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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研究生分类发展的政策驱动和增列体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双重背景下，进一步明确

体育专业学位之“专业性”内涵及其所包含的“体育”特性，重新审视体育专业学位教育的实践

困境，探索改革路径。研究认为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以体育职业发展需求为前提，以体育

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育过程，其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体育理论知识和应用研究能力、不同方向

的体育实践能力以及相关职业素养。跨专业生源的涌入和体育专业性特征的淡化、理论课程的滞

后与实践课程的平庸、学位论文的受限与盲审制度的畸形发展是当下主要的实践困境。应在招生

录取过程中加强对专业实践能力的评价，在培养过程中形成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实习教育

与大学体育之间的积极联动机制，建立独立的体育专业学位论文评审系统与标准、评审专家库及

其监督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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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ual context of policy-driven postgraduate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adding the 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in 

professional degre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education" encompassed 

within it, and also reexamin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of professional degree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n explores reform path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degrees in physical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al process that is premised on the demands of the sport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enter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sports career skills, and its professionalism is primarily displayed through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applicable research capability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in various directio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at present mainly focus on the influx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the dilution of professionalism characteristics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e 

lag in theoretical courses and the mediocrity of practical courses; the restrictions on dissertations, and the ab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blind review system. Given those mentioned abov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valuation 

of professional practical ability in the enrollment and admissions process, to form a positive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theoretical courses and practical courses, internship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and 

college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and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degree thesis review 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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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工

作的重要内容。2020 年《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

改革发展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1]，并于同年发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

(2020-2025)》。2022 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中，专业学位类别数量由 47 种增加到 67 种。2023 年

11 月《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的出台，提出要进一步提升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比例，达到总招生规模的 2/3 左

右，同时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招生数量[2]。2024 年 4

月 26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中，也明确

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类型及学位授予条件的区别[3]，

再次将专业学位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

从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来看，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

2012 年 32.29%增加到 2022 年的 56.4%[4]，招生规模确

已得到显著扩充。专业学位成为研究生培养的主流，

已是大势所趋。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全面推进背景下，体育硕

士专业学位教育也得以稳步发展。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张，在近 20 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丰

富经验，成为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

年研究生招生信息显示，已有 187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

招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界对此也有持续关

注，在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模式、招生制度、课

程设置、存在问题等方面积累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这类探讨过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内容多为问题的宏

观解读及在此基础上提出方向性改善策略，指出“未

体现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的差异”的问题，便提出“需

要明确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的区别”的建议。然而，

“差异与区别”的结论早已明晰，不够明晰问题在于：

差异具体何在？又应当如何区别？ 

 

1  体育研究生专业学位“专业性”的内涵解析 
正如体育硕士专业培养目标中描述的那样，体育

硕士是“高层次应用型体育专门人才。”需要具备扎实

的体育理论基础、解决体育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胜

任体育相关领域的实际工作[5]。这使得专业学位中的

“专业”二字似乎总是代表着“应用”，指向了“实际”，

继而与“学术”和“理论”相对。体育领域中的“应

用”具体指的是什么？解决体育实际问题的能力如何

体现？又如何判断是否能胜任体育的实际工作？这些

问题在具体的专业培养方案中虽都有论及，却往往只

是构建了框架、描述了概念，少有深究。 

正如在体育硕士专业学位(以下简称“体育专硕”)

的培养实践中，学生在被问及学术与专业学位的差异

时，也时常会给出“学习年限短、对学术水平要求不

高、考试难度低”的回答，过多关注对学位价值的判

断，却很少触及学位内涵的本质。这既印证了多数学

者提出“目前普遍存在专业学位地位不如学术学位高

的误解”[6]的观点，也暴露出体育领域自身对体育专业

学位内涵认识的匮乏。“体育专业学位”中的“专业”

究竟指的是什么？“体育”的特殊性又体现在何处？

这是在探讨体育研究生专业学位相关问题之前亟待解

释的两个基本问题。 

想要探究“专业”内涵，首先需要明确为何会产

生“专业学位”。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看，设

置专业学位的初衷，源自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引发的对

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如高级工程技术和管

理人才。因而，1984 年 11 所高等工科院校率先探讨

培养工程类硕士的可行性，1989 年卫生部提出组建医

学职业学位研究小组，1990 年工商企业管理硕士作为

我国首个专业学位类别得以设立[7]，皆是社会经济发展

重点领域产生的人才需求驱动下的产物，主要招生对

象也是各实践领域中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在职人员，有

着鲜明职业特征。虽然在 2009 年扩招后“在职攻读”

