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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南昌工学院 学校代码 13421

主管部门 江西省 学校网址 http://www.ncpu.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江西南昌江西省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阁皂山大道

998号

邮政编码 330108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地方院校
学校办学基本类型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已有专业学科门类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学校性质

曾用名 赣江大学

建校时间 1988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2011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合格评估 通过时间 2018年08月

专任教师总数 1098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242

现有本科专业数 58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3527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4851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81.95%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南昌工学院是2011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民办本科普通高等学校，其前身是 

1988 年创办的赣江大学。2015年，学校经江西省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学士学

位授权单位，同年被江西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试点院

校”。2018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12个，停招10个，撤并无。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申报类型 新增国控专业



专业代码 040212TK 专业名称 体育旅游

学位授予门类 教育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体育学类 专业类代码 0402

门类 教育学 门类代码 04

所在院系名称 体育与健康

学校现有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一）大型旅游集团企业（红色体育旅游方向）高级管理战略人员 

体育旅游管理本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但又非常不稳定的职业，如果选择把旅

游作为职业方向，首选的职业目标是做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战略人员。 

（二）国内外旅行社 

大量吸收体育旅游管理人员尤其是导游的就业领域，拥有体育技能的导游人

才缺口很大。 

（三）旅游咨询文化公司 

旅游咨询文化公司在旅游行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旅游咨询、策

划、投资、规划等行业做专业的旅游咨询人员也会有广阔发展的空间。 

(四)体育旅游相关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 

 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类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从事旅游管理或其它管理工作。 

（五）其他红色体育旅游景区及相关企业 

 红色体育旅游景区、旅游餐饮企业、旅游演艺公司、旅游娱乐公司、旅游

体育公司等管理工作岗位多，对宽口径型人才需求量也非常大。

地方性院校立足地方，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适应当前高教大发展形

势，也符合地方性院校本身定位的发展道路。南昌工学院地处江西省的省会

南昌， 拥有众多红色体育旅游景区，主动对接好南昌乃至整个江西的红色

体育旅游资源， 从而推动江西省体育旅游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体育旅游是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大力发展体育旅 

游对于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丰富旅

游产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空间，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及促进消人才需求

情况费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

人才需求情况



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

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体育旅游产业作为体育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重

要形态，在我省具有良好发展基础。我省生态资源、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山

地户外、水上、航空、冰雪运动以及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等产业发展规划的制

定实施，为统筹体育旅游发展奠定基础；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态势明显，庐山

西海风景名胜区、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分别被授予首批“国家体育旅

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和“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形成了以大余丫山旅

游景区、宜春明月山温泉体育旅游景区、南昌梅岭景区、萍乡武功山景区等

为代表的体育旅游精品景区，以瑞金红区运动休闲旅游线路、崇义客家梯田

露营线路等为代表的体育旅游精品线路，以江西网球公开赛、宜春全国农耕

健身大赛等为代表的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到 2025 年，我省体育旅游基础设

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体育旅游消费人口大幅增加，体育旅游融合发

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基本形成结构合理、重点突出、门类齐全的体育旅游产

业体系和产品体系。积极创建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推出一批体育旅游

精品赛事，打造一批具有江西特色的红色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培育具有较高

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的体育旅游企业和品牌，促进体育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使体育旅游产业成为我省培育经济发展和促进消费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学院已和几家社会体育文化公司和旅游集团进行了初步的联系，包括江西赛

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厦门蓝京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南昌市友友投资有

限公司、海南居正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江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等。加强

校企合作、产教深度融合，加快体育旅游企业与体育、旅游类院校合作建立

体育旅游实习实训基地，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体育旅游专门人才。

年度招生人数 50

预计升学人数 5

预计就业人数 45

江西赛康体育文化有限

公司
11

厦门蓝京体育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7

南昌市友友投资有限公

司
8

海南居正体育文化有限

公司
5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

江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
14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名称： 体育旅游 专业代码： 040212TK

主干学科： 体育学 授予学位： 教育学学士

修业年份： 4-6 年 学 制： 4 年

一、培养目标

体育旅游以旅游综合服务为基础，以休闲体育项目为特色，主要研究体育旅游行业管理、

休闲运动项目技术指导、项目策划与营销、培训与咨询等，培养体育旅游行业具有综合实践

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复合型人才。

培养目标 1：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体育旅游管理和技术指导的基本

理论与方法；

培养目标 2：具有较强的体育专项运动能力，掌握体育学、教育学、旅游学、管理学、

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体育旅游行业(红色体育方向）管理；

培养目标 3：具备红色体育旅游工作所需的经营、管理、服务、策划、咨询、培训和休

闲运动项目技术指导等综合实践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开拓创新精神、国际化视野的

红色体育旅游高素质应用复合型人才；

培养目标 4：熟悉国家有关体育工作政策和法规，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良好的思

想品质和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

培养目标 5：熟练运用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期刊；掌握计算机的基础

知识和应用技能。

二、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动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公民道德、职业素养和行为习惯；

