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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学科建设情况：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始建于 1984 年，是西藏

唯一具有体育本科、硕士研究生专业的培养单位。2018 年我校获批

西藏自治区第一个体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19年开始招收第一批体

育学硕士研究生，体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设有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

传统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四个学科方向。本授权

点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包括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人员，

其中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教师 7人。该授权点以“健康中国”“全民

健身”“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为指引，以西藏自治区体育事业发展

需求为导向，正在积极培养一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应用

型的体育专门人才。

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2022 年

体育学硕士招生 32人，毕业 11 人。在读全日制体育学硕士共有 68

人（2020 级 16 人、2021 级 20 人、2022 级 32 人）。

研究生导师：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共 15 人，其中专职导师 12

名。专职导师中有 5 名教授，7名副教授，3 名导师具有博士研究生

学历。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作为西藏唯一的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体育学院一直以来

高度重视硕士研究生的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22 年体育学院

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一、党建引领，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

学院注重发挥党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引领作用，通过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学习、加强党组织建设等途径，推动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同时，学院还注重加强对学生党员的教育和管理，

引导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其他学生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

二、强化思想引领，提高政治素质

体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坚持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通过“课程思

政”、实践教学等多种方式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玉

麦精神”“西藏登山精神”，培养学生“中国心”“民族魂”和“西

藏情”，培养符合西藏体育事业发展需要，能够“靠得住、用得上、

下得去、留得下”的体育人才。学院注重加强思想引领，通过开展形

势政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活动，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学院还注重加强对

学生政治素质的考察和培养，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和志愿

服务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丰富文化活动，营造良好氛围

本年度学院注重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举办学术交流和校内

讲座丰富研究生学术视野，激发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以及学术写作的

热情和能力。同时通过举办文艺活动、体育比赛、学术论文报告会等

活动，丰富研究生课余文化生活，积极践行公益，提高研究生人文素

养。积极组织参加各类竞赛，营造学术氛围，促进学风建设，培养全

面发展的研究型人才。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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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2022 年制定了规范合理的培养方案，

开设了齐全、完整的专业必修课程以及丰富众多的专业选修课程。按

照教学安排，2021 级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专业完成了《体育人文社

会学研究前沿》《文化人类学》《民俗体育学研究》《体育统计学与

spss 应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方向专

题》《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论》《体育人类学》《研究生英语视听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

观国家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概论》《研究生英语读写》《体育基本理

论》《体育学科基础理论与前沿》；2021 级运动人体科学硕士专业

《运动与心血管专题》《高级运动生理学》《体育统计学与 spss 应

用》《国际学术会议英语》《运动人体科学理论与实践》《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健身健美运动》《实用运动医学》；

2021 级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专业完成了《专项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

《竞赛的规则演变与竞技体育发展》《体育统计学与 spss 应用》《体

育教学技能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英语》《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乒乓球》《健美操》《实用运动医学》；2021

级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专业完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产业 》《体

育统计学与 spss 应用》《国际学术会议英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 》《中国传统武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乒乓球》《实用运动医学》。2022 级体育人文社

会学硕士专业完成了《研究方向专题》《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

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体育人类学》《研究生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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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概论》

《研究生英语读写》《体育基本理论》《体育学科基础理论与前沿》；

2022 级运动人体科学硕士专业完成了《运动人体科学研究进展》《运

动人体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马克思主

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高级运动解剖学》《研究生英语视听说》《马

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概论》《研究生英语

读写》《体育学科基础理论与前沿》；2022 级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

专业完成了《体育教学论》《运动训练基础理论与方法》《论文写作

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生英

语视听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概论》

《研究生英语读写》《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研究》《体育学科基础理

论与前沿》；2022 级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专业完成了《民族传统体

育前沿研究 》《藏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文化》《论文写作指导与学

术道德规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概论》《研究生

英语读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概论》《体育学科基础理论与前沿》

等课程教学。

学术交流情况：为提升体育学硕士理论与实践能力，本授权点共

举办了 4 场讲座，邀请了校内外专家学者，针对学术规范、高原体育

发展等内容进行讲授（具体内容见下表）。

序
号

讲座题目 主讲人 讲授对象 时间 地点
听课人
数（关注
人数）

1 科学道德教育 陈婷 西藏民族大 2022.11 教学楼 1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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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 2022 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分批进行，5 月 7

日在线上进行部分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会。线下学位论文答辩会于 5

月 21 日在教学楼举行。2022 年 7 月 25—28 日体育学院在西藏林芝

组织承办第五届西藏自治区体育科学学术研讨会。

研究生奖助情况：按照 2005《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简

章》规定，在校无固定收入研究生均可以申请获得每生每年 6000 元

助学金，学业奖学金覆盖面 40%，获得学业奖学金每年奖励 8000 元。

2022 年体育学硕士生共有 68人获得助学金，27人获得学业奖学金，

2人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2022 年国家奖学金情况如下：

序

号
奖项名称 奖项组织者

获奖人

姓名
获奖时间

奖项金额

（元）

1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朱 萍 2022.9 20000

2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杜 鑫 2022.9 20000

2022 年助学金情况如下：

序

号
奖项名称 奖项组织者

获奖人

姓名
获奖时间

奖项金额

（元）

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倪晨琳 2022.9 8000

2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方若娴 2022.9 8000

3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马鸣霄 2022.9 8000

4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程红 2022.9 8000

5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梁蒙 2022.9 8000

6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王佳娟 2022.9 8000

博士 学体育学院
全体研究生、
部分本科生

2
论文写作与学术

道德规范
张李强
博士

西藏民族大
学体育学院
全体研究生、
部分本科生

2022.3.31 教学楼 140 人

3

《健康中国背景
下我国青藏牧区
全民健身实施策
略的研究》

黄聪
教授

西藏民族大
学体育学院
全体研究生、
本科生、部分

教师

2022.10.10 教学楼 300 人

4
调查问卷的事迹
及其信效度检验

张李强
博士

西藏民族大
学体育学院
部分研究生

2022.12.2
体育学院
会议室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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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杜文娟 2022.9 8000

