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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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科技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 四川省

专业名称： 运动康复（注：可授教育学或理学学士
学位）

专业代码： 04020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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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22

专业负责人： 张志斌

联系电话： 13778097796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西南科技大学 学校代码 10619

学校主管部门 四川省 学校网址 http://www.swust.edu.
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四川绵阳涪城区青龙大
道中段59号

邮政编码 621010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þ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þ农学 þ医学 þ管理学 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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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工学院

建校时间 19呪ਊㄠ〠〠ㄠ系㐮㐠㔷㈠呭ਯ㈲㑔洊⽆㈠㌠ㄲ⁔昊⠀笩呪吊䉔ㄠㄷ〮㞞찡圄琊ㄠ本科〠〠年份㐷㔮㘳‶㤴⁔洊⽆㈠ㄲ⁔昊⠀᐀᱔樊‰‰‱″ㄴ⸴‵ᨀ᭔洊⼲㈴呭ਯ䘲″‱㈠吴ㅔ昊⠕⠝㼄䤄倩呪‰‰通过䕔同吊本科〠学评㘱〠呭史学科㈠呦史ᴊ䕔同吊估‰‱‱㜰码㔠㘶㐠呭ਯ䘳′能攊匊鰞圄焱흇Ṍḩ呪吊휞湁洞昴㌰⸸自㘰自呭ਯ䘲‱㈠吴匊鰞圄焱흇Ṍḩ呪呆偅شم‱′ㄴ⸱㌠㔳自呭ਯ䘲‴㠹码㝓જ校主管部门⥔樊䕔吊ㄠ〠ㄛ呭〠竞ᴠ㈳㘮㜵‵㠸⁔洊⽆㌠㈠呦史㐾范⥔樊䕔同吊ㄠ〠专任教师总数㈲㠮范‶〸⁔洊⽆㌠ㄲご昊⠴㸹㤩呪吊䉔‰⁔‰ᜀ″〲码㘠㔸自呭ਯ䘳‱㈠吾范㐙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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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为各级医疗、康复机构，运动训练基地、学校、社区

、体育健身机构等

人才需求情况

体育与医疗、非医疗领域之间的跨界协同是健康中国、健康治理的基本路
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倡导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推动全
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将“预防”置放于健康治理的优先位置，最
根本的原因是健康的对立面“疾病”已经超越生物意义上的疾病，而成为
生态问题、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集中表征。如抑郁症、癌症等慢性病均
是上述健康问题共同导致的，且这些慢性病、文明病的致病因子存在较长
的潜伏期，在健康干预策略下，这些潜在的致病因素会被清除或者实现良
性转变，因此，预防成为保障人的健康、生态健康、社会健康的第一屏障
。
   在推动全民健康覆盖目标中，运动康复是积极的、十分重要的途径。
现代康复医学的治疗以非手术药物治疗为主。国际上在通常的物理治疗康
复工作中，运动疗法占绝大比重，运动疗法已成为核心的康复治疗手段。
运动康复其特色在于以运动作为主要康复手段，发挥运动在各类身心功能
障碍康复中的应用方法、效果，发挥运动对特定疾病的预防、诊断、评估
、治疗、训练、改善与提高。
   2014年国务院46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发展运动医学和康复医学
”，为运动康复行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2016年《“健康中国
2030”计划纲要》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
疗健康干预，改变传统以治疗为中心的“被动、依赖型”健康干预方式
，推行以预防为中心的“主动、自主型”健康干预理念和方式，来提高全
民身体素质，将“体医融合”提升到了战略高度。2016年7月13日国家体
育总局发布的《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强调，要促进“体医融合
”发展，积极推广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运动健康服务。
   2011 年卫生部就已将康复治疗人员列为急需紧缺人才。据中国康复教
育专委会调查统计，近年来，实际新上岗康复专业人才不超过 6000 人。
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川渝地区，康复相关专业人才的紧缺状况明显。
   调研并论证了四川锐博健身服务中心、绵阳市生命动力体育服务有限
公司、绵阳市涪城区滨涪社区医院等周边健身、医疗机构，了解到上述机
构都表现出对运动康复专业人才的认可和较强烈需求。预测在学校所在地
绵阳市的各大医院、社区诊所、康复理疗工作室、健身俱乐部，每年会超
过30人以上的运动康复专业人才需求。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30

预计升学人数 8

预计就业人数 22

绵阳市涪城区滨涪社区
医院 4

四川锐博健身服务中心 5

绵阳市生命动力体育服
务有限公司 8

四川省成都市体育局 5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西南科技大学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设置、主要实践性教

