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4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审批专业适用） 
 

 

 

学校名称（盖章）： 长春光华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吉林省教育厅 

专业名称：足球教育 

专业代码：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教育学 体育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教育学 

修业年限：四年 

申请时间： 2017 年 7 月 

专业负责人：李吉成 

联系电话： 17743129388 

 
 

教育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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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申请表限用 A4 纸打印填报，并按专业分别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2.若为申请设置尚未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

《专业目录》）的新专业(无专业代码者)，请参照《专业目录》，

按专业的学科属性和专业类填写建议代码。 

3.在学校办学基本类型、已有专业学科门类项目栏中，根据学校实

际情况在对应的方框中画√。 

4.本表由申请学校校长签字报出。 

5.申请学校须对本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本科专业基本情况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足球教育 

修业年限 四年 学位授予门类 教育学 

学校开始举办本

科教育的年份 
2000 年举办本科教育 

现有本科专业

（个） 
44 

学校本年度 

其他拟增设的 

专业名称 

 

本校已设的相

近本、专科专

业及开设年份 

学前教育专业（足球启蒙

教育方向）2016年、体育

教育专业 2017年 

拟首次招生时间 

及招生数 

2018年 9月 

40人 

 

五年内计划 

发展规模 
270人 

师范专业标识 

（师范 S、兼有 J） 
 所在院系名称 足球学院 

高等学校专业设

置评议专家组织

审核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校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高等学校 

主管部门专业 

设置评议专家 

组织意见（增设 

尚未列入《专业目

录》的新专业填

写）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高等学校 

主管部门审核 

（审议）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专业代码按教育部公布的填写，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请填写建议代码。 

 



 

 

⒉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长春光华学院 学校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经开区武汉路 3555号 

邮政编码 130033 校园网址 http://www.ccughc.net/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部委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大学    □学院   √独立学院   

在校本科生总数 11727 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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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任教师 

总数（人） 
610人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数及所占比例 
48.2%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字以内，

无需加页） 

长春光华学院原为长春大学光华学院，成立于 2000 年 4 月，2004 年

首批确认为本科层次独立学院，2013年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院

校。学校设 13个教学院（部），44个本科专业，涵盖经、管、文、艺、工、

理、教育 7 个学科门类，现有省级本科品牌专业 1 个，省级特色专业建设

点 3 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5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 个，省级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个，省级精品课、优秀课 30 门。具有吉林省重点学

科、省现代媒体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省高校创新团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省高校新型智库、省重点实验室各 1 个。教师先后获得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 2项，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2项、一等奖 3项、二等奖 2项；

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 项；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 1项、二等奖 3项；吉林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8项、二等奖 12项；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2项。 

注：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学校当年本科招生数÷学校现有本科专业总数 



 

 

3.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长春光华学院隶属于吉林省教育厅，是一所具有十余年历史的民办本科综合性多
学科大学。学校遵循“健康体育、兴趣体育、终身体育”的理念，适应学生特点、挖
掘学生特长开展体育教学和体育竞赛。学校非常重视全校师生的体育文化活动，积极
参与国家及吉林省组织的各级各类比赛，并取得了优异的运动成绩。先后在国家和省
级体育竞赛中获奖 130余项，其中特等奖 4项，一等奖 63项。 

长春光华学院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颁布后，于 2016 年 3月 22日正
式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足球学院。足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足球启蒙教育方向）在
2016年 9月面向全国首次招生，实行本科全国招生，学制为 4年。2017年学校拟增
设体育教育专业，计划招生人数 30人。学生在校期间不仅能学习到关于幼儿足球知
识和技能，掌握对中小学足球教师培训工作的方法和手段；掌握青少年训练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还可以考取中国足协及亚足联举办的一系列足球教练员及裁判员资格证
书。  

2016年 6月 20日举行了国家体育总局耐力项目重点实验室长春光华学院实训基
地揭牌仪式，长春光华学院正式成为国家体育总局耐力项目重点实验室。800米自由
泳亚洲冠军许丹露在杨明教练团队的带领下来此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封闭训练。2017
年 5月长春光华学院成为广东体能协会吉林省培训基地。2017年 6月 14日长春光华
学院举行与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运动
员文化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一系列的基地设置，充分的体现了长春光华学院运动场地
及设施的完善，为足球教育专业的教学、训练及科研提供了优质的场馆保障。 

