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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省域休闲体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 

基本现状、现实问题及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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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课程体系建设既是疏通休闲体育专业建设发展瓶颈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休闲体

育本科专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诉求，更是响应国家专业建设与调整的现实要求和

推进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深度访谈法等研究方法，选

择武汉体育学院、湖北大学、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武汉商学

院等5所开设休闲体育本科专业的院校为调查对象，以休闲体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

设为切入点，对湖北省高校休闲体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进行分析和探讨。研究结

果表明：湖北省高校休闲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总体上契合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

培养的现实需求和发展方向，就业方向也相对明确，虽参差不齐，但课程体系总体上

达到了国家对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的要求。然而，仍存在与相关

学科差异性不显著、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匹配性不强、“产学研”一体化培养形同虚

设、休闲体育专业特色不鲜明、基础载体建设总体不足等现实问题。为此，提出了聚

焦休闲产业发展，凸显休闲体育专业特色；强化社会需求调研，提升人才培养针对

性；创新课程体系建设，形成专业独特优势；推进多元融合培养，实现“产学研”一

体化；加大专业平台建设，注入学科持续发展动力等课程体系建设的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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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to unblock the bottlene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ports major construction, but also a practical demand to achieve the health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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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ports undergraduate major. It is also a response to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adjustmen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discipline.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selected f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leisure sports undergraduate major, including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Hubei University,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College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Wuh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as the survey object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raining goals of leisure sports professionals in universities in Hubei Province generally align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eisure sports undergraduate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employment direction is relatively 

clear. Although the participation is uneve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verall meets the n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eisure sports undergraduate talent training curriculum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in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relevant disciplines, weak matching between talent supply and social 

demand, virtual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training, unclear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sports majors, 

and overall insufficient basic carrier construction.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isure 

industry and highlight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sports; Strengthen social demand research and 

enhance the targeted talent cultivation; Innov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to form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field; Promote diversified integrated training and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platforms and inject impetus in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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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本科专业。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及 46 号文

件和 77 号文件的颁布，休闲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管理

等专业的发展进入重要发展阶段，休闲体育专业的发展

与建设进入快车道，如何区别于体育管理、体育经济、

体育社会指导等专业，实现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与社

会需求充分对接，成为新时代我国休闲体育发展的重要

任务之一。课程建设作为我国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中

的重要一环，在休闲体育学科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因此，进一步深化课程建设，充分发挥休闲体育

专业的学科特色，成为当前休闲体育专业建设和学科发

展的当务之急。从当前的发展实践情况来看，我国休闲

体育专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例如，

当前休闲体育专业与社会体育专业的边界还不是很清晰，

这两个专业在人才培养、就业方向、课程体系等方面目

前还存在高度的相似性。甚至很多行业专家及多年从事

休闲体育专业或是社会休闲专业教学的老师也并不能很

好地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差异。此外，从全国各高校休闲

体育本科专业课程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的课程体

系还存在明显不足，课程设计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

程度的脱节。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北省五所开设

休闲体育专业的代表性院校的课程体系建设的现状调查，

理清现实发展瓶颈，进而探讨未来的提升路径。

1  前言
就世界范围来看，休闲体育发展的时间比较早。据

资料记载，上世纪初休闲体育开始受到国外专家学者的

关注，与我国不同的是，国外休闲体育专业的名称为

“Leisure and sport”，到底翻译成“休闲体育”还是“体

育休闲”或是“体育和休闲”并无定论［1］。引入我国以后，

“休闲体育”的概念受到诸多学者的一致认同，基于此，

休闲体育的称谓和概念保留至今。在我国，真正意义上

的休闲体育发展的时间较晚。资料显示，从上世纪 80 年

代开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人们健身观念的不断增强，休闲体育逐步进入

专家学者的视野。随后，卢元镇（1983，《论消遣与娱乐》）、

王雅林（1992，《闲暇社会学》）等专家学者也对休闲

体育进行了研究。这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

可称为我国休闲体育的起步阶段，该阶段只有为数不多

关于休闲体育的研究成果，并未涉及休闲体育专业及课

程的建设问题，真正意义上休闲体育专业的建设和实践

起源于 2007 年。2007 年武汉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开

设了休闲体育本科专业［2］。2008 年，上海体育学院、西

安体育学院、首都体育学院等 5 所专业体育院校也都开

设了休闲体育课程。自此以后，湖北大学、江苏科技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等 40 余所院校也相继开设了休闲体育本科

专业。目前，全国已经有 50 余所高校及院所开设了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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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北省休闲体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的基本状况