毕业要求 2：具有弘扬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自觉意识；具有生理心理卫生保健知识，

有强健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以及红色体育文化自信；

毕业要求 3：爱岗敬业、踏实肯干；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合理规划自身职业生涯；

具有一定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反省能力、抗挫折能力及适应环境的能力等；

毕业要求 4：熟练掌握体育旅游项目策划与营销、咨询与培训、休闲运动项目技术指导

等综合实践能力；

毕业要求 5：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具有适应体育旅游专业工作所需的操作能力和

管理能力；

毕业要求 6：了解体育旅游学科的理论前沿问题，具有针对有关体育旅游管理实践问题

进行一定水平科学研究的能力。

毕业要求 7：具有创业意识，具备创业认知能力、专业职业能力、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

具有独立工作、沟通联系能力、合作协调能力；能规范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掌握社

会交往的基本礼仪和技巧，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毕业要求 8：熟练运用体育学基础知识和各个分支学科的专门知识；理解运动技能的有

关原理，了解体育改革与发展动态以及红色体育旅游科研发展趋势；能够撰写体育学术论文



和研究报告；

毕业要求 9：具备较强的从事户外体育训练与竞赛、体育科研、学校体育管理和社会体

育指导的基本能力；

毕业要求 10：熟练运用红色体育旅游项目的教学设计、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教学评

价、多媒体制作与使用方法；

毕业要求 11：具备较强的体育专项运动技能，掌握红色户外体育旅游项目的开发能力，

具有研究和解决红色体育旅游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 12：富有创新精神，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熟练

掌握至少两个项目体育竞赛裁判法，达到国家二级裁判员等级水平，体育及旅游行业导游职

业资格证；

三、毕业条件

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培养要求，取得规定的总学分和第二课堂活动学分。

总学分
必修 130

选修 25

第二课堂活动学分
必修 12

选修 18

四、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特色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旅游学概论、旅游管理学、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消费者行为、体育旅

游概论、体育活动策划与组织、导游实务、红色体育旅游开发。

专业特色课程：专项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户外素质拓展、户外定向越野、壁球、网球、

花样跳绳、舞龙舞狮、笼式足球）

五、附表

表一：教学时间安排表

序

号
教学内容

各学期时间分配（周） 合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 上课 16 16 16 16 16 16 14 110

2 机动 1 1 1 1 1 1 1 7

3 复习、考试 2 2 2 2 2 2 1 13

4 毕业实习 4 8 12

5
毕业论文（设

计）
12 12

小计 19 19 19 19 19 19 20 20 154

表二：学分学时统计表

课程性质与类别 学分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实践学时占比

通识

教育

必修 35 652 388 264 40.49%

选修 8 128 128 0 0.00%



课程

基础

教育

课程

必修 51 848 478 370 43.63%

选修 8 128 128 0 0.00%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44 1248 0 1248 100.00%

选修 9 160 128 32 20.00%

合计 155 3164 1250 1914 60.49%

表三：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一）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课

程

性

质

建

议

开

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课

单位

备

注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1 11A1P21001 军事理论 2 36 12 24
必

修
1

考

查

人武

部

2 11A1P21002 军事技能训练 2 112 2W
必

修
1

考

查

人武

部

3 04A1P21001 形势与政策Ⅰ 1 16 16
必

修
1

考

查
马院

4 04A1P21002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3 48 40 8

必

修
1

考

试
马院

5 04A1P21003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3 48 48

必

修
2

考

试
马院

6 04A1P21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3 48 40 8

必

修
3

考

试
马院

7 04A1P21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80 64 16
必

修
4

考

试
马院

8 03A1P21001 大学英语Ⅰ 4 64 48 16
必

修
1

考

试
教育

9 03A1P21002 大学英语Ⅱ 4 64 48 16
必

修
2

考

试
教育

10 03A1P21003 大学英语Ⅲ 2 32 16 16
必

修
3

考

试
教育

11 03A1P21004 大学英语Ⅳ 2 32 16 16
必

修
4

考

试
教育

12 13A1P2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 32 16 16
必

修
2

考

查

学工

处

13 10A1P21001
职业生涯与发展

规划
1 20 12 8

必

修
2

考

查
双创

14 10A1P21002 大学生就业指导 1 20 12 8 必 7 考 双创



修 查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28 128
选

修

考

查

各学

院

小计 43 780 516 264

表三：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二）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课