长春光华学院足球学院现有学前教育（足球启蒙教育方向）专业及体育教育两个
专业。专职教师 17 人，其中教授 1人，副教授 7人，讲师 7人，助教 2人。其中硕

士研究生导师 1人，硕士研究生 14人。外聘教师有原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主教练，
现任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高敬刚担任足球学院总教练；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队
长兼助理教练员张笑飞担任我校足球学院形象大使及总教练助理；教育部大学生体育
协会足球分会副主席、福建大学蔡向阳教授、原吉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国家高指委
委员杨霆教授、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兼主教练高敬刚、吉林体育学院博士生导
师、长白山学者、国家竞走马拉松队科研团队负责人、国家耐力项目重点实验室主任
杨明教授、长春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运动系主任滕占强教授、湖南文化音像出版社社长、
中国中学生体协足球分会幼儿工作委员会主任向左云、中国足球协会教练员讲师武鹏
等为我校足球学院的客座教授，雄厚的师资力量为足球教育专业的正常教学提供了师
资保障。 

2017年 7月学校开始招收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为更好的为体育教育专业教学服
务，年初学校投入 300万资金对原有的体育场馆进行了重建改造，同时为了开设足球

教育专业做准备，特建设了足球体能训练馆。 
过去的几年里学校一直高度重视足球项目发展，承办过多项大型足球赛事：2012年，
2013 年承办了长春市大学生足球赛；2014 年承办了全国青少年冠军杯足球赛；2014
年承办长春青少年足球冬令营；2014 年长春光华学院开设国家足球二级裁判员学习
班，多名队员获得二级裁判员证书，在长春各级比赛中执法，受到社会上的认可与好
评。2013 年，光华学院足球代表队获得“特步”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吉林赛区）
比赛亚军。2014 年吉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高校乙组）足球比赛，校足球代表队荣
获（高校乙组）男子冠军、女子亚军。以上成绩为光华学院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知名度，
也为足球教育专业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学前教育和足球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学前教育和足球理论基

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在托幼机构、小学及体育机构从事教师及教练员工作的能力和素质，同时也

能胜任体育经纪人，体育产业及相关的管理工作，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应用型学前教育足球人才。 

二、培养规格 

根据《指导意见》的有关精神和培养目标确定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格为： 

1.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热爱儿童，热爱足球，具有较强的事业心以

及团结协作的精神； 

2.掌握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幼儿园管理与组织教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相关

的幼少儿足球教学与训练的知识； 

3.掌握观察幼少儿身心特点、分析幼儿的基本能力以及对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技能； 

4.熟悉国家和地方有关学前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5.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能力，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6.具备儿童足球启蒙教育知识与能力的教师，教练员及裁判员； 

7.具备从事体育经济人，体育产业管理的知识与能力。 

三、主干学科 

教育学，足球学 

四、主要课程、特色课程 

主要课程：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幼少儿足球启蒙概论、幼少儿运动解剖与生

理学、体育概论、运动训练学、体育产业概论、体育经济人、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足球基础、足球体

能训练、幼少儿足球教学与训练。 

特色课程：幼少儿足球启蒙概论、传统养生活动课程、幼少儿营养与保健、幼少儿足球游戏、足

球启蒙教学设计 

五、学制、学分与学位  

学制  四  年。 

学生修读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达到  160.5 学分，其中课内 136.5 学分（课内讲授  

93.5  学分，课内实践教学  43  学分），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19   学分，创新创业课程  5  学分，

符合毕业要求，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长春光华学院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

者，授予 教育学 学士学位。 

 

 



 

 

 

 

六、课程结构比例表 

    课  程 

学时学分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总计 

公共课程平

台 

专业基础课程平台 专业课程平台 

课内 集中 创新 

必修 
选

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学         时 356 0 432 108 298 288 740  68 2290 

学时百分比(%) 15.5 0 18.9 4.7 13.0 12.6 32.3  3.0 100 

学         分 28.5 0 26 6 21 12 43 19 5 160.5 

学分百分比(%) 17.8 0 16.2 3.7 13.1 7.5 26.8 11.8 3.1 100 

 

