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昌吉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专业名称：体育旅游

专业代码：040212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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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2

专业负责人：刘玉兰

联系电话：15809946655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昌吉学院 学校代码 10997

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学校网址 http://www.cjc.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新疆昌吉世纪大道南段9

号
邮政编码 831100

学校办学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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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昌吉师范专科学校

建校时间 1959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2001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8年09月

专任教师总数 810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196

现有本科专业数 44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6685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1983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86.8%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昌吉学院座落在新疆昌吉市，前身为1959年成立的昌吉师范专科学校，2001

年4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学院有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1101亩，各类建筑25万平方米。学院共有教职工1129名，其中专任教师810

人，高级职称教师196人。学院有在校生25065人，共有80个本、专科专业。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

一、近五年增设专业：  

2016年：交通运输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017年：通信工程 旅游管理 应用统计学 特殊教育 

2018年：网络工程 

2019年：无

2020年：家政学 能源化学工程 会展经济与管理 行政管理  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二、近五年停招专业： 

2016年：新闻学 应用物理学 

2017年：新闻学 应用物理学

2018年：新闻学 汉语言 应用物理学 特殊教育 

2019年：应用物理学 

2020年：应用物理学

三、近五年撤并专业情况： 



2016-2018年无撤销专业

2019年：撤销新闻学专业

2021年：撤销应用物理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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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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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专业的毕业生可在休闲体育工商企业（如健身休闲体育俱乐部、休闲度假

村、户外运动有限公司，素质拓展训练机构、体育旅游公司），体育公益机

构（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活动与竞赛场所），休闲体育事业机构等单位

从事相关工作。

人才需求情况

新疆凯途高山户外运动有限公司就业人数共4人

昌吉市西域原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就业人数共27人

新疆攀爬时光体育娱乐有限公司就业人数共 2人

乌鲁木齐市雪中雁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就业人数共2人。

目前新疆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单位共两家：新疆丝绸之路国际度

假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燕沙漠生态旅游景区沙漠越野基地；“国家体

育旅游精品赛事”有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阿拉尔市“塔克拉玛干•沙

漠之门”越野挑战赛；S级滑雪场20家。依据自治区旅游局发展规划，旅游

直接从业人员、间接从业人员、人才资源总量2020年分别要增加到60万人、

240万人、23万人，年均分别增长14%、14%、19%，旅游人才占从业人员的比

例要从31.2%提高到38.3%，大专及以上学历旅游人才要占人才总数的70%以

上。

依据前期对全疆滑雪场、景区、旅行社和精品体育赛事等调研，发现体育旅

游人才随着精品路线的不断开发和衍生、旅游与体育的深度融合、体育产业

示范基地的兴起、体育精品赛事和精品线路等的拓展及优化，新疆体育旅游

人才直接缺口1.5万人，预计未来缺口在10万人。以下是滑雪场、精品赛

事、精品线路紧缺人才部分单位的统计：新疆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年需求45

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燕沙漠生态旅游景区沙漠越野基地年需求40人；



阿拉尔市“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越野挑战赛年需求80人；中国环塔（国

际）拉力赛年需求100人；新疆马拉松协会年需求50人。昌吉市西域原野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努尔加滑雪场年需求35人;乌鲁木齐白云滑雪场年需求52

人；乌鲁木齐雪莲山高尔夫灯光滑雪场年需求35人；昌吉江布拉克景区年需

求20人；昌吉州车师古道年需求40人等等。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

年度招生人数 35

预计升学人数 0

预计就业人数 35

新疆凯途高山户外运动

有限公司
4

昌吉市西域原野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
27

新疆攀爬时光体育娱乐

有限公司
2

乌鲁木齐市雪中雁体育

文化有限公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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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њў Ҧ χ040212TK Ṗ₭χ  ָχ ṷ

