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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从 2012 年起执行）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知识、技术与技能，具有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底蕴、国际化视野和创新意识，能在学校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健康指导

等领域从事武术、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应用

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武术、

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的专业训练，掌握组织教学、训练、科研、裁判等方面的基本

能力：

1．掌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理论体系，通晓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

体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熟练掌握武术、体育养生或民族民间体育专项运动技术与教学、训练方法，并

了解专业内其他专项的主要技术与技能；

3．具有在武术、体育养生、民族民间领域进行教学、训练、表演与管理的基本能

力，以及一定的创新实践能力；

4．熟悉国家与本专业有关的体育方针、政策和法规；

5. 了解本专业在国内外的最新发展动态；

6. 掌握本专业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7．具备完善的人格和较高综合素质，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一）主干学科

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



（二）主要课程

中国武术史、中国文化概论、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理论、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武术学

概论、太极推手、综合格斗、专项训练实践与理论、中医学基础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军事训练、毕业论文、专业实习、创新实践、社会实践、表演等。

五、主要专业实验

运动技能评定实验、运动技术诊断、运动心理测量等系列实验等。

六、修业年限、学分和授予学位

（一）修业年限

四年。

（二）学分

144 学分。

（三）授予学位

教育学学士。

七、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类型、学时和学分分配、开课时间、课外实践安排等见表 1。

八、课外实践要求

（一）毕业论文/设计

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应在导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毕业论文评审通过、修改通过

者，准予获得 4学分。论文评审不通过者，不予获得学分。允许在毕业后 1年之内对论

文进行修改，修改后论文评审通过者，准予获得 4学分。

（二）专业实习

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需完成专业实习活动，共计 8学分。实习考核成绩及格以上者

方可获得专业实习学分。未参加实习（包括中途离开）或实习不及格的学生不能获得专



业实习学分。

（三）创新实践

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需参加创新实践活动，共计 4学分。其中创新创业训练 1学

分、学术活动 1学分，赛事组织 1学分，技能比赛和竞艺比赛 1学分。

（四）社会实践

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需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共计 2学分。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社会

调查、志愿服务等。

以上内容详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课外实践活动说明》

九、说明

（一）课程安排

必修课安排在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秋完成，专业选修课安排在第二学年至第四学年

秋完成，公共选修课教务处统一安排在第三、四学年完成。

其中，公共必修课《形势与政策》课程安排在第一至第四学年，共八个学期，包括

《时事政治》与《职业发展和就业创业指导》两个部分的内容；学生必须参加两个部分

内容的学习，通过后方可获得该课程学分。

（二）奖励学分

学生在校期间达到一级运动等级可奖励1学分，达到武英级运动等级可奖励2学分，

达到国际健将运动等级可奖励 3学分。学生在国内、外体育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名次），

可按学校相关规定，获得相应奖励学分。

学生各项奖励学分总和不得超过 3个学分。学生获得的奖励学分，可依次免修相等

学分的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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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课外实践活动说明

一、毕业论文

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应在导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 1篇，共计 4学分。

（一）在第五学期期末进行指导教师师生互选并组织学生论文开题，论文工作周期

要求不少于十一个月。在开题报告环节，教研室以 3—4名导师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学

生论文的选题情况进行评议。

（二）论文开题后学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论文的调研工作，并于第七学期结束

前按照学校规定，由教研室组织指导教师和学生接受学院及学校的中期检查。在第八学

期开学后，学生应完成论文，交指导老师审阅并根据导师意见进一步修改。

（三）论文终稿需要符合论文写作格式规范，详见《北京体育大学本科生论文写作

规范》。

（四）论文答辩于第八学期期中进行。毕业论文报告会由学院组织，学生本人参加

论文答辩，每篇论文报告 10 分钟，答辩 5分钟。报告内容包括：选题依据、研究目的、

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研究结论和创新点。

（五）答辩结束后，根据答辩小组所给的修改意见，学生与指导教师协商并进行修

改。在规定的时间提交指导教师。

（六）各教研室推选 1-2 篇优秀学生论文，在学院内进行评选，最终确定 1-2 篇优

秀学生论文上报学校，进行学校优秀论文评选。

毕业论文工作的具体要求详见《北京体育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管理办法》。

二、专业实习

（一）主要形式：

学生根据实习单位需求，将分两批完成专业实习，时间为第六学期和第七学期，每

批学生实习十六周。主要采取集中编组定点（实习单位）实习与分散（由实习生自找实

习单位或由学院分别安排）实习相结合。

（二）实习生要求

1.实习生要严格遵守实习学校或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领导，遵守纪律，懂文



明，有礼貌，服装整洁，热情大方，讲究卫生。

2.实习生要认真备课，钻研技术和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3.实习生要认真完成专业实习规定的各项实习任务。

（三）实习的考核

1.参加专业实习的学生必须认真完成专业实习各项任务和撰写各种专业实习文

件。

2. 实习指导教师要随时考察学生实习工作态度，检查完成实习任务的情况，定

期抽查实习文件。

（四）专业实习结束工作与档案保存

1.实习返校前，各实习分队应向实习单位征求意见，办清各种手续。

2.实习返校后，要认真做好实习总结工作，办好专业实习成果展览，收集、整理学

生专业实习文件。

3.考核成绩及格以上者方可获得专业实习 8学分。

（五）专业实习的具体要求详见《北京体育大学本科专业实习管理办法》。

三、创新实践

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需参加创新实践活动，共计 4学分。其中创新创业训练 1学分，

学术活动 1学分，赛事组织 1学分，技能比赛和竞艺比赛 1学分。

（一）创新创业训练

学生在校期间应参加两次在教师指导下以小组形式申报创新或创业项目，经学院组

织的专家小组评审合格，方可获得 1 学分。

（二）学术活动

学院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级别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学生在校期间须参加学校讲座、

论坛等学术活动 10 次以上。学生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后，需提供每次学术活动学

习体会（要求 500 字以上）。第八学期中后期经辅导员汇总审核通过后报教务办公室，

获得 1学分。

（三）赛事组织

学生在校期间须参加年级或年级以上规模比赛的组织或裁判工作 6次以上



（含本专业比赛 2次）。参加赛事组织考勤方式以比赛秩序册或相关证明为准，第八学

期中后期经辅导员汇总审核通过后报教务办公室，获得 1学分。

（四）技能比赛和竞艺比赛

学生在校期间须参加一次教学技能比赛，比赛内容分为实践教学技术与理论教学技

术。参加技能比赛考勤方式以专项班主任给予合格或不合格，合格者给予相应学分（0.5

分），不合格者或无故不参加者将不得获取该学分。

学生在校期间须参加一次竞艺比赛，比赛项目可以使用各种武术流派的技术，并通

过武术技术动作来表达一个明显的主题思想，表达具体情节内容。参加竞艺比赛考勤方

式以辅导员给予合格或不合格，合格者给予相应学分（0.5 分），不合格者或无故不参加

者将不得获取该学分。

四、社会实践

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需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共计 2学分。

（一）社会调查

学生在每学期结束后，完成由年级统一布置的社会调查活动，要求在假期当中，学

生以专业视角深入调查、搜集材料、整合分析，假期结束后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上交调查

结果。调查结果应该有原创的文字、图片和数据等支撑，每篇调查不少于 1000 字。调

查结果由年级收齐统一评分，第八学期中后期经辅导员汇总审核后报教务办公室，成绩

合格获得 1学分。

（二）志愿服务

学院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应积极参与校内外志愿者服务与表演工作，四年完成志愿者

服务 48 小时以上。学生提交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相应志愿者活动证明或证书，年级

审核通过后，获得 1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