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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体育学院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学习形式

我校硕士研究生学习形式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类。全日制与非全日制报考条

件、考试科目和考试时间等要求一致。全日制为全脱产学习，非全日制为暑假集中授课学

习，学制均为3年。

二、招生名额

2023年我校拟计划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380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81名，暂不接收

收全日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2023年广州体育学院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公布

的计划招生人数包含在《2023年广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计划招生人数内，

招生目录上公布的招生计划数将根据国家下达计划与各专业考试情况做相应调整。

三、报名要求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网上确认网报信息，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同时按规定提交网上缴纳报考费凭证。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省级

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手续。

四、报考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四）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

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

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具体期限由招生单位规定）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

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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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或2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

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五、报名方式、时间及地点

（一）网上预报名时间为2022年9月24日至9月27日，每天9:00—22:00。网上报名时间

为2022年10月5日至10月25日，每天9:00—22:00。

（二）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

https://yz.chsi.com.cn/或https://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

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报名期

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每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

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三）考生报名时只能选择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初试结束后，教育部公布考生

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考生可通过“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了解招生单位的调剂

办法、计划余额等信息，并按相关规定，可平行填报多个调剂志愿。

（四）考生应根据招生单位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材料。

（五）考生要准确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如实填写在参加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

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因违纪、作弊

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六）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学

籍）校验结果。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

https://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特殊情况未能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生，应在报名结束前完成学历（学

籍）核验，并将核验报告提交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七）考生应当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因不符

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网上确认（现场确认）、考试（含初试和复

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http://www.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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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考生应当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因信息填写错误

或填报虚假信息造成不能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网上报名有关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详见《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

规定》（已在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gov.cn/公开）及“研招网”报考须知。

网上报名时间充裕，建议广大考生合理安排报名时间，避开报名初期、末期高峰，

避免因网络拥堵影响报名。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六、网上确认

我校考点今年实行网上确认，请各位考生留意考点通知。

（一）所有考生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核对并确认网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

办。网上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考组织

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

（二）考生网上确认应当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

提供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等相关信息，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审核。

（三）所有考生均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

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四）考生应当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五）考生应当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七、打印准考证

考生应当在考前10天左右，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

考证》。《准考证》使用A4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凭

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请考生务必妥善保管个人网报用户名、密码及《准考证》、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避免泄露、丢失。

八、初试时间与科目

（一）初试时间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22年12月24日至12月25日（每天上

午8:30-11:30，下午14:00-17:00）。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目在12月26日进行（起始时间

8:30，截止时间由招生单位确定，不超过14:30）。

http://www.moe.gov.cn/%E5%85%AC%E5%BC%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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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不在规定日期举行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国家一律

不予承认。

（二）初试科目

初试方式均为笔试。

12月24日上午 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综合能力

12月24日下午 外国语

12月25日上午 业务课一

12月25日下午 业务课二

12月26日 考试时间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目

每科考试时间一般为3小时。

具体考试时间、考试科目及有关要求等详见《准考证》及考点和招生单位公

告。

2023年，我校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休

闲体育学、体育新闻传播学、运动康复学、运动医学、体育硕士等9个专业初试科目为3

门：政治、英语为全国统考，专业基础综合、心理学专业综合、运动康复基础综合、西医综

合或中医综合、体育综合为我校自命题；新闻与传播初试科目为4门：政治、英语为全国统

考，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为我校自行命题。

复试时，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休闲体育学、体育新闻传播学、运动康复

学、新闻与传播、运动医学专业等7个专业进行专业面试、英语口语听力测试。体育教育

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硕士专业进行专业笔试、专业面试、英语口语听力测试、

专项运动技能测试。同等学力考生（专科毕业或本科结业者）复试时须加试（笔试）两

门本科主干课程，具体详阅专业目录。

九、资格审查

2023年报考我校的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查统一安排在复试时进行，考生须在复试时提供身

份证、政审表、学历证书、学生证、本科成绩单等有关证明材料。

十、录取原则

依据不同类别、不同专业或研究方向，按照初试和复试总成绩排名，从高到低录

取，具体内容详见我校后期公布的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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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导师选派

我校实行师生互选制。研究生入学后2个月内进行师生互选，确定导师。

十二、学费及奖助

（一）学费

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学费为8000元/年，专业学位型研究生学费为10000元/

