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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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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体育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前身可以追溯到 1951

年贺龙元帅组建的西南区体育会篮球队。1971 年更名为“四川

省体育工作队”。1981 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在原

四川省体工队基础上成立“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1986 年，

学院获国家教委批准备案为成人高等学校（举办专科层次成人高

等教育）。2018 年 3 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学院改制为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正式成为四川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

等体育职业学校，开始实施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学院目前总

占地 1005.63亩，拥有太平寺校区、华西坝校区、双流羽毛球实

训基地、犀浦田径实训基地、都江堰奥林匹克学校和攀枝花红格

综合实训基地。华西坝校区承担着学院多个项目的日常训练管理

任务，校区内的四川省游泳馆曾是成都市地标建筑；犀浦校区作

为“中国田径协会国家田径队训练基地”，拥有川内最大的室内

田径馆；都江堰校区系汶川地震后香港赛马会捐资援建，是集训

练和教学于一体的现代化校区；双流校区作为国家体育总局命名

的“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曾多次承接国家羽毛球队训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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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任务；攀枝花红格训练基地属于亚高原综合实训基地，可同时

满足 500 余名学员的训练需要。

在“拼搏、超越、传承、创新”的校训精神鼓舞下，以及“竞

技体育”和“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双轮驱动的办学模式下，学

院竞技体育成果丰硕：获得奥运冠军 16 人次、世界冠军 108 人

次、亚洲冠军 137人次、全国冠军 991 人次；培养出张蓉芳、梁

艳、朱玲、高敏、陈龙灿、唐琳、陈静、邹凯、冯喆、任茜、郑

洁、晏紫、陈兴东、周建安、蒋文文、蒋婷婷、邱波、朱雨玲、

邹敬园等一大批竞技体育领军人物，为四川乃至中国竞技体育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9 年，学院因在北京奥运会和第 11 届全

运会做出突出贡献，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集体三等功。学院高

职办学方面，设有体育教育训练系、体育人文社会系、运动人体

科学系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开设有体育教育、社会体育、体

育运营与管理、体育保健与康复和运动训练 5 个专业。2019 年 7

月，学院通过学分制改革验收。2020 年 2 月学院获得运动训练

和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的单独招生资格。当前，学院着力推进

“1+2+X”证书制度建设，与各省级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

省社体指导中心、省普通话测试中心等单位合作，为学生考取相

关资格证书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

校合作、育训结合，建成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14 个、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32 个；积极与成都体育学院、四川旅游学院、四川文理

学院等学校协商合作，打通高职学生专升本学历提升通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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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成渝“双城记”，与西南大学、重庆运动技术学院签订师生

学历提升、教学、科研与项目合作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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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学基础设施条件

硬件设施方面：学校产权占地面积 440292.4 平方米，非学

校产权占地面积 318133.29 平方米。学校校舍总面积 286564.73

平方米（含产权校舍和非产权校舍面积）。其中学校产权校舍建

筑面积 114071.71 平方米，包含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28815.2 平

方米、行政办公用房 8247 平方米、生活用房 15745.28平方米、

教工住宅 58749.23 平方米、其他用房 2515 平方米。非学校产权

校舍建筑面积 172493.02 平方米，包含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103490.94 平方米，行政办公用房 7895.05 平方米，生活用房

61107.03 平方米。

产权占地面积

（758425.69）

学校产权占地面积 440292.4

非学校产权占地面积 318133.29

学校校舍总面积

（286564.73）

学校产权校舍建筑

面积

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28815.2

行政办公用房 8247

生活用房 15745.28

教工住宅 58749.23

其他用房 2515

非学校产权校舍建

筑面积

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103490.94

行政办公用房 7895.05

生活用房 61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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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现代化图书馆 1 个；多媒体教室 22 间，包含新建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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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考场 21 间、多功能电子阅览室 1 间，新改造计算机机房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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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通过公招、内部转岗等方式新增专任教师 22 名。学院改制

以来，学院教师在教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主持省教改项目 1

项，出版专著 1 部，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7 篇。

3.在校生结构及专业分布情况

学院设有体育教育、社会体育、体育运营与管理、体育保健

与康复、运动训练 5 个专业。截至 2020 年 8 月 31日，共有 2018、

2019 两个年级学生，其中 2018 级在校生 125 人，2019 级在校生

246 人，共计 371 人。

从专业分布来看，体育教育专业 111人，社会体育专业 63 人，

体育运营与管理专业 63 人，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 67 人，运动训

练专业 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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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比例来看，男生 302名，女生 6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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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分布来看，17 岁及以下 3 人，18 岁 8 人，19 岁 110