七、课程安排 

1.公共基础课程平台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分配 

总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其

他 

公

共

课

程

平

台 

必 

修 

4530301

0 
形势与政策 1 

12     6 18  1.0  二 6*2   

4530301

1 
形势与政策 2 

12     6 18  1.0  四 6*2   

4530301

2 
形势与政策 3 

      18 18  1.0  五     

4530100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36     18 54  3.0  二 12*3   

45301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6     18 54  3.0  一 12*3 √ 



 

 

1 

4530200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8     18 36  2.0  四 9*2   

4530200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6     36 72  4.0  三 12*3 √ 

4540400

9 

大学英语综合 1 30       30  2.0  一 15*2 √ 

4540401

0 

大学英语综合 2 32       32  2.0  二 16*2 √ 

40707005 
计算机与网络基础 

54       54  3.0  一 14*4   

46201003 
信息检索 

18       18  1.0  六 9*2   

40001002 
职业汉语 

36       36  2.0  一 9*4   

46301003 
大学生创新创业和

就业指导 18     18 36  2.0  六 9*2   

46401001 
大学生安全教育 

      9 9  0.5  一     

46301005 
军事理论 

18       18  1.0  一 3*6   

小   计 
35

6 
0   

14

7 
503 28.5       

 

 

 

 

 

 

 

2.专业基础课程平台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分配 

总

学

学

分 

开课

学期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时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其

他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平

台 

必 

修 

 学前教育学﹡ 60    60 4 2 15*4 √ 

 学前心理学﹡ 48    48 3 3 16*3 √ 

 
幼少儿运动解剖与生理学

﹡ 

60 
   

60 4 1 15*4 √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48    48 3 5 16*3 √ 

 体育概论﹡ 36    36 2 2 18*2 √ 

 体育统计学 36       36 2 6 18*2 √ 

 运动训练学﹡ 36       36 2 4 18*2 √ 

 体育产业概论﹡ 36       36 2 5 18*2 √ 

 体育经济人﹡ 36       36 2 6 18*2 √ 

 
幼少儿足球启蒙概论

﹡ 

36 
   

36 2 3 18*2 √ 

小  计 
43

2 
   432 26    

选

修 

 运动心理学 36    36 2 3 9*4  

 中外足球发展史（KS） 36    36 2 3 9*4  

 足球经纪人（KS） 36    36 2 4 9*4  

 足球产业研究（KS） 36    36 2 6 9*4  

 足球比赛与指导 30  42  72 4 3、4 18*4 
 

 运动外伤与治疗（KS） 36    36 2 5 9*4  

小  计 
10

8 
   108 6    



 

 

 

3.专业课程平台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分配 

总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周学时 

考核

方式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其

他 

 

 

 

 

专

业

课

程

平

台 

 

 

 

必 

 

 

 

修 

1 学前卫生学﹡ 36    36 2 3 18*2 √ 

1 传统养生活动课程 4  32  36 2 4 18*2 √ 

1 足球基础﹡ 4  26  30 2 1、2 15*2 √ 

1 
幼少儿足球教学与训练

﹡ 

6 
 

30  36 2 2 18*2 √ 

1 

足球体能训练﹡ 18 

 

54  432 24 1 至

6 

18*4 √ 

1 足球情景教学模式 26  10  36 2 2 18*2 √ 

 足球启蒙教学设计﹡ 26  10  36 2 3 18*2 √ 

1 

足球专项理论与实践 18 

 

54  288 16 3 至

6 

18*4 √ 

 足球专项技能 4  32  36 2 4 18*2 √ 

 体育竞赛裁判学 8  28  36 2 5 18*2 √ 

 
笼式、沙滩、雪地、
五人制足球 

4 

 

32  36 8 2 至

6 

18*2 

√ 

小  计 

15

4 

 

30

8 

 

103

8 

64 
 

  

 幼少儿教育方向 



 

 

 

 

选 

 

 

 

 

 

 

 

修 

 

 幼少儿营养与保健 36    36 2 4 18*2  

 幼少儿体育英语 36    36 2 4 18*2  

  专业拓展课程（KS） 

4 

  