一、培养目标

ӌ ι▫  њўҨṴᶋѭṀᵇιҨῸחѭḤῈιҨ ѭ⁄Ọιᶡד Ẕἅᶂ ҺѮѲ

ấ ι Ẕӌ ι▫ғў ι◑ Ὰּר ᶊ ╝ᾰקấ ￼ḹῶњўộỳ￼

ӌ ι▫ғўṪӐ ӌ ι▫њўῗӌ ḙ ḙת ╝ḙ ḙ Ґᴢ ᵀ￼ ᵀớњ

ў

 њўᶡ Ị ΰ ӌ ԅם ᴧṝιԏῶ ẙ Һ үỵ Ḅ￼ ḙᵙᾰק

ι έᾁӌ ι▫ ת ᵙἩ ὝṀ￼ᶢת љΆ│ιԏᶵӌ ι▫ ת ֮

Ὸח￼ᶶᵀẔּזᶚҚἑ ḙּו⅞ўᵅιᴵᶈᾤẗι▫ ת ҡ҆ ᾤṪӐιἆᶈӌ ι▫Ҳ

ў ӌ ҆ љ ԇᴻ ӌ Ҷ ẙӬѧỌ ᶂḲԇ Ѯ ԇ ҡ҆ ᵙת

ט ὝṀῸחṪӐ

二、基本培养要求

ε ζộỳ

ᶓὙᵺ ᶢ ᴝֱιέᾁ ֯ѮѲ ↄ┴Ѡộỳ ṇẈת ᵙ ḙᴧṝ ᶢ ᴝתᵙ

ộỳι‴ ᵪⱶѮѲᵙᴗᴷᵪⱶѮѲ￼ќּף ιԏῶẶ♥￼ Һ үỵᵙᴗᴷӔᵘ

ỵ ♬Ⱬӌ ι▫҆ўιԏῶ ￼ộỳ Ịᵙᾰק ιӰẞ￼ӌ Ḅ￼Ọת ι

ἄ Ḅḙ ιԏῶ ∂ḫ ᵱ҈ᵀӐᵙ ҈ֳᾺ￼ ιԏῶ Ḅ￼ộỳ ỊӢ ᵙỌת

ι ḟ│

ε҇ζњў

1.ⱦủἅᶂι▫ўᵙӌ ι▫ўᴧṝ￼Ά ᾤ ᵙ│ ιԅ ҃ ӌ ι▫ўᴧṝטỗ

ᵙᶂ ￼ӌ ι▫ Ổתת ᶂԓᶹӌ ι▫ўᴧṝ￼ ᵙ⸗♇

2.ԏԅ ἒḫ￼ӌ ι▫ ў ᴣת ֮њў ιέᾁӌ ι▫Ҳў ת ӌ ι▫ғ

ᵝ љ ת￼ љΆ│

3.҃ ӌ ι▫ḙ ת￼ ׁ⌐ ιԏῶ Ḿῶԋӌ ι▫ ḫת ḧ↨Ẉ

ḙ ￼ ד

4.ԏᶵѮ ӈ￼ ўἩ ιԏῶ Ặ￼Ẕᴪ ψⱦד ᶊέᾁ ᶹ ε ζιԏῶ

ᶂ Ґ╙ᵙ ד



5.ԏᶵ ⱦᶊַּז   Ἡ  ӌ ι▫ּכḒᵬח ֮љὸҟ￼ ד

6.ԏῶ Ặ￼Ҷ ӌ ὝṀ ᵙṴᶋת Ӑ ד

εѕζ ḙᾰק

ῶ⃰ ￼ Һᴗᴷ ᵙҚּוҮӪ ԏῶ Ḅ￼Қᾰ  Ӣ ҩ ҩỗ Ḭ ừ Ҩ

ᴣ ιד ‖ᴠז Һḫ ιԏῶ ḧ￼ᵽ ᵀӐᵙ Һ╗ט ד ԏῶ∂ ￼ḫח

ḙ ιἀ ḙιⱫ ḙι ∂ ιḾѧᶂҸת ￼ҽ ᾰקљộỳῶ ḧ￼҃

εᵺζ Ọ

1.҃ ӌ ￼ᶢ  ιέᾁ ḙ ♠ ӌ￼ᶢ Ἡ ι ֹᶂḲ ḧ￼ӌ њўᵀ‰

֝

2.ᴩֹọ ￼֓҆ ι ἄ Ḅ￼ӌ ♠ᵙᴌּוѽựι ỌӰẞ

三、修业年限

ḙֺχᵺẉ

四、毕业学分与授予学位

⅞ўḙ֫χ167.5֫

ά҄ḙӈχᾨ ḙḙᶱḙӈ

五、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ӌ ι▫њў￼ḫ ᾨḙע ιѮ ѕיּ ᵺẉ ￼ ḫѽ ḻ ҇ ᶣ њў