不再是专业学位的必要前提，但职业属性依然突显。

这一属性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

2025)》(以下简称《发展方案》)中依然被频繁提及：“针

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需要、培养较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

养、与职业资格衔接”[8]。不难看出，“职业”由始至

终都是专业学位内涵的实质。 

在职业导向下重新审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职

业需求是前提，职业知识与技能是核心，职业水平及

其对工作的胜任力则是评价标准。2024 年最新发布的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学位基本要求》(以下简

称《基本要求》)试行版中，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包括 5

个研究领域(方向)：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社会体育

指导、竞赛组织与管理、运动防护与康复。体育博士

专业学位则包括：体育教育教学、运动训练与竞赛、

体育管理与体育产业、运动康复与健康管理、体育工

程与数字技术[9]。每个方向均有直接对应的职业，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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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标准，这与多数专业学位一致。 

但在职业知识与技能方面，体育专业存在一项区

别于其他专业类别的重要特征，即“运动技能”。正如

《基本要求》中论及专业实践能力描述的那样：体育

教学领域研究生应具备一专多能的运动专项技能、运

动训练领域研究生应具备高水平运动专项技能[9]，这不

仅是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必备能力，更是核心能力。

以体育教学方向为例，其对应的职业为体育教师，既

需要具备扎实的运动技能，也需要良好教学技能，且

前者是后者价值能否实现的前提条件。倘若不具备运

动技能，即便拥有出众的教学能力，也很难很好地完

成运动技术动作的讲解和示范，也就无法达到体育教

师职业能力的基本要求。因而，对体育专业学位中的

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等包含运动技能

实践的方向来说，运动技能不仅是职业技能得以形成

的基础和前提，更是体育之“专业性”特征的集中体

现。“必须掌握一定的运动技术技能，才能更好的胜任

岗位工作”[10]。这也意味着，这部分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专业实践能力，应当包括运动实践能力和职业实践

能力两部分。 

在专业实践能力之外，专业理论知识也是“专业

性”内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直以来，由于专业学

位更强调应用和实践，以至于业界始终有观点认为专

业学位是无需关注学术和理论知识的，也唯有如此才

能凸显专业学位的特殊性。然而，从专业学位发展的

初期历程也不难发现，早期攻读专业学位的多为在职

人群，是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后再去攻读相应

领域的专业学位。而攻读学位的缘由，则往往是因为

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了问题，需要通过理论学习和应用

研究尝试去解决问题，这是应用研究之必要性的体现。

而与此同时，“将理论研究的成果发展为实际应用的形

式，转化为新产品、材料、装置、可实施计划”等[11]，

则又是应用研究创新性的体现。但无论出自于何种需

求，专业学位的学习都需要有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方

法的支撑和引导。“专业学位的职业性与学术性不是非

此即彼的对立关系”[12]。攻读体育专业学位，其目的

理应在于将体育实践中的问题带入学术研究，尝试寻

求问题的解决之策；也在于将前沿的体育科学研究成

果应用于体育实践，形成理论与实践的积极联动。 

由此看来，职业导向下的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是以体育职业发展需求为前提，以体育职业能力

培养为核心的教育过程。其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体育理

论知识和应用研究能力、不同方向的体育实践能力以

及相关职业素养。而体育的特殊性主要集中在体育专

业实践能力上，其中包含运动技能实践的方向需要以

运动技能为前提和基础。以下也将以此为视角，重新

审视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中的问题。 

 

2  体育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的实践困境 
2.1  招生之困：跨专业生源的涌入与专业性特征的淡化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跨专业读研也成