人，20岁 150人，21岁 70人，22岁 21人，23岁 7人，24岁 2人。

1 ӎ Γ е ỷ

从民族来看，汉族 350 人，彝族 15 人，藏族 3 人，羌族 2

人，纳西族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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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源地来看，全院学生均来自四川省各地市州。

从户口类型来看，来自城镇的学生 90人，来自农村的有 281人。

3 ӎ Γ תּ ỷ

2018 级和 2019 级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共计 17 人，其中 2018

级有建档立卡学生 4 人，2019 级有建档立卡学生 13 人。

4.办学经费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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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学年，学院办学经费总收入 986.82 万元，主要来

源为中央、地方财政专项投入 861.72 万元；学费收入 81.90万元；

其他收入 43.20 万元。

4 ӎ Γ ῼ ỷ

从年度办学总经费支出及其结构来看，设备采购支出 36.22

万元；日常教学及师资建设支出 40.58万元；图书购置支出 51.30

万元；信息化建设支出 473.60 万元；学生资助计划支出 43.20万

元；其他支出 341.92 万元。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设备采购支出 36.22 3.67%

日常教学及师资建设支出 40.58 4.11%

图书购置支出 51.3 5.20%
信息化建设支出 473.6 47.99%

学生资助计划支出 43.2 4.38%
其他支出 341.92 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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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细做实

学院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契机，教育学生“心怀信仰、

立志报国”，通过开展“开学第一课”、“读‘习’语金句主题

教育活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网络知识竞赛”、“坚定四

个自信、争做有为青年”主题团日等活动不断提高学生政治思想

水平；通过开展“民族一家亲”活动，做好民族学生骨干的培养，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积极加强正面的舆论导向，教育学生不信谣、

不传谣、不造谣，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充分发

挥班会课作为思想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利用重要时间节点结合学

院学生思想状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安全教育与疫情防

控”、“防范校园贷专题教育”、“防艾禁毒宣传”、“劳动教

育”等主题的班会课。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2018 级和 2019

级共有 42 名学生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1）加强宣传教育，落实防控责任

自疫情发生以来，学院坚持学生身体状况“日报告”、“零

报告”制度，建立重点学生身体情况及行踪登记台账；编制《传

染病防控指导手册》《大学生安全知识手册》，同时向学生及家

长发送《疫情防控告知书》《节假日安全告知书》《防洪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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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溺水告知书》等 12 份相关材料，确保安全教育工作落实到位，

未发生一例学生发生安全事故。

（2）注重思想引导，开展网络思政教育

疫情线上教学期间，学院安排辅导员、班主任通过抖音直播、

腾讯会议等媒介，开展疫情防控、生命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居

家学习指导，并组织学习“两会”精神等主题班会；及时收集学

生疫情文创作品 24 篇；指导学生完成“青年大学习”任务，3

次排列全省高职院校之首；42 名学生积极加入防疫一线工作，

志愿者先进事迹和心得体会推送到《四川体育杂志》及学院共

18篇。

（3）制定详细方案，确保开学顺利进行

学院严格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制定开学复课《两案八制》《七

案七制三流程》；拟定了《2020 秋季学期开学工作方案》《秋

季学期迎新生工作方案》《秋季学期开学后疫情防控方案》，同

时对“学工系统”和“返校迎新系统”进行优化。在此基础上，

我院于 9 月 4 日至 5 日顺利完成了 371名学生的返校工作。

3.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细致入微

（1）做好心理健康普查，构建“一人一案”心理干预

本学年内，学院面向全体学生共开展 2 次心理普查，通过家

访、谈心谈话等方式对在心理普查发现属于一级预警的学生进行

回访，并对这一部分预警学生开展了焦虑、抑郁指标的专项测试；

起草了《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学生心理危机预警与干预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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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积极构建“一人一案”心理干预。

（2）开展心理健康活动，营造心理育人氛围

学院以“5·25 大学生心理健康周”为契机，开展了“我爱我

家摄影比赛”，组织了以“和谐沟通 从心开始”的主题班会，

旨在解决疫情期间的亲子关系中的问题。

4.学生资助工作多措并举

学院不断创新工作思路，规范工作机制，健全学生资助制度，

大力推进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工作。

（1）拓宽学生资助渠道。通过四川慈善总会“山基金”资

助 19 人次，爱心捐款精准帮扶 5 人次，积极拓展勤工助学岗位，

学生在图书馆、食堂勤工俭学 61 人次。

（2）开展送温暖家访活动。为进一步宣传党和国家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做好学院学生的资助工作，2020 年

