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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设计标准

本标准依据《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学

生专业技能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职高

专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湘教发

〔2019〕22号）精神，结合我校及本专业实际制定。

一 、毕业设计选题类别及示例

民族传统专业毕业设计分为方案设计类。具体情况

见表1。

表1 体育教育专业毕业设计选题类别及示例

毕业设计
选题类别

毕业设计
选题

对应人才培养规格能力目标 主要支撑课程
是否今
年更新

方
案
设

计

类

体育

教学

教案

类

1.五步拳

1.体育教育教学能力

1.武术普修
2.武术专修
3.运动解剖学
4.运动生理学
5.学校体育学
5.小学教育心理学
6.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2.创新能力

1.创新创业基础
2.工匠精神
3.教育研究方法

4.体育教师职业技能

3.语言能力

1.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2.大学语文
……

课外

体育

活动
类

2.小学三
年级大课
间活动设
计方案

1.体育教育教学能力

1.学校体育学

2.小学教育心理学

3.小学体育教学论

2.运动训练能力

1.运动训练学

2.运动解剖学

3.运动生理学

4.专业技能训练

1.创新创业基础

2.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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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
选题类别

毕业设计
选题

对应人才培养规格能力目标 主要支撑课程
是否今
年更新

3.创新能力 3.教育研究方法

4.体育教师职业技能

4.语言能力 1.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2.大学语文

课余

训练

竞赛

类

3.小学四
年级跆拳
道队训练

1.运动训练能力

1.跆拳道普修

2.跆拳道专修

3.专业技能训练

4.运动解剖学

5.运动生理学

2.创新能力

1.创新创业基础

2.工匠精神

3.教育研究方法

4.体育教师职业技能

3.语言能力

1.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2.大学语文

体育

趣味

游戏

类

4.牧羊人
和羊

1.体育教育教学能力

1.体育游戏与创编

2.学校体育学

3.小学教育心理学

4.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5.班级管理及活动设
计
6.相关运动项目课程

2.创新能力

1.创新创业基础

2.工匠精神

3.教育研究方法

4.体育教师职业技能

3.语言能力

1.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2.大学语文

…… …… ……

二、毕业设计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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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方案设计类成果要求

（一）方案设计类成果要求

方案设计类成果分为：体育教学教案类、课外体育活动类、

体育训练竞赛类、体育趣味游戏类，共四类。四选一。方案设

计类具体成果要求如下：

1.成果表现形式

方案类毕业设计其成果表现形式是一个完整的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毕业设计任务书和毕业设计方案。

2.成果要求

（1）毕业设计教育活动设计方案

①设计一个活动设计方案，方案结构完整、要素完备，具

备可行性、科学性、专业性特点；

②方案格式规范。按学院统一的格式要求进行方案撰写，

提供的文件符合行业标准规范与要求；

③ 毕业设计方案技术规范：参考文献（含论文、教材、

专著等）不少于4篇（建议以最新5年文献为参考）。毕业设计

在上传时须转换成PDF文件。

（二）作品设计类成果要求

1.成果表现形式

产品（作品）设计类毕业设计其成果表现形式是一个完整

的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作品说明书以

及毕业设计作品。

2.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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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要求毕业设计内容必须文题相符，与民族传统体育体育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致；方案设计合理，依据可靠，具有一定

的实用性、创新性。

②要求毕业设计成果结构完整、要素齐全、排版规范、表

达准确，表述符合行业标准或规范要求，充分应用本专业新知

识、新技术、新方法等。

③要求按学院的要求，独立完成毕业设计方案，严禁抄袭

。

④毕业设计作品的格式必须与学院规定的毕业设计模板的

格式一致。

三 、毕业设计过程及要求

表2 体育教育专业毕业设计过程及要求

阶段 教师要求 学生要求 时间安排

选题指导

设置选题，明确毕业设计

目的、任务、规定等，指

导学生进行选题

选好毕业设计题目，认真阅

读任务书中规定的毕业设计

目标和任务

2023年10月

22日至2023

年11月10日

任务下达
下达任务书、确定指导计

划

按照任务书目标任务进行写

作

2023 年11月 11

日-2023年11月

30日

过程指导

按照要求定期检查学生的

毕业设计进度，及时解答

学生提出的相关问题

独立按时完成毕业设计，定

期向指导教师汇报毕业设计

进展，并按照指导教师提出

的意见进行修改

2023年12月1日

至2024年5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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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教师要求 学生要求 时间安排