为越来越多考生的选择。曾有研究者在对本科生就业

情况调查时论及这一问题，数据显示，2020 届本科生

中跨专业读研的人数达到 26%[13]。在学科交叉趋势的

驱动下，跨专业读研的热潮也逐渐蔓延到了体育领域，

这在体育专硕的培养实践中已表现的非常明显。有研究

表明“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中跨专业、跨学科报考和

调剂的现象非常普遍，报考人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4]。 

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说，相关学科的交叉

与融合对体育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如体育人文社会

学这样本就包含各类学科交叉研究方向的专业来说，

有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生往往还具备更

扎实的理论基础。但当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蔓延到

体育专业学位中时，却不可避免的产生种种问题。 

正如前所述，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是以

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在培养过程中形成的职业能

力，包括体育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以运动技能为特

征的体育专业实践能力、体育职业素养等。而这些能

力构成要素需要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的累积，远非短

时间内可以达成。这也就意味着，攻读专业学位研究

生应当具备基本的职业能力基础。这一基础问题的重

要性在部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已经开始得到重

视，如教育硕士培养方案 2023 年修订版中便对报考条

件做出限制，要求“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所报考专

业领域(方向)密切相关”[15]。 

然而，目前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阶段对此问

题的重要性却普遍缺乏关注。通过对 2024 年体育专业

学位研究生招生信息的查询可知，除“竞赛组织”方

向在报考时有明确工作经验要求外，在 187 所招生单

位中，只有 20 所院校对体育教学、运动训练和社会体

育指导方向的跨专业考生有所限制。限制条件多为限

体育专业报考，非体育专业的高水平运动员除外。这

种限制条件的普遍缺失也意味着，即便没有较为全面

系统体育专业理论知识基础和专业实践基础，只要通

过研究生招生考试，便有希望获得进入体育专业领域

学习的机会。这使得一些倍受质疑培养案例成为可能：

全无运动专项技能的学生可以考取需具备高水平运动

专项技能的运动训练方向，既无运动技能又无教学技

能的学生也能考取志在成为体育教师的体育教学方

向。这着实违背了体育专业学位的培养初衷，更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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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专业性内涵的根本背离。 

换一个角度看，过低的专业门槛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专业自身的矮化，引发更多的社会误读甚至污

名化。曾有研究对某省体育硕士专业学位跨专业学生

进行调查，发现有 42.4%的跨考动机是“难度较低，

想提升学历”，为所有选项中被选择最多的一个[16]。无

独有偶，一项针对某体育院校跨考生的调查研究也显

示，体育硕士“容易考取”是跨考生们最主要的考研

目的，比例高达 46.94%[17]。在如此这般功利化的跨考

热潮背后，缺少的不仅是职业能力基础，更是对专业

领域应有的向往与尊重，又如何能指望在这种心态下

读研的学生能够胜任体育领域的工作呢？ 

体育理论知识体系庞杂，远非苦读几日便能弥补；

运动技能学习更是需要系统化的学习实践过程，仅仅

依靠研究生在读期间的学习，很难达到专业学位的培

养要求。显然，面对这类专业基础全面缺失的跨专业

群体，专业能力根本无从培养。专业理论和实践能力

的缺失无疑会让这一群体的培养困境愈发凸显，进而

导致职业能力难以形成，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堪忧，

造成更为深远且复杂的影响。 

2.2  培养之困：理论课程的滞后与实践课程的平庸 

课程是研究生教育内容的重中之重，也是专业学

位研究生在围绕实践问题展开理论知识探索过程中最

为重要的依托。如今的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

已然规范，但却也在实践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其一，未能体现出专业学位理论课程的特殊性。

专业学位理论课程理应是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在相关

专业领域知识基础上构建而成，旨在为学生形成以专

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职业能力奠定理论基础。“以实

际问题为导向”是这类课程的重要特征，如体育教学

方向的理论课程，应当以体育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为出发点，围绕问题解决路径构建相关专业领域的理