程

性

质

建

议

开

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1 03A1N21022 Python 程序设计 2 32 32
必

修
2

考

试

教

育

2 03A1N21023
Python 程序设计

实验
1 32 32

必

修
2

考

试

教

育

3 03A1N21024 大学计算机基础 3 48 32 16
必

修
1

考

试

教

育

4 08A1N21001 旅游学概论 2 32 32
必

修
1

考

试

体

院

5 08A1N21101 旅游管理学 2 32 32
必

修
3

考

试

体

院

6 08A1N21003 运动解剖学 4 64 56 8
必

修
1

考

试

体

院

7 08A1N21004 田径 4 64 64
必

修
1

考

查

体

院

8 08A1N21005 导游实务 1 32 32
必

修
2

考

查

体

院

9 08A1N21006 壁球 4 64 64
必

修
1

考

查

体

院

10 08A1N21007 运动生理学 4 64 54 10
必

修
2

考

试

体

院

11 08A1N21009 笼式足球 4 64 64
必

修
2

考

查

体

院

12 08A1N21102 旅游目的地管理 2 32 32
必

修
5

考

试

体

院

13 08A1N21103
体育活动策划与

组织
2 32 32

必

修
6

考

试

体

院

14 08A1N21008 健身武术 4 64 64
必

修
2

考

查

体

院

15 08A1N21104 体育心理学 2 32 32
必

修
4

考

试

体

院

16 08A1N21105 户外素质拓展 2 64 64 必 6 考 体



修 试 院

17 08A1N21021 体育旅游概论 2 32 32
必

修
6

考

试

体

院

18 08A1N21015 花样跳绳 2 32 32
必

修
6

考

试

体

院

19 08A1N21016 体育社会学 2 32 32
必

修
6

考

试

体

院

20 08A1N21018
体育科学研究方

法
2 32 32

必

修
7

考

试

体

院

21 08A1N21106 户外定向越野 1 32 32
必

修
5

考

查

体

院

22 08A1N21107 健康教育学 2 32 32
必

修
1

考

试

体

院

跨专业、跨学科基础教育选修课 8 128 128
选

修

考

查

各

学

院

小计 66 1072 604 466

表三：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三）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践

学时

课

程

性

质

建

议

开

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1 08A1X21001 柔力球 2 64 64
必

修
3

考

查

体

院

2 08A1X21002

专项教学训

练理论与实

践Ⅰ

6 96 96
必

修
3

考

查

体

院

3 08A1X21003 体育舞蹈 2 64 64
必

修
3

考

查

体

院

4 08A1X21004 舞龙舞狮 1 32 32
必

修
4

考

查

体

院

5 08A1X21005 气排球 2 64 64
必

修
4

考

查

体

院

6 08A1X21006

专项教学训

练理论与实

践Ⅱ

6 96 96
必

修
4

考

查

体

院

7 08A1X21007 毽球 2 64 64
必

修
5

考

查

体

院

8 08A1X21008
红色体育旅

游开发
6 96 96

必

修
5

考

查

体

院



9 08A1X21009 健美操 2 64 64
必

修
5

考

查

体

院

10 08A1X21010 网球 2 64 64
必

修
6

考

查

体

院

11 08A1X21011 体育概论 4 32 32
必

修
4

考

查

体

院

12 08A1X21039 毕业实习 3 192 12W
必

修
7-8

考

查

体

院

13 08A1X21040
毕业论文（设

计）
6 288 12W

必

修
8

考

查

体

院

小计 46 1280 0 1280

表三：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四）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课

