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体育学院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招收人数：2017 年我院拟招收硕士研究生 350 名左右（全日制、非全日制），具

体招生人数以教育部下达的当年招生计划为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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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

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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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日，下同）

或 2 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

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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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报名程序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

网上报名，并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缴费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省（区、市）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

确认手续；

（一）网上报名

1 .网上报名时间：2016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 9:00-22:00。



网上预报名时间：2016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每天 9:00-22:00。

2.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

按公告要求报名。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

息。

3.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内反

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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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

籍）信息。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确认

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4.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

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

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

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填报退役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学、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5.已被我校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统考。

6.考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

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现场确认

1.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报考点指定地点现场核对并确认其网上

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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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生现场确认应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

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3.在录取当年 9月 1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

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

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4.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交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以供核验。

http://www.chsi.com.cn/


5.所有考生均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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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考生应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7.考生应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四、考试

（一）初试

1.打印准考证日期：2016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26 日

考生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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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

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2.初试日期：2016年12月24日至12月25日（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二）复试：复试时进行专业课笔试、英语笔试及综合面试，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民

族传统体育学专业、体育舞蹈学专业、体育硕士还须进行运动技能考试。同等学力考生复试

时须加试（笔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的考试。

五、体检

考生复试时应按我院规定到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含二级甲等）医院进行体格检查。

六、学习方式、学制、学费

1.学习方式：全日制、非全日制。

2.学制：全日制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均为三年，非全日制研究生的修业年限可

适当延长。

3.学费：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学费为 8000 元/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10000

元/年。非全日制研究生学费 14000 元/年。

七、其他

1.报考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运动训练过程调控与管理、学校体育学、体育与跨文化交际、

教育技术理论与体育实践、体能训练方向和体育硕士的考生在填写报名信息时请在“备用信

息”栏填写复试专项 (如篮球、足球、游泳、摔跤、体操等)。



2.考生请在网上准确、详细填写本人的通讯地址、联系方式、档案所在单位和地址。否

则将影响录取通知书、调档函等材料的邮寄。

3.我院有关招生信息（成绩查询、复试方案、录取名单等）均通过我院研究生部网站公

布，请随时关注。拟录取名单要在研究生部网站和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名单不得修改；拟录取名单包括考生姓名、考生编号、初试成绩、

复试成绩、总成绩等信息。名单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将拟录取名单报市高招办进行政策审核，并按要求向教育部备

案。最终录取名单及新生学籍注册均以“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备案信息为准。未经我校研究

生院网站公示及“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备案的考生不得录取。

4.根据我院学科发展需要，2017 年我院运动人体科学专业拟从全国重点（含 211）院校

的生命科学、基础与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生中招收部分硕士生。凡 CET 四级以上水平，学习

成绩优秀，具有一定科研或临床经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在职人员均可报考，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取。

5.近年各专业第一志愿报考我院符合国家统考初试要求的考生基本上被录取。

八、联系方式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卫津南路 51 号 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022-23016498；23012331 传真：022-23016498

联系人：高老师、龚老师

九、公示、申诉

公示网站地址：http://yjsb.tjus.edu.cn/

举报邮箱：jjw@tjus.edu.cn

举报电话：022—23012748

受理举报部门：天津体育学院纪检委

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卫津南路 51 号，纪检委

邮编：300381

天津体育学院 2017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单位代码：10071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卫津南路 51 号



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编：300381

联系电话：022-23016498；23012331 传真：022-23016498 联系人：高老师、龚老师 电

子信箱：tjus10071@163.com

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拟招

生人

数 350

人

初试考试科目
复试考试科目及同等

学历加试科目

001

健康与运

动科学系

（天津市

运动生理

与运动医

学重点实

验室、国

家体育总

局竞技运

动心理与

生理调控

重点实验

室）

040302

运动人体

科学

(全日制)

01 运动生理学 26 ① 101思想政治理

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702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二（人体

及运动解剖学、人

体生理学）

④--无

复试科目：运动生理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运动生物化学、体育

保健学

02 体适能与健康促进

03运动训练生理与生化

调控

04 运动生物力学

0403Z1

体育心理

学

(全日制)

01 体育社会心理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7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七（运动

