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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4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满分100分，共考核两个健美操套路，依据评分标准进行评分。两个套路平均分为最终得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20
	16
	20
	20
	2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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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损伤与康复是体育教育专业的方向课程，它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和运动训练等专业本科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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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运动项目和体育参加者的特点，研究分析可能导致运动损伤的各种因素，提出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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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运动损伤的病理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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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运动损伤的急救方法
	3.中医传统疗法
	4.思政点：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2.运动损伤的康复锻炼
	常见运动损伤及预防
	2.膝关节的运动损伤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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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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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运动按摩的应用、穴位按摩
	1.体疗康复概述
	2.运动处方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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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70

	《羽毛球》课程教学大纲
	目标3.掌握单打和双打的基本技术，能够进行简单的战术配合基本技术，具备参加教学、组织比赛的能力，并能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目标2
	4.2指导技能：能够有效的开展体育竞赛、课余体育锻炼等体育活动的组织、训练及指导工作。（H）
	说明：期末卷面成绩设置“达标线”为50分。大于等于50分者方可将过程性考核成绩计入总评成绩，低于50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30
	6
	30
	14
	——
	（18-20分）
	4
	能够完整的主持完成一场正式比赛的所有流程，能够合理的处理在一场比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清楚执裁手势和动
	50

	3. 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9-10分）

	4理论考试评分标准
	（90-100分）
	按照双打场地，反手发1、2、5位置球时，发球高度离网不高于1米，反手发3、4、6位置球时高度不做限制
	两人对打，发球后两人对打高远球，击球高度离网不低于4米，落点在两条底线之间，每人击球10次，每达到要
	步法流畅、清晰，步点准确。按照双打比赛场地，一共6个点，13圈在3分钟内完成20分，每超时5秒，减1
	两人对打，位置位于发球线和中场之间的位置，进行平抽挡对打。击球高度离网不超过0.5米，球尽量保持与地
	3

	《乒乓球》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说明：期末卷面成绩设置“达标线”为50分。大于等于50分者方可将过程性考核成绩计入总评成绩，低于50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1.课堂表现
	3
	能够完整的主持完成一场正式比赛的所有流程，能够合理的处理在一场比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清楚执裁手势和动
	100
	4

	《体育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大纲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随堂测试30分（15）
	-------—
	体育市场营销策划报告40分 （20）

	《运动生物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20
	10
	10
	10
	 1.课堂表现：
	 2.课后案例作业  
	4.线上理论考查参照标准答案。

	《定向运动》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2.培养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养成健康的意识。
	3.4.思政内容：健康意识
	2.培养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养成健康的意识。
	3.4.思政内容：健康意识
	4.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相互帮助的精神。
	4.4.思政内容：合作与帮助
	4.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相互帮助的精神。
	3.4.思政内容：合作与帮助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运动选材学》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三、教学内容   
	4.思政内容：科学探索精神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20
	30
	20
	10
	 1.课堂表现：
	2.课后案例作业
	4.线上理论考查参照标准答案。

	《田径运动专项专修（一）》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1.课前徒手操活动
	（3）七项达标评分表（女子）

	《田径运动专项专修（二）》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1.课前徒手操活动
	(三)七项达标评分表（女子）

	《田径运动专项专修（三）》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说明：期末卷面成绩设置“达标线”为50分。大于等于50分者方可将过程性考核成绩计入总评成绩，低于50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1.课前徒手操活动评价标准
	(三)七项达标评分表（女子）