2.1  休闲体育专业培养目标定位

从整理的文献资料来看，武汉体育学院、湖北大学、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武汉商学

院等 5 所院校是开设休闲体育专业较早的高校。在培养

目标的定位上，虽总体比较一致，但也存在一些细微的

差异。总体来看，培养目标主要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

除了武汉商学院外，其他 4 所院校都将该项培养目

标放在显著位置。这也意味着，休闲体育专业在人才培

养方面极其重视学生素质的综合发展和全面提升。学生

不仅要具备从事休闲体育工作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术技

能，还要在思想品德和身体素质方面有更高的要求。这

充分体现了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也彰显了休闲体

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独特性。

2）强调技术技能的提升

总体来看，较为统一的是开设休闲体育专业的各高

校普遍将实践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只是在具体要求方面

稍有差异。从调查的情况来看，5 所高校都注重技能的

提升，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其中武汉体育学院及武汉

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明显更加偏重专业运动技能的提

升，而其他三所高校（非专业体育院校）对人才培养过

程中技能的掌握则更加全面，且经营管理能力放在重要

位置。就休闲体育专业而言，技术技能是学生必须掌握

的能力，但与其他体育类专业的技术技能存在差异。比

如，体育教育专业也需要掌握足球、篮球、排球、乒乓

球、羽毛球、网球等传统项目的技术技能，且一般情况

下，有主项和副项之分，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成为体育教

师或体育教练员。而休闲体育专业则不然，其更多是要

掌握新型的休闲娱乐项目，如飞盘、攀岩、飞镖、攀桶、

皮划艇、高尔夫、棒垒球、射箭、保龄球、门球、手球、

露营等项目。与体育教育专业一样，休闲体育专业也强

调“一专多能”和“一精多会”，不能只学皮毛，而是

要充分体现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3）强调人才培养的定位

调查的 5 所高校都对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

类型进行了明确，但称谓稍有差异。武汉体育学院培养

“应用型人才”；湖北经济学院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

武汉商学院培养“专门人才”；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

学院培养“复合型人才”；湖北大学虽未明确提出人才

类型，但从培养目标的描述来看，也是培养“应用型人才”。

因此，无论是综合性院校还是体育专业院校，休闲体育

专业都将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主要方向。这意味着，

在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更多地研制和引进能够提升

学生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课程，以更好地实现人才培

养目标（详见表1）。虽然“复合性人才”和“应用型人才”

的人才培养定位已经形成共识，但为了实现休闲体育专

业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随着社会环境日

益复杂、国家政策全面推进及体育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宏伟蓝图的方向指引，各高校可适当考虑

提升标准和要求，让学生成为具备过硬项目技术技能和

突出经营管理能力的“多面手”和“桥梁型人才”。

表 1  湖北省 5所高校休闲体育专业培养目标

高校名称 培养目标

武汉体育学院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休闲体育经营与管理、项目研究与规划、产品策划与设计、活动指导与推广以及相
关专业方向学校教学工作，具有较强休闲体育运动技能、懂经营、擅管理的应用型人才

湖北大学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较扎实的体育科学基础，掌握运动休闲娱乐活动策划与组织的基本理论知识、方
法与基本技能；了解社会体育的发展动态和趋势，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技能素质，具有较强的实践工作能力等

武汉体育学院
体育科技学院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较强休闲体育运动技能、懂经营、擅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能从事经营与管理、研
究与规划、产品策划与设计、休闲体育指导与推广以及相关专业方向学校教学工作

湖北经济学院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人文与科学素养，熟练掌握休闲体育的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具有较强的创
新意识、实践能力和组织管理技巧，能在休闲体育及相关行业从事休闲体育指导与服务、休闲体育产品策划与设计、
休闲体育经营与管理、体育旅游项目开发与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武汉商学院
培养具备休闲体育发展所需之学术研究、技术指导以及组织管理与策划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能够胜任在各类学校、
机关、协会、企业、社区、俱乐部、旅游等部门从事教育、组织并指导人们的休闲体育生活、休闲体育市场营销
和开发的专门人才

4）强调服务体育产业的发展

从各类高校休闲体育专业的设置及人才培养的实际

情况来看，很多学校还理不顺“社会体育”和“休闲体育”

之间的关系和差异，其实从其产生的背景及发展目标来

看，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两者都强调管理，但服务对

象不同。社会体育专业的设立更多地是从指导大众健身

的角度出发的。1995 年 6 月《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

实施，并自 1997 年起，每 4 年对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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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进行 1 次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3］。为了增加体育参与

人口，解决人们因不懂锻炼方法、缺乏组织和指导而不

参加体育活动的问题，更好地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各校开始设立社会体育专业。而休闲体育专业