心理学、教育学）

④--无

复试科目：普通心理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体育教学论、发展心

理学

02运动员心理训练与调

控

03体育与个体心理发展

045400

应用心理

(全日制)

01 运动心理咨询 10 ① 101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7-心理学专业

综合(普通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④--无

复试科目：运动心理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体育概论、教育心理

学
02运动行为与心理干预

0403Z4

运动康复

学

(全日制)

01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 19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706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六（运动

解剖学、运动康复

评定与康复治疗

学）

④ --无

复试科目：康复医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体育保健学、运动生

理学

02慢性病与老年病的运

动康复

03运动康复评定技术与

运动处方



002

体育人文

社会学研

究中心

040301

体育人文

社会学

(全日制)

01 全民健身政策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1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一（体育

概论、教育学）

④--无

复试科目：体育社会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学校体育学、群众体

育学

02 体育社会学

03 体育文化

04 体育法学

003

社会体育

与管理系

0403Z3

体育管理

学

(全日制)

01 体育行政管理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5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五（体育

概论、管理学）

④--无

复试科目：体育管理

学

同等学历加试科目：

体育经济学、体育社

会学

02 体育公共政策

03 体育市场营销

04 体育赛事管理

05 体育经济与管理

06体育组织行为与管理

045204

社会体育

指导

(全日制、

非全日

制)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

方向

20

10

① 101思想政治理

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46 体育综合

（三选二：运动训

练学、教育学、运

动生理学）

★提示：请考生在

考试时，限选两门

课程试卷作答。

④--无

复试科目：学校体育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运动心理学、体育管

理学

004

体育教育

训练学院

（体育教

育训练

一、二、

三系）

040303

体育教育

训练学

(全日制)

01运动训练过程调控与

管理

65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703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三选二：

运动训练学、教育

学、运动生理学）

★提示：请考生在

考试时，限选两门

课程试卷作答。

④--无

复试科目：学校体育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运动心理学

体育管理学

02 学校体育学

03 体育与跨文化交际

04教育技术理论与体育

实践

05 体能训练

06田径教学理论与方法

07篮球教学理论与方法

08排球教学理论与方法

09足球教学理论与方法

10体操教学理论与方法

11乒乓球教学理论与方

法



12游泳教学理论与方法

13网球教学理论与方法

14羽毛球教学理论与方

法

15柔道摔跤教学理论与

方法

16跆拳道教学理论与方

法

17藤球教学理论与方法

045201

体育教学

(全日制、

非全日

制)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

方向

40

30

① 101思想政治理

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46 体育综合

（三选二：运动训

练学、教育学、运

动生理学）

★提示：请考生在

考试时，限选两门

课程试卷作答。

④--无

复试科目：学校体育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运动心理学、体育管

理学

045202

运动训练

(全日制、

非全日

制)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

向

02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

方向

40

30

005

武术学院

040304

民族传统

体育学

(全日制)

01 武术理论与方法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三选二：

运动训练学、教育

学、运动生理学）

★提示：请考生在

考试时，限选两门

课程试卷作答。

④--无

复试科目：武术基础

理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运动心理学、体育管

理学

006

体育传媒

系

055200

新闻与传

播

(全日制)

01 体育新闻与传播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4-新闻与传播

专业综合能力（新

闻采访写作学）

④440-新闻与传播

专业基础（新闻学

概论）

复试科目：传播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文学综合、中国新闻

事业发展史

02 体育文化与传播



007

体育艺术

系

0403Z2

体育舞蹈

学

(全日制)

01舞蹈表演教学理论与

方法

6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4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四(艺术

学原理、舞蹈艺术

概论）

④--无

复试科目：舞蹈教育

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舞蹈作品分析与赏

析、

舞蹈基础理论
02 音乐艺术与表演

008

体育教学

研究中心

040102

课程与教

学论

(全日制)

