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技运动学院
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简介



        对接我校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紧密结合国内竞技体育多方位人才的具体需求，上海体育大学

依据现有土地资源，科学规划、调整结构布局，2022年整合学校现有体育教育训练学院、附属竞技

体育学校和原上海体育职业学院相关专业，成立一个新的二级学院——竞技运动学院。学院以优秀

竞技体育人才和竞技运动支撑型人才培养为基础，以高水平、创新型竞技体育科学研究为支撑，以

体育类职业培训认证为拓展的“多元化”竞技运动人才培养二级学院，搭建“人才培养、奥运争光

和科技保障”相结合的协同创新平台。

        学院现有研究生约370名，包括运动训练方向的体育硕士、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的学术型硕士

和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办学地点主要在杨浦校区。全系院有教职工150余人,专任教

师127人，其中教授11人、国家级教练员8人；副教授40人、高级教练员10人；博士生导师15人，硕

士生导师67人，学院教学实力雄厚，人才群体优势日渐提升。拥有一批知名的学术带头人，其中国

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国家体育总局“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百人计划”3人，“上

海市领军人才”1人,“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1人。

学院简介



        学院官方网址：https://jjyd.sus.edu.cn/index.htm

        微信公众号：上体竞运

        咨询联系方式：021-65507120   jjyd@sus.edu.cn 

        竞技运动学院依托上海体育大学办学特色与优势，努力打造成为中国竞技运动人才培养的新高

地。一是努力培养竞技体育和社会紧缺的各类运动训练、运动表现与竞技运动领域支撑型优秀人才；

二是努力开展运动训练领域的高水平应用科学研究，为备战国内和世界重大比赛提供科技支撑与保

障，为运动训练科学领域人才培养提供技术支持；三是努力探索多元主体的单项运动学院的建设模

式与运行方式，拓展运动训练科学领域人才的培养新模式，探索我国体育大学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新

模式。

学院简介



         体育教育训练学（学术型）——竞技运动科学方向、体育硕士（专业型）——运动训练领域

招生专业

         全日制。标准学习年限为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为5年。高水平运动员、休学创业的

学生最长学习年限为6学年。就读期间，取得符合学校要求的高水平代表性成果，并同时完成培养

方案规定的其他修读要求，可申请提前毕业。

学习方式及年限

（一）体育教育训练学（学术型）——竞技运动科学方向

         包含全日制及非全日制。标准学习年限为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为5年。高水平运动

员、休学创业的学生最长学习年限为7学年。

（二）体育专业硕士（专业型）——运动训练领域

         包含全日制及非全日制。采用弹性授课制和导师制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根据学生实际，灵活运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集中授课与分散授课相结合、到校学习与送教上门相结合等多种方式，确保体

育硕士冠军班学生培养质量。学习年限为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为7年。

（三）体育硕士（冠军班）——运动训练领域



培养目标及要求、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一）体育教育训练学（学术型）——竞技运动科学方向

         1.培养目标及要求：

         立足教育立德树人的宗旨，培养家国情怀深厚、道德情操良好、专业基础扎实、问题意识明显、

学术素养较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性体育人才。

         2.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实践环节三大类。其中，学位课程包括公共学位课程

和专业学位课程。公共学位课程按国家规定设置，专业学位课程分为一级学科平台课程和二级学科

专业领域课程。非学位课程包括综合素养选修课程与专业素养选修课程两类。实践环节为零课时课

程，即研究生按实践环节要求提交学习成果，通过考核后获得学分，学校不单独开课。课程具体安

排见附表。

         毕业时至少应修满31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程10学分、专业学位课程9学分、非学位课程6学分、

必修实践环节6学分。

（二）体育专业硕士（专业型）——运动训练领域

         1.培养目标及要求：

         培养目标：我院主要在运动训练领域展开人才培养，结合国家“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

略需求，培养具有扎实的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和一定科研能力的优秀教练员、

教师、健身教育与健康管理人员。

         2.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分为公共课、专业领域核心课、选修课和教学实践环节。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从事体

育教学、运动训练、竞赛组织及社会体育指导等工作的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能。具

体课程设置见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注：1.课程的具体考核形式分为闭卷考试、

开卷考试、随堂测验、课程作品（论文、设计、报告）、学习成果报告5种形式。原则上，公共学

位课程中的考试课程以闭卷考试为主；专业学位课程以课程作品为主；其余课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

确定考核形式。2.专业学位课程的合格成绩为75分，其余课程的合格成绩为60分。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36学分，学科类课程16学时1学分，术科类课程32学时1学

分。其中公共课12学分、领域核心课10学分、选修课不少于6学分、教学实践环节8学分。



（三）体育硕士（冠军班）

         1.培养目标及要求：

         培养目标：我院招收优秀运动员及教练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即 “体育硕士冠军班”），

遵循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掌握坚实的理论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

工作的能力，创新意识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体育人才。

         2.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学位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科基础课及专业主