ᵽ╗ט ֳᾺֳўḫ ᵙѕᵺẉט╗ ￼њў ᵀḫѽ ⅞ў ᾰ ⅞ўḫѽ ע ἄ ›

ԓ￼ḫѽѮ ấזּ њў ᵽ ḫ ḯḫ ᵙֳᾺֳў╗ט￼ẻẪι›ᶹ￼ḫѽѮ љ

ԓᶹӌרּ ι▫Ҳў ӌ Ҷ ẙӬѧỌ ӌ Ҷ ḏѸ Ѹ ӌ ҆ ấ ›ᶹḫѽ

ᶢᶊ￼ẻẪ ԏӌ￼ḫѽԓḳץὐχ

1.֓҆ ᵙᶂ ᾨ 2ᵕιḠὴᶈ ḙῼ

2.њўḫѽ 18ᵕιḠὴᶈ ѓḙῼ

3.ḫ ε ѽζ6ᵕιḠὴᶈ ᵺ ҋ Ԉḙῼ

4.⅞ў ᾰε ζ8ᵕιḠὴᶈ Ԇḙῼ



5.њў ԓḫ ιָ֫Ḡὴᶈ ҋḙῼ

6.Ṁ▫ḫѽχέᾁӌ ι▫Ṁ▫￼ᶢ  ҩ Ἡ ᵙΆ│ιѮ ḠὴᶈḺ Ӭ Һḫ

7.ֳᾺֳўḫ χ ὂṝớᵙѦớקḫ ᴠљӌ ι▫ ḙ ιᶡ ֳᾺ

Ỵ ᵽ ᵀӐ

六、毕业学分及课程学分学时构成

 њўḙּוọ ὟὝṀớᶡ ֮￼ ∂Ӣ Ḣἄᴿ ḧ￼ῳӉḙ֫ιẊḢἄ Ẕ

￼ ᶹḠὴԓḳιỞḙ֫ ֹ 167.5ḙ֫ε161.5֫+ 6֫ζιΆᴵ⅞ў

七、教学时间安排表

⅞ўḙ֫ᴣ ḙ֫ḙῊ֫ ᴣ⅝ӕ

课程类型 学分
课内理论

教学学分

课内实验

（实践）

学分

线上学习

学分

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
学时 备注

通识必修课
38.5 29 6 3.5 22.7 730

通识选修课
8 8 0 0 4.7 128

专业基础课
18 17 1 0 10.7 296

专业必修课
38 30 8 0 22.4 622

专业选修课
38 29 9 0 22.4 628

集中实践
21 0 0 0 12.4

小计
161.5 113 24 3.5 100 2404

不含素质拓展

实践教学学

分占总学分

比例（不含

素质拓展）

27.86
实践教学包括课内

实验（实践）和集

中实践

素质拓展

学分
6 0 0 0 — 96

总学分学时

合计

总学时≥2500学时

总学分≥167.5学分
含素质拓展



项目

周

数

学

期

学 年

教

学

考

试

军

训

实

习

机

动

素

质

拓

展

课

程

设

计

综

合

实

训

专

业

见

习

毕业

论文

（设

计）

合计

14 1 2 17

҇ 18 1 19

҇
ѕ 18 1 19

ᵺ 16 1 2 19

ѕ
ҋ 16 1 2 19

Ԉ 16 1 2 19

ᵺ

ѓ 18 18 18

Ԇ 8+
2 4 8 14

合 计 126 6 2 18 4 6 144



3 ῞ ↨Ẉ╜ ᶂḲ ᾰḔṪӐḌᵔҺ ҇ ἆҨі

4 Ṁ▫ ι▫ṕ Ѯἵ

5
ᴿ ӌ њ ֶ ᴿ ᾨ ӌ ṕ Қד ◊љ Һ

Ӡ ᴖ
Ѯἵ

九、主干课程

ӌ ι▫ḙ₦ ӌ ι▫ ֮љẦᴧ ӌ ι▫ ￼ᶊ ת ӌ ι▫╦ ѭḙ

ι љ ת ӌ ט╗ ֮љ ι▫ᾤ љ│ ι▫Ṵᶋ ӌ Ѹ

ת

十、主要课程简介

ᵄ χӌ ι▫ḙ₦

ḙ Ὴχ36

ḙ ֫χ2

Ầ ḙῼχ ѕḙῼ

ҟχ  ῗѭӌ ι▫ њўᶽḙת ẉ ḙּו ￼њўᶢ ת ῈᶈḾ

ӌ ι▫ḙ ￼‟ᵙᴝת ₦ ҟ ιẊ ᵀᶂԓᶹӌ ι▫ḙ ￼ᴧṝιḾῶԋӌ

ι▫ת ᵙḫ ѣΆ ￼ᶢ  Ӑ ԅ ￼₦ ᵙ֫‘ιҡ ᾂ ӌ ι▫ᵙι▫ў￼ᴧ

ṝᵙ╗ט ễ   ￼ḙѽιӔḙּתו Һ ╝љӌ ι▫ᴧṝ￼ԓᶈԋ ψӌ ι

▫ ∂￼֘ḧᵼ ᵙӌ ι▫╗ט￼ᶢ  ễψӌ ι▫ў￼‗ἄᴣԎ ⸗♇ψҨᴣӌ ι

▫￼ᴧṝḾι▫ ￼ᶊ￼ ╝ Һᵙעᶫ￼ẽᵠ Ά ￼ᶢ  ᵙᶢ ת ιҨӝѭҨᵅ

▄Ԅḙѽᵙ ῶԋӌ ι▫њ ḧԅ ớᶢ

⁄ΆẪχ

ᴠ ᾨ χ ӌ ι▫ḙ₦ ι ḞẈιҚ↓ӌ ֧ⱱ ι2012ẉ

ᵄ χӌ ι▫ ֮љẦᴧ

ḙ Ὴχ72

ḙ ֫χ4.5



Ầ ḙῼχ ѕḙῼ

ҟχ҃ ӌ ι▫ᵙι▫ ֮￼ᶢ ₦Ổιέᾁӌ ι▫ ֮Ầᴧӌ ιӌ ι▫

◊֫ љ ҮΆ│ιḙҺӌ ι▫ғў ֮љẦᴧ￼ᴿ Ṁᵇ₩Ẫ￼֫‘љ⅝ ιẦṝӌ

ι▫ ֮љẦᴧ￼ᴵ ớ֫‘ᵙấ ӌ ι▫ ֮љẦᴧ￼ ᵀӠ ӌ

⁄ΆẪχ

ᴠ ᾨ χ ι▫ ֮љẦᴧ ι – fl ιѧᶂⱶ ֧ⱱ ι2013ẉ

ᵄ χι љ ת

ḙ Ὴχ32

ḙ ֫χ2

Ầ ḙῼχ ҋḙῼ

ҟχ  Ѯ ι ￼Ѯ ўחᵙ ḙ￼ ΆẪת ԓḳѮ ὐѣѦץ

֫χ ֫ҟ ι ғּוљᴧṝ₦֙ψἅᶂι ￼ớ ψᾼ ᶈι▫╗טѧ￼Ӑּז

҇ ֫ ι ￼ ‗ιᴿ ￼ўט╗ח ễҨᴣ Ẕ￼ ΆẪιҨᴣιת ￼

ᴧṝἇּצ

⁄ΆẪχ 

ᴠ ᾨ χ ι ת ι ⇔ᴧι ᾨ ֧ⱱ ι 2008ẉ