的设立更多地是从服务大众休闲娱乐需求的角度出发的，

受市场需求的影响较大。从各高校休闲体育专业建设的

经验来看，休闲体育专业是从社会体育专业分离出来的

一个新专业，但却不是社会体育专业的延伸［4］。这个新

的专业与社会体育专业有一些共同特征，但也有自身的

一些独特性。它们产生的背景不同，注重其发展目标和

服务对象的差异。一个是服务公共体育，一个是服务体

育产业发展。从表 1 中可以明显看出，各高校确实体现

了这一点，只是未能区分出与“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

养的差异，也未能充分体现“休闲体育”的特色。

2.2  休闲体育专业就业方向设置

就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而言，就业是学生最根本的

归宿。因此，明确专业的就业方向既是人才培养的基础，

也是课程体系建设的前提。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五所高

校在休闲体育本科专业就业方向的设置呈现以下特点。

1）强调休闲体育的指导服务

就这一点而言，主要是技术层面的指导和服务，所

有高校都对该就业方向进行了明确，主要从事的是社会

体育指导员（关于这一点与社会体育的就业方向非常相

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专家学者和老师们对“社会体育”

和“休闲体育”之间差异不清晰的原因）。其实，从休

闲体育的设置及发展实践来看，其主要还是由社会体育

专业中分离出来，绝大部分的学校基本上师资队伍是一

拨人，但值得强调的是，休闲体育虽然从社会体育指导

专业中分离出来，但其发展的背景和就业目标是不同的，

休闲体育主要还是面向体育产业大发展的背景，是服务

于广大民众体育消费和参与的诉求，而社会体育主要是

面向公共体育的发展（或全民健身），强调向社会提供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5］。

2）强调休闲体育的经营管理

与休闲体育指导与服务一样，休闲体育的经营管理

也是各高校就业的重要方向之一。其虽然与社会体育指

导专业一样，都注重管理，但管理的领域不同，休闲体

育面向体育产业发展的主战场，毕业生更多需要接受“工

商管理”相关的理论和知识，而社会体育面向全民健身，

毕业生应该更多地接受“公共管理”（或行政管理）等

相关的理论和知识。

3）关注休闲体育的教学工作

休闲体育的“教学工作”不同于“指导服务”，指

导服务主要涉及新型娱乐健身项目的技术技能指导，例

如社会体育指导员。而教学工作的主要就业方向是教师

和教练。从统计资料来看，武汉体育学院、武汉商学院、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都将从事教学工作作为休闲

体育本科专业的就业方向，而湖北大学和湖北经济学院

则没有。从学科发展的经验来看，教学工作主要涵盖运

动训练和体育教学等专业人才培养的就业方向。然而，

对于休闲体育专业而言，实有不妥，因为它无法充分体

现休闲体育专业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也不利于突出

就业优势和就业能力。值得提出的是，若是针对新型健

身娱乐项目的教学工作，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休闲

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和竞争优势。

4）关注科学研究能力

从资料来看，武汉体育学院和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

技学院都将“科研工作”作为休闲体育本科专业未来就

业的方向，这与该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不匹配，因为本

科专业培养的目标不是科研人才，科研人才是研究生阶

段的主要任务［6］。鉴于此，本文认为休闲体育本科专业

的就业方向应主要考虑“指导服务”和“经营管理”这

两个方向，只有这样，方能体现专业的特色和优势。当然，

针对具体的休闲项目的指导服务和经营管理，各高校可

以结合自身优势和国家战略，有针对性地开设科学合理

的课程体系与之配套。

总体来说，休闲体育专业的就业方向相对较广泛，

行政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体育企业等都是就业

选择的方向，但由于休闲体育主要是服务于体育产业的

发展，尤其是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所以，体育企业和

社会团体才是其最主要的就业方向。

表 2  湖北省 5所高校休闲体育专业就业方向

高校名称 就业方向

武汉体育学院 从事休闲体育经营与管理、教学与科研、休闲体育指导与推广、休闲体育运动训练等工作

湖北大学 从事休闲体育指导与服务、经营与管理、策划与设计等工作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能从事经营与管理、研究与规划、产品策划与设计、休闲体育指导与推广以及相关专业方向学校教学工作

湖北经济学院 从事休闲体育指导与服务、休闲体育产品策划与设计、休闲体育经营与管理、体育旅游项目开发与管理等工作

武汉商学院
能够胜任在各类学校、机关、协会、企业、社区、俱乐部、旅游等部门从事教育、组织并指导人们的
休闲体育生活、休闲体育市场营销和开发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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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休闲体育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就休闲体育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而言，主要包