	《篮球运动专项专修（一）》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2.学会运用规则、制度解决遇到的问题
	3.思政内容：中国男篮巧妙利用规则战胜对手
	2.培养学生团队协作意识和合作精神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篮球运动专项专修（二）》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2. 培养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的行为习惯
	3.思政内容：规则意识
	3.发展学生观察、思考和判断能力，培养友善修养。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篮球运动专项专修（三）》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3.培养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的行为习惯
	3.思政内容：规则意识
	3.发展学生观察、思考和判断能力，培养友善修养。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③控制比赛节奏、比赛的意识与能力。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足球运动专项专修（一） 》课程教学大纲
	三、 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2.了解足球技术教学练习的构成要素 
	3.常见技术教学方法 
	2.足球技术教学练习的构成要素 
	1、掌握足球攻防战术基本原则
	2.了解个人和全队攻防战术、掌握二过一战术 
	3.了解个人和全队攻防战术
	4、培养集体主义和团队意识
	2.个人和全队攻防战术、二过一战术 
	1.了解定位球战术
	2.掌握定位球攻防打法
	3.培养集体主义和团队意识
	2.学习任务：课堂练习，课后作业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4.黄竹杭 王方.足球训练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足球运动专项专修（二）》课程教学大纲
	四、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2.了解足球技术教学练习的构成要素 
	3.常见技术教学方法 
	2.足球技术教学练习的构成要素 
	1、掌握足球攻防战术基本原则
	2.了解个人和全队攻防战术、掌握二过一战术 
	3.了解个人和全队攻防战术
	4、培养集体主义和团队意识
	2.个人和全队攻防战术、二过一战术 
	1.了解定位球战术
	2.掌握定位球攻防打法
	3.培养集体主义和团队意识
	2.思政内容：团队合作、集体主义 
	2.学习任务：课堂练习，课后作业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4.黄竹杭 王方.足球训练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足球运动专项专修（三）》课程教学大纲
	五、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2.了解足球技术教学练习的构成要素 
	3.常见技术教学方法 
	2.足球技术教学练习的构成要素 
	掌握足球攻防战术基本原则
	2.了解个人和全队攻防战术、掌握二过一战术 
	3.了解个人和全队攻防战术
	4、培养集体主义和团队意识
	2.个人和全队攻防战术、二过一战术 
	1.了解定位球战术
	2.掌握定位球攻防打法
	3.培养集体主义和团队意识
	2.思政内容：团队合作、集体主义 
	2.学习任务：课堂练习，课后作业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3.“课堂实践练习C”评价标准
	4.黄竹杭 王方.足球训练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排球运动专项专修（一）》课程教学大纲
	目标3.通过排球教学的实施，培养刻苦锻炼的优良品德，培养学生有团队协作意识和沟通合作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2.熟练掌握排球运动中的发球、垫球、传球、扣球、拦网技术；
	3.数量排球运动基本的的进攻和防守技术，并在比赛中能够灵活应用；
	2.发球技术
	4.传球技术
	6.拦网技术
	8.排球的防守战术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18-20分）
	2.课堂协助与合作评分标准
	（14-15分）

	3.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9-10分）

	4.理论考核（作业）评分标准
	（90-100分）

	5.排球技术考核评分标准
	（18-20分）

	6. 比赛考核标准
	（18-20分）

	《排球运动专项专修（二）》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2.熟练掌握排球运动中的发球、垫球、传球、扣球、拦网技术；
	3.数量排球运动基本的的进攻和防守技术，并在比赛中能够灵活应用；
	2.发球技术
	4.传球技术
	6.拦网技术
	8.排球的防守战术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18-20分）
	2.课堂协助与合作评分标准
	（14-15分）

	3课堂实践评分标准
	（90-100分）

	4.排球技术考核评分标准
	（18-20分）

	5.专项素质测试评价标准
	《排球运动专项专修（三）》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2.熟练掌握排球运动中的发球、垫球、传球、扣球、拦网技术；
	3.数量排球运动基本的的进攻和防守技术，并在比赛中能够灵活应用；
	2.发球技术
	4.传球技术
	6.拦网技术
	8.排球的防守战术
	说明：期末卷面成绩设置“达标线”为50分。大于等于50分者方可将过程性考核成绩计入总评成绩，低于50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18-20分）
	2.课堂协助与合作评分标准
	（14-15分）