成果答辩

审查学生的毕业设计成果

，组织学生进行毕业设计

答辩，并做好答辩记录

做好答辩准备工作，准备相

关的PPT，熟悉答辩要求和程

序等

2024年5月11日

至2024年5月20

日

资料整理

收集资料（毕业设计、答

辩记录等），指导学生按

时上传相关资料

整理毕业设计资料，按照相

关规定按时上传毕业设计等

相关资料

2024 年5月21 日

-7月30 日

质量监控
按照毕业设计评价指标，

评定学生毕业设计成绩

根据指导教师评价，继续完

善毕业设计
2024年8月-9 月

四、毕业答辩流程及要求

（一）在分院院长领导下，按分院和专业分别成立毕业设

计答辩委员会，由分院院长、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和教研

室主任共 5-7 人组成，负责组织本分院和该专业的答辩和学生

成绩及评语的审定等工作。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应于答辩

开始一周前报教务处备案。

（二）答辩在本专业范围内进行。学生多的专业可按班级

或课题性质分答辩小组(答辩室)进行，但每个答辩小组(答辩

室)不得少于 20 名学生。答辩小组(室)成员一般不得少于 5 名。

（三）每名学生答辩时间一般为 15 分钟，其中学生本人

简要报告设计内容及特点约为 5-8 分钟，答辩小组(室)成员提

问和学生答辩约为 7-10 分钟，答辩要有记录(记录学生的简要

报告、答辩委员提出的主要问题和学生答辩要点)，答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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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该组(室)负责人在记录上签字，存档教务处备查。

（四）专业答辩委员会根据各答辩小组(室)的答辩情况和

成绩评定结果进行综合审查讨论，定出学生成绩和评语，连同

小组记录一起报系答辩委员会审定。学生成绩采用四级记分制：

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成绩“优秀”的评定，应在初评

的基础上由答辩小组(室)推荐，经专业答辩委员会复评报分院

答辩委员会审定。评优人数一般不超过该专业毕业答辩总人数

的 20％。对设计成绩评定有较大的争议时，可由分院答辩委

员会组织仲裁小组详细复评审定。

五、毕业设计评价指标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设计评价根据选题类别的不同而有

所区别，从毕业设计过程、作品质量、答辩情况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价。具体见表3。

表3 方案设计类、成果设计类毕业设计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价指标 指标内涵
分值权重
（%）

设计过程

严格按照指导教师审定的毕业设计方案开展毕业设计，形
成毕业设计成果；

3

每天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到设计场所认真进行毕业设计工
作；

3

按要求将相关资料上传至毕业设计管理平台。 4

科学性

毕业设计成果能正确运用本专业的相关标准，逻

辑性强，表达（计算）准确；引用的参考资料、参

考方案等来源可靠；能体现本专业新知识、新技

术、新设备、新标准等。 25

规范性
毕业设计成果相关文档（含设计说明书）结构完
整、要素齐全、排版规范、文字通畅，表述符合行
业标准或规范要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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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质量
完整性

毕业设计成果体现任务书的要求；方案、产品等
应有必要的说明，说明应包含毕业设计思路、毕
业设计成果形成的过程、特点等。

25

实用性 毕业设计成果可以有效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15

答辩情况

答辩准备充分，仪表大方，严肃认真，吐词清晰，声音洪亮。
2

对毕业设计的整体把握能力较强，对毕业设计主要内容和
原始资料的陈述简明扼要。

3

回答问题针对性和正确性较强。 5

六、实施保障

（ 一）指导团队要求

1.指导教师导师

具有本专业及相关专业副高及以上职称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学前教育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行业企

业，了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能够主持专业建

设、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具有较强的教科研工作和社会服务能

力，在本专业改革发展中起引领作用。

2.指导教师

体育类专业的专任教师，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具有与本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一定年限的相应工作经历或者实践经

验，达到相应的技术技能水平；具有本专业理论和实践能力；

能够落实课程思政要求，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和资

源；能够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混合式教学等教法改革；能够跟踪

新经济、新技术发展前沿，开展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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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导师