程

性

质

建

议

开

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注

素

质

教

育

课

程

1 13A1Y21001 入学教育 1 16 16
必

修
1

考

查

学

工

思

政

第

二

课

堂

2 04A1Y21001
国家安全教

育
1 16 16

必

修
1-8

考

查

马

院

3 08A1Y21002
大学生综合

素质测评
1 16 16

必

修
8

考

查

体

院

4 04A1Y21002
形式与政策

Ⅱ
1 16 16

必

修
2

考

查

马

院

5 08A1Y21001
大学生身体

素质测评
1 16 16

必

修
6、7

考

查

体

院

体

育

6 03A1Y21001 大学生美育 2 32 16 16
必

修
3

考

查

教

育

美

育

劳

育
7 08A1Y21003

新时代劳动

教育
2 32 6 26

必

修
2

考

查

体

院

8 13A1Y21002 社会实践 1 24 24
必

修
1-6

考

查

学

工

9 10A1Y21001 创业基础 2 32 16 16
必

修
4

考

查

双

创

创

新

创

业

素质教育选修课 18
选

修
1-8

考

查

学

工

合计 30 200 102 98



备注：第一课堂（通识+基础+专业教育课程）总学分控制在 155 左右，总学时 3000 学时，

理工类实践教学学时占比不低于 40%、其他实践教学学时占比不低于 35%; 周学时设置要求，

建议第一学年周课时控制在 28 学时，第二学年控制在 26 学时，第三学年控制在 22 学时、

第四学年周学时在 20 学时。 第二课堂（素质教育课程）学分为 30。

表四：培养目标达成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毕业要求 1 L L L H H

毕业要求 2 M H H H L

毕业要求 3 L H H H L

毕业要求 4 M L L H L

毕业要求 5 H H H M L

毕业要求 6 H H M M L

毕业要求 7 M H H M L

毕业要求 8 M H L L L

毕业要求 9 H H H L L

毕业要求 10 M H H H L

毕业要求 11 L L L L H

毕业要求 12 L L L M H

表五：毕业要求达成矩阵

课程名称

是否

核心

课程

毕业要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军事理论 H H

军事技能训练 H H H

形势与政策Ⅰ H H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H H H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H H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H H

大学英语Ⅰ H

大学英语Ⅱ H

大学英语Ⅲ H

大学英语Ⅳ H

心理健康教育 H H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H M

大学生就业指导 H M

Python 程序设计 L H

Python 程序设计实验 L H

大学计算机基础 L H

旅游学概论 H M L

运动解剖学 H H M M

田径 M H M H H

导游实务 M H M H H

壁球 M H M H H

运动生理学 H H H M

健身武术 M H M H H

笼式足球 M H M H H

舞龙舞狮 H H

体育心理学 H H H M M

体育活动策划与组织 H L M

旅游目的地管理 H H

花样跳绳 H H H H



社会体育学 H H H L

体育旅游概论 M H H L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H H H

柔力球 M H M H H

专项教学训练理论与

实践Ⅰ
M H M H H

户外定向越野 M H M H H

户外素质拓展 M H M H H

气排球 M H M H H

专项教学训练理论与

实践Ⅱ
M H M H H

毽球 M H M H H

专项教学训练理论与

实践Ⅲ
M H M H H

健美操 H M H M H H

网球 M H M H H

体育概论 M H M H H

体育舞蹈 H M H M M

健康教育学 H H H M

新时代劳动教育 H H H

社会实践 H H H H H H

创业基础 H H M H H

毕业实习 H H H H H H H H

毕业论文（设计） H H H H H H

制定人： 徐泉 审核人： 程俊 审批人： 罗帅呈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专业核心课程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旅游学概论 32 2 罗帅呈 1

旅游管理学 32 2 林世行 2

旅游目的地管理 32 2 肖进勇 2

体育旅游概论 32 2 张艳红 2

旅游消费者行为 32 2 郑志强 1

体育活动策划与组织 32 2 李琳琳 3

导游实务 32 2 石岩 4

专项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 32 2 兰海涛 3,4,5

体育社会学 32 2 郑国华 3

运动生理学 64 4 常子敏 2

运动解剖学 64 4 岳晓雯 2

体育心理学 32 2 秦丽 3

花样跳绳 32 2 杜永鑫 5

红色体育旅游开发 32 2 伍文娟 2

壁球 64 4 徐泉 6

笼式足球 64 4 冯玥 6

田径 64 4 黄建珍 6

柔力球 64 4 张利 7

毽球 64 4 乐世清 7

网球 64 4 杨慧芬 7

健身武术 64 4 王雯雯 1

体育概论 32 2 李相如 4

5.2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学历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

/兼

职

罗帅呈 男 1981-01
旅游学概

论
教授 研究生 重庆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民族体育

旅游
专职



郑国华 男 1972-11
体育社会

学
教授 研究生

北京体育

大学
体育人文 博士

体育历史

与旅游
兼职

郑志强 男 1971-01
旅游消费

者行为
教授 研究生

江西财经

大学
经济学 硕士

体育经济

学
兼职

林世行 男 1972-11
旅游管理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上海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硕士 体育旅游 兼职

李相如 男 1961-11 体育概论 教授 研究生
西安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硕士 休闲体育 专职

李琳琳 女 1980-04

体育活动

策划与组

织

副教授 研究生
曲阜师范

大学
体育人文 硕士 体育旅游 兼职

常子敏 女 1986-12
运动生理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武汉体育

学院

运动人体

科学
硕士 运动生理 专职

石岩 男 1961-10 导游实务 教授 研究生 浙江大学 体育管理 博士 体育旅游 专职

兰海涛 男 1983-06

专项教学

训练理论

与实践

副教授 研究生
辽宁师范

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体育运动

训练
专职

张艳红 女 1985-11
体育旅游

概论
副教授 研究生 湖北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学校体育

学
专职

徐泉 男 1987-09 壁球 副教授 研究生
华东交通

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学校体育 专职

邓国凤 女 1981-06 健美操 副教授 研究生
武汉体育

学院
体育教学 硕士

运动训练

学
专职

黄建珍 女 1980-01 田径 副教授 研究生 苏州大学 体育教学 硕士
运动训练

学
专职

谭振 男 1981-11
户外素质

拓展
副教授 研究生

武汉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体育教学 专职

秦丽 女 1986-09
体育心理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武汉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体育教学 专职