寒假、暑假期间开展了为贫困生送温暖家访活动，共计走访 10

名学生。

（3）积极采用资助育人。学院通过网络媒体平台、设计展

板放置校园内展示等各种方式，利用学生资助工作专题会、主题

班会等渠道，及时、有效、广泛的宣传国家资助政策有关精神。

开展了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资助育人”为主线，以“诚

信教育”、“励志教育”、“感恩教育”为主题的学生资助宣传

教育活动，为学院建立科学、合理育人长效机制打下坚实基础。

Ї Ї שּׁ 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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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从无到有

2020 年初，学院正式启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并成立了

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出台了《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

业基地管理办法（试行）》，设置两处创新创业实践基地，1 号

实践基地“京东校园超市”项目已顺利实施落地。在 2020 年“挑战

杯”四川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学院共推荐 3 项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参赛，与来自全省 94 所大中专院校的 1427 件参赛作品同

场角逐，学院 2019 级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学生吴昭华团队创作

的《聋哑辅助器》项目最终获“挑战杯”四川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铜奖。

2.学生志愿服务规模再上台阶

学院学生在“志愿四川”平台注册率达 95%，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志愿者服务累计达 300 人/次。

3.学生社团建设实现精细化管理

根据教育部、共青团中央《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要

求及规定，学院于 2020 年初对学生社团进行了整改，将原有的

篮球、排球、羽毛球、拳击健身、田径 5 个体育类社团合并为体

育社，同时正式成立了爱国主义教育社、体育社、文化艺术社。

4.大学生艺术节硕果累累

为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发挥艺术活动在提高学

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方面的独特作用，学院组织学生首次参展全省

影响最广的大学生艺术盛会——“2020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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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荣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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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学院有 3 名学生获国家奖学金，9 名学生获国家励

志奖学金，109名学生获国家助学金，其中特别困难学生 34 人，

每人资助 4500 元；困难学生 41 人，每人资助 3300 元，一般困

难学生34人，每人资助2100元，全年累计发放国家助学金359700

元；申请助学贷款 71人。

2020 年，截止 8 月 31日，学院有 1 名学生获国家奖学金，

20名学生获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助学贷款 57人。

ł1+2+XŃ ϡ ӗ

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启动“1＋X”证书

制度试点工作的要求，并结合市场需求与学院实际，学院积极推

进“学历证书+2 项基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简称 1+2+X 证书）制度，并有序开展相关培训实施工

作。在 2019-2020学年，学院积极对接各省级运动项目协会，计

划联合开展裁判员的培训与考核。截止 2020 年 8 月 31日，已与

排球协会、网球协会、篮球协会、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游

泳协会等达成共识。学院积极推进普通话水平测试站建站工作，

在 2020 年 8 月底已完成普通话水平测试站建站工作，并于 12

月正式通过省语委验收，学院已基本完成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建

站软、硬件建设与建站申请相关文件的准备，待四川省教育考试

院进行下一步的评估和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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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目前已与成都体育学院、四川文理学院、四川旅游学院

等本科院校达成专升本合作意向。由于 2021 年四川省专升本政

策可能会有较大调整，各合作院校尚未公布招生公告。因此，学

院通过发布《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关于 2021 年专升本考试告知

书》，引导有意向参加专升本考试的同学制订复习计划的同时，

严格遵守学院各项纪律要求，在完成好日常学习任务的基础上做

到安心复习、踏实备考。

ắ ầ ΅Ί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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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学院先后组织召开体育教育、社会体育、

运动训练、体育运营与管理、体育保健与康复等 5 场专业介绍会。

5 名专业带头人分别围绕培养方案、学科设置、师资配备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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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等方面的情况，为各专业新生进行了全面而具体介绍，并对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作了详细解答。专家们鼓励同学们积极转变思

维和学习方式，尽快适应大学学习的节奏与氛围，力求严格要求

自己，脚踏实地，学有所成。

6 0./7 ł ͪ Ń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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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院结合建国 70 周年，聚焦“我和祖国共成长”这