主要从本专业相关行业企业的高技术技能人才中聘任，具

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

关专业技术职称，了解体育、武术类教育教学规律，能承担专

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

务。根据需要聘请技能大师、劳动模范、能工巧匠等高技能人

才，建立专门针对兼职教师聘任与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

（ 二）教学资源要求

1.企业实践项目资源实训场所符合面积、安全、环境等方

面的要求，实训设施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能够满足

实训教学需求，实训指导教师确定，能够满足开展民族传统体

育教育活动的要求，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2.数字化教学资源

利用超星、雨课堂、爱课程等教育平台搭建起多维、动

态、活跃、自主的课程训练平台；用知网查阅文献资料；用

QQ、微信等软件进行常见问题解答；在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共享平台、在线智能实验室平台教师进行学习；引导鼓励教师

开发信息化教

七、附录

附件一、毕业设计成果模板

附件二、毕业设计选题审批表

附件三、毕业设计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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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指导记录表

附件五、答辩情况记录表

附件六、成绩评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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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毕业设计成果

题 目

：

分院名称

：

学前与军体学院

专 业

学 号

：

姓 名

：

指导老师

：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教务科研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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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引言的主要任务是向读者勾勒出全文的基本内容和轮廓。它可以包括以下五项内

容中的全部或其中几项：介绍某研究领域的背景、意义、发展状况、目前的水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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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分析

1.1教材分析

1.2学情分析

1.3教法与学法分析

1.4场地器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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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与重点难点

