试：
数 学 分 析、高 等 代
数、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计
④科学计算研究方
向面试：数学分析、
高 等 代 数、实 变 函
数和Ｃ语言程序设
计
３．同等学力考生复
试加试科目：
①常微分方程
②复变函数

００９
化学系

０４０１０２课程与教学论

０１化学教学论 王屹、黄景碧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１１教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

复 试 笔 试 科 目：化
学教学论
复 试 面 试 科 目：专
业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无机化学

②分析化学

０７０３０３有机化学

０１天然有机化学
黄 初 升、崔 建 国、盛 家
荣、何英姿、刘红星

０２有机合成化学
崔 建 国、黄 初 升、李 若
华、韦少平

０３应用有机化学
廖正福、莫羡忠、林 清、
莫炳荣、黄科林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１９有机化学

④８１９物理化学

复 试 科 目：综 合 化
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无机化学

②分析化学

０８１７０４应用化学

０１天然产物化学
黄 初 升、崔 建 国、盛 家
荣、刘红星

０２精细化学品化学
廖 正 福、莫 羡 忠、何 英
姿、谢 跃 生、宋 书 巧、孙
果送、莫炳荣、陈远

０３功能材料化学
莫 羡 忠、廖 正 福、梁 利
芳、黄国华、施建成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０２数学二

④８２５综合化学
（含 无 机 化 学、
有机化学）

复 试 科 目：物 理 化
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无机化学

②有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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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院）
名称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
初试考试

科目及代码

复试 考 试 科 目 及
同等 学 力 复 试 加
试科目

０１０
资 源 与
环 境 科
学学院

０４０１０２课程与教学论

０１地理教育 余承惠

０２环境教育 张新英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１１教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

１．笔 试 科 目：地 理
教学论
２．面 试 科 目：专 业
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中国地理

②自然地理学

０７０５０１自然地理学

０１区域环境演变 林清、宋书巧

０２资源开发与环境整治 周游游、蒋忠诚、胡宝清

０３灾害风险与公共安全 胡衡生、曾令锋、张新英

０４海岸环境演变与管理 黄鹄、陈波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２０自然地理
学

④８２０人文地理
学

复试科目：环境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地貌学

②中国地理

０７０５０２人文地理学

０１城乡规划与区域发展 严志强、徐彬、毛蒋兴

０２区域经济与区域开发
廖赤 眉、黄 鹄、李 澜、吴
良林

０３国土 资 源 与 区 域 可 持
续发展

宋书巧、周兴、甘永萍

０４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
曾令 锋、章 牧、简 王 华、
毕燕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２０自然地理
学

④８２０人文地理
学

复 试 科 目：经 济 地
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城市地理学

②中国地理

０７０５０３地 图 学 与 地 理 信
息系统

０１ＧＩＳ方法与技术
梁军、吴 良 林、钟 赛 国、
李占元、周涛

０２遥感与ＧＩＳ应用
卢远、孙 涵、钟 仕 全、华
璀

０３国土信息技术
童 新 华、黄 俊 华、杨 如
军、杨小雄

０３空间数据挖掘 元昌安、魏文展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２０自然地理
学

④８２２地理信息
系统

复 试 科 目：Ｃ语 言
程序设计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遥感技术

②地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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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院）
名称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
初试考试

科目及代码

复试 考 试 科 目 及
同等 学 力 复 试 加
试科目

０１０
资 源 与
环 境 科
学学院

１２０４０５土地资源管理

０１土地利用与土地规划
周 兴、胡衡生、童新华、
秦成

０２土地 估 价 与 城 镇 土 地
利用

杨小雄、严志强、毛蒋兴

０３土地 变 化 与 可 持 续 利
用

胡宝清、廖赤眉、甘永萍

０４国土资源信息化 华 璀、杨如军、卢远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２７管理学

④８２９土地综合
（含土地经济学、
土地资源学）

复试 科 目：土 地 管
理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测量学

②地籍管理

０１１
物 理 与
电 子 信
息 科 学
系

０４０１０２课程与教学论

０１物理教学论 钟海青、黄国华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１１教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

复试 科 目：基 础 物
理综合（热学、电磁
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电动力学

②中学物理教学论

０７７００１教育技术学

０１教学系 统 设 计 理 论 与
方法

钟海 青、莫 永 华、王 兴
辉

０２计算机教育应用
冼伟 铨、黄 国 华、刘 连
芳

０３信息技术教育
黄国 华、冼 伟 铨、郑 小
军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２３教学系统
设计

④８２３计算机应
用基础

复试 科 目：信 息 技
术与教育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教育技术学

②多媒体技术基础
及应用

０１２
信 息 技
术系

０７７４０３计算机应用技术

０１数据库与知识工程 元昌安

０２计算机 网 络 与 信 息 系
统

彭 月 英、李 文 敬、杨
磊、罗海鹏

０３智能控制及其应用 王汝凉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０１数学一

④８２４专业基础
（含数据 结 构、Ｃ
语言程序设计）

复试科 目：综 合 考
试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离散数学

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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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院）
名称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为兼职导师）
初试考试