3

2 

36 8 3 至

6 

18*2 

 

  幼儿园管理 36    36 2 3 18*2   

 现代教育技术及应用 36    36 2 2 18*2  

 幼少儿园游戏指导 54    54 3 4 18*3  

 经典音乐熏陶 

2 

  

3

2 

36 1 5 18*2 

 

 经典书画欣赏 36    36 2 3 18*2  

小    计     144 6    

足球启蒙教育方向 

  足球教材教法与演示 72    72 2 5 18*4  

 足球教学设计 20  16  36 2 4 9*4 
 

 足球训练设计 20  16  36 2 5 9*4 
 

 

幼 少 儿 足 球 游 戏

（KS） 

10 

 

26  36 1 6 

9*4  

 幼少儿足球训练 36  36  72 6 3、4 18*2  

  幼少儿足球智力开发 30  6  36 2 6 9*4  

 足球教练员学 36    36 1 5 9*4  

 

足球竞赛规则与裁判

法 

8 

 

28  36 1 5 

9*4  

http://www.baidu.com/link?url=DkKVLK1pF7IftTwNSthBja7L-bMAg8agXBRJz50cCU5Nt5vcgUtAyHNXQsN8FUIdjsrVR9FEkcengEGTaFWi_vhP3_PzhRJe4AAv1xgTIT_&wd=&eqid=e23edf340124d1c200000003572f4f6f
http://www.baidu.com/link?url=DkKVLK1pF7IftTwNSthBja7L-bMAg8agXBRJz50cCU5Nt5vcgUtAyHNXQsN8FUIdjsrVR9FEkcengEGTaFWi_vhP3_PzhRJe4AAv1xgTIT_&wd=&eqid=e23edf340124d1c200000003572f4f6f


 

 

  

民 族 舞 蹈 与 足 球

（KS） 

2 

 

32  36 1 5 

9*4  

小    计     144 6    

 

4.创新创业教育安排表 

课程代码 课程或实践环节 总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周学时 考核方式 

 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方法 14 1 1 2  

 大学生职业发展 18 1 5 2  

 体育创新创业项目 18 2 5-6 2  

 “孝道、师道、感恩”教育活动 18 1 6 2  

总  计 68 5 
 

 

5.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课程编码 实践教学环节名称 周数 学分 

修读学

期 

考核方式 备注 

  教育见习 3 2 5、6     

  专业考察 1 1 4     

  教育实习（实训） 8 8 7     

  毕业论文（设计） 10 6 7、8     

  专题讲座 4 2 1 至 4     

总  计 26 19       

 

 

 



 

 

 

 

6.学生在校时间分配表 

             内容（周）   

 

学年               学期 

教      学 

假期 共计 备    注 

教学周 考试周 

一 

1 15+3 2 7 

52 

第一学期 

前 3 周 

安排 

新生军训 

2 18 2 5 

二 

3 18 2 7 

52 

4 18 2 5 

三 

5 18 2 7 

52 

6 18 2 5 

四 

7 18 2 7 

43 

8 16   0 

合  计 142 14 43 199 

 

九、说明 

1．方案制定依据 

依据《长春光华学院关于修订 2016 版本科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全面实施“适合的教育”和“养

成教育”，紧密结合我校的办学实际，按照“基础扎实、口径适度、优化知识、强化能力、注重素质”

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构建课程体系，制订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新专业学前教育

专业（足球启蒙方向）也是新建足球学院课程改革的一个试点专业。 

2．人才培养模式及方案特色 

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生需求规划了本专业课程，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融为一体。

模块化课程体系形成较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四年的本科阶段遵循“课堂内外衔接紧密、校内

校外共同强化”，更加注重幼少儿足球课堂教学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利用模块化课程体系全



 

 

方位、立体化培养学前教育足球理论与实践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3．对课程设置情况的说明 

根据学校的要求，设置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集中实践教学，创新创业课程。

为了满足教育部提高大学课程实践教学比例的要求，结合本专业的特点，除单独设置的实践活动之外，

依据体育类，足球类课程授课特点，将足球课程分为基础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也有理论与实践结合

