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学院（学院代码 311） 
学院及专业简介 

一、学院概况 

重庆邮电大学体育学院成立于 2004 年，同年开始招收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专业本科生（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目前有“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

和“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46 名，其中教授和副教授

13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1 人，国家级裁判 8 人，现为体育行业国家职业资格培

训基地、全国乒乓球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试点高校、重庆市大学生乒乓球羽毛球协

会主席单位。 

学院积极开展科研工作，科研特色凸显，科研成果丰硕。经过多年发展，学

院已形成以智慧体育产业和基础教育相结合的特色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丰硕的研

究成果。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级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30 余项，出版著

作、教材 17 部，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获国家级教育技术成果奖 10 项，获科

研经费 60 余万元。学生运动队工作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来获得全国大学生乒乓

球锦标赛冠军、国家级健身气功一等奖、CUBA 阳光组全国第四名等国家级奖项

20 余项，省部级获奖共计 1118 项。 

近几年，学院本科毕业生年均升学率 20%以上，年均就业率和升学率均处于

学校前列。毕业生就业主要分布在体育、教育、通信、金融、文化等行业，毕业

生考研升学院校包括重庆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等院校。

另有部分毕业生在体育产业、房地产等领域自主创业。 

二、学位点简介 

045200 体育-045201 体育教学专业领域（全日制） 

主要包括体育教学设计与实施、体育竞赛组织与实施、运动心理理论与应用

三个研究方向。本领域培养具有系统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知识，较强的知识获取

能力和创新精神，较强的专业技术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能够独立承担体育教育



教学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本领域的特色和优势在于依托信息学科优

势，创新体育教学+信息化研究，建有智慧体育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本领域的主要学位与专业课程有：体育原理、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论、体育

科研方法、体育心理学理论与应用、运动训练竞赛学、体育教材教法、运动专项

教学与训练、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体育赛事组织与管理。 

学院致力于学术研讨与交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近年来多次邀请国内知

名专家举办学术讲座，组织教师参加学术会议，对外开展学术交流。 

  
北京体育大学张力为教授来我校作学术讲座 上海体育学院副院长唐炎教授来我校作学术讲座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张立教授来我校作学术讲座 成都体育学院王宏江教授来我校作学术讲座 

  

成都体育学院杨世勇教授来我校作学术讲座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骆玉峰来我校作学术讲座 



三、优秀导师介绍 

学院现有一批高水平硕士生导师： 

符明秋，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体育学）、

重庆市研究生团队负责人、重庆心理学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兼体育运动心理专业

委员会会长、重庆市运动心理学专委会会长、重庆市首批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重

庆市社会科学专家、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项目网评专家、教育部博士学位网评

专家、重庆市政府社会科学奖、发展研究奖评审专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

课题 40 余项，主编专著 6 部，参编全国统编教材 6 部。在权威及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 50 余篇，其中 24 篇被 CSSCI、SSCI、SCI 检索。获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获重庆市等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市

首届学位与研究生教改优秀成果奖 1 项。 

李静，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重庆市体

育科研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分委会委员，国家体育总局

教练员培训讲师库成员，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库成员。全国校园足球专

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校园足球比赛监督，中国足协青超联赛比赛监督，重庆市校

园足球裁判长，重庆市校园足球比赛监督，重庆市校园足球专家组成员，四川省、

云南省校园足球外聘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子课题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等省部级项目 9 项，参与主研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在体育科学、体育学刊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

出版专著 2 部。 

黄晓灵（校外导师），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华人体育管理协会常

务理事，重庆市健康科普专家库运动与全民健身组组长，全国校园足球专家委员

会委员。国家社科项目评审专家，重庆市体育局课题评审专家。主持国家社科一

般项目获评“优秀”结题。主持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子课题，重庆

市决策与咨询重点项目，重庆市社科课题、重庆市体育局项目等课题。在中国体

育科技、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学刊、天津体育学院学报、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西南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编专著和教材近 10 本。论文曾在



体育科学大会作专题报告，多次获重庆市高校论文报告会一等奖。 

王樱桃，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邮电大学社会体育系主任，重庆市大学生

乒乓球协会秘书长，重庆市乒乓球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从事体育教学、训练、

科研工作 20 余载。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文化导刊、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教育理论与实践、体育科技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

近 10 篇；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5 项，参与近 10 项；主持市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3 项，参研 5 项；出版学术专著 2 部，主编《乒乓球理论与实践》《社会体育理

论与实践》等体育院校通用教材 3 部，参编教材 3 部；获省部级及以上教育技术

类科研成果奖 7 项。获全国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 

滕金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库成员。

致力于体育教学、体育管理等方向的研究，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研究、教

育与职业等高水平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在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教材 1 部。承担省

部级科研项目 13 项，其中，主持《5G 背景下智慧体育社区建设的体系研究》等

省部级重点项目 5 项。获全国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2021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二等奖。 

四、招生政策 

奖助政策：学校奖助学金覆盖面广。在校研究生可以申请参评国家奖学金、

学业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奖励、以及长飞奖学金、共进奖学金、华为奖

学金等社会奖学金。（具体奖项设立及金额标准以当年学校发布信息为准）。另

外，每位研究生都可获得国家助学金。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

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

（助研助教助管、助理辅导员）、研究生临时困难补助等。 

报考专业：欢迎体育类专业和通信、计算机、软件、自动化、经济管理等专

业背景的学生跨专业报考。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体育学院（311） 

 20   045200 体育（专业学位） 
045201 体育教学 

(01)体育教学 

符明秋  教  授 
王樱桃  教  授 
李  静  教  授 
黄晓灵  教  授 
滕金生  副教授 
梁旭鹏  副教授 
窦  丹  副教授 
易  军  副教授 
邱  斌  副教授 
王燕妮  副教授 

初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6 体育综合 
 
复试科目： 
体育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体育科研方法 
②体育心理学 

本

专

业

接

受

推

免

生 

注：① 指导教师中含部分外聘指导教师。 
② 专业目录中各专业 2022 年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实际招生人数以国家下达的 2023

年研究生招生规模为准，我校将保留根据国家下达的规模以及各专业上线生源情况对各

专业招生人数进行调整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