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康复医学和运动科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系统掌握

康复诊疗技能和运动伤害防护技能，并具备一定教学与科研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毕

业生能在各级医疗、康复机构，从事肌肉骨骼损伤、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康复治疗；

能在运动训练基地、学校、社区、体育健身机构等，从事运动伤害防护、健身指导、

健康管理等工作。 

二、基本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康复学、运动科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运动

康复的基本能力。系统掌握运动康复技术、康复医学技术、运动伤害防护的理论与

方法。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敬业爱岗、求真务实、遵纪守法、

团结协作、热爱劳动的品质；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2、掌握运动科学、康复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3、掌握基础康复评定技术、康复治疗技术、运动伤害防护与应急处置技术； 

4、具有肌肉骨骼损伤、慢性代谢性病症、运动伤害的评估与处理、预防的基

本能力； 

5、了解运动康复的理论前沿和发展趋势；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

等前沿知识和工具解决运动康复领域的问题； 

6、熟悉常见的康复运动项目，并具备一定的运动技能康复手段与方法； 

7、具有一定的和专业相关的资料搜集、文献信息检索等科学研究能力，具有

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8、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协调能力。 

三、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四年。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的全部必修课程，经考核合格取得规定的必

修课、选修课最低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



及《西南科技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四、主要课程设置 

《运动康复专业》课程设置 
运动康复知
识体系 知识模块 相应课程 

通识教育 发展学生德、智、体、美、
劳的基础教育 

入学教育、思政类、军事教育、
外语、计算机、创新创业教育 

学科基础知
识 体育学相关的基础知识 

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体育
概论、体育运动基础类课程（水
中健身、健身气功、康复体操、
太极拳等） 

 

 

 

 

 

 

 

 

 

 

基

础

科

学 

 
专业基础知
识 

①动作技能形成原理； 
②人体结构、功能与代谢； 
③健康教育与心理学； 
④康复工程学； 
⑤临床医学知识； 
⑥康复评定与康复治疗学
原理； 
 

①动作控制与学习； 
②解剖学、生理学、运动营养学 
③健康管理、康复心理、运动康
复治疗技术； 
④运动损伤学学、支具与辅助用
具等； 
⑤病理学、医学影像学、体育人
工智能应用、运动医学等； 
⑥体育测量与评价、康复评定学、
运动处方原理等； 

 

 

 

应

用

科

学 

 
 
 
 
专业技能知
识 

①康复评定和康复治疗的
技术与方法； 
②运动伤害防护理论与方
法； 
③中国传统康复技术与方
法 

①肌肉骨骼康复、慢性疾病康复、
理疗学、运动疗法等； 
②运动伤害急救与防护、运动损
伤与康复、运动医务监督、运动
训练监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运
动干预等； 
③传统体育养生理论与实践、推
拿学、针灸学等 

 

五、主要实践课程教学环节与主要专业实验 

主要实践课程教学环节 主要专业实验 

1、入学教育，军训 

2、创新创业实践 

3、假期社会实践 

4、毕业实习实践（医院临床见习、健身俱 

乐部、社区理疗机构实践 

5、学术讲座与科技活动 

6、毕业设计（论文） 

1、人体体质测试与评估实验 

2、运动康复处方实验 

3、常见运动损伤的诊断与评定 

4、运动康复训练（功能训练） 

5、理疗技术实验 

6、康复技术实验（针灸、推拿与按 

摩） 

 

 

 

 



六、教学计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课程

类别 

序 

号 
名 称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总 

学 

时 

学分 

1 体育概论 2        32 2 

2 
人体生理学（含

运动生理） 
6        96 6 

3 
人体解剖学（含

运动解剖） 
6        96 6 

4 体育保健  3       48 3 

5 
运动医学基础理

论 
  2      32 2 

6 康复医学概论     3    48 3 

必修

课程

专业

基础

课程 

7 动作控制与学习   3      48 3 

8 体育测量与评价    3     32 2 

9 运动处方     2    32 2 

10 运动损伤学     3    48 3 

 

11 

 

运动康复治疗技

术 
    4 4   128 8 

12 康复功能评定    4     64 4 

13 
体能训练与健身

方法 
    3    48 3 

14 诊断学    5     90 5 

15 健康管理      2   32 2 

16 
传统体育养生理

论与实践 
    2    32 2 

17 针灸学   2      32 2 

18 推拿与按摩    3     48 2 

19 健身气功 2        32 2 

20 水中健身  2       32 2 

21 康复体操   2      32 2 

22 
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运动干预 
     2   32 2 

必修

课程

（专

业主

干课

程） 

23 太极拳    2     32 2 

24 运动训练学  2       32 2 

25 物理治疗学    4     64 4 

26 医学影像      2   32 2 

27 运动营养学     2    32 2 

A类

选修

课程

（基

础课

程） 

28 
信息与计算机基

础 
     2   32 2 



  