部分，达讲练结合，注重实践。即理论学时以教师讲授理论为主，实训课时以学生练习为主。实训课

时仍采用集中课堂活动进行，学生在此环节的练习过程中需要教师的统一安排和指导，因此以上课内

实训与理论课在教师安排、课表设定、教学酬劳等方面保持一致。 

为实现和完成培养目标，符合人才培养规格，在课程设置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尝试。设置了

幼少儿足球启蒙概论，幼少儿足球启蒙教学、训练、设计等来提高学生的幼少儿足球启蒙教育的知识、

素质和能力；设置了体育经济人，体育产业概论，足球经济人等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获取渠道，为

学生将来从事体育经济人，体育产业管理工作奠定知识基础。 

专业方向拓展课程是结合教师课题研究成果、国内外研究动向以及学科发展趋势申报课程名称，

并根据足球启蒙方向特点，进行相关的素质科目的拓展，如拳击与散打、摔跤与柔道、跆拳道、冰雪

运动、乒乓球、攀岩、瑜珈、定向越野等。 

4. 关于方向模块的说明： 

幼少儿教育模块：幼少儿教育专业知识应用类，通过模块选修，提升学生知识素质，培养学生幼

少儿教育、管理能力，为学生从事教育及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足球启蒙教育模块：足球启蒙教育专业知识应用类，开设足球启蒙教育类教材教学课程。幼少儿

足球的教学、训练、启蒙等理论与实践知识，课堂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环节相结合的方式，更多地让

学生亲自的实践，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提高实践能力，为学生将来考取教练员、裁判员证

书等奠定良好的基础。 

5. 关于教学改革的思路与要求 

理论教学改革包括教学方法、考核方式、教材选用等方面的改革，采用适合学情的多种教学方式，

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达到自主、探究、合作式学习。同时，要把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

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对第一课堂的辅助作用，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寓教

于乐，实践教学采用校内的课堂实训活动、校外实习等方式，实践过程中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本专业知识能力在实践中的应用、实践活动与第二课堂的紧密结合等。 

6. 关于跨类选修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的说明 

跨类选修课为全校学生开设，可每学期开设，课程总学时不变，周学时、周数可根据学期、任课

教师等情况适当调整。学生毕业前需要修满 8 学分跨专业选修课（KS）学分方可达到毕业要求。 

学生需要修满 15 个第二课堂学分方可达到毕业要求。超出要求的第二课堂学分可替代跨类任选课

学分。具体学分认定如下表所示： 

类别 项  目 学  分 

比赛 英语四级（CET）考试 2 



 

 

 

证书 

类 

教练员证书考试 2 

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 2 

裁判员证书考试 2 

教师资格证 1 

全国大学生足球比赛 

决赛一等奖 3 

决赛二等奖 2 

决赛三等奖 1 

吉林省大学生足球比赛 

决赛一等奖 2 

决赛二等奖 1 

决赛三等奖 0.5 

长春市大学生足球比赛 

决赛一等奖 2 

决赛二等奖 1 

决赛三等奖 0.5 

校级足球比赛 

决赛一等奖 1.5 

决赛二、三等奖 1 

参与奖 0.5 

第二

课堂

活动 

学前教育专业（足球启蒙方向）调查（1-2 学期假期 1 周） 1 

学前教育专业岗位认知（3-4 学期假期 1 周） 1 

足球专业社团（足球专业协会等形式） 社团成员 2 学分，参加活动 1 学分 

课外阅读（按选定书目阅读、并完成读书笔记。在学期间进行） 1 

专业讲座 每次 0.5 学分 

志愿者服务活动（在学期间不超过 6 次） 

每次组织者 1 学分，参加者 0.5 学

分 

 

7. 成绩考核 

（1）考试课采用百分制评定。总成绩评定由平时成绩(10%)、期中考试成绩(30%)、期末考试成

绩(60%)相加获取。 

（2）考查课采用等级制评定。总成绩评定由平时成绩(20%)、期末考试成绩(80%)相加获取，相

加后的百分制成绩按如下等级折算：90 分及以上评定为“优秀”、80-89 分评定为“良好”、70-79

分评定为“中等”、60-69 分评定为“及格”、0-59 评定为“不及格”。 

（3）实施考试改革的课程其考核方式及总成绩评定方式可不受上述两点的限制，通过任课教师提

出正式的申请，报教务处审批通过方可执行。 

（4）参加学校教学改革活动的课程，考核方式按照学校教改方案执行。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名 李吉成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 