	3.理论考试评分标准
	（90-100分）

	4.排球技术考核评分标准
	（18-20分）

	5.3米折返跑评分标准 （单位：秒）                  
	《羽毛球运动专项专修（一）》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4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第一章：羽毛球运动发展概况
	5.思政内容：体育品德教育
	2.思政内容：体育品德教育
	3.思政内容：规则意识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羽毛球运动专项专修（二）》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4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第一章：羽毛球运动发展趋势
	4.思政内容：奥运精神
	3.思政内容：规则意识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羽毛球运动专项专修（三）》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第一章：羽毛球运动的主要特点和意义
	2.思政元素：体育的拼搏精神
	3.思政元素：规则意识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说明：期末卷面成绩设置“达标线”为50分。大于等于50分者方可将过程性考核成绩计入总评成绩，低于50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
	《乒乓球运动专项专修（一）》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2.思政内容：规则意识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1.课堂表现

	《乒乓球运动专项专修（二）》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4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1.课堂表现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二、课程目标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3.培养体育精神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说明：期末卷面成绩设置“达标线”为50分。大于等于50分者方可将过程性考核成绩计入总评成绩，低于50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1.课堂表现

	 《跆拳道运动专项专修（一）》课程教学大纲
	本课程有4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20
	分值
	10
	9
	8
	7
	6
	5
	4
	3
	2
	1
	0
	男（cm）
	0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2+
	女（cm）
	0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2+
	7.礼仪评价标准

	《跆拳道运动专项专修（二）》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跆拳道运动专项专修（三）》课程教学大纲
	本课程有4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说明：期末卷面成绩设置“达标线”为50分。大于等于50分者方可将过程性考核成绩计入总评成绩，低于50
	1.课堂笔记评价标准
	3.竞技评价标准
	5.跆拳道舞评价标准（10分制）

	《健美操运动专项专修（一）》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5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健美操运动专项专修（二）》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目标5：通过教学组织、团队创编等实践活动的实施，具备培养学生积极向上、勤奋好学、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健美操运动专项专修（三）》课程教学大纲
	目标5：能有效主动地体验观摩学习、合作研究、小组互助等协作学习活动，培养学生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互相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说明：期末卷面成绩设置“达标线”为50分。大于等于50分者方可将过程性考核成绩计入总评成绩，低于50

	《体育绘图》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2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3.培养审美意识，具有正确的审美观。
	3.对人体比例的正确认知
	3.培养对体育运动之美审美的意识
	3.运动之美
	3.培养审美意识，感受体育运动之美
	3.运动之美
	3.培养审美意识，感受体育运动之美。
	审美观教育
	3.培养审美意识。
	审美观教育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20
	20
	40
	20
	4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体育游戏》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3. 通过游戏锤炼学生的意志品格、创新思维、团队意识等，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3.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游戏观
	6.游戏的态度及正确认识
	5.游戏规则的重要性
	7.团队精神
	8.团队精神
	6.团队精神
	5.团队精神
	5.团队精神
	3.团队精神
	2.团队精神、挑战精神
	2.创新能力、团队精神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能较好把握游戏的要领，明确玩法、规则，教学方法及教学过程设计，教学组织较合理。
	能基本把握游戏的要领，明确玩法、规则，教学方法及教学过程设计，教学组织基本合理。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推拿与按摩》课程教学大纲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体育舞蹈》课程教学大纲
	四. 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满分100分，课程成绩包括2大部分，分别为过程性考核成绩、技评与达标考试。其中过程性考核成绩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五. 教学参考资源
	《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20
	10
	    1.课堂表现：
	2.课后案例作业
	4.线上理论考查 

	《体育统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3.反思能力
	5.反思能力
	4.科学创新，求真务实
	4.科学创新，求真务实
	5.科学创新，求真务实
	2.培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创新、实事求是的精神。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50
	5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运动训练学》课程教学大纲
	本课程有2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二）评价标准
	1.文献报告评价标准
	2.实践报告评价标准