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个部分。考虑到各高校在课程体系

建设上的差异，核心课程主要是必修课，而选修课程通

常作为大平台课，与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等相关专业并

没有明确区别，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发展需要选择

适合自己的选修课，而必修课则不然，这直接关系到学

生理论知识的获取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因此课程体系的

建设必须科学合理。为了充分体现这一点，下文将主要

对各高校进行必修课课程体系建设的对比分析。

1）公共基础课的课程建设情况

通过图表可清晰看出，由于公共基础课属于通识教

育课，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涉

及的课程类型多样，其中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等课程。从统计情况来看，五所高校在公共基

础课程建设上基本上都是依照国家的规定去执行的，但

由于各校资源优势和侧重点不同，也存在一定差异，其

中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大学语文

等［7］是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必须学习并完成学分的课程，

各高校在休闲体育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中都有设置，

只在某些课程上稍有不同。武汉体育学院与湖北大学在

公共基础课中开设了军事理论课程，通过对军事理论的

学习，能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增强

学生的国家观念、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加强学生

的组织纪律性，能够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

对大学生的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学习态度和生活态度

有积极的作用；湖北经济学院作为一个以经济类为主导

的高校，将经济学、管理学、数学思想运用等课程加入

了公共基础课中，从而着重培养学生在体育经济方向的

专业技能；武汉商学院和湖北大学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

公共基础课的必修课程，这也符合当前高等教育的现实

需要。现代社会心理健康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意义重大，

而心理教育对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此外，湖北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武汉商学院将大学生

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与就业指导纳入公共基础课的课程体

系中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就业计

划、面试技能和实践能力，与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

养的目标和就业方向也是一致的。

表 3  休闲体育专业开设公共基础课情况统计

课程名称 武体 湖大 武汉体育科技 湖经 武商

大学英语 √ √ √ √ √

计算机应用基础 √ √ √ √ √

形式与政策教育 √ √ √ √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大学语文 √ √ √ √ √

数学思想与运用 √ √

经济学原理 √

管理学原理 √

心理健康教育 √ √

军事理论 √ √

2）专业必修课的课程建设情况

从各高校专业必修课的课程体系建设情况来看，各

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较大差异，基本上没有较为统一的

课程体系，各高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项目优势有针对

性地开设了一些课程，当然，总体来看，这些课程也都

符合休闲体育本科专业课程建设的要求，并与培养目标

及就业方向一致。（1）武汉体育学院必修课设置。武汉

体育学院主要开设休闲体育概论、体育健身原理与方法、

体育市场营销等相关课程，但体育管理学、体育产业经

营管理、体育经济学等相关经营管理方向的课程开设则

较少，且休闲体育运动项目主要围绕拓展训练、定向运

动和攀岩。（2）湖北大学专业必修课设置。从总体方向

上来看，湖北大学的休闲体育专业必修课与武汉体育学

院的情况比较类似，但休闲运动项目课程除了拓展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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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攀岩之外，还开设了高尔夫运动基础和技术这一特色