01体育课程政策与管理 4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

④--无

复试科目：体育教学

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体育概论、运动心理

学

02 残障人士体育教育

天津体育学院 2017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

初试科目 参考书名 出版社及出版年月 作者

101 思想政治理

论
统考科目

201 英语一 统考科目

204 英语二 统考科目

311 教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
统考科目

701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一

《体育概论》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叶加宝、苏连勇

主编

《教育学基础》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 编写组

702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二

《运动解剖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年第二版） 胡声宇主编

《生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六版） 姚泰主编

703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三

《运动训练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年版 2007 年

6 月印刷或 2008 年印刷）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田麦久主编）

《教育学基础》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 编写组

《运动生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 王瑞元主编

704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四

《艺术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彭吉象

《舞蹈艺术概论》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年 6 月） 隆荫培、徐尔充

705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五

《体育概论》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叶加宝、苏连勇

主编

《管理学原理与方

法》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周三多、陈传明、

贾良定

706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六

《运动解剖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第五版） 徐国栋袁琼嘉

《运动疗法技术 华夏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纪树荣



学》

707 体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七

《运动心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年第二版，

2006 年 6 月印刷）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全国体育教材委

员会编）

《教育学基础》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 编写组

346 体育综合

《运动训练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年版 2007 年

6 月印刷或 2008 年印刷）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田麦久主编）

《教育学基础》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 编写组

《运动生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 王瑞元主编

347 心理学专业

综合

《普通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三

版）
彭聃龄主编

《发展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二版） 林崇德主编

334 新闻与传播

专业综合能力

《中国新闻采访写

作学》新修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0 月第二

版）
刘海贵

440 新闻与传播

专业基础
《新闻学概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李良荣

复试科目参考书

专业名称 复试科目 参考书名 出版社及出版年月 作者

课程与教学论 体育教学论 《体育教学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一版）
毛振明主编

体育人文社会

学
体育社会学 《体育社会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年版）

吕树庭、刘

德佩主编

运动人体科学 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 年第

一版）
王瑞元主编

体育教育训练

学

体育硕士

学校体育学 《学校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年版）周登嵩主编

民族传统体育

学
武术理论基础

中国武术教程（上

册）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年第

一版）

体育学院通

用教材

体育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三版）
彭聃龄主编

体育舞蹈学 舞蹈教育学 《舞蹈教育学》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年） 吕艺生

体育管理学 体育管理学 《体育管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年版）
高雪峰，刘

青

运动康复学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3

第三版）
戴红主编

应用心理 运动心理学 《运动心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年第 体育学院通



二版，2006 年 6 月印刷） 用教材（全

国体育教材

委员会编）

新闻与传播 传播学 传播学》（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邵培仁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参考书

专业名

称
加试科目 参考书名 出版社及出版年月 作者

课程与

教学论

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版）
叶加宝、苏连勇主编

运动心理学 《运动心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年第二

版）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体育人

文社会

学

学校体育学 《学校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 年版）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

版）
金钦昌主编

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版）
李祥主编

群众体育学 《社会体育》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年）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全国体育教材委

员会编）

运动人

体科学

运动生物化学
《运动生物化

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 年第一

版）
冯美云主编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年第一

版）
姚鸿恩主编

体育教

育训练

学、

民族传

统体育

学、体育

硕士

运动心理学 《运动心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年第二

版）

2006 年 6 月印刷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全国体育教材委

员会编）

体育管理学
《现代体育管

理》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印刷）
肖林鹏

体育心

理学

体育教学论 《体育教学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一

版）
毛振明主编

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二

版）
林崇德主编

体育舞

蹈学

舞蹈作品分析

与赏析

《中外舞蹈作

品赏析》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年版） 刘青弋主编

舞蹈基础理论 舞蹈教育学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年第一

版）
吕艺生



体育管

理学

体育经济学 《体育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靳英华

体育社会学 《体育社会学》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年版）吕树庭、刘德佩主编

运动康

复学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年第一

版）
姚鸿恩主编

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版） 王瑞元/苏全生主编

应用心

理学

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版）
叶加宝、苏连勇主编

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二

版）
陈琦、刘儒德主编

新闻与

传播

文学综合
中国文化概论

（修订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张岱年

中国新闻事业

发展史

《中国新闻事

业发展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01-01）
黄瑚著



天津体育学院 2017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

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在学科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体育人才。

二、招生计划

以当年国家下达的博士招生计划为准。

三、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学历要求（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①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

②应届毕业的硕士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③同等学力人员：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 6 年以上（含 6 年，从获得学位到博士生入学之