论知识课程体系。这与注重理论基础的扎实与深入、

科学研究的创新性等学理造诣的学术学位课程有着明

确区别。然而，在体育专业学位培养实践中，理论课

程大多遵循的还是学术学位专业课程的建设思路，教

学方法也多为专业知识的讲授，互动性、实践性、问

题性都相对较弱[18]。有调查研究显示，这种课程设置

方式导致不少学生难以感受到理论课程与职业能力培

养之间的关联性[19]，对课程设置的满意度也不高[20]。 

其二，未能体现出与本科阶段体育理论课程的差

异性。体育类本科专业理论课程为学生奠定体育专业

知识的基础，而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则是在实际

问题导向下对已有理论积累的深入与现实问题的解

析，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更具针对性和实践性。两

个阶段之间理应呈现出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夯实专业

知识与能力的演进过程。然而，在培养实践中，专业

学位课程内容却与本科同领域课程间存在着较多重

叠，“硕士课程本科化”的现象普遍存在[21]。对于系统

学习过体育类本科专业课程的学生来说，课程内容的

重复性很难让其感受到专业知识的阶段性差异。同时，

跨专业生源的存在也不可避免制约教师对教学内容的

选择，使知识学习更趋向于基础性，距离研究性、反

思性教学的应有目标愈发遥远。 

其三，未能体现与专业方向相应的职业前沿进展。

职业导向下的研究生教育过程，理应围绕职业发展的

需求与趋势不断更新课程内容。但如今的课程体系中

真正与职业素养相关的内容普遍不多，能体现职业前

沿动态的内容更是少见。目前体育硕士培养中也普遍

存在专业方向趋同化的现象[20]，这无疑让本就不够明

晰的专业认识愈发模糊。实践中发现，不少学生对自

身专业方向对应的职业要求知之甚少，更少围绕职业

需求规划自身发展，这也导致学生在后期求职就业过

程中显得茫然无措。有研究表明，目前体育硕士对就

业前景感到迷茫、认为就业形势严峻，只有少数学生

对就业持乐观态度[18]。 

有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基础的理论课程建设尚且如

此，更具专业学位特征的实践课程设置更是问题重重。

虽然培养方案中对实践环节有明确要求，但这类要求

往往局限于量化指标的达成度，如需完成校外实践不

少于 6 个月等，对培养质量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从课

程设置的角度来说，实践类课程在专业学位研究生课

程体系中的占比普遍较小。培养方案中多为理论型课

程，技能实践类课程较少[22]，部分院校甚至还没有为

体育硕士开设专项课[23]。这对于以运动技能为基础的

职业能力培养而言存在明显缺失。 

与此同时，现有的实践类课程与理论课程之间也

缺乏必要的互动关联。正如有学者曾指出：“部分学校

对专业学位研究生采取一半时间在校进行理论教育，

一半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教育的做法，看似兼顾了理

论性与实践性，实则是割裂了二者的内在联系。”[24]

学生在体育专业学位理论课程所掌握的更多是概念、

方法、原理等专业知识，很难将自身所学直接应用于

实践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在培养实践中发现，体育教

学方向的学生即便充分学习了体育课程导论、体育教

材教法等核心专业课程，也依然可能在面对学生的体

育学习困境时不知所措。有体育专业背景的学生来说，

可以凭借本科阶段的经验丰富自己的实践经历，却很

难真正提升实践能力；而无体育专业基础的跨专业学

生，由于不具备运动专项技能，也不掌握相应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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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在实践时往往更加捉襟见肘，实践过程流于形

式，更难有实践能力的生成。 

理论课程与实践脱节，实践课程又往往演变为实

践经验的简单积累，这使得本应成为专业学位培养核

心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过程，异化为被动完成且沉重

冗长的任务。即便增设再多的校外实践基地，增加再

多的实践培养条件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实践能力培养的乏力，也正是专业学位之专业

性的淡化、长期与学术学位培养同质化的根源所在。

如何在实践中形成一名体育教师应当具备的运动专项

技能、体育教学技能，继而生成体育教师职业素养？

显然是需要完善且有针对性的实践课程体系加以支撑

的。倘若简单的谋求“专业实践”的时间和过程，岂

非与职业技能培训无异？一直号称以实践能力培养为

重点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却在最应当体现专业性

的实践能力培养上乏善可陈，这对于刚设立不久且即

将快速扩张的体育博士专业学位来说，显然也是更需

要明确的重要议题。 

2.3  评价之困：受限的学位论文与畸形的盲审制度 

与各类学位教育过程相似，评价的权威性与决定

性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始终是不容置疑的存

在。只是，课程学习情况多以论文或考察形式评价，

实践能力评价又多倚仗传统的实习报告和考核，真正

能够起到决定性效用的方式往往只有学位论文而已。

《发展方案》提到“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价机

制”的要求时也着重说明了学位论文评价机制的问题，

提出要“强化学位论文的应用导向，加强专业学位与

学术学位论文的分类评价，可以以案例分析、产品开

发等形式呈现论文”[8]等改革策略。《学位法》中也明

确“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3]