课程。（3）湖北经济学院必修课设置。从课程设置来看，

湖北经济学院与武汉体育学院及湖北大学最大的不同体

现在，该校的必修课主要是理论课程，几乎没有休闲运

动项目的技术课程，这与休闲体育本科专业培养“指导

服务”方面人才的发展目标肯定是不契合的，运动项目

的技术课程应当适当开展。（4）武汉商学院必修课设置。

武汉商学院必修课开设的情况与湖北经济学院类似，也

没有休闲运动项目的技术课程，这显然与培养目标是不

匹配的。熟悉武汉商学院的人都清楚，马术运动是该校

的特色，将马术运动的理论教学和技术教学纳入休闲体

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是该校得天独厚的优

势。总之，从当前各高校必修课的课程设置来看，部分

高校的经管类课程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而部分高

校的技术类课程还需要丰富和完善，由此方能与培养经

营管理类和指导服务类人才的目标保持一致。

表 4  休闲体育专业开设专业主干课情况统计

课程名称 武体 湖大 湖经 武商

休闲体育概论 √ √ √

体育健身原理与方法 √

策划学 √

体育市场营销 √ √ √

体育服务运营管理 √ √

体育俱乐部管理 √ √ √

拓展训练 √ √

攀岩 √ √

定向运动 √

体育社会学 √ √

体育管理学 √

健身与健美 √

体育产业经营管理 √ √

休闲度假旅游 √ √

运动训练学 √

体育经济学 √ √

运动竞赛学 √

运动康复与保健 √ √

运动营养学 √

体育赛事组织与管理 √

高尔夫运动基础与技术 √

体育市场调查与分析 √

休闲体育项目策划与设计 √

体育消费行为心理学 √

体育传播学 √

户外运动理论与实践 √ √

3）休闲体育专业课程类型设置

从休闲体育专业课程类型设置来看，调查的院校

在理论主干课程和技术主干课程的设置上存在较大差

异，体现出明显的理论课程多、技术课程少的特点。 

（1）从主干课程的数量来看，各院校基本设置了约

10 门主干课程，其中武汉体育学院和武汉商学院分别

为 9 门，湖北大学为 10 门，湖北经济学院为 12 门。 

（2）从课程的类型来看，近 70% 以上的主干课程为

理论课，武汉体育学院、湖北大学、湖北经济学院和

武汉商学院的理论主干课程分别占比 67%、70%、83%

和 89%。就休闲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而言，应用性和

复合型人才培养是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运动技

术相关的课程（主要为新型的健身娱乐项目相关课程）

开设不足将不利于学生技术技能的提升，也不利于休

闲体育经营管理能力的有效培养和实践。（3）从具体

的主干课程设置来看，被调查院校差异比较大，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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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湖北大学和武汉商学院更侧重于理论基础

知识的教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休闲体育概

论等课程居多；而湖北大学更侧重实践管理，更重视

休闲运动项目的调查分析和策划设计。（4）从特色课

程来看，武汉经济学院和武汉商学院开设了运动康复

保健课程，这一课程不同于传统的休闲体育经营管理

课程和休闲运动项目，但与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息

息相关，体现了这两所院校课程的特色。

理论主干课 技术主干课

12

10

8

6

4

2

0

6

3

7

3

10

2

8

1

武体 湖大 湖经 武商

图 1  休闲体育专业课程类型设置情况统计

4）休闲体育专业学分设置情况

就学分设置情况来看，各高校的设置情况存在较大

差异。一是总体学分都处于 172.5 ～ 198 之间，差异不

是特别明显，但从具体的设置来看，差异比较显著，其

中武汉体育学院的学分最高，达到 198 分，而湖北大学

和湖北经济学院设置的学分比较接近，分别为 172.5 分

和 175 分。二是必修课学分基本处于 88 ～ 117.5 之间，

占比在44%～68%之间，其中湖北大学学分和占比最高，

分别为 117.5 学分和 68.1% 的占比，湖北经济学院次之，

武汉体育学院最低。三是选修课学分处于 19.5 ～ 66 之

间，其中，湖北大学的选修课学分和占比最低，分别为

19.5 分和 11.3%，这反映了湖北大学休闲体育专业课程

体系建设中对必修课的重视程度。当然，这也一定程度

上表明了学生选课的自由度不高。四是实践部分学分处

于 25 ～ 52 之间，占比在 14.2% ～ 26.2% 之间，其中

武汉体育学院无论是学分还是占比都是最高的，分别为

52 分和 26.2%，而湖北经济学院和武汉商学院设置的水

平相当。从学分设置情况来看，各高校的总学分都符合

国家要求，但从培养目标和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学分

的设置还是需要充分考量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同时

也要考虑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可以适当减少相似课程的

学分安排。

表 5  休闲体育专业学分设置情况统计

学校 武汉体育学院 湖北大学 湖北经济学院 武汉商学院

类别 学分 比例 学分 比例 学分 比例 学分 比例

必修课 88 44.4% 117.5 68.1% 104 59.4% 91 48.9%

选修课 58 29.3% 19.5 11.3% 46 26.2% 66 35.4%

实践课 52 26.2% 35.5 20.5% 25 14.2% 29 15.5%

总学分 198 100% 172.5 100% 175 100% 186 100%

注：数据相加若有出入，为四舍五入时造成的。

3  湖北省休闲体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的现实问题
针对休闲体育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而言，不能仅仅

将其视作是“课程建设”的问题，而应将其放置于整个

休闲体育专业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的系统环境中［8］。从

湖北五所代表性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课程体系建

设的现实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专业定位：与相关学科差异性不显著

从专业定位来看，调查的 5 所开设休闲体育专业的

院校都比较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实践能力的提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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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提升、人才培养的定位等方面，培养目标总体契合