8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从文发 2022.9 8000

9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钟方旭 2022.9 8000

10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马帅康 2022.9 8000

1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耿建 2022.9 8000

12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袁正阳 2022.9 8000

13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缪盛贵 2022.9 8000

14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蔡涛 2022.9 8000

15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李小灿 2022.9 8000

16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金佳霖 2022.9 8000

17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韩子恒 2022.9 8000

18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宋艳迪 2022.9 8000

19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罗俊 2022.9 8000

20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冉慧杰 2022.9 8000

2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周东滢 2022.9 8000

22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牛欢 2022.9 8000

23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陈喆 2022.9 8000

24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王叶秋 2022.9 8000

25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张京菁 2022.9 8000

26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谭周 2022.9 8000

27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西藏民族大学 王坤 2022.9 8000

导师选拔培训：严格按照学校和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办

法选拔导师，积极帮助新任导师参加各种形式的交流学习活动，例如

2022 年组织全体导师参加研究生导师培训会，组织全体导师参加西

藏自治区“一考三评”和“师德师风”考核。

师德师风建设情况：一是为每位导师发放《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

学习读本》；二是督促导师积极申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和研

究生金课建设项目，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注重专业知识创新与传授，

同时不断挖掘课程思想元素，坚持立德树人，将争做“四有”好老师

和培养德才兼修的卓越人才紧密结合；三是开展期末教学评价，以评

教促进师德师风建设。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人才培养：基于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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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暑期分批组织研究生赴西藏开展实地调研活动，组织 2020 级、

2021 极体育学硕士研究生生进藏，在林芝、拉萨和日喀则等地进行

为期 7 天的实地调研，进一步厘清西藏民族传统体育、西藏体育产业、

全面健身等发展状况。9月份开学后，专门组织开展 2022 级硕士研

究生入学教育暨新生导师见面会。

师资队伍建设：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学院坚持需求导向，围绕办

学定位持续推进导师培训，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多次组织导师

培训活动，就如何指导研究生课程学习、论文撰写、就业规划、课余

生活等方面对导师进行指导和培训。引进兼职导师，在加强现有导师

队伍培训的同时引进校外兼职导师，2022 年度引进校外兼职导师 3

人，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为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驾护航。如聘请咸

阳师范学院孙晓娟教授、于艳教授、陈小龙教授。充实了体育学硕士

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

科学研究：本年度体育学硕士导师组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了

一定成绩，具体成果如下：

1.科研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
主持人

项目金额
（万元）

1
中华文化背景下西藏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变迁及创新

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王兴怀 20

2
藏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研究

2011 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
新中心委托项目

王兴怀 5

2.教学改革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主持人
项目金额
（万元）

1
西藏中小学校园足球建设成效

研究
西藏自治区教育
科学规划项目

王兴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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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研成果

序
号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
成果
类型

作者 发表时间

1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
重要论述对西藏体育

发展的启示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论文 杨海航 2022 年 9 月

2
不同体质量指数世居
藏族大学生移居平原
初期肝脏功能变化

中国学校卫生 论文 陈婷 2022 年 8 月

3
广西边境与东盟国家
民族传统体育合作互

动探析

2022 年东盟体
育科学大会论
文摘要集

论文 张鹏海 2022 年 5 月

4
平原就读的藏族与汉
族腹型肥胖大学生心
肺功能比较研究

中国应用生理
学杂志

论文 陈婷 2022 年 5 月

5
高原世居藏族移居平
原初期肝功能变化与
运动史关系研究

第十二届全国
体育科学大会
论文摘要汇编
——墙报交流
（体质与健康

分会）

论文 陈婷 2022 年 3 月

6
藏族弓箭文化符号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学报

论文 杨建军 2022 年 3 月

毕业生服务建设西藏：3名硕士毕业生选择赴西藏工作，经过 3

年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培养学习，他们将扎根边疆、服务西藏、建设祖

国的信念深植心中，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西藏的建设和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五、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首先，师资力量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基于生源情况，2022 年我

校体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与往年相比有较大幅度增加，增幅达

60%。给本学位点的人才培养带来巨大压力。未来应从招聘更多具有

专业背景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加强教师培训两方面推进，提高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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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其次，课程设计、实践指导、论文写作等方面

仍然存在创新不够、特色不够鲜明的问题。创新课程设计：修订教学

计划，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让培养的人才更加贴合西藏体育事业发

展的实际情况。增加实践性和创新性强的课程，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意识。同时，鼓励学生参加科研项目和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加强实践指导：建立实践基地，加强校企合作，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实习岗位。同时，配备专业的实践指导

教师，加强对学生实践的指导和帮助，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

质。最后，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经费投入仍需加大和切实保障。学

生赴西藏开展调研、外出参会和参赛等实践和调研活动都需要大批经

费支持，未来应提供充足的体育学硕士培养经费，助力本学位点学生

的成长、成才。

六、改进措施

一是争取引进体育学博士教师，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引进博

士教师，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通过教育部“银龄计划”持续引进专

家教师。二是邀请校外教授或体育行业专家进校开展专题授课，细化

双导师论文指导，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三是加强对体育学硕士导师

的年度绩效考核，提升导师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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