这一学位授予条件。对于专业学位来说，学位论文显

然已不再是学位授予的必要条件。然而，众多改革举

措仍处于探索和推进的过程，在当下专业学位培养过

程中，学位论文仍然是培养环节的重心所在。 

学位论文评审制度的存在，让这一培养环节愈发

重要且极具约束力。学校的各类研究生管理文件反复

修订，严之又严，将学位论文评审结果与学位获得紧

密挂钩，使得学位论文得以产生前所未有的约束力。

而双盲评审，又让这种约束力变得更为未知且压抑，

一旦收到“不同意答辩”的意见，便可能导致延迟毕

业、就业困难等各式烦恼。然而，双盲评审果真是行

之有效且公平合理的评价方式吗？ 

有学者就论文匿名评审制度的误判问题做了数据

模拟分析，发现“即使外审专家具有比较高的论文鉴

别能力，完全基于外审专家意见判断毕业论文质量仍

会存在相当大的错判风险”[25]。而事实上，实践中的

遭遇远比这种模拟效果还要恶劣。一方面，学位论文

评阅书中的评议项目并没有过多体现专业学位的特殊

性，仍是以选题、文献综述、研究价值、研究方法等

方面进行分类。与此同时，评价要素的描述却极为宽

泛，充满不确定性。如“设计合理，方法科学”，何为

“合理”？怎样才算是“科学”？并没有相应的具体

评价指标可以参照。而这种宽泛的评价要素导致的最

直接后果是，评价标准客观性的弱化及其引发的评价

过度主观化趋势，评价尺度近乎完全掌握在评审专家

的手中，进而导致上述研究结果中的错判风险加剧。 

另一方面，评审专家的专业能力与学术水平参差

不齐，送审的学位论文与专家的擅长领域之间对应关

系也无法精确。有研究曾指出：“不同专家对论文合格

线的把控差距较大，盲审环节存在无法完全筛选出合

格学位论文的问题。”[26]而在体育硕士培养实践中，也

时常会收到存在争议的评审意见。如一篇基于某运动

专项的应用研究论文，即便专家意见清晰显现出其对

该运动项目的基本知识缺乏了解，也依然能在众多误

读基础上对论文质量加以评价。又如一篇合理且规范

的应用类研究论文，被专家以极高的学术研究评价标

准加以评价，评审意见中充斥着大量在硕士专业学位

领域几乎完全接触不到的学术名词，进而以居高临下

的姿态给出“不符合专业学位论文要求”的评价结果。

诸如此类以学术研究标准评价专业学位论文的情况时

有发生，这实质上也是评审专家自身还未能分辨专业

学位与学术学位的差异之故。 

更让人感到压抑的是，无论专家水平是否存疑，

学生想要驳斥论文的评价结果都异常艰难。实践中，

“学位授予单位不可以在接受或不接受同行评阅意见

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只能认可同行评阅意见，这就强

化了同行评阅的证明力和强制力”[27]。而送审机制中

的申辩机制，也往往是重新送给一位新的专家审阅，

这实质上只是学生在为自己的论文质量申辩，并非是

对不合理评审意见的合理抗辩。因此，这份不合理的

评价结果及其产生的后续影响，往往只有学生、导师、

学院乃至学校在承担，给出否定结论的评审专家却可

以全然置身之外，即使其所给出的结论属于“误判”，

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如此一来，学位论文评审的

话语权完全掌握在了专业水平未知的评审专家手中，

逐渐形成愈发畸形的学位论文盲审制度。 

这种畸形论文评审制度引发的最为直接的后果，

便是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被异化为以“通过盲审”

为最终目的，从选题到研究再到撰写论文，学生们时

刻担忧的不再是“研究了一个怎样的现实问题”，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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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我写的论文是否能让盲审专家满意”。选题的安

全性原则取代了创新性原则，学位论文可以与科学研

究无关，亦可以与研究意义无关，在一个个被迫平庸

的选题与常规化的论文写作套路中不断拉低着自身价

值。对于多数导师来说，研究生能够顺利毕业便是指

导学生的最终目的。于是，在多重力量的制衡下，畸

形的专业论文评价机制造就愈发平庸且受限的专业学

位论文成果，成为专业学位之专业性缺失的又一明证。 

 

3  体育研究生专业学位专业性价值的实现路径 
3.1  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加强对专业实践能力的评价 