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53-12 行政职务 院长 最后学历 本科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毕业时

间、学校、专业 
1982 年 6 月毕业于东北师大体育系体育教育专业（足球） 本科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体育教学及训练  体育教育训练学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2 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1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1.2 万元， 年均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480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11 人次。 

最具代表性

的教学科研

成果（4 项

以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关于我国足球产业化发展现状

的研究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6 年第七期 1 

2 
大众传播媒介对体育的驱动与

抑制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6 年第四期 1 

3 
浅谈滑冰教学中学生非智力因

素的培养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三期 1 

4 
后奥运时代竞技体育与群众体

育整合发展的策略研究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2 年第六期 1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科

研项目（4

项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后奥运时代我国竞技体育与群

众体育关系整合的研究 
体育局 10.10-12.10 1.0万 主持人 

2 
构建有效机制打造新型高校高

水平足球队的研究与实践 
教育厅 08.8-10.7  主持人 

3 
立足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在高校公共

体育课中渗透 STS 教育的研究 
教育厅 05.7-07.7  第二参与人 

4 
后奥运时代我国竞技体育与群

众体育关系整合的研究 

长春师范学

院 
10.10-12.10 1.0万 主持人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工

作（5 门以

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足球教学 本科生 30 64 专业必修 2017 

2 滑冰 本科生 30 36 专业必修 2017 

3 足球训练 本科生 30 90 专业必修 2017 

4       

教学管理部门审核

意见 
                                            签章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

名 
韩琦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78-2 行政职务 主任 最后学历 硕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2001年 7月毕业哈尔滨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 

2006年 7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体育教学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3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3项；其中：国家级   0项， 省部级 3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2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0项，省部级项目  2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2万元， 年均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人次。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提高独立学院体育教学质量 

有效途径探系析》 
现代教育科学 2010年 11 月 1 

2 
《独立学院本科实践教学体

系改革及应用能力培养途径

研究》 

吉林省教育厅 2012年 4 月 3 

3    

4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项

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高校与中小学合作的校园足球

联盟建设研究 
吉林省教育厅 2014—2016 1 万元 2 

2      

3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门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攀岩 本科生 120 144 专业必修 2017 

2 太极拳 本科生 210 210 专业必修 2017 

3       

4       

5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

名 
赵海燕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教师 最后学历 研究生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2000年毕业于吉林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 

2010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体育教学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万元， 年均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480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人次。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论唐代社会的尚剑习俗 兰台世界 2014 年 1 

2    

3    

4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项

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心里咨询结合运动干预对大学

生终身体育健康的影响 
长春光华学院 2015.10-2016.10  主持 

2      

3      

4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门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台球 本科生 120 144 专业必修 2017 

2 太极拳 本科生 210 210 专业必修 2017 

3       

4       

5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

名 
王旭业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81-5 行政职务 
院长 

助理 
最后学历 硕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2005年 7月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运动训练专业 

2011年 7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运动训练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体育教学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1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2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2万元， 年均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人次。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普通高校开展足球联赛的探索

与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 年 1 

2    

3    

4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项

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高校与中小学合作的校园足球

联盟建设研究 
吉林省教育厅 2014-2016 1 万元 主持 

2      

3      

4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门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

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足球教学 本科生 270 324 专业必修 2017 

2 太极拳 本科生 60 60 专业必修 2017 

3 足球训练 本科生 60 60 专业必修 2017 

4       

5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

名 
侯雪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82-11 行政职务  最后学历 硕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2005年 7月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社会体育专业 

2011年 6月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体育教学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2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3项；其中：国家级 1 项， 省部级 2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1万元， 年均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2800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人次。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成果

（4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吉林省大学生身体素质调查 教育与职业 2014.11 1 

2 
长春市高校残疾学生普及游泳

课教学可行性分析及方案研究

     