ᵄ χι▫ᾤ љ│

ḙ Ὴχ32

ḙ ֫χ2

Ầ ḙῼχ Ԇḙῼ

ҟχι▫ᾤ љ│ ῗι▫ḙљ│ḙҐᴢ￼ ḙ ╧ᴣ│ḙᵙι▫ḙת ᵙẔ

ớ￼ι▫│ễזּ ḫחι ι▫ ᾤ ι▫Ҳў ι▫ ι▫ ѳ ￼│ễԋ

ψת ԋת Ẋ ᶼ תזּ ᴧא ֫‘ᵙ ֘ι▫ўחḕᶈ￼ ớḫ │ễ

⁄ΆẪχ 



ᴠ ᾨ χԅᶂṀ▫Қᵔ  ᾨ  ֒ ι ᾤ љ│ễ│ ιι▫ᾨ ֧ⱱ ι2017

ẉ

ᵄ χι▫Ṵᶋ

ḙ Ὴχ32

ḙ ֫χ2

Ầ ḙῼχ Ԉḙῼ

ҟχҨ ╝ḙ ѭ ḙᵙאҦ תת ѭᶢ ι ι▫Ҳў ᴣԎט╗ ễ

￼ ᵀớẔּזḙ ι▫Ṵᶋ Ά│ ‘ᶫ֫ע ι▫Ṵᶋ ∂љ ѭ₩Ẫ ι▫Ṵ

ᶋ ֫љḧӈ ι▫Ṵᶋ ᵀљғᵝҸתק ṴᶋҮ ḧљẵớ ι▫ṴᶋӞ ᴣῸח

ӡỤ

⁄ΆẪχ

ᴠ ᾨ χ ι ι▫Ṵᶋ ḙε ҇ⱱζ ι ᾨ ֧ⱱ ι2011

ᵄ χ⸗ ι▫ Ѹ ת

ḙ Ὴχ32

ḙ ֫χ2

Ầ ḙῼχ ҋḙῼ

ҟχ Ḿӌ Ѹ ￼₦Ổ ◊ ỴѲ ⸗ề ᵙת ᶢ ₦Ổᵙᶢ 

ᴝת￼ҟ ι ᵀἅᶂӌ Ѹ ᴣӌꜛא￼ Ѹ ￼ᴧṝ ⃰וιӔḙּמ ӌ Ѹ

ו￼ ιέᾁӌ Ѹ љת ￼ Ӑ ẑ Ά│ᵙἐⅎψώ ӌ Ѹ Ỵ￼ת

ᵙ ψḙҺד ӌ Ѹ ￼ΆẪΆ│ ᵃῊι ᶽ ￼ӕ֫‘ᵙ ιזẶת љḫ

￼ ιώ ḙּו￼ḫ Ỵ ᵙ֫‘ ד

⁄ΆẪχ

ᴠ ᾨ χְẈ ι ι▫Ṵᶋ ḙε ҇ⱱζ ιרҖ ᶾᶽḙ֧ⱱ ι2009ẉ

ᵄ χӌ ι▫╦ ѭḙ

ḙ Ὴχ42



ḙ ֫χ2.5

Ầ ḙῼχ ḙῼ

ҟχ  ҡι▫Ὸחў￼ ḻ҃╦ ѭιָ֫ ᵙ֫‘҃ι▫ў￼

￼ᶊ ẖӊḶ ӿι▫ ᵩι▫ ᴿ ᶟѧ￼╦ ѭι ҃ι▫ ∂Ṵᶋ

￼₩ẪᵙתᶟớṮầιẊḾι▫╦ ￼῾ ᵇ ҃ ╜ᵙ֫‘ ╦▫ι‘׃ ￼ι

 ט▫ ỵ ỗẙ Ọת⸗ềҨᴣӡỤᾆ ֘ ᵅ Ү Ά ￼ ѭ ễιѭֺ ι

▫ ἇּצώӗת ӘὯι֬ḫώ Ὸח ᵙῸח↨Ẉι◑ ╦ јᾸᴪק￼ ∂

⁄ΆẪχ

ᴠ ᾨ χ ι▫╦ ѭḙ ιᾹ∫ṵ ԀιּכḒṪў֧ⱱ ι2004ẉ

ᵄ χӌ ι▫ ￼ᶊ ת

ḙ Ὴχ32

ḙ ֫χ2

Ầ ḙῼχ ᵺḙῼ

ҟχ  Ѯ ԓḳץὐι▫ ￼ᶊ ԋ₦Ổ ‘ ι▫ ￼ᶊ Ṗ₭љ ת

ι▫ ￼ᶊẦᴧ ֮ ת ι▫ ￼ᶊ ת ι▫ ￼ᶊ▫ Ὸח ת ι▫ ￼ᶊᶢ

Ὸח ת ι▫ ￼ᶊḠԅ ת ι▫ ◊ẦᴧљӠἴ ת ι▫ḳ љι▫עᶫ ת ι▫

ᶊᴎ љ ת ι▫ ￼ᶊΰ ק ת ᶈҨι▫Ầᴧ ֮ѭѮ ԓḳ￼ᶢ іιṄԋ├♇

Ἓṝ ι▫ ￼ᶊ ᴿѦṖ￼ת ι ᴿ ֫ԓḳ ￼ӕộ ιӝ҈ḙּוᶈғўḫ ѧ

ת ת

⁄ΆẪχ

ᴠ ᾨ χ ι ι▫ ￼ᶊ ת ι ᾨ ֧ⱱ ι2011ẉ

ᵄ χӌ ט╗ ֮љ

ḙ Ὴχ32

ḙ ֫χ2

Ầ ḙῼχ ᵺḙῼ



ҟχӌ ט╗ ֮ῗ Һӌ ṪӐ ọ ԏᶵ￼ᶢ ṪӐ  ιד Ѯ ҟ ӌ

ט╗ ֮￼ ԋת ᵙᶢ ᴝֱљΆ│ιẊ ԏӌӌ ט╗ ֮￼ḫ ♠ḙּו￼

֮љ ד

⁄ΆẪχ

ᴠ ᾨ χ ╤ ι ӌ ט╗ ֮љ ι ᾨ ֧ⱱ ι2018ẉ

体育旅游专业教学进程表（非师范）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课

内

总

学

时

课内学时
线

上

学

习

总

学

时

合

计

考

核

方

式

各学期周数及周学时安排表

专

业

方

向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课

内

理

论

课

内

实

验

课

内

实

践

14
周

1
8
周

1
8
周

16
+2
周

16
+2
周

16
+2
周

18
周

8+
2
周

通

识

必

修

课

必

修

课

0000
044

大学生

职业发

展与就

业指导

1 12 12 0 0 2
6 38 考

查
2

0000
038

大学生

心理健

康

1 12 8 0 4 2
2 34 考

查
1

0000
045

创新创

业基础
1 8 8 0 0 2

4 32 考

查
2

3510
188

计算机

与信息

技术基

础

3 42 14 2
8 0 0 42 考

查
3

3210
001

大学英

语 1 3.5 56 38 0 1
8 0 56 考

试
4

3210
002

大学英

语 2 2 32 28 0 4 0 32 考

查
2

3210 大学英
3 48 40 0 8 0 48