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和发展方向。但

从与相关学科的差异性来看，休闲体育专业的学科独特

性和竞争优势尚不明显。（1）休闲体育专业与社会体育

专业的区别没理清。从各学校休闲体育专业建设的情况

来看，休闲体育专业基本上就是从社会体育专业中分离

出来，但不是社会体育的延伸，而是一个新的学科［2］。

从各院校师资队伍来看，社会体育与休闲体育的师资队

伍基本上也是同一批人，课程体系之间的差异性也不太

明显。而实际上这两个专业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一

方面，专业建设的背景不一样。社会体育专业的设立更

多的是从指导大众健身的角度出发的，具有特定的时代

背景。社会体育指导管理专业的设立是为了推进全民健

身和增加体育人口，而休闲体育专业的设立是基于体育

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更多地是从服务大众休闲娱乐需

求的角度出发的，受市场需求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

专业培养的方向不同。社会体育专业主要培养社会体育

指导和社区服务、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营销、社会体育

管理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侧重于满足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领域的发展需求［3］。休闲体育专业主要培养具备休闲体

育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能够胜任休闲体育项目策划与

组织、休闲体育俱乐部经营与管理、体育旅游推广等工

作的专业人才［9］。休闲体育不仅局限于体育技能领域，

还关注户外运动指导与管理的能力，侧重满足健身休闲

产业发展领域的需求。（2）休闲体育与体育教育的差异

尚未完全明确。谈到休闲体育与体育教育这两个专业之

间的差异，看起来已经比较明确了，但实际上这些调研

的院校也并没有很好地做出差异，或者说没有最大程度

地做出特色和差异。从专业建设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两

个方面的不同。其一，培养目标不同。体育教育专业主

要培养体育教师、体育教练员等人才。而休闲体育则不

然，就业面更广，包括体育企业、体育社团、体育行政

机构，当然也包括体育教师和教练员，但主要的就业方

向仍然是体育企业或体育社团。其二，课程体系中涉及

的运动项目不同。体育教育专业更多涉及传统体育项目，

例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武术等。

而休闲体育专业更多涉及新型的休闲娱乐项目，如飞盘、

攀岩、飞镖、攀桶、皮划艇、高尔夫、棒垒球、射箭、

保龄球、门球、手球、露营等项目。因此，如何更好地

区分休闲体育与社会体育、体育教育以及其他相关专业

之间的差异，展现休闲体育的特色和竞争优势是关键。

3.2  供需结构：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匹配性不强

结合调查情况来看，当前我省休闲体育专业建设及

课程体系的设置并未充分考虑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匹

配性问题，许多学校休闲体育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与社会

需求，尤其是社会企业之间的实际需求还存在显著差距，

供需结构失衡问题突出。（1）需求端。从社会需求，特

别是体育企业和体育社会组织的人才需求来看，相关组

织和机构需要能够满足休闲体育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

人才——“宽专业、厚基础、强能力”，即具备扎实的

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较强的技术技能、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并具备相应管理能力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

但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各院校开设的课程没有与时俱进

或没有对社会企业和组织进行充分调研，现有课程体系

难以培养学生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导致毕业生难以满足

社会企业的人才的发展需求。（2）供给端。前文中提到，

当前相关院校休闲体育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与社会企业和

组织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具体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业技能没有体现“一专多能”

或“一精多会”的特点。休闲体育专业与体育教育专业

一样，同样要求毕业生掌握必要的技术技能，但目前的

实际情况是，学生学习了较多的休闲娱乐项目知识和技

能，但都仅仅学了一点皮毛，没有体现“一专多能”“一

精多会”的技能。

此外，休闲体育专业要求学生最大程度地学习新型

的休闲娱乐项目，而现在不少院校仍然注重学习足球、

篮球、排球等传统体育项目，与体育教育专业相比，竞

争优势不明显，休闲体育专业的特色不突出，且理论知

识相对欠缺。总体体现在基础知识不扎实，掌握程度较

浅。其一，专业建设要求学生学习经济学、管理学、法

学等相关课程，但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其二，各院校

的师资队伍相对不足，尤其是缺少懂经济、懂管理和懂

法务的实践导师；其三，部分院校引进了母学科的教师，

但对休闲体育了解又严重不足，对学生的指导有限。其

四，虽然都开设了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等相关课程，

但课程究竟是偏“工商管理”还是“公共管理”并没有

清晰，休闲体育因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就是要

服务体育产业的发展实践和体育企业的经营管理。因此，

课程类型和方向仍需明确。

3.3  培养模式：“产学研”一体化培养形同虚设

“产学研”一体化是一个时髦的词，各高校在专业

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广泛提及，休闲体育的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及课程建设也不例外。那么，调查的五所院校

中，其休闲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体现了这一

点否？目前来看，不少学校“产学研”一体化培养形同

虚设，都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或是不要的领域。

当然，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许多学校没有主动谋划。

主要体现为：（1）“产学融合”不够。在具体的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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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课程体系建设中，相关院校并未真正将学生的学习