一主题，开展以“强化三种意识，融入大学生活”为主题的“开

王秀珍
放在图下

王秀珍
同上



- 16 -

学第一课”教育讲座，使同学们清楚了解到自己的定位与目标，

同时也将爱国主义教育落实到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

为使学生更快地融入学院竞技体育和教育教学“双轮驱

动”的氛围之中。2019 年 9 月 9 日下午，学院组织 2019 级新生

集体参观学院荣誉室，使同学们了解学院的辉煌发展历史、竞技

体育中取得的成就、教育教学现状和学院发展蓝图，同时体会一

代又一代的体育人孜孜以求、拼搏奋进的体育精神。

ͻɝ ΅

ͪ ҫת ᾌ

本学年内，学院对标高职合格评估要求，从制度规范入手，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教师手册》《四川体育职业学院重修管理办

法》《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实习管理规定》《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学

生转专业管理办法》《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学生转学管理办法》等

重大规章制度进行了修订，其中新增了《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实习

指导教师酬金发放管理办法》《四川体育职业学院返岗教研实施

方案》等 10 项规章制度。逐步实现教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日

常工作逐渐流程化、标准化。

Ї ╤   ӗ

2020 年 2 月，学院获批高职单招资格。2020 年 5 月 31日、

6 月 1 日，学院 2020 年高职单独招生考试工作顺利进行。全院

上下本着“以人为本，一切为考生服务”为指导思想，在考试过

程中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对 85 余名考务工作人员进行考前培



- 17 -

训；编制了《单招考试考务手册》便于考中流程化监管；组织了

3 名教师及专家封闭式出题；新建了 1000 余道综合素质测试题

组成的题库和 1 个组题系统；组织了 9 名阅卷教师考后阅卷；处

置了 5 起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全员全程签订了保密协议，严守纪

律，公平公正。在学院首次成为单招考试考点的大背景下，较为

顺利地完成了文化考试、综合素质测试、体育专项测试三项考试

的组织与执行工作。

ͻ Ѡ ͼ י

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

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具体要求，学院积极响应、全面统筹周密安排，

主动对接联系超星平台达成合作协议并制订合作方案，搭建了学

院校级超星线上教学平台，并面向任课教师开展了 4 次线上教学

技能培训。学院结合课程性质，自 3 月 5 日起，总共按照 4 个阶

段分步骤地全面推开线上教学，全力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

和教学质量，顺利实现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总体目标。

同时，通过制定《关于 2019-2020-2 学期教学安排的通知》

《关于 2019-2020-2 学期教学安排的补充通知》《关于近期教学

工作的安排通知》《关于 2019-2020-2 学期期末结课与考试（考

核）有关安排的通知》等文件，督促各教学系（部）认真组织线

上教学与考试（考核）工作，指导各教学系（部）定期开展教学

检查与督导，推动本学期教学工作平稳进行、按时完成，确保在

线教学“教学标准不降低、考核要求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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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游泳协会、四川省水上运动学校等 32 家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授牌,为学生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工作搭建了宽广平台，以加

强校企（校、协）在实习、实训、培训、 学ᗙ

깐运鏊实习 教习学 生 ΄ᑦ倀 ጉ Ⱝ 䟽 㴽 㑣␤�ဩ ␤�᎒ 뽋ᙐጉ Ⱝ ᵍ 뽋 썝 뜀ဩጉ Ⱝ 䟽

썝 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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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ӎ Γ ͪ

（六）以技能竞赛、技能培训磨练和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学院坚持“以赛促教”，首次派出高职教师队伍参加了一场

国家级教师技能比赛与两场省级教师技能比赛。2019 年 12 月，

学院派出教师队伍参加 2019 年全国高等体育职业教育教师技能

大赛，6 人获得团体二、三等奖，4 人获得个人三等奖；2020 年

4 月，学院以四川省第五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为契机，组织

首届青年教师技能大赛，比赛分为各教学系（部）初赛、院级决

赛两个阶段举行，赛事流程与规则严格参照的相关规则执行。初

赛阶段，体育教育训练系、体育人文社会系、运动人体科学系、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分别有 6 名、4 名、5 名、1 名教师参加；