考
3



003 语 3 试

3210
004

大学英

语 4 2 32 28 0 4 0 32 考

查
2

大学语

文
2 28 28 0 0 0 28 考

查
2

4110
006

思想道

德与法

治

3 54 48 0 6 0 54 考

查
4

4110
015

中国近

现代史

纲要

3 54 48 0 6 0 54 考

试
3

4110

209

简明新

疆地方

史教程

3 54 54 0 0 0 54 考

查
3

4110
003

马克思

主义基

本原理

3 54 48 0 6 0 54 考

试
3

4110
022

毛泽东

思想和

中国特

色社会

主义理

论体系

概论

5 90 72 0 1
8 0 90 考

试
5

党史 1 9 9 0 0 9 18
考

查
1

形势与

政策 1 0.3 8 8 0 0 0 8 考

查

形势与

政策 2 0.3 8 8 0 0 0 8 考

查

形势与

政策 3 0.3 8 8 0 0 0 8 考

查

形势与

政策 4 0.3 8 8 0 0 0 8 考

查

形势与

政策 5 0.2 0 0 0 0 8 8 考

查

形势与

政策 6 0.2 0 0 0 0 8 8 考

查

形势与

政策 7 0.2 0 0 0 0 8 8 考

查

形势与

政策 8 0.2 0 0 0 0 8 8 考

查

必修小计学分 38. 73



5 0

类别小计学分

通

识

选

修

课

选

修

课

社科类、理工

类、艺体类、教

育心理类 创新

创业类

8.0 12
8

12
8 0 0 0 12

8

必修小计学分 8 12
8

专

业

基

础

课

9112

15

体育概

论
1 14 14 0 0 0 14 考

查
1

3810

035

运动解

剖学
3.5 56 46 0 1

0 0 56 考

试
4

3810

036

运动生

理学
3.5 54 44 1

0 54 考

试
3

3810

134

体育心

理学
2 32 32 0 0 0 32 考

试
2

3810

023

体育社

会学
2 36 36 0 0 0 36 考

查
2

健康教

育学
2 36 36 0 0 0 36 考

查
2

3810

056

体育科

学研究

方法

2 32 32 0 0 0 32 考

查
2

管理学

基础
2 36 36 0 0 0 36 考

查
2

类别小计学分 18 29
6

专

业

必

修

课

必

修

课

体育旅

游学概

论*

2 36 36 0 0 0 36
考

试
2

体育旅

游资源

规划与

开发*

4.5 72 72 0 0 0 72
考

试
4

体育旅

游目的

地管理*

2 32 32 0 0 0 32
考

试
2

体育活

动策划

与组织*

2 32 32 0 0 0 32
考

试
2

体育旅

游消费

者行为

2.5 42 42 0 0 0 42
考

试
3



学*

旅游市

场营销*
2 32 32 0 0 0 32

考

试
2

户外体

育实践

指导*

2 36 36 0 0 0 36
考

试
2

滑雪运

动*
4 64 0 0 6

4 0 64 考

试
4

旅游与

户外安

全管理

2 32 32 0 0 0 32
考

查
4

旅游政

策与法

规

2 32 32 0 0 0 32
考

查
4

旅行社

经营与

管理

2 32 32 0 0 0 32
考

查
2

健身理

论与指

导

3 48 48 0 0 0 48
考

试
3

徒步露

营与领

队实务

2 32 32 0 0 0 32 考

试
2

急救避

险与救

护

2 36 36 0 0 0 36 考

试
2

网球 2 32 0 0 3
2 0 32 考

查
4

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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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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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业