年。

非全日制：学费为12000元/年。

（二）奖学金

全日制研究生设有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和助学金3类。

1.国家奖学金。20000元/学年（占比约2%）。

2.学业奖学金

（1）一年级研究生：一等奖5000元/学年（占比10%），二等奖3000元/学年（占

比20%），三等奖1500元/学年（占比50%）。

（2）二、三年级研究生：一等奖10000元/学年（占比10%），二等奖7500元/学

年（占比30%），三等奖2000元/学年（占比40%）。

3.助学金。全覆盖，6000元/学年。

十三、其它

1、考生请在网上准确、详细填报本人的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以确保调档函、录取

通知书准确寄达。如因信息不准确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一应承担。

2、联系方式及地址：

单位代码：10585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1268号行政综合楼714室

邮政编码：510500

联系部门：研究生院 电话：（020）38025613 联系人：肖老师

广州体育学院

2022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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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广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单位代码：10585 地址：广州大道中1268号 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510500 电话：020-38025613 联系人：肖老师

一、学术学位

学科、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计划

招生

人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040301体育人文社会学（全日制）

01.全民健身理论与实践

02.体育管理

03.体育产业

04.体育教育理论与实践

05.应用心理学

06.体育消费

07.数字体育

3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01-03方向：
611—专业基础综合
（体育概论、体育社会学）
04方向：
612—专业基础综合
（体育概论、教育学）
05方向：
619—心理学专业综合
（普通心理学、运动心理学）
06-07方向：
620—专业基础综合
（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

①专业面试

②英语口语听力测试

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科目：

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

040302运动人体科学（全日制）

01.体育保健与康复

02.运动与健康促进

03.运动生理生化与营养

04.运动环境与健康

05.运动技战术诊断与生物力学分析

27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3—专业基础综合

(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

①专业面试

②英语口语听力测试

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科目：

体育保健学、运动营养学

040303体育教育训练学（全日制）

01.足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02.篮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03.排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04.乒乓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05.羽毛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06.网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07.棒垒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08.田径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09.游泳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10.体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11.健美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12.艺术体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13.体育舞蹈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14.啦啦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15.街舞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16.高尔夫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17.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18.重竞技项目教学、训练理论与方

法（跆拳道、摔跤、柔道、拳击）

19.特殊体育教育

20.中小学体育教学

21.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

51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4—专业基础综合

（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

①专业笔试（科目：学校

体育学）

②专业面试

③英语口语听力测试

④专项运动技能测试

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科目：

教育学、运动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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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计划

招生

人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040304民族传统体育学（全日制）

01.武术（套路和散打）教学训练理

论与实践

02.民俗民间体育研究

03.传统体育养生理论与实践

04.岭南武术的历史与文化

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4—专业基础综合

（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

①专业笔试（科目：民族

传统体育概论）

②专业面试

③英语口语听力测试

④专项运动技能测试
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科目：

教育学、运动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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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

学科、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计划

招生

人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0452体育硕士（全日制、非全日制）

045201体育教学

01.足球教学

02.篮球教学

03.排球教学

04.乒乓球教学

05.羽毛球教学

06.网球教学

07.棒垒球教学

08.田径教学

09.游泳教学

10.体操教学

11.健美操教学

12.艺术体操教学

13.体育舞蹈教学

14.啦啦操教学

15.街舞教学

16.高尔夫教学

17.体能教学

18.重竞技项目教学

（跆拳道、摔跤、柔道、拳击）

19.武术教学

20.攀岩教学

045202运动训练

01.足球训练

02.篮球、训练

03.排球训练

04.乒乓球训练

05.羽毛球训练

06.网球训练

07.棒垒球训练

08.田径训练

09.游泳训练

10.体操训练

11.健美操训练

12.艺术体操训练

13.体育舞蹈训练

14.啦啦操训练

15.街舞训练

16.高尔夫训练

17.体能训练

18.重竞技项目训练

（跆拳道、摔跤、柔道、拳击）

19.武术训练

20.攀岩训练

全日

制
211
、非

全日

制81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46—体育综合

（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

①专业笔试（科目：学校

体育学）

②专业面试

③英语口语听力测试

④专项运动技能测试

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科目：

体育概论、运动心理学

注意：体育硕士复试运动

技能测试不合格（未达60
分）者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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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计划