湖南社会科学 2013.12 1 

3    

4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科研项

目（4项

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高校与中小学合作的校园足球

联盟建设研究 
吉林省教育厅 2014-2016 1 万元 第三人 

2      

3      

4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5

门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游泳 本科生 120 144 专业必修 2017 

2 太极拳 本科生 210 210 专业必修 2017 

3 体育保健 本科生 60 72 专业必修 2017 

4       

5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6.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专业技术

职务 

第一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专业、学位 

现从事专业 拟任课程 
专职 

/兼职 

1 李吉成 男 61 教授 
东北师大体育

教育、学士  

日本宫城教

育大学 学士 

体育教育、体

育教育训练

学 

体育概论 

足球教学

与训练 

专职 

2 杨  霆 男 63 教授 
东北师大体育

教育、大学 
硕士 

体育人文社

会 

体育概论

学校体育

学 

兼职 

3 韩  琦 女 39 副教授 

哈尔滨体育学

院、运动训练

学、学士 

东北师范大

学、体育教

育、硕士 

体育教学 
体操教学

与训练 
专职 

4 王洪昭 男  副教授 
长春师范大

学、 
 运动处方 运动处方 专职 

5 赵海燕 女 38 副教授 

吉林体育学

院、运动训练、

学士 

东北师范大

学、体育教

育、硕士 

体育教学 
篮球教学

与训练 
专职 

6 刘光大 男 39 副教授 

吉林体育学

院、运动训练、

学士 

吉林体育学

院、体育教

育、硕士 

体育教学 
乒乓球教

学与训练 
专职 

7 郭兴伟 男 40 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

学、体育教育、

学士 

东北师范大

学、体育教

育、硕士 

体育教学 
田径教学

与训练 
专职 

8 王旭业 男 36 副教授 

哈尔滨师范大

学、运动训练

学、学士 

东北师范大

学、体育教

育、硕士 

体育教育 

专项教学

理论与实

践 

专职 

9 侯雪 女 35 副教授 

北京体育大

学、社会体育、

学士 

北京体育大

学、体育教育

训练学、硕士 

体育教学 
田径教学

与训练 
专职 

10 孙雷 男 31 助教 

长春师范大

学、运动训练、

学士 

长春师范大

学、运动训

练、学士 

体育教学 专项教学 专职 



 

 

11 张闯 男 30 助教 

吉林体育学

院、运动训练、

学士 

吉林体育学

院、运动训

练、学士 

体育教学 专项教学 专职 

12 王月华 女 44 副教授 
长春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学士 

辽宁师大、博

士 
体育教育 

体育教育

学 
兼职 

12 杨  明 男 44 教授 
长春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学士 

东北师大、博

士 
体育教育 

运动生理

学 

运动康复 

兼职 

13 滕占强 男 51 教授 
长春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学士 

东北师大体

育人文社会

学、硕士 

体育教育 

体育人文社

会学 

体育科研

方法 

体育概论 

兼职 

14 葛  冰 男 44 副教授 
长春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学士 

东北师大体

育教学论、硕

士 

体育教育 
运动生理

学 
兼职 

15 李  刚 男 60 教授 
东北师大体育

系 学士 

东北师大体

育系 学士 
体育教育 

体育健康

原理与方

法 

兼职 

16 陈  钢 男 61 教授 
东北师大体育

系 学士 

东北师大体

育系 学士 
体育教育 

排球教学

与训练 
兼职 

17 李春风 女 54 教授 
东北师大体育

系 学士 

东北师大体

育系 学士 
体育教育 

体育统计

与测量 
兼职 

18 张镜宇 男 49 教授 
长春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学士 

东北师大、硕

士 
体育教育 武术 兼职 

19 顾宏志 男 42 讲师 
东北师大体育

系 学士 

东北师大体

育系 学士 
体育教育 

田径教学

与训练 
兼职 

20 滕素革 女 45 副教授 
东北师大体育

系 学士 

东北师大体

育系 学士 
体育教育 跆拳道 兼职 

21 刘  丹 男 58 研究员 
四平师范学院

外语、学士 

北京体育大

学、运动训

练、硕士 

运动训练 
足球教学

与训练 
兼职 



 

 