	《健康体适能》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2.课堂实践评价标准

	《新疆少数民族舞蹈》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三、教学内容
	思政要点：对少数民族舞蹈的审美意识。
	2.通过课程中与教师、同学互动编排及展示，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力。
	2.塔吉克族、哈萨克族（二选一）课程中将舞蹈短句进行实践分享，学生们互动对分享舞蹈短句的同学提出建设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50%
	考勤部分采用“只扣分、不加分”的方法计算成绩，在上课期间出现迟到、早退、旷课等行为将在总评成绩中扣除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体育赛事与经营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3.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能力及精神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40
	（%）
	6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素质拓展教育实践教学》课程教学大纲
	本课程有2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4.教学能力
	2.项目参与、体验。
	按照素质拓展项目创编的教学组织实施效果与质量进行评定，给予一定分值。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项目组织教学（考查）（25）

	《运动营养学》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2.学习任务：读书报告。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网球》课程教学大纲
	本课程有4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4. 培养学生刻苦锻炼、勇敢顽强、不断进取的优良品德；培养学生互帮互学，团结友爱的良好团队精神及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四 、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4）平时考勤 采用“无分值，只扣分，不加分”的方式进行计算。无故旷课一次扣10分，迟到、早退一次扣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50
	1.周铭共.网球世界因你而精彩.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游泳》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2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2.学会运用规则、制度解决遇到的问题
	3.思政内容：拼搏精神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过程评价：30
	纪律协助：15
	课堂表现：5
	—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轮滑/滑冰》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4.速度轮滑技能达标（对应课程目标1）
	具体成绩依据下表：
	《轮滑/滑冰》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2.培养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3.思政内容：体育精神 
	4.思政内容：体育精神
	2.培养学生互帮互学，团结协助的精神。
	3.思政内容：互帮互学
	2.培养学生积极进取、良好的竞争意识。
	3.思政内容：体育精神

	4.“滑冰”技能达标（对应课程目标1）
	《散打》课程教学大纲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2.思政内容：思想教育、体育品德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具体成绩构成见下表：
	40

	《身体运动功能训练》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3

	三、教学内容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1.意志品质评价标准
	2.课后作业评价标准
	60
	3.课堂实践评价标准
	4.实践考试评价标准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康复医学》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教学内容
	（2）运动评估实践演示。
	（2）运动评估实践演示。
	二、专业综合实践环节

	《教育见习》教学大纲
	专业综合实践

	二、课程目标
	三、实习/实训内容
	2. 学习任务：根据教学观摩提交一份体育课教学观摩的调查报告。
	2. 学习任务：根据教学观摩提交一份体育课教学观摩的调查报告。
	2. 学习任务：根据教学观摩提交一份体育课教学观摩的调查报告。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20
	60
	1.参与教学观摩评价标准
	2.参与教研活动评价标准
	3.撰写见习报告评价标准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教育研习》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2.养成规范检索、规范引用他人成果的科学精神。
	2.思政内容：科学精神、学术规范
	2.培养学生就体育问题进行探索的能力及科学精神。
	2.思政内容：探索精神、科学精神
	2.思政内容：科学精神、学术规范
	40
	10
	2.黄汉升.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教育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二、课程目标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三、实习/实训内容
	2.其它学校教育工作
	4.教师职业素养及职业认同
	5、7
	2.教师职业道德
	15周
	2.教师职业素养及职业认同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10
	能较好地把握动作要领，理解动作的重点和难点，教学方法及教学过程设计较合理，纠错方法设计较好
	能基本把握动作要领，基本理解动作的重点和难点，教学方法及教学过程设计一般、有纠错方法的设计。

	五、推荐实习/实训教材和资源
	《教师综合技能强化训练》教学大纲
	三、实习/实训内容
	2. 学习任务：练习，评比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三笔字
	10
	教案撰写比赛
	10
	七项达标
	30
	粉笔字或者钢笔字

	《毕业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2.养成规范检索、规范引用他人成果的科学精神。
	2. 思政内容：科学精神、学术规范
	2.培养学生对体育问题进行探索的能力及科学精神。
	2.开题答辩
	2.培养学生就体育问题进行探索的能力及科学精神。
	2. 思政内容：探索精神、科学精神
	2. 思政内容：科学精神、学术规范
	2. 思政内容：科学精神、学术规范
	24
	16
	40
	20
	1.黄汉升.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