2.1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

过程方法目标：

情况态度价值观目标：

2.2重点与难点

重点：

难点：

3教学准备（包括场地器材、教案等）

3.1场地

3.2器材

3.3教学媒介（教案、PPT、多媒体等）

4设计理念

5教学过程

6教学设计

6.1单元教学设计



15

（1个单元设计）

跨越式跳高单元教学计划（共5课次）
水平:三 年级: 五 授课教师: 指导教师：

课次 教学内容与要求 实现目标的教法与措施 重难点

1

1、建立跨越式跳高的动作概念，

基本掌握助跑、起跳的动作方法

。

2、发展学生的腿部力量和弹跳力

，提高力量水平。

3、克服对器械的畏惧，逐步形成

勇于克服困难的品质，乐意融入

团队。

1、学生体验用不同的方法越过障碍。

2、教师示范跨越式跳高的完整动作，

找出跨越式跳高动作技术特征。

3、注重讲解助跑和起跳的方法，

上步起跳练习。

3、短距离助跑起跳摸高练习。

4、体验助跑起跳越过横杆的动作。

重点：助跑轻松

自然、起跳有力

；

难点：助跑、起

跳衔接连贯。

2

1、初步学会5—7步助跑方法，使

学生能够做到助跑和起跳的结合

2、发展学生弹跳、速度、协调等

素质。

3、培养勇敢、协作克服困难的精

神。

1、教师讲解示范丈量方法。

2、复习上步起跳动作。

3、典型小组做示范，助跑起跳摸气球

练习。

4、助跑几步，单脚起跳，越过折垫。

重点：助跑的节

奏和角度

难点：动作的连

贯和助跑与起跳

的协调。

3

1、 进一步改进起跳技术，体会

过竿与落地动作。

2、增强弹跳力和腿部肌肉力量。

3、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及表现欲望

，培养学生竞争意识。

1、原地运球中体会单脚、双脚依次跨

过篮球。

2、短距离助跑起跳后的提膝靠胸过杆

（皮筋）练习。

3、变换横杆（皮筋）角度的过杆动作

练习。

4、中距离助跑，越过一定高度的横杆

。

重点：两腿依次

过杆；强化蹬摆

结合。

难点：过竿技术

的合理，适时运

用。

4

1、通过组合练习体会跳高正确的

动作方法

2、发展灵敏性、协调性和弹跳力

，

3、消除对障碍物的恐惧心理，培

养学生自信心。 能正确认识和对

待身体条件和运动能力的差异。

1、教师讲解练习内容：

（1）双脚连续跳过折叠垫子

（2）单脚起跳摸高练习

（3）两腿依次跨过跳动的篮球。

（4）斜向助跑，两腿依次越过皮筋。

2、学生分四组练习，按顺时针依次轮

换

3、八个不同高度的皮筋，争霸赛等。

重 点 ： 提 高 速

度、积极起跳

难点：各环节之

间的连贯和协调

。

5

1、跨越式跳高全套动作的串联。

2、发展学生下肢力量，培养上下

肢协调性。

3、培养学生勇于克服困难，正视

失败的精神。

1、助跑起跳摆腿练习。

2、学生按能力分组练习。

3、学生自己丈量步点中距离跨越式练

习。

4、动作好的学生进行展示，并相互评

价。

重点：蹬摆结合

；过杆内旋。

难点：腾空后的

身体姿态。

6.1课时教学设计（4-6个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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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班级 人数
日期

课的类型
课次

教学

内容
器 材

教
学
目
标

教 学

重 点

教 学

难 点

教学

内容

组织与教学 练习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学法
次

数

时

间

强

度

教学内

容

组织与教学 练习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学法
次

数

时

间

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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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作业

布置

运动

负荷

预计

练习

密度

课

后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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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考文献

（不少于5篇）

附件1

附件2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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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潇湘职业学院

毕 业 设 计 选 题 审 批 表

二级学院 专业 班级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选 题

选题类型
□产品设计 □工艺设计

□方案设计
选题来源

□选题指南 □企业委托□

自选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二、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三、教研室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四、二级学院意见

二级学院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教研室、指导教师、学生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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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潇湘职业学院

毕业设计任务书
二级学院 专业 班级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

教师

毕业设计

题目

毕业设计

类型 □产品设计 □工艺设计 □方案设计

一、设计目标

二、主要任务及要求

三、实施步骤及进度安排

四、预期成果

五、教研室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六、二级学院意见

二级学院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指导教师填写 ，一式三份，教研室、指导教师、学生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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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潇湘职业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记录表

二级学院 专业 班级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毕业设计

题目

指

导

记

录

指导时间 指导地点 指导方式

指导情况：

指

导

记

录

指导时间 指导地点 指导方式

指导情况：

指

导

记

录

指导时间 指导地点 指导方式

指导情况：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指导教师填写，可另加页，每个学生至少指导六次，存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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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潇湘职业学院
毕业设计答辩情况记录表

二级学院 专业 班级

学生姓名 学号

毕业设计

题目

毕业设计

类型 □产品设计 □工艺设计 □方案设计

答辩情况记录

答辩专家 记录人

注：本表由记录人按一学生一表如实记录学生答辩情况，由记录人和答辩专家签名

后，存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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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潇湘职业学院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

二级学院 专业 班级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

教师

毕业设计

题目

毕业设计

类型
□产品设计 □工艺设计 □方案设计

评价内容 分值 要 求 得分

过程评价 10

严格按照指导教师审定的毕业设计方案开展毕业设计，形

成毕业设计成果；每天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到设计场所认真

进行毕业设计工作；按要求将相关资料上传至毕业设计管

理平台。

成果质量

评价

科学性 25

毕业设计成果能正确运用本专业的相关标准，逻辑性强，

表达（计算）准确；引用的参考资料、参考方案等来源可

靠；能体现本专业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

方法、新设备、新标准等。

规范性 15

毕业设计成果相关文档（含设计说明书）结构完整、要素

齐全、排版规范、文字通畅，表述符合行业标准或规范要

求。

完整性 25

毕业设计成果体现任务书的要求；物化产品、软件、文化

艺术作品等应有必要的说明，说明应包含毕业设计思路、

毕业设计成果形成的过程、特点等。

实用性 15 毕业设计成果可以有效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答辩评价
10

答辩准备充分，仪表大方，严肃认真，吐词清晰，声音洪

亮；对毕业设计的整体把握能力较强，对毕业设计指导思

想、主要内容和原始资料的陈述简明扼要，回答问题针对

性和正确性较强。

小计

综合评定意

见

综合评价等

级 评定人签名 复查人签名

注：①毕业设计总成绩=过程评价＋成果质量评价＋答辩评价，得分在85-100分的综合评价

等级为优秀，75-84分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60-74分综合评价等级为合格，60分以下综合评

价等级为不合格。

②此成绩评定表一式二份，一份存学生档案，一份存二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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