务
2 32 32 0 0 0 32

考

查
2

乒乓球
2 36 0 0 3

6 0 36 考

试
2

毽球
2 36 0 0 3

6 0 36 考

查
2

自行车

运动
2 32 0 0 3

2 0 32 考

试
2

漂流
2 32 0 0 3

2 0 32 考

查
2

滑冰运

动
2 36 0 0 3

6 0 36 考

试
2

游泳 2 32 0 0 3
2 0 32 考

试
2

瑜伽 2 36 0 0 3
6 0 36 考

试
2

沙滩排

球
2 32 0 0 3

2 0 32 考

查
2

健身舞

蹈
2 32 0 0 3

2 0 32 考

查
2

动力伞 2 32 0 0 3
2 0 32 考

查
2

攀岩 2 36 0 0 3
6 0 36 考

试
2

沙漠定

向越野
2 32 0 0 3

2 0 32 考

试
2

滑沙运

动
2 32 0 0 3

2 0 32 考

查
2

拓展训

练
2 32 0 0 3

2 0 32 考

查
2

选修小计学分 38
62
8

类别小计学分

实

践

教

学

实

践

环

节

0000

001

专业实

习
9 18

周

0000

003

毕业论

文(设
计)

4 8
周

0000

005

军事训

练与国

防教育

2 2
周



导游业

务实训
2 2

周

健身指

导实训
2 2

周

俱乐部

实训
2 2

周

实践小计学分 21 0 0 0 0 0

类别小计学分

素

质

拓

展

实

践

环

节

0000

046

第二课

堂
2 0 0 0 0 0 32

0000

047

创新创

业
2 0 0 0 0 0 32

0000

013

社会实

践
2 0 0 0 0 0 32

0000

048
其他 2 0 0 0 0 0 32

实践小计学分 6 0 0 0 0 0 96

类别小计学分

总计学分
167
.5

22
91

1
1
3

25
00 21 2

2
2
1 20 19 22 12

说明：1.专业选修课如带有方向，请在专业方向一列进行标明;2.专业基础课里的数理课程根据专业特点选开，

但开课具体要求（学时、学分、开课学期、周学时、考核方式、授课内容等）需按表中要求执行。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жн ᾳ

ᴇ * 36 2 ү

ᴇ ‚б * 72 4 Ь

ᴇ * 32 2

* 32 2 Ὡ

ᴇ ╟ ‚б * 32 2 Ф

ᴇ ѝ * 42 3 У

ᴇ * 36 2 ү

╟* 72 4 † ҷ

5.2 жн ᾳ

⁞  
жн

╘ н нжн н ᴁ

ж

/ὸ

Ф 1962-07

ᴇ ╟

‚б
ӏᴇא

ᴇ ֳᴇ ж

1966-03
ȁᴇ п

б
ᴇ ж

† Ὤ 1969-03

₮ ȁ

ᴇ

‚б
п

ᴇ ӝ

ֶ ж

н

ֶ ж

1969-11

ᴇ

ȁᴇ

ȁᴇ

ᴇ ᴇ ж

1969-10
б

╘ȁ

н╘

б ж

1965-01 ᶥѳ ↄ
п

ᴇ ᴇ ж

ᴇ ֶ п



1966-01 ↄ ᴇ ᴇ ж

ᾙ 1969-03
б

ↄ ᴇ ᴇ ж

1967-07 ╟╒ֺ
п

ᴇ

╟/

ֺ/╟╒ֺ

ὸ

1967-08

Ӈ

ԍȁṌ ↄ ᴇ ᴇ ж

1968-11 ↄ ᴇ ᴇ ж

1970-11
б

ↄ ᴇ ╟ ж

1980-05

ᴇ

‚б ↄ п ж

1987-01

ᴇ

ѝ

ↄ

ѐ

ѝᾱ ὸ

Ѡ 1985-08
б

ↄ ж

1962-12

ᾮ

╟ȁ

╟

ᴇ
╟ ᾮ ╟ ж

1969-03

ᴇ

ȁѵѶ
ᴇ ╟ ж

Ҵ 1967-10 ᴇ ᴇ ж

1970-09

б

ὤ

ȁ

ᾚא
ὸ

1975-03
п

ᴇ ᴇ ж

1977-01 Ṍ
п

ᴇ Ṍ ж

1978-01 ס
п

ᴇ ᴇ ж

1990-03
Ṍ

б
╠ ᴇ ᴇ ж

Ἲ 1991-03 ╠ ᴇ ᴇ Ү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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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 Ὤ ⁞
жн