日），同时具备以下条件者：获得硕士学位培养单位研究生课程班结业证书及其及成绩证明；

近五年内（2012 年 01 月 0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中文核心期刊上

至少发表 3篇论文（第一作者）、或有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第一完成人)、或近三年内（2014

年 01 月 0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有省部级科研成果奖（排名前 3 位）或省部级科研课

题（课题主持人），经审核确认已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3.身体健康，报考博士生的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

4.有两名与报考学科相关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专家推荐。

5.现役军人报考博士生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四、报名手续及注意事项

1.网上报名：

网报日期：2017 年 1 月 4日—2 月 4 日

网报地址：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博士网报。网址 http://yz.chsi.com.cn/

2.提交材料：



请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前将如下六项材料寄至天津体育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收，注明

“博士报名”（快递务必选择 EMS，以截止日收到报名材料为准）。

① 《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1份，（网上报名成功后，自动生成）。

请仔细核对报名信息，在考生签字栏签名确认；在“表格照片”和“考生所在单位人事

部门意见”处盖人事部门公盖。

② 硕士学位课程成绩单 1 份，（必须加盖管理部门公章），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 1 份，

（应届毕业硕士生必须入学前补交）。

③ 付款凭证复印件。

④ 两名本学科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专家推荐表。

⑤ 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政审表 1 份，加盖组织部门公章。

⑥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3.缴纳报考费：报考费 140 元。考生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前汇款至：

账户名：天津体育学院

开户行：农行天津李七庄支行

账 号：0202 0101 0400 00467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考生姓名+博士报考费+网上报名号。汇款人姓名必须填写报考者

本人的姓名，不得填写代缴人姓名。不参加考试或者不符合报考条件者的报名费不予退还，

逾期未缴者，网上报名信息无效，按自动放弃报名处理。

4.体检：由我校统一组织体检。

五、资格审查

研招办将对考生网报信息和提交材料进行审查，请符合报考条件且材料齐全的考生，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应届硕士毕业生同时携带学生证原件）到天津

体育学院研究生部领取准考证。

六、初试

1.考试日期：2017 年 3 月 25 日－26 日



2.考试地点：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市河西区卫津南路 51 号）

3.考试科目：详见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

4.同等学力考生须考政治理论及加试两门硕士学位课程，均为笔试，将在复试期间进行。

七、学制、学费

学制三至五年；学费每生每年 10000 元。

八、其它

1.考生与所在单位或委托、定向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复试和录取，后

果自负。

2.在招生工作的任何阶段，如发现弄虚作假或未达到报考条件者，一律取消其报考、考

试和录取资格。

九、联系方式：

天津体育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卫津南路 51 号

联系电话：022-23016498 022-23012331

附件：

1.专家推荐表

2.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政审表

研招办

2017 年 1 月 4 日

天津体育学院 2017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招生

人数

考 试 科 目

(每科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3 小时)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吉承恕 待定
①1001 英语②2101 体育社会学③3101 运动心理学

和体育管理学

http://yjsb.tjus.edu.cn/nr.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04&wbnewsid=2437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张 勇 待定
① 1001英语②2201生物化学或2202细胞生物学二

选一③3201 运动生理学刘善云 待定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刘志云 待定
①1001 英语②2301 运动生理学③3301 教学论和运

动训练学王 健 待定

0403Z1

体育心理学

姚家新 待定
①1001 英语②2101 体育社会学③3101 运动心理学

和体育管理学

0403Z4

运动康复学

黄力平 待定
①1001 英语②2401 生理学③3401 运动解剖学与运

动康复治疗

初试各专业考试推荐书目（不限于该推荐书目的范围）

专业名称 推荐书名 编者 出版社

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心理学

体育社会学 卢元镇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3 版）

运动心理学导论 姚家新等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 版）

体育管理学 高雪峰、刘青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年版）

运动人体科学

生物化学 查锡良等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7 版）

细胞生物学 翟中和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3 版）

运动生理学导论 邓树勋等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年）

体育教育训练学

运动生理学 王瑞元等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第 1版）

教学论 李秉德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运动训练学导论 杨桦、李宗浩等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运动康复学

运动生理学导论 邓树勋等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年）

运动疗法技术学 纪树荣 华夏出版社（2011 年第 2 版）

运动解剖学 徐国栋、袁琼嘉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第 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