七、实践课程计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学

时 

学 

分 

1 
运 动 康 复

见习 
   ☆     2周 1 

2 
运 动 康 复

专业实习 
     

☆ ☆ 
 

16

周 
16 

3 
创 新 创 业

实践 
  

☆ ☆ ☆ ☆ 
  4周 3 

4 
毕 业 设 计

(论文) 
      

☆ ☆ 12

周 
6 

5 
学 术 与 科

技活动 
 

☆ ☆ ☆ ☆ ☆ ☆ 
 8周 2 

课外实

践 

6 社会实践  ☆  ☆  ☆   8周 4 

 

 

 

 

 

 

29 老年病学      2   32 2 

30 中医养生学      2   32 2 

31 运动医务监督  2       32 2 

32 运动贴扎术      2   32 2 

33 功能训练      2   32 2 

34 运动治疗    4     64 4 

35 社区康复     2    32 2 

36 康复心理学      2   32 2 

A类

选修

课程

（专

业课

程） 

37 
运动技术与解剖

学分析 
    2    32 2 

B类 

选修

课程 

38 

按照西南科技大

学本科专业任选

课程执行 

        160 10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体育概论 32 2 石伟 1

人体生理学（含运动生理） 96 4 王东辉 1

人体解剖学（含运动解剖） 96 4 王东辉 1

体育保健 48 4 姜一春 2

运动医学基础理论 32 2 席健夫 3

康复医学概论 48 4 席健夫 5

动作控制与学习 48 4 张勇 3

体育测量与评价 32 2 刘建中 4

运动处方 32 2 唐智 5

运动损伤学 48 4 姜一春 5

运动康复治疗技术 128 4 张勇 5、6

康复功能评定 64 4 黄俊 4

体能训练与健身方法 48 4 赵静 5

诊断学 90 6 李静 4

健康管理 32 2 赵静 6

传统体育养生理论与实践 32 2 马婷 5

针灸学 32 2 姜一春 3

推拿与按摩 48 4 姜一春 4

健身气功 32 2 马婷 1

水中健身 32 2 柏青 2

康复体操 32 2 苟清华 3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运动干预 32 2 宋英杰 6

太极拳 32 2 石伟 4

运动训练学 32 2 张志斌 2

物理治疗学 64 4 付锦文 4

医学影像 32 2 张扬松 6

运动营养学 32 2 张勇 5

信息与计算机基础 32 2 张扬松 6

老年病学 32 2 席健夫 6

中医养生学 32 2 王东辉 6

运动医务监督 32 2 王健 1

运动贴扎术 32 2 黄俊 6

功能训练 32 2 冉红军 5

运动治疗 64 4 谭宏 4

社区康复 32 2 苟清华 5

康复心理学 32 2 林丽楠 6

运动技术与解剖学分析 32 2 张志斌 5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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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伟 女 1973-10 体育概论、太极拳 副教授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民族传统

体育 专职

王东
辉 男 1979-04 人体生理学、人体解

剖学 讲师 成都体育
学院

运动人体
科学 学士 运动人体

科学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姜一
春 女 1978-02

体育保健学、运动损
伤学、针灸、推拿与

按摩
副教授 西南大学 体育教育 学士 体育保健

与康复 专职

唐智 男 1973-05 运动处方 副教授 成都体育
学院 硕士 体育教育

训练学 专职

赵静 女 1976-04 体能训练与健身方法 教授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健康教育 专职

付锦
文 男 1978-02 物理治疗学 讲师 成都体育

学院 硕士 传统体育 专职

马婷 女 1994-09 健身气功、传统体育
养生理论与实践 助教 陕西师范

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体育保健

与健康 专职

柏青 女 1975-05 水中健身 副教授 西南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游泳教学

与训练 专职

宋英
杰 男 1965-10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运

动干预 教授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学士 体育管理 专职

张志
斌 男 1980-01 运动训练学、运动技

术与解剖学分析 副教授 西安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体育教育

训练学 专职

张扬
松 男 1984-06 信息与计算机基础、

医学影像 副教授 电子科技
大学

生物医学
工程 博士 医学人工

智能 兼职

王健 女 1968-04 运动医务监督 教授 西南大学 学士 健身管理 专职

冉红
军 男 1978-05 功能训练 讲师 成都体育

学院 学士 体育教学
与训练 专职

谭宏 男 1982-12 运动治疗 教授 重庆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博士 体育产业