╘
╘

ў֗

╟ ₮ /ᴇ ‚б
ᴁ

ᴇ

н ȁ

ȁжн
2009 нұ п ᴇ ᴇ ӝ ֶ жн

ў ᴇ ӝ ֶ

ӱҮ

ᾳ̂

ȁ ȁ ȁ

̃

ӱҮ ̔1ȁȇᴇ жнὤ ע ҃

Ȉ ╠    2ȁȇ ὨὭᴇ б

б Ȉ ╠

ᾁ1ȁ ҷ ὤ ᴇ ֒ -ȇ ╟ ₮ Ȉ ֒

ᶕ ѐ ִ    2ȁ ȇᴇ б

Ȉ ִ Ь   3ȁў ȇ ╟ ₮ Ȉ

  4ȁў ȇᴇ Ȉ ִ    5ȁ

ȇᴇ ̂ ү ̃Ȉѝ   6ȁў

ȇᴇ б ֓Ȉ ִ

ӱҮ

ᾳ

ӱҮ ̔1ȁў ȇᾚ ᴇ Ṍ ᾚ ᴇ

Ȉ ᴇ ᴇ ֶ     2ȁў ȇ

ᴇשּ б ῠ ╒Ѯ Ȉ ╠     3ȁ

ў ȇ ᴇשּ б ῠ ╒ Ѯ Ȉ 

╠    4ȁ бȇᵷ ᴇ бὤ Ṍ ╟

 Ȉ ֶ    5ȁў ȇȁ Ἷ ᴇ ּע

ᴇ Ȉ שּ ֶ     6ȁ ȇ Ἷ ᴇ ע

ּ ᴇ  Ȉ …н…   7ȁ ȇὨὭ ὡ ᴇשּ

╘ᴇ ȈЭ ᴇ ̂ ‒̃8ȁ ȇӱ

ᴇ ľ ĿȈ ӏᴇ ̂

‒̃ 9ȁ ȇ ұ ᴇ  Ȉ пᴇ

̂ ‒̃10ȁ ȇ Юᴇ жн ╟

Ȉ пᴇ ̂ ‒̃  11ȁ ȇ Ҭб ̔

жн ╟ ╟╒Ȉ пᴇ ̂

‒̃12ȁ ȇ Ю ╟ Ȉ א

ӏᴇ ̂ ‒̃  13ȁ ȇ ע ּ ᴇ

ע :Ԉ Ἷ ѝᴿ Ȉ ᴇ ̂

‒̃                               

ᾁ1ȁ ȇ ᴇשּ б Ȉ ᴇ ֶ

Ὡ ᴇ ֶЬ     2ȁ ȇ

╗ ╟ Ȉ ѐ ӝ Ὥ Ҁ ╟ֶ

ֶ Ь   3ȁ ȇ ּ ᴇ ӝ ί Ȉ ѐ



ӝ Ὥ Ҁ ╟ֶ ֶ У   4ȁ ȇὤ

Ṍ ὨὭ ╘У ᴇ⁸ Ȉ ҽ ᴇ ֶ

ֶ Ь   5ȁ ȇӱ ֶ ᴇשּ Ȉ

ľ ִֶ ĿУ

Ь

̂Ъἷ̃

0.0

Ь

̂Ъἷ̃

0.0

Ь
1.ȇ ╟ ₮ Ȉ369  2.ȇᴇ

б ֓Ȉ208

Ь

н

̂ӝ ̃

24

⁞
жн

╘
╘

б /ᴇ

ᴁ
ᴇ

н ȁ

ȁжн
2015 нұ п ᴇ б

ў бᴇ ע

ӱҮ

ᾳ̂

ȁ ȁ ȁ

̃

ȇ ὤע Ṍ б Ȉ

ӱҮ

ᾳ

̔ бᴇ ע ( שּ )̕ р Ѯ ᴇ б

ּ ᴇ ּ ̂ ӝ ̃̕р Ѯ б ᴇ

̂ ̃Ȃ

̔ р Ѯ ᴇ ע ӊᶑ ̕ ◗ б

ע ̕ ̕ ּ ᴇ б שּ

ӊн ̕ ѐᴇ Ȃ

Ь

̂Ъἷ̃

30.0

Ь

̂Ъἷ̃

20.0

Ь
жнȇ б Ȉ

324 ̕ ᴇ ȇᴇ

Ȉ108 ̆ȇᴇ б

Ȉ270 Ȃ

Ь

н

̂ӝ ̃

41

Ф ⁞
жн

╘
╘

ᴇ

ᴇ б / ԍ/ᴇ ╟ ‚

б ᴁ
ᴇ

н ȁ

ȁжн
1996 нұאӏᴇ ᴇ

ў ᴇ ӝ ̆ ᴇ ̆ ֳᴇ



ӱҮ

ᾳ̂

ȁ ȁ ȁ

̃

ӱҮὨὭᴇ ̆жнᴇ ̆Ὠ Ь︠ᴍ ̂ὲѐ

‒ 5 ̃̆ў б б

︠ᴍ ̆ б ᾗ 5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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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

̂Ъ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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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