与产业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他们既没有进行针对性的社

会企业调研，也没有与相关体育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

系，学生无法得到充分的实习实践机会。（2）“学训融

合”不深。休闲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注重技术技能的获得，

因此，技术技能既要学习也要实践。一方面通过参加新

型休闲娱乐项目的训练和比赛获得，另一方面通过相关

的创新创业赛事和活动来获得，但当前的实际情况是，

许多院校并没有程序化的创新创业赛事活动，也没有新

型休闲娱乐项目的训练和比赛。（3）“教学结合”不足。

作为休闲体育专业的学生，很多毕业生走向社会后就要

对他人进行技术技能的指导，不能仅仅只学习到项目技

术技能，还要能将所学进行实践，因此，教学实习显得

尤其重要。但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不少院校并没有很好

地践行这一点。当然，湖北大学体育学院在这一点上做

得较为出色，比如攀岩和攀树等相关课程，院里每学期

都会有攀树、飞镖等项目的公开课，休闲体育专业的学

生担任助教协助授课老师一起上课，在授课的过程中自

然而然地提升了项目的技术指导能力。

当然，除了上述“学训融合”“教学结合”“产学融合”

等方面的问题外，创新教材、内容、教法等方面的“教

研融合”等活动的开展和落实也存在不足。从休闲体育

专业人才培养及课程体系建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高质

量发展的需求来看，“产学研”一体化教学若能落到实处，

休闲体育专业的建设势必更上新台阶。

3.4  课程体系：休闲体育专业特色不鲜明

休闲体育的专业建设也好，人才培养也罢，起到重

要基础性作用和支撑性作用的还得是“课程”，但从当

前的调查统计来看，休闲体育专业的特色并不很鲜明。

之所以如此，有院校关注和重视程度不够的原因，有对

休闲体育专业建设不了解和不清晰的原因，也有对院校

自身的资源优势认识不足的原因。当然，从湖北省 5 所

开设休闲体育专业的院校来看，体育休闲体育专业课程

的特色，肯定不是通识课程，而是专业主干课程或是必

修课程。但调研显示，许多学校在课程设计上与社会体

育专业的差异不明显，特色不鲜明。（1）技术类课程缺

少新型休闲娱乐项目的课程学习。关于这一点，在人才

供给与社会需求这个内容中已有提及，之所以再次强调，

是因为技术类课程对于休闲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和专业

建设而言太重要了，而不少院校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前，之所以缺少新型休闲娱乐项目的课程学习，重要

原因之一是许多学校缺少专业的教师，很多运动项目的

教学依然由体育教育专业的老师来完成。（2）理论课程

设计不尽合理。前文提到，调查的院校当中，休闲体育

与社会体育专业中的体育经管类课程几乎相同，没有体

现出专业的差异。但实际上这两个专业之间的差异是明

显的，一个是从指导大众健身的角度出发，一个是从满

足大众休闲娱乐需求的角度出发，就好比一个是“工商

管理专业”，一个是“公共管理专业”，如果都开设相

同的课程，都使用相同的教材，显然是不科学和不合理的。

当然，还有一些院校开设的体育经营类课程比较少，或

相关课程的教材水平比较低，全国统编的体育经管类教

材并没有得到较好地运用。（3）相关课程没有充分利用

学校的资源优势。各院校在开设休闲体育专业的相关课

程时，不能只是对接大纲，还要充分考虑自身资源禀赋，

例如，山、水、树及学校的优势资源，例如，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就较好地利用起了学校的场馆优势和山水优势，

开设了攀树、保龄球、皮划艇等休闲体育专业的特色课程；

同样，武汉商学院结合学校的资源开设了马术等相关课

程等。

3.5  平台建设：基础载体建设总体不足

推进高水平的平台建设，通过平台引师资、引资金、

引项目、引成果，实现良性循环，提升专业的社会影响

力和专业竞争力，这是专业快速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但就调查的情况来看，许多院校在休闲体育专业建

设过程中并不太关注和重视平台建设，或是有建设的规

划和设想，但资源投入又严重不足。就休闲体育专业建

设和课程体系发展的情况来看，总体的情况是基础载体

建设整体不足。（1）缺教材。这里说的缺教材不是说没

有教材，而是学校在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

方向，缺少本校师资主编及参编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

的教材，难以形成专业的社会影响力。（2）缺会议。不

少院校开设休闲体育专业已经多年，但并没有承办或协

办具有一定影响力或同行熟知的学术会议，社会对该专

业的了解和认知有限。（3）缺研究中心或院所。休闲体

育专业要发展，必须得依赖一定的平台，比如休闲体育

研究中心、比如自办期刊等，如果都没有，那么高质量

的成果、科研经费、学术交流等必定会受影响。现在来看，

调查的院校中，在休闲体育专业的建设当中，基础载体

建设提升的空间依然比较大。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院校都是如此，综合比较来

看，湖北大学体育学院休闲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和课程

体育建设方面独树一帜，竞争优势比较明显。其一，湖

北大学休闲体育专业拥有首级重要研究中心——湖北休

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每年省里拨付几十万的经费，较

好地助力了专业的科学研究。其二，学院建立了自己的

期刊——《休闲运动与健康》，这在全国休闲体育专业

的建设当中也是凤毛麟角，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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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和传播平台。其三，形成了数量众多、体系齐