科目及代码

复 试 考 试 科 目 及
同 等 学 力 复 试 加
试科目

０１３
管 理 科
学学院

１２０２０３旅游管理

０１旅游规划与开发
简王 华、甘 永 萍、余 小
军、袁铁象

０２民族文化旅游研究 吴晓、毕燕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３０４数学四

④８２６旅游规划
与开发

复试科目：综合（旅
游经 济 学、旅 游 文
化学）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旅游学概论

②旅游资源学

１２０４０１行政管理

０１区域公共管理研究 周鸿、韦海鸣

０２公共组 织 与 公 共 部 门
人力资源管理

周鸿、胡增文

０３行政领 导 与 公 共 政 策
研究

于瑮、陶建平

①１０１政治理论

②２０１英语

③６２７管理学

④８２７行政管理
学

复试 科 目：政 治 学
基础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加试科目：
①公共组织理论

②公共部门人力资
源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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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管理部门及各招生系（院、部）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办公室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研究生处 屈老师 ０７７１－３９０５９０６ ｇｘｔｃｙｊｓ＠ｇｘｔｃ．ｅｄｕ．ｃｎ

政治学院 蒙老师 ０７７１－３９０８１９７ ｍｕｓｉｃａｒ＠ｇｘｔｃ．ｅｄｕ．ｃｎ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黄老师 ０７７１－３９０８９６２ ｇｘｓｙｈｙｑ＠１６３．ｃｏｍ

社科部 苏老师 ０７７１－３９０８０６６ ｓｋｂ＠ｇｘｔｃ．ｅｄｕ．ｃｎ

教育系 韦老师 ０７７１－５６１０３０５ ｇｘｔｃｊｙｘ＠ｇｘｔｃ．ｅｄｕ．ｃｎ

体育系 靳老师
０７７１－５６６６１３９

０７７１－５６６６１３０
ｔｙｘ＠ｇｘｔｃ．ｅｄｕ．ｃｎ

外语系 姚老师 ０７７１－３９０８５９０ ｂｉｇｂｅｎ＠ｇｘｔｃ．ｅｄｕ．ｃｎ

新闻传播系 陈老师 ０７７１－３９０６１１０ ｌｚｘ３７１６＠１６３．ｃｏｍ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陈老师
０７７１－５６１０３８１

０７７１－５６１０３５０
ｃｈｅｎｈａｎｍｅｉ１＠１６３．ｃｏｍ

化学系 刘老师 ０７７１－３９０８０６５ ｌｉｕｈｘ＠ｇｘｔｃ．ｅｄｕ．ｃｎ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胡老师 ０７７１－３９０８０６０ Ｈｂｑ１２３＠ｇｘｔｃ．ｅｄｕ．ｃｎ

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系
周老师

莫老师

０７７１－５６０５８６１－８００

０７７１－５６１２６８６
ｗｄｘｙｊｓｂ＠１６３．ｃｏｍ

信息技术系 李老师 ０７７１－５６１２５５６ ｘｘｊｓ＠ｇｘｔｃ．ｅｄｕ．ｃｎ

管理科学学院 张老师 ０７７１－３９０８５８１ Ｚｈａｎｇｍｅｉｚｈｅｎ１９７４＠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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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为了使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全面了解本专业的基本情况，尽快适应大学阶段

的学习，设计４年学习规划，主动开展学习，提高学习成效，体育系组织了一批具有

丰富教学经验的专业课程教师编写了本书。
本书着重对体育教育的专业内涵和特点，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计划、主

干课程的学习指导，专业实践教学要求、毕业论文的撰写与规范要求、报考体育人

文社会学研究生指南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和介绍。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指导性

强，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操作性。有助于帮助学生根据专业课程特点，结合自身

实际，选择适合本人学习的方法；有助于学生根据课程的计划与安排，结合自己的

兴趣和今后的发展方向选择所修课程和专业；有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
本书是在学院的统一部署和策划下编写的，由谢东主任主编，靳卫平副主任副

主编，全书的框架设计、统稿由靳卫平副主任完成。同时，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许多

老师的指导、支持和帮助。运动解剖学课程介绍由郜卫峰老师执笔；运动生理学课

程介绍由付克翠老师执笔；体育保健学课程介绍由林景红老师执笔；体育心理学课

程介绍由孙健老师执笔；学校体育学课程介绍由李英老师执笔；田径普修课程介绍

由严剑葵老师执笔；篮球普修课程介绍由倪震老师执笔；体操普修课程介绍由陆勇

老师执笔；排球专修课程介绍由韦汉国老师执笔；武术专修课程介绍由王缉辉老师

执笔；健美操专修课程介绍由黄力艳老师执笔。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教务处有关领导的具体指导，对此，深表谢意。正是

大家的共同努力，才使本书能够这么快的与同学们见面。此书成稿之际，仅向各位

领导和专家及每一位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表示最诚挚的谢意。由于经验有限，书

中不妥、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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