22 孙  茹 女 59 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 学士 

吉林大学、博

士 
体育教育 

运动解剖

学 

运动生理

学 

  兼职 

23 蒋艳杰 女 44 副教授 
长春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学士 

长春师范学

院体育教育

学士 

体育教育 
运动生理

学 
兼职 

 

 

 

 

 

 

 

 

 

 

 

 

 

 

 

 

 

 

 



 

 

7.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1 运动解剖学 60 4 孙茹 1 

2 运动生理学 72 4 蒋艳杰 2 

3 运动心理学 36 2 刘丽 4 

4 运动训练学 54 3 陈钢 5 

5 学校体育学 36 2 杨霆 4 

6 体育保健学 54 3 杨熹杰 3 

7 体育统计学 36 2 李春风 5 

8 体育科研方法 18 2 滕占强 4 

9 体育社会学 36 2 滕占强 6 

10 运动生物力学 36 2 葛冰 4 

11 足球教学与训练 72 4 李吉成 6 

12 篮球教学与训练 72 4 赵海燕 2 

13 体操教学与训练 72 4 韩  琦 2 

14 田径教学与训练 132 4 顾宏志 2 

15 排球教学与训练 72 4 刘文学 1\2 

16 健美操教学与训练 36 2 李淑梅 3 

17 乒乓球教学与训练 54 2 刘光大 3 

18 武术教学与训练 54 2 张镜宇 4 

19 跆拳道教学与训练 36 2 滕素革 3 

20 专项教学理论与实践 612 6-8 王旭业 2\3\4\5\6 

21      

      



 

 

8.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名称 足球教育 
开办经费

及来源 

 

 

申报专业副高及以

上职称(在岗)人

数 

 

5 
其中该专业 

专职在岗人数 

9 

 

其中校内 

兼职人数 

0 

 

其中校外

兼职人数 

 

14 

是否具备开办该 

专业所必需的图书

资料 

具备 

可用于该专业的 

教学实验设备 

（千元以上） 

20 

（台/件） 

总 价 值 

（万元） 
10 

序 

号 
主要教学设备名称（限 10项内） 

型    号 

规    格 

台

(件) 
购 入 时 间 

1 自行车功量计 MONAYK-828E 1 2004.03 

2 一维重心测量板  1 2004.12 

3 空间知觉测试仪 EP507 2 2004.03 

4 反应时运动测定仪 EP206-P 1 2004.03 

5 学习迁移测定仪 EP804 2 2004.03 

6 二道生理记录仪 ERT882C 5 2004.03 

7 电刺激器 JL-C4 6 2004.04 

8 反应时和运动时测定仪 EP206P 2 2004.09 

9 速度知觉测定仪 4660 2 2004.09 

10 全自动电脑心肺急救复苏模拟人 KAF-Ⅲ 1 2004.03 

11 便携式摄像机 三星 VP-D93I 1 2004.03 

12 心率发射机 PT-A 4 2004.03 



 

 

13 功率自行车 828E 1 2002.10 

14 跑台 KLS-2162B11S 1 2004.04 

15 自行车功量计 Monark-839E 1 2006.03 

16 多关节等速肌力测试与训练系统 Con-Trex MJ型 1 2006.03 

17 运动心肺功能测试系统 

Physio-dyneMax-

Ⅱ 

 

1 2007.12 

18 全自动三分类血球分析仪 
PocH-100i 

 
1 2007.12 

19 激光无痛采指血仪 
Lasette-Ⅱ 

 
1 2008.03 

20 血红蛋白仪 Hemo-control 1 2008.03 

     

     

     

     

     

注：若为医学类专业应附医疗仪器设备清单。 

 

 

 

 

 



 

 

9.学校近三年新增专业情况表 
 

学校近三年（不含本年度）增设专业情况        

序  号 专 业 代 码 本/专科 专   业   名   称 设 置 年 度 

1 080801 本科 自动化 2014年 

2 120701 本科 工业工程 2014年 

3 020304 本科 投资学 2015年 

4 040106 本科 学前教育 2015年 

5 080202 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5年 

6 130301 本科 表演 2016年 

7 130304 本科 戏剧影视文学 2016年 

8 080208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 2016年 

9 040201 本科 体育教育 2016年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