招生

人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0552新闻与传播（全日制）

01.新闻传播理论

02.全媒体新闻实务

03.新媒体传播

04.新闻史

05.编辑与出版

06.媒介经营与管理

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4－新闻与传播专业

综合能力

④440—新闻与传播专业

基础

①专业面试

②英语口语听力测试

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科目：

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伦

理与法规

说明：1.“专业基础综合”“心理学专业综合”“体育综合”满分为300分，每科各占150

分，考试时间为3小时；“运动康复基础综合”“西医综合”“中医综合”满分为300分，考试时

间为3小时；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每科150分，分场次考试，考

试时间各为3小时。

2.以上计划招生人数仅作为参考，实际招生人数以教育部下达计划为准。

3.“★0403Z1休闲体育学”“★0403Z2体育新闻传播学”“★0403Z3运动康复”为我

校自主设置硕士二级学科。

4.获得国家二级及以上等级运动员，报考专业符合我校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规

定的专业，初试分数线达国家线且资格审查通过者，可优先取得复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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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广州体育学院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招生简章

2023年我校与岭南师范学院、韩山师范学院、韶关学院、红河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和

嘉应学院开展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考生报考联合培养类研究生请选择“联合培养单位”，并

按照联合培养招生目录选择具体研究方向和导师。考生录取后学籍在广州体育学院，第一学年

在广州体育学院完成课程学习，第二、三学年在联合培养单位学习并完成学位论文，毕业由广

州体育学院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

2023年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学科、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计划
招生
人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040301体育人文社会学

01.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

(张细谦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02.全民健身理论与实践

(卢志成 嘉应学院)

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01.方向 612—专业基础

综合(体育概论、教育学)
02.方向 611—专业基

础综合（体育概论、体

育社会学）

①专业面试

②英语口语听力测试

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科目：

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

040302运动人体科学

01.运动与健康促进

（王海涛 岭南师范学院）

02.运动健康促进

（苏煜 韶关学院）

03.运动与慢性病防治

（范锦勤 韶关学院）

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3—专业基础综合

(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

①专业面试

②英语口语听力测试

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科目：

体育保健学、运动营养学

040303体育教育训练学

01.足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李云广 嘉应学院)
02.羽毛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龙秋生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03.游泳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朱晓娜 岭南师范学院）

04.体育舞蹈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柳剑文 韩山师范学院）

4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

201－英语(一)
③614—专业基础综合

(运动生理学、运动训

练学)

①专业笔试（科目：学校体

育学）

②专业面试

③英语口语听力测试

④专项运动技能测试

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科目：

教育学、运动心理学

05.中小学体育教学

（万宇 红河学院）
2

★0403Z3运动康复学

01.运动损伤康复的理论与实践

（张国华 韩山师范学院）

1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6-运动康复基础综合

①专业面试

②英语口语听力测试
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科目：

体育保健学、运动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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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广州体育学院简介

广州体育学院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市中心，是华南地区唯一独立建制具有本科和研

究生教育的体育高等学府。学校创建于1956年，占地面积432亩，各类在校生8000余人，在

职在编教职工550人。2008年取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成绩。

建校以来，学校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彰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文化传承的大学功能，对全国的体育人才培养和新中国体育教育改革发展贡献巨大：培养

各类优秀人才4万多人，包括60多位世界冠军、60多位副厅级以上高级管理干部等大批高层

次人才。新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第一个游泳世界冠军、第一个跳水世界冠军均出

自我校，广东省体育领域70%以上的研究生和50%以上的本科生都由我校输送。

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现设有12个二级学院，涵盖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

学、文学、医学等6大学科门类，20个本科专业。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个，国

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3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8个；国家级一流课程2门，省级一流课

程17门（包含2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门；省级教学团队8

个，省级实验教学中心8个，省级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12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3个，省部级教学训练基地15个，省级示范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9个。2022年，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立项数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立项数，我校均位居全国体育院校第2名。

学校自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5年成为广东省首批体育学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现

拥有10个硕士授权点。于2000年获得港澳硕士研究生招生权，2006年获体育学一级学科硕

士授权点并与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和单项中心联合培养研究生，2007年招收国外硕士留学

生，2009年成为广东省新增博士授权单位立项建设单位，2018年与美国西密西根大学联合

培养博士研究生。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655，其中中级以上职称人员435人。拥有一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专家

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和省级优秀教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获得者、国家体育总局“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百人计划人选”、“广东省特支计划”

教学名师和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现有国际级裁判27人、国家级裁判45人。具有国家体育总

局授予的一级裁判员、一级运动员审批权。近5年共获国际赛2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