王雯雯 女 1989-06 健身武术 讲师 研究生
武汉体育

学院
运动训练 硕士

民族传统

体育
专职

解渡品 男 1987-08 气排球 讲师 研究生
江西科技

师范大学
体育教学 硕士 体育教学 专职

杨惠芬 女 1986-11 网球 讲师 研究生
江西科技

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体育教学 专职

冯玥 男 1994-01 笼式足球 讲师 研究生
武汉体育

学院
体育教学 硕士 体育教学 专职



张利 女 1988-06 柔力球 讲师 研究生
南京理工

大学
体育教学 硕士 体育教学 专职

张键华 男 1987-08
户外素质

拓展
讲师 研究生

武汉体育

学院
运动训练 硕士 体育教学 专职

秦志敏 男 1994-03 舞龙舞狮 讲师 研究生
江西师范

大学
运动训练 硕士

民族传统

体育
专职

万璐 女 1988-02 体育舞蹈 讲师 研究生
江西师范

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休闲体育 专职

杜永鑫 男 1987-05 花样跳绳 讲师 研究生
江西师范

大学
体育教育 硕士 运动训练 专职

乐世清 男 1981-04 毽球 讲师 大学本科
江西科技

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学士

民族传统

体育
专职

岳晓敏 女 1995-06
运动解剖

学
讲师 研究生

西安体育

学院

运动人体

科学
硕士 人体科学 专职

伍文娟 女 1986-07

红色体育

旅游资源

开发

讲师 研究生
江西师范

大学
体育管理 硕士 体育经济 专职

5.3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23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5 比例 18.52%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5 比例 55.56%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26 比例 96.3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2 比例 07.41%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13 比例 48.15%

36-55岁教师数 12 比例 44.44%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4:23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22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22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罗帅呈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院长

拟承担课程 旅游学导论
现在所在单

位
南昌工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2年毕业于重庆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旅游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1.2017年《西藏古代杂技价值与传承研究》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科版）； 2.2018年《西藏岩画上的原始体育》发表于西藏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3.2019年《高原丝绸之路吐蕃体育文化交流研究》发表于西藏

大学学报；4.2019年体育强国视野下西方学者对中国体育发展发表于江西社

会科学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2017年《西藏寺院壁画中古代体育的源流及发展形》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课题立项； 2.2018年《江西农村校园足球教育现状及足球教育扶》获江西

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立项；3.2019年《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本科足球专修教学现

状》获国家教育十三五课题立项； 4.2021年《职业教育高地建设创新实证

研究》获教育部职行教指委员会立项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 运动训练学 课程学时256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0

姓名 石岩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主任

拟承担课程 导游实务
现在所在单

位
南昌工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0年6月毕业于浙江大学体育理论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产业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1.2015年主编《体育公共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2017年主编《健身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休闲俱乐部经营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3.2019年主编《社会体育指导

员职业资格培训教材（中高级）》，高等教育 

出版社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2018年《湖北省基本体育公共服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获湖北省体育局立

项 

2.2018年《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现状及政策制度研究》获中国残

联立项 

3.2020年《湖北省群众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获湖北省体育局立项 

4.2020年《黄石市体育事业、体育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获黄石市文旅

局立项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6.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36.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 体育社会学 课程学时192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0

姓名 郑志强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课程 旅游消费者行为
现在所在单

位
集美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6年12月 毕业于 江西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经济与管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1.“大学生体育与健康生活”，省级精品慕课，江西省教育厅，2019； 

2.第四届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江西省教育厅

，2018，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中国体育产业政策研究:总览与观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国

家级（教育部）， 

2.2020年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3.2018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技三等奖。 

4.《体育经济学》（教育部规划教材）高教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一等奖 2015

近三年获得 近三年获得5.0 45.0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 体育经济学 课程学时48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2

姓名 徐泉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任

拟承担课程 壁球
现在所在单

位
南昌工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2年1月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学校体育、休闲体育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1）《The Strategy of Football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Colleges》第一作者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ISSN 2352-538X ISTP 2017 06 

（2）《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of 

Football in Colleges》第二作者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ISSN 2352-538X ISTP 2017 06 