全的高教社国家统编教材。由我院刘勇教授和石岩教授

主编的《体育市场营销》《体育公共关系》《健身休闲

俱乐部经营管理》《体育市场调查与分析》等教材在全

国范围内广泛使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户外运动

基础》《休闲体育营销》等教材也受到相关院校及师生

的普遍认可，这较好地体现了我校休闲体育专业的师资

实力和资源优势。

4  湖北省休闲体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的提升路径
立足于国家专业建设和调整的现实要求、国家体育

产业政策的积极推进以及休闲体育专业的蓬勃发展，结

合湖北省休闲体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

就湖北省乃至全面休闲体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提出

如下提升路径。

4.1  聚焦休闲产业发展，凸显休闲体育专业特色

休闲体育专业的设立是立足于体育产业发展的现实

需求，因此，应聚焦休闲产业发展，方能凸显休闲体育

专业的特色。一是将服务健身休闲产业的基础理论创新

和发展实践作为休闲体育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根本出

发点，满足大众健身休闲参与和消费的需求。二是积极

响应和对接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政策，围绕健身休闲企业

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专门性的人才培养。三是充分研

究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和根本走向，强化新型

健身娱乐项目的人才供给。

4.2  强化社会需求调研，提升人才培养针对性

社会需求，尤其是社会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需求，

是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出发点。一是加强与社

会健身休闲企业的调研与合作，最大程度了解用人单位

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标准。二是兼顾基础理论知识和项

目技能的学习，为社会提供“宽专业、厚基础、强能力”

的高素质“桥梁性”“复合型”“应用型”的专门性人才。

三是强调人才培养过程中综合素质的提升，技能学习要

体现“一专多能”“一精多会”，理论学习要注重知识

的“融会贯通”和“举一反三”。

4.3  创新课程体系建设，形成专业独特优势

立足休闲体育专业的特色，创新课程体系建设，最

大程度地区别于相关体育学科，形成自身专业的独特优

势。一是学校应根据自身资源的实际状况，打造特色体

育课程，形成专业优势。二是重点依托体育经管类全国

统编教材，丰富和优化休闲体育专业的理论课程。三是

积极引进专业师资，主动开发和研制特色课程，打造

“金课”。

4.4  推进多元融合培养，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产学研”一体化是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立

足点，也是休闲体育专业推进多元融合的关键。一是推

进“学训融合”，积极办赛和参赛，以赛事为载体，提

升学生的技术技能和组织管理技能。二是推进“产学融

合”，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健身休闲企业的实习实践，拓

宽学生的锻炼平台和就业渠道。三是推进“教学融合”，

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志愿及社会服务，引导学生担任休闲

娱乐项目课程的助教，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4.5  加大专业平台建设，注入学科持续发展动力

专业平台的建设既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人

才培养和课程建设的重要基础。在推进休闲体育专业课

程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始终致力于各类专业

平台的建设与发展，为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

发展注入持续发展动力。一是成立休闲体育研究中心、

研究所等研究平台，为休闲体育的科学研究奠定现实基

础，提升专业的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二是积极主办、

承办或参与休闲体育相关的学术会议和相关学术活动，

扩大学校学科和专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三是

鼓励教师主编或参编休闲体育的专业教材，夯实专业发

展基础和课程体系建设的基本条件。

5  结论
回顾过去，纵观湖北省休闲体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

的建设，在培养目标、就业方向、课程体系等方面总体

契合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也较好地体现

了国家对休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严格要求。

当然，在课程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专业定位、供需结构、

培养模式、专业特色、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支撑还不够，

亟需从凸显休闲体育专业特色、提升人才培养针对性、

推进多元融合培养、加大专业平台建设等方面助力休闲

体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当然，从学科发展的背

景来看，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体育

学科的重要性逐步凸显，未来发展的前景和空间广阔，

休闲体育专业也不例外。面对确定的未来和不确定的社

会环境，根据社会需求和大众需求，不断创新课程体系，

时时调整和优化，方能保证休闲体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

建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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