牌，全国赛170枚金牌、149枚银牌、103枚铜牌。

学校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8—2019年，学校在省政府倡导下牵头粤港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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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80余所高校、中学、体育机构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教育与发展联盟，并成功举办两届

粤港澳大湾区学生体育节，为构建开放办学新格局、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作出新贡

献。学校开展足球援疆、排球援藏服务，促进民族团结事业。

学校积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分别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20多国家和地区

3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学校承办2010广州亚运会科学大会，开创了

我国高校一校承办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科学盛会的先河。学校与美国西密西根大学构建博

士研究生联合培养体系，与英国阿伯泰大学合作开展本科2+2学分互认双学位项目。近年

来，一大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师受国家委派出国援外，加强体育文化交流，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

办学以来，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我校优秀学子并

鼓励他们为国争光。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近年来，学校获评广东省高校党建示范学校，获评首批

全国党建“双创”工作样板党支部1项，现有“广东省高校‘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

支部”2个、“全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3个、“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5个、教师党支部

书记“双带头人工作室”2个。

在未来发展中，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提出、健康中国战略的全面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战略的落实，广州体育学院将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事业提出的新目标、

国家政策变化的新要求，着力打造新时代华南体育教育高地，坚决扛起新时代育人担当，

努力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有更大作为、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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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州体育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简介

体育人文社会学：该专业中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是省名牌专业。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研

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的学科群。运用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体育这

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提出有关体育决策的建议，并在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

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运动人体科学：该专业是省名牌专业。运动人体科学是研究体育运动与人体的相互关系及

其规律的学科群，包括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保健康复等

学科。

体育教育训练学：该学科在全国高校的同类学科中排名领先，该学科中的体育教育专业

是广东省名牌专业，主要探讨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等领域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该学科的学校体

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团队为广东省学校体育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库支持。

民族传统体育学：民族传统体育学是研究中华民族体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学科群，它是现

今我国体育学三大运动技术类专业之一。其下设四个研究方向，即：武术、民俗民间体育、传统

体育养生和岭南武术历史与文化。它以武术（套路和散打）、体育养生以及民俗传统体育（南

狮、舞龙）为主要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挖掘、整理和创新，并使之发扬光大。

休闲体育学：休闲体育学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全民健身以及大众休闲生活的需要。主要

探讨休闲体育理论与政策、休闲体育项目策划与指导、体育旅游开发研究和休闲体育市场开发

与服务等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

体育新闻传播学：体育新闻传播学隶属于体育学一级学科，是我校在全国率先设置的硕

士二级学科之一，主要研究体育领域中新闻传播活动的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研究重点在体育新

闻传播理论与业务、广播电视体育新闻以及体育新媒体传播等领域。

运动康复学：该专业是全国体育学院中较早设立的理学专业。该专业以培养具有康复治疗

和运动医学知识、技能和科研能力，从事康复治疗、运动伤害防护、健康指导工作的应用型人

才。为全面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综合素质、操作技能、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高

度重视实践性环节。在此基础上，开展实验科研教学中心建设工作，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运动

康复专业已拥有多个实验室（国家级2个和省级2个）和充裕的仪器设备。已形成运动损伤预防

与康复、特殊儿童运动康复、慢性病与老年病的运动康复、运动康复评定技术与运动处方等多

专业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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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医学：本专业研究运动和缺乏运动给人体带来的生理、病理问题及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医

学问题。从医学角度阐明体力活动及静态生活方式影响健康和在各种慢性疾病病因学中的作用，

并且为一些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研究提供医学手段以达到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的目

的。同时运用医学技术和知识对运动进行监督和指导，防治运动伤病、保障运动员健康、提高运

动成绩。本专业授医学硕士学位。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含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某一专业

（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

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学习年限一般3

年，实行学分制。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

析、项目管理、文学艺术作品等内容，但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学位论文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

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注重实践创新能力和新闻业务技能培养，培养全媒体时

代拥有系统的传播知识、卓越的传播技能、全面的传播素养的高层次专业型传媒人才，培养

造就掌握新闻传播专业理念、恪守新闻传播职业道德、胜任新闻传播行业变革，具有现代竞技

体育理念，能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媒体从事体育新闻传播或其他新闻传播工作的

编导、记者、节目主持人以及体育解说评论员等实践型高级传媒人才。主要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

务、体育新闻传播理论、体育新闻业务、体育广播电视新闻、体育新媒体传播、体育解说评论等

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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