（3）《新时期高校体育足球教学的现状及措施》 独立完成 《农家参谋》 

省级ISSN 1003-5494 2018 10 

（4）《江西农村校园足球教育现状及足球教育扶贫对策研究》第一作者 省

级 中国农村教育2020.9 

（5）《基于SWOT理论对江西农村校园足球教育现状分析及足球教育扶贫对

策研究》第一作者 省级 越野世界 2020.12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有机融合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省社科课题 第一

参与人 2017年9月立项 2020年12月 结题 

2.《精准扶贫视域下江西农村校园足球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省社科

课题 第一参与人 2018年9月立项 2020年12月 结题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 健康教育学 课程学时 192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5



姓名 常子敏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任

拟承担课程 运动生理学
现在所在单

位
南昌工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1年7月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运动人体科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1.2018年《运动解剖学实践创新改革探讨》教改课题 2.基于运动捕捉数据

的人体运动分割和标注技术 2017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2019年获江西省体育局课题立项 《茯苓配合有氧运动对大鼠动脉粥样硬

化的预防作用的实验研究 》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运动解剖学》课程学时512 授

课《运动生理学》课程学时512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5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200.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34（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学校现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1.27亿元，馆藏纸质图书191万册，电子图

书113万种。拥有省级重点学科1个，省级一流特色专业2个，省级综合改革

试点专业3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2个。针对体育旅游专业办学，以自

筹形式200万。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

实践教学基地（个） 1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一）加强基础教学设施建设 

围绕体育体育专业发展，通过调研走访相关高校和企业，拟定建设一所体育

场馆（正在建设中，拟在2022年暑假前投入使用），解决学生实践教学场馆

的问题，在现有实验室基础上，通过扩建和增建的方式，改善实验条件，抓

好实验教学内容的改革，全面推进实验室开放。切实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建

立起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学术能力，建立

有独特范式的实验室与实训室建设。保障体育体育专业基础教学设施的建设

。 

（二）实训基地的建设 

针对江西省以及其他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设和完善必需的校内外实

训基地，对学生进行专业岗位群基本技术技能的训练。同时加强校外实训基

地。通过校企共建的形式新增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需求，使实训基地能够基本保障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三）保障措施 

充分发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作用，围绕教学条件建设合理进行规划，完

善相关实验实训室、校外实践基地管理办法，保证建设资金的投入。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不锈钢实验台 1500*700*800mm 15 2016 24.0

完整散骨模型 J101S 4 2016 2.8

全身骨连接模型 170CM 4 2016 2.0

心脏和呼吸系统二呼吸系统模型 2 2016 0.63



合一

功率自行车 828E 1 2016 10.0

体育旅游实训室 80平米 1 2022 38.6

体育营销实训室 100平米 1 2022 52.3

体育场馆模拟实训室 150平米 1 2022 87.7

运动跑台 mercury4.0 1 2022 12.0



8.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一、贯彻和落实国家体育旅游和全民休闲政策的需要

关于体育旅游人才培养，《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

游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各地大力发展体育旅游教育，支持有条

件的体育院校和旅游院校设置体育旅游相关专业、在旅游管理专业中增设体育旅

游方向或增加相应专业课程，加快培养体育旅游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

服务技能人才。”《“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2017-2020 年）也

提出了强化体育旅游智力支撑行动方案:“鼓励体育院校和旅游院校开设体育旅

游专业；体育总局和旅游局共同指导相关院校或科研机构设立体育旅游研究基地；

组建跨学科专业化的国家体育旅游智库，鼓励沿线地区组建体育旅游专家人才库；

各级体育和旅游部门组织开展战略性、基础性课题研究，为体育旅游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组织编写体育旅游系列教材；在业内广泛开展体育旅游业务培训。”国