̂Ъ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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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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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ӝ ̃

33

⁞
жн

╘
╘

ᴇ
ᴁ

ᴇ

н ȁ

ȁжн
1992 нұ ᴇ

ў ᴇ

ӱ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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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Ъ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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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

̂Ъ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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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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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

н

̂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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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学条件情况表

ұ жн

֓ḣ̂Ъἷ̃
3240.77

ұ жн

̂︢ἷԈЭ̃
69̂ /֒̃

╕
2015 2021 ̆ ╕ 500ЪȂ ѝ ȁᾃ ȁ

ȁ ȁѐ ж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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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一、增设专业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和落实国家体育旅游和全民休闲政策的需要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体育旅游作为旅游和体育产业深度

融合的新兴业态，对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拓

展旅游发展空间，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促进体育消费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从政策层面看，2016年下半年国家密集出台了系列政

策促进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

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7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

（国办发〔2016〕85号）、《“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国发

〔2016〕7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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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发[2016]1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

游局关于实施旅游休闲重大工程的通知》（发改社会[2016]2550

号）、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旅游局签署《关于推进体育旅游融合发

展的合作协议》等。为促进冰雪、水上、户外、航空等体育旅游项

目发展，还出台了《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全

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2 年）《水上运动产业发展

规划》、《山地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航空运动产业发展规

划》等。为切实推动体育旅游发展，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2017 年 7 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共同制定了《“一带一路”

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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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推动体育旅游和休闲业全面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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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与旅游部副部长李金早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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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市两期体

育产业调查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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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体育赛事与旅游文化相融合，

必能引起游客和体育爱好者更多关注，能更好地向外界展示新疆人



民幸福、美好、安定的生活，让世界看到新疆的旅游业大发展，让

“新疆是个好地方”更响亮。 

（三）是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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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地

处乌、昌、石经济带的昌吉市，在学科专业的选择上要求能对接昌

吉州乃至新疆全境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依据《新疆

体育产业十三五年发展规划》的要求：“促进文体旅等有机融合，

提升精品赛事、体育健身、冰雪运动、休闲旅游等产业竞争力，促

进文体旅深度融合。依托沙漠、空域、冰天雪地、湖泊等自然环境

和民族特色环境，打造沙漠、自行车、冰雪、马拉松、赛马、徒步、

穿越天山等赛事，延伸体育赛事产业链，助推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

合。实现与旅游服务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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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科与专业发展的需要 

学科建设是提升应用型高校的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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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在体育旅游专业领域显现缺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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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校的专业筹备情况 

（一）前期充分的调研 

为了解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情况，2019年 5月开始，我校先

后组织专家团队到自治区旅游局自治区体育局、疆内体育旅游公司、

滑雪场、休闲度假村、体育俱乐部、单项协会(新疆走吧户外探险有

限公司、新疆云青岩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昌吉市山地户外运动协会、

新疆凯途高山户外运动有限公司、新疆攀爬时光体育娱乐有限公司)

等进行调研，了解社会对体育旅游人才的需求情况，以及对人才培

养的素质要求，以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更好地与市场对接。为了解

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先后走访了国内开设体育旅游专业

的学校，包括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和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了解体育旅游人才培养的就业、课程设置、实习实训等情况。走访

了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等，了解他们对体育

旅游方向人才培养的意见。为学习新疆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经

验，通过网络收集、整理了国外体育旅游专业排名靠前的 8所大学

的培养方案，如佛罗里达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滑铁卢大学、德国

科隆体育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通过广泛深入地调研，组织校内

外专家反复讨论和论证，使我们明确了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目

标、方向，在更高的层面制定了人才培养的方案。 

（二）良好的专业建设基础 

目前，我校已经具备开设体育旅游专业的良好基础。昌吉学院

体育系的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已经举办了十余届，

专业教师、课程体系趋于完善，符合就业标准，赢得社会赞誉，具

备了延申专业的条件；昌吉学院中文系开办了旅游管理专业已经趋

于成熟，经管系目前专业齐全，教师结构、专业性合理；体育旅游

专业的建设可以将上述两个系院和体育系一个专业的资源进行整合，

形成跨学科、跨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在硬件基础方面，学校的场

地设施包括体育馆、舞蹈房、健身中心、网球场等，筹建攀岩场地

等专业所需的场地；有两个专业实验室，能确保开出本专业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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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融合与合作发展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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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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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旅游智慧实验室”、“体育营销实训实验室”、“体育

场馆智能化实训实验室”、“体育信息大数据管理实训实验室”

“体育赛事运作智能模拟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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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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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符合新疆“1+3+3+改革开放”的工作目标：全力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抓好旅游产业发

展。

2. 新疆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山川壮丽，瀚海无垠，古迹遍地，民族众多，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全国旅游资源共有68种，而新疆就有56种，占全国旅游资源类型的83%。体育旅游也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加强，但是培养新疆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学校却没有。因此，在新疆高等院校开设

体育旅游专业有利于体育人才的社会化和促进体育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开设体育旅游专业十分符

合新疆体育产业和新疆体育旅游市场发展的需要。

3. 有利于缓解体育院校学生的就业难度和拓宽就业途径。

4. 具备开设体育旅游专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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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签字：

2021年 7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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