专业实践能力既然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过程重

点的核心内容与重要特征，便理应贯穿研究生教育全

过程，全面进入体育专业学位招生录取的过程中。 

1)在研究生招生考试阶段，应当在招生简章中明

确跨专业报考的前提条件，全面提升无体育专业背景

考生的报考门槛。对体育教学、社会体育指导等包含

运动专项技能培养要求的专业方向，应当仅限有体育

相关专业背景或接受过系统体育运动训练的考生报

考。对运动训练这样包含高水平运动专项技能培养要

求的专业方向，应当在上述条件基础上对考生的运动

等级水平做出具体要求。在招生阶段尽可能确保考生

具备相应学位的专业实践基础，避免培养阶段的两难

境地。同时，积极迎合跨学科发展趋势，引导对体育

专业有学习兴趣、但无体育专业基础的跨专业考生报

考体育类学术型研究生。 

2)在研究生招生考试和录取阶段，还应当加大对

考生专业实践能力水平的评价力度。如对运动训练方

向的考生，应当在复试录取环节加强运动专项技能水

平的考核；对体育教学方向的考生，应当着重考察其

运动专项技能实践的规范程度、体育教学技能实践水

平等。在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阶段，可以遵循常规要

求，以专业理论知识的笔试成绩为标准进行评价；在

复试阶段则应当以专业实践能力作为评价的核心内

容，避免与初试考核内容的重复，选拔更具扎实理论

知识基础和专业实践基础的考生进入培养过程。 

3.2  在培养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更新实践课程内容体系 

实践课程体系构建的乏力，是导致体育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过程中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不足的根源问

题。如若在招生录取阶段可以避免无体育专业基础的

考生进入，培养过程便可以在具备体育专业实践基础

的前提下，对课程内容进行更具专业特色的系统设计。 

1)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形成积极联动机制。专业

学位研究生阶段的体育理论课程，不应当是本科阶段

理论课程的简单重复，也不该异化为与实践无关的学

术研究课程。既是职业导向下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过

程，就应当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围绕体育专业领

域中普遍存在的实践问题建设专题化课程。在每一个

专题课程中，教师从问题出发引导学生探求相关知识，

学生则尝试在实践过程中运用知识探索问题的解决方

案，从而真正使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得以生成积极互

动的发展态势。 

2)实习教育与大学体育形成积极联动机制。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阶段，构建更多校外实践基地、加强

校外实践培养力度一直是难点。但事实上，身处于大

学校园中的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都可以在大学体育

这个庞杂现实环境中找到与自身专业方向相对应的实

践领域。如体育教学与公共体育课程、运动训练与高

水平运动队建设、竞赛组织管理与校园体育赛事体系

等。可以引导研究生将其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

能应用于大学体育实践中，如参与大学体育教学实践、

组织校园体育赛事等，从而在保障体育专业实习教育

要求的同时也能为大学体育的发展带来积极助力。 

3.3  在评价过程中建立独立的专业学位论文评价体系 

专业学位论文一直以来饱受评价体系局限性的裹

挟，即便是分类评价的要求和呼声愈发强烈，也未能

在实践中加以落实。究其原因，实则是长期与学术学

位论文评审混杂在一起，始终未形成自身独立的评价

体系。因此，建立独立的体育专业学位论文评价体系

势在必行。 

1)体育专业学位论文评价应当有独立的评审系统

与评审标准。应当按照专业学位发展要求中对学位论

文形式等方面的规定，明确体育专业学位论文各个研

究方向的评价标准。评价指标应当围绕专业实践问题

的发现与研究水平展开，尽可能的客观化、具体化，

且需要与学术学位论文的评价指标有明确区别，避免

评价要素描述上的重复和宽泛问题，避免以理论研究

指标评价应用研究成果的错位现象。 

2)建立体育专业学位论文独立的评审专家库及其

监督管理机制。体育专业学位论文的评审专家，应当

具备丰富的体育专业实践经验、较高的体育专业实践

水平、以及指导和培养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经验。

应当在原有的专家库筛选标准基础上，以上述要求为

条件进行二次筛选。细化评审专家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避免送审论文与专家领域的不一致现象。同时，建立

对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机制，对给出不合格结果的情

况应予以重点关注，允许建立论文作者与评审专家的

商榷机制。 

 

    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体育人才培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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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然而，恰恰是对专业学位专业性认识的普遍缺

失，才相继引发招生阶段的专业性淡化之困、培养阶

段的课程体系建构之困以及评价阶段的评审机制约束

之困。而当专业性的价值内涵得以明晰，造成实践困

境的致因也变得清晰，体育专业学位之专业性价值也

便找到重塑的可能路径。对专业性价值的深入剖析，

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让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过程

回归体育实践人才培养的本义，让专业学位之专业性

价值能够在体育实践领域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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