家政策层面的支持，让体育旅游成发展新风口，也对体育旅游人才的培养提出了

新 要求。因此，开设体育旅游专业是贯彻和落实国家体育旅游相关政策的需要。

从当前体育旅游业发展的态势看，作为休闲旅游的组成部分，体育旅游在近年来

居民消费升级背景下发展迅猛。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体育旅游每年

增长 14%，是全球旅游市场中增长最快的细分行业。前瞻行业研究院的数据也表

明，2015 年中国体育旅游实际完成投资 791 亿元，同比增长 71.9%。无论从世

界范围还是国内市场来看，体育旅游都是旅游产业中成长最为迅速的一个细分行

业。从观赛旅游来看，有关机构对 2016 年 1 月至４月全国各地举办的 311 场

各类大型体育赛事监测数据显示，观赛和参赛共计 338 万人，由赛事产生的旅

游、交通、住宿、餐饮等消费达 119 亿元，对举办地的经济拉动超过 300 亿元。

据国内最大的在线旅行社携程统计，2016 上半年通过携程旅游预订体育旅游线

路的人数环比增长 400%。携程旅游发布的业内首个《体育主题旅游报告》显示，

从 NBA、澳网，再到欧洲杯、里约奥运，2016 年重量级体育赛事轮番上演，里

约奥运微博关注度更是达到了 120 亿。从体育参与旅游发展看，2011 年北京马

拉松的 3 万个名额仅用 6 天就报满，2012 年只用了 3 天，2013 年仅用 13 个

小时；而上海马拉松的 15000 个网上报名名额在 4 个多小时就被一抢而空。到



了 2014 年，参加北京马拉松的选手还要通过抽签摇号的方式决定参赛资格。通

过抽签方式分配名额，中签比率仅为 14.2％。尽管如此，抽签参赛还是无法满

足我国马拉松爱好者高涨的参赛热情。据悉，杭州马拉松的一个参赛名额转让费

曾高达 5000 元。国内马拉松的参与热充分体现了体育参与旅游市场开发的巨大

前景。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指出，“未来 10 年，中国冰雪产业将高速增长，

2022 年冬奥会后，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滑雪旅游市场。冬奥会将带动我国

直接参加冰雪运动者达 5000 万人次，带动参加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人数超过 3

亿人次，冰雪旅游产业规模将突破 1 万亿元。”尽管当前我国体育旅游发展的

态势良好，但数据显示，体育旅游线路目前只占旅游市场的 5%左右，而发达国

家占 25%。如果未来体育旅游产业占比达到 25%，旅游产业总值达到 4 万亿，

则我国未来体育旅游规模能达到 1 万亿。而要保持当前体育旅游发展态势，进

一步提升发展空间，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成为瓶颈问题。我们对南宁市和慈

溪市两期体育产业培训班的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把体育旅游作为经济发

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点，但相关体育旅游发展规划、线路设计、赛事运作与营

销、特色运动项目指导方面的人才不足，更缺少对体育旅游的服务型人才，这些

因素制约了体育旅游的发展空间，迫切需要培养更多谙熟体育和旅游经营管理知

识，有助于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专业体育旅游管理和服务人才。

二、学校专业发展规划

学科建设是创建一流大学的核心，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建设符合科学化、

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学科与专业，已成为当前我国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任务。增设

体育旅游专业，可丰富旅游管理学科的内涵，优化学科专业和层次，构建合理的

学科结构，突出跨学科、跨专业的交融融合特点，有利于“产、学、研”体系的

有机融合，从而推动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对体育旅游专业人才

的培养还处于起步阶段。从人才培养的规模看，国内只有少数几家专业院校开设

了体育旅游相关专业，输送人才的比例和规模显然难以匹配当前形式。从招生方

面看主要有两类，一类在现有旅游管理专业下设体育旅游方向，由于按旅游管理

的专业招生，很多学生没有体育方面的基础，对学生运动项目的设计、指导方面

的能力培养就先天不足；另一类是在休闲体育或社会体育下设体育旅游方向，按

体育类招生，主要看重运动技能，学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差，在培养过程中，学



生对体育旅游规划、路线设计、赛事营销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先天不足。从人才培

养的过程看，存在培养目标趋同，不能从行业、区域需求以及地域资源优势方面

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未能从体育旅游专业的核心内容出发，全而不专、

专业特点不够突出；在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实践教学体系不合理，

实践平台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我国体育旅游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

不能很好的对接，人才的创新、实践能力不足。因此，设置体育旅游专业是形成

多学科背景专业交叉和优化组合的唯一突破口，可以从更高的起点考虑我国体育

旅游专业人才培养问题，探索体育旅游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切实解决我国体

育旅游行业发展的人才瓶颈问题，既迎合体育学科与旅游学科融合发展的契机，

也符合体育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规律。

（一）学科专业建设总体目标

进一步深化体育内涵，扎实推进传统体育学科建设。进一步拓展体育外延，

推动体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多学科交叉与跨学科融合。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支

持新专业的发展。

（二）体育旅游专业建设具体目标

以满足行业和区域体育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学校、行业、企业相

结合的应用型高端体育旅游人才的培养模式，通过加大专业建设投入，强化课程

建设，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改善硬件条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措施，用 5-10

年的时间，实现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特色鲜明，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国际

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目标。

（三）体育旅游专业建设内容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按照专业带头人+教学团队模式，造就一支综合素质好、

教学水平高和科研能力强的师资队伍。

2、促进科学（教学）研究。按照先进的高等教育思想和理念，开展教学研究，

明确专业特色。

3、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专业发展趋势，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创新性复合-应用型体育人才。