管理 专职

苟清
华 女 1972-03 社区康复 副教授 成都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体育教学

与训练 专职

林丽
楠 女 1964-10 康复心理学 副教授 成都体育

学院 学士 运动康复
保健 专职

李静 女 1981-09 诊断学 其他副高
级

成都中医
药大学 学士 运动医学 兼职

刘建
中 男 1971-05 体育测量与评价 副教授 四川师范

大学 教学论 硕士 社区体育 专职

席健
夫 男 1994-10 运动医学基础理论、

康复医学概论 助教 北京体育
大学

运动人体
科学 硕士 体适能与

健康促进 专职

张勇 男 1980-02
动作控制与学习、运
动康复治疗技术、运

动营养学
讲师 西南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功能与康
复训练 专职

黄俊 男 1978-08 康复功能评定、运动
贴扎术 副教授 西南大学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体育教育
训练学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19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4 比例 19.05%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5 比例 71.43%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14 比例 66.67%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2 比例 9.52%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2 比例 9.52%

36-55岁教师数 19 比例 90.48%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2:19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37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2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张志斌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职务

拟承
担课程

体育科研方法、体育管理学、运动
生理

现在所在单
位 西南科技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6年毕业于西安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训练学、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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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体育与科学》、《体育学刊》、《体育文化导刊》《成都体
育学院学报》等C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篇，近年来主研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3项，其中第一主研1项，第三、第六各1项，结题3项。主持省级教改
项目1项，主持完成4项地厅级项目，独立完成《新时代学校体育发展的理
论变革与实践探索》20余万字的学术著作一部，授权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项
（第一发明人），参与出版学术著作2部。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18年获西南科技大学《青年教育教学之星》荣誉称号。2015-2016、
2017-2018年度连续获得西南科技大学教学质量《一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2.6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4.2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32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1



 

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26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80（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主要来源于教育行政拨款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160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3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西南科技大学已建成运动人体科学实验中心、运动康复实训中心，能满足
运动康复专业和体育相关专业的教学实验要求。能为运动生理学、运动损
伤防治学、运动治疗技术、针灸理疗和推拿按摩和康复机能评定等实验课
提供仪器设备和教学环境, 实现包括包扎与止血、固定与搬运、心肺复苏
练习、常见运动损伤的诊断、按摩、针灸、拔罐疗法、急救处理、理疗、
运动康复、运动性疲劳的测定、血液生化指标的测定、人体成分分析、肌
力训练、平衡协调、耐力训练、心肺功能训练、肌力评定、ROM 评定、平
衡协调、OT 综合作业等。
    随着专业办学的积淀，实验仪器设备、实验教学师资队伍等教学条件
还在不断完善和提升过程中，会对原有体育专业以及新增运动康复专业的
人才培养提供全面的教学实验条件支持。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表面肌电测试仪 ME6000 1 2015年 324

肌肉疲劳测试系统 eMotion EMG 1 2015年 160

心率遥测仪 Echo 2 2015年 14

电脑中频治疗仪 J18A2 30 2016年 1

体力活动监控仪 WGT3X-BT 1 2016年 14

红外速度测试 OPTOGAIT 1 2016年 168

超声骨密度仪 OSTEO PRO(SMART) 2 2016年 140

功率车 EC3000E 1 2016年 120

血管机能检测仪 BP-203RPE III 1 2016年 280

人体成分分析仪 INBODY 720 1 2016年 170

理疗按摩床 2.0*0.8 30 2017年 80

急救综合训练模拟人 MR-S8000D 40 2017年 300

功能训练中心 300M2 1 2017年 600

运动康复实验室 200M2 1 2018年 230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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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论证组审议了西南科技大学《运动康复》专业申报材料，经质询与讨论，一致认

为： 

1.所提出的专业建设目标明确，定位准确，规划合理可行。 

2.已经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教学与科研团队，教学经验丰富，可以很好地完成学科专

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工作。 

3.已有与《运动康复》专业相关的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应用示范基地、创新创业基地。

承担过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具有较好的教学科研资源与平台。 

4.教学计划符合《运动康复》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科学合理，特色鲜明。 

专家一致建议,西南科技大学应尽快设置《运动康复》本科专业。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符

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蔡勇、陈丛梅、董发勤、段宁、韩永国、霍冀川、李磊民、卢黎霞、卢谦、卢忠远、尚丽

平、宋英杰、谢鸿全、尹显明、张强、张霜、赵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