干课，非学位课程包括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和必修环节。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实行学分制，硕

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至少按要求取得31学分。学位课程不少于22学分，即公共基础课

6学分、学科基础课10学分、专业主干课6学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9学分，即选修课5学分(包含专业

方向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实践环节4学分(社会实践活动2学分，在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作与学位论

文有关的文献综述性学术报告2次2学分)。

         开设该项目以来，已培养众多优秀运动员及教练员，如赛艇奥运冠军张杨杨、羽毛球奥运冠军

蔡赟、自行车奥运冠军钟天使、三人篮球世界杯冠军张芷婷等。



        （1）导师指导：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应通过定期开展读书报告会、课题研

讨会、实验或调研指导等形式对所指导的研究生进行学习指导。鼓励导师之间开展跨学科的研究生

组会，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视野，促进研究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2）课程修读：根据本方案的要求完成相应的课程修读并获得学分。课程修读主要以授课教

师课堂集中讲授、组织讨论、实践观摩等方式进行。

        （3）学位论文研究：研究生围绕通过开题确定的学位论文题目，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学位论

文的研究工作，系统地学习并掌握研究设计和论文撰写的相关知识和能力。

        （4）自主学术实践 ：研究生应根据本方案的要求，自主开展文献阅读与述评、听取学术讲座、

参加学术会议等活动，全面提升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

培养方式、实践实习方式、培养特色

（一）培养方式

1.体育教育训练学（学术型）——竞技运动科学方向

        （1）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采用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培养、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培

养、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培养紧密结合的培养模式。由学校导师与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指导，重点

突出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的提高。

        （2）课程学习采用讲授、案例分析、实习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学生实践环节，安排多种实践

教学和专题讲座。由二级培养单位负责选定有能力的教师为研究生上课。

        （3）实行导师负责制。鼓励校内、外导师联合培养，以校内导师为主。培养单位可聘任具有

丰富实践经验的体育教师、教练员、体育管理者等长期从事体育硕士的培养工作，参与实践过程、

项目研究、论文写作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重点突出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的提高。

2.体育专业硕士（专业型）——运动训练领域

        （1）采取以导师为主，教研室及导师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2）在培养的过程中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课程学习、实践能力培养与科学研究

相结合的方法。

        （3）采用的教材，应反映本专业国内外的现代先进水平。由系(院)负责选定有能力的教师为研

究生上课。

        （4）研究生应积极参加校内外学术活动。

        （5）为扩大研究生知识面，应定期或不定期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设专题讲座。

3.体育硕士（冠军班）



1.体教结合高层次创新项目

        （1）合作院校：美国怀俄明大学

        （2）项目期限：8个月

        （3）申请对象：本科/硕士

        （4）项目简介：

        为响应国家“北冰南展”计划，2019年上海体育学院与美国怀俄明大学共同成立了上体-怀大

海外中心。其中，“体教结合越野滑雪”项目是中心开展的特色冰雪项目，项目跨项选材身体素质

与学习成绩兼优的学员，以零基础赴美学习越野滑雪运动的理论与实战，旨在积极践行北京冬奥精

神的同时，为越野滑雪运动在南方的发展与普及培养高端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项目实施以来，获得了包括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内的广泛关注，并被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内

的众多主流媒体重点报道。2020年初，首届项目学员入选怀俄明大学代表队，并夺得全美大学越野

滑雪锦标赛团体银牌，开辟了我国南方体育类高校投身冬季项目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先河。

        （2）项目期限：6-24个月

        （3）申请对象：硕/博研究生

        （4）项目简介：

        本项目是由国家留基委设立并牵头实施的项目，旨在推动国内外合作，培养创新型国际化人才、

加大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支持。

2.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1）合作院校：

（二）培养特色

合作高校 项目名称 招生专业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竞技体育科技高端人才培养计划 体育教育训练学

美国怀俄明大学
冰雪项目（越野滑雪）
高水平人才培养计划

体育教育训练学



毕业生就业去向

（一）体育教育训练学（学术型）——竞技运动科学方向

        主要就业方向：出国深造、高校教师、各级科研所科研人员、各级体育局管理人员、各级体校

和运动队教练、中小学体育教师、各级体育俱乐部教练员等。

（二）体育专业硕士（专业型）——运动训练领域

        主要就业方向：升学深造、出国留学、高校教师、体能教练（高水平体能教练、青少年体适能

教练）、运动专项教练员（青少年专项教练、各级体育俱乐部教练员）、各级体育部门管理人员、

各级体科所科研人员、中小学体育教师、特警、大众健身教练。

（三）体育硕士（冠军班）

        主要就业方向：高校任职、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各级地方体育局等体育管理事业单位、体育运

动公司、体育新媒体行业。

导师简介
         学术型硕士生导师：https://jjyd.sus.edu.cn/szlil/xsxsssds/tyjyxlx.htm

          专业硕士导师：https://jjyd.sus.edu.cn/szlil/zyssds/tys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