4、完善教学条件。完善和提高教学条件，加快实验室的建设，强化先进技术在

实验教学中的运用。



重点加强以下建设内容：

（1）大力加强教学实验条件建设，改善实验教学的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加速

体育教育高地建设的“体育情景教学系统”建设，完善“体育旅游实验室”、“体

育营销实训实验室”、“体育场馆实训实验室”、“信息管理实训实验室”、“体

育赛事运作模拟实验室”的功能。使得实验教学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2）加强实验教学的管理制度建设。在实验体系的构建、实验内容的开放、实

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实验室的开发和使用、实验教学人员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建立

科学规范的制度。

（3）充分利用实习基地和实验学校，提高培养人才质量的要求。不断巩固和发

展校外实习基地和实验学校，积极探索建设综合性强、多系（院）结合、富有特

色的实践教学基地和实验学校，实现学院资源共享、实习基地和实验学校互利互

惠的人才培养。

三、人才培养需求情况

地方性院校立足地方，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适应当前高教大发展形

势，也符合地方性院校本身定位的发展道路。南昌工学院地处江西省的省会南昌，

拥有众多红色体育旅游景区，主动对接好南昌乃至整个江西的红色体育旅游资源，

从而推动江西省体育旅游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体育旅游是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大力发展体育旅

游对于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丰富旅游产

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空间，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及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

见》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体育

旅游产业作为体育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形态，在我省具有良好发展基础。

我省生态资源、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拥有独特的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交通区位优

势明显，境内高速公路里程突破 6120 公里，出省主要通道全部高速化，京九铁

路线和浙赣铁路线纵横贯穿全境，航空和水运便捷，已构建了立体完备便捷的交

通运输网络；山地户外、水上、航空、冰雪运动以及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等产业发

展规划的制定实施，为统筹体育旅游发展奠定基础；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态势明显，

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分别被授予首批“国家体育旅



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和“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形成了以大余丫山旅游景

区、宜春明月山温泉体育旅游景区、南昌梅岭景区、萍乡武功山景区等为代表的

体育旅游精品景区，以瑞金红区运动休闲旅游线路、崇义客家梯田露营线路等为

代表的体育旅游精品线路，以江西网球公开赛、宜春全国农耕健身大赛等为代表

的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以宜春温汤镇（体育康养项目）、瑞昌市（羽毛球项目）

等为代表的体育旅游目的地。

到 2025 年，我省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体育旅游消

费人口大幅增加，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基本形成结构合理、重点

突出、门类齐全的体育旅游产业体系和产品体系。积极创建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

基地，推出一批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打造一批具有江西特色的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培育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的体育旅游企业和品牌，促进体育旅游产业提

质增效，使体育旅游产业成为我省培育经济发展和促进消费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大量的体育旅游发展规划、线路设计、赛事运作与营

销方面的管理型和服务型专业人才。所以，江西省体育局和文化旅游厅也在积极

鼓励有条件的体育院校和旅游院校设置体育旅游相关专业，在旅游管理专业中增

设体育旅游方向或增加相应专业课程，加快培养体育旅游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

术人才和服务技能人才。加强校企合作、产教深度融合，鼓励体育旅游企业与体

育、旅游类院校合作建立体育旅游实习实训基地，加快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体育

旅游专门人才。将体育旅游纳入导游培训内容，调动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体育

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形成较完善的体育旅游人才教育培训体系。

综上所述，按目前江西省体育旅游的发展趋势，预测未来对体育旅游专业人

才的需求量将非常大，特别是红色体育旅游人才的需求，《体育旅游》专业可能

会成为高考填报志愿的热门。在现有体育旅游人才的培养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的情况下，考虑体育旅游人才培养极强的专业性和行业性，通过增设《体育旅游》

专业培养社会所需的体育旅游人才是时代所需。



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该专业适应国家与我省大力推进旅游经济与全民体育健身发展需求，与学校

的十四五规划中专业建设目标、任务和特色的要求的契合度较低，但符合体育学

院建设发展要求。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阶层差异变化带来的市场需求变化

，使得旅游产品向休闲、运动等多个方向发展，旅游者从传统的观赏型旅游向参

与体验型旅游发展，要自身参与到旅游项目中去，促进身体健康，加强体育锻炼

的背景下，全社会及各级各类学校对体育+旅游的专业人才需求强烈，当前高素质

、强技能的专业人才相对不足，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良好。

申报材料中增设专业的理由充分，论述合理。申报材料内容丰富，人才培养

方案中培养目标准确，专业特色明显，毕业要求全面规范；师资团队在体育旅游

专业方面积累较多，办学条件基础扎实；课程设置合理，专业性总体较强，可以

满足专业开设需求。

校专业建设委员会通过体育学院开设体育旅游专业的申请。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