院级决赛中，思政部教师曹雪梅获得特等奖，并代表学院参加第

五届四川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2020 年 6 月，经各教学系

内部选拔推荐，学院组织陈高伊等 10 名教师组队成立 2 组公共

基础课、2 组专业技术课参赛队，以拍摄教学视频的形式参加

2020 年四川省职业院校教师技能大赛。此类国家级、省级教师

技能竞赛为全院教师提供了教学交流的平台 加奖

ࣦ教师院师规相供伊个了介ᢶ的平人教交伍关出᪒院参师教曹学系大为雪参两代交⾓伍参青

夦平赛ڶ

全院卢川ೡ，育

教㊅师教学竞师规两໌川为

ᕆ教体伊为一成教



- 21 -

此外，学院于 2020 年 8 月组织 16 名新任课教师进行校内岗

前培训，邀请分管院领导、各专业负责人进行了《师德师风及教

师行为规范》《教育教学基本技能（实践课程）》《教案、教学

计划的设计与编写》《科研方法与课题（项目）申报》4 个专题

培训，并对新任课教师试讲进行了考核和点评，16 名新任课教

师全部通过考评，并顺利进入 2020-2021-1 学期的授课教学中，

有效保证了新任课教师教学能力过关、教学方式适当。

（七）构建教学质量保障֑腡똀൸捞

ڑ1 全教学导悒

学院 详紾教学导 的管与悒 ⶦ设 ，通

过犀教学、͞课，专䴥擄、学擄教、 课ʀ式 ，捖 教学䞬行管与教学。本学年럑，教ි㫜挴课ࠔ，授课教师ࠔ人鸴4个教学《部 ）㫜鄨课ࠔ。 ，学院有 基 ，实
院内અ 导专䴥的教学当《。 中，院内અ 学院领导、教ි，教学《吻部） 和详紀 ， 专䴥䴥组 实，有对 方式犀 ڑ2。 科学犀教ᐹ学擄教学نج考核和教考核腡똀甇。学 院学期规쏦各

퓳 教学
，对 课教、详紀学风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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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等情况进行全面评价，并在期末考试后完成网上评教工作。

本学年内，累计共有 421名学生对 66 名任课教师进行评教。

/. ӎ Γ 0./7+0.0.+/ ỷ

// ӎ Γ 0./7+0.0.+0 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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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综合学生的评教意见发现，绝大部分教师都能贯彻“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

做到了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在教学效果反馈方面，学生希望能

够参与到教学环节中，能与教师作更多积极的交流和沟通。因此，

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学院将适当更新和完善教师的授课方式，

增加多媒体的运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更加积极参

与到课堂教学中，有效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ɝ П ӗ

学院实行竞技体育和高职办学“双轮驱动”的办学模式，为

积极推进中西高层次人才在更多的领域、更广阔的空间相互交流

学习，同时也能为各国科技发展、文化体育传播和人才交流提供

有效途径。对此，学院积极开展各项目、各领域的国际交流工作。

本学年内，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学院对外出访工作主要集中

在 2019 年相应统计时段。为执行马来西亚吉隆坡跳水邀请赛、

冰球项目境外训练、国际乒联挑战赛、丹麦、法国、荷兰公开赛

等境外训练比赛任务，学院先后派出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13 人次

/7 天，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13 人次/15天，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 25人/25天，篮球运动管理中心 19人/17天，武术运动管理

中心 13人/15 天的教练员、运动员学生赴境外进行比赛、训练。

Џɝ  

（一）积极服务体育事业发展

1.学院积极为四川省输送优秀运动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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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为四川省输送优秀运动员 1057 名。其中田管中心 253

人，体管中心 56 人，游管中心 111人，举摔柔中心 168 人，乒

羽中心 111人，网管中心 10人，武管中心 48人，拳跆中心 65

人，排管中心 38 人，篮管中心 4 人，冬管中心 130人，足管中

心 63 人。

2.学院为国家队输送 30 名优秀运动队员

游泳系 5 人，其中跳水包括杨健、卢为、任茜 3 人，花样

游泳包括戴诗意和肖雁宁 2 人。体操系 3 人，包括邹敬园、李

诗佳、周瑞雨。拳击 2 人，包括杨文璐、曾建明。乒乓球 6 人，

包括朱雨玲、朱霖峰、严升、杨蕙菁、袁媛、冷雨桐。羽毛球 1

人，陈鲁。田径 3 人，包括孙帅、杨磊、黄常洲。篮球 3 人，

包括邵婷、方卓雅、赵雪同。柔道 1 人，王学文。跆拳道 2 人，

包括宋洁、杨均丽。足球 1 人，杨艳。网球 3 人，包括王雅繁、

汤千慧、蒋欣玗。

3.学院竞技体育比赛创佳绩

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各中心未出国参加国际性赛事，国

家体育总局仅举办了部分项目的全国最高水平比赛。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武术套路、铁人三项等项目未举行最高水平比赛。

学院各项目队共取得 13 金 12 银 11铜 36 牌 642.5 分（不含冬季

项目）的成绩。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部分项目因疫情暂缓举行，

时间待定，学院冬管中心在已举行的项目中共获得：4 金 12 银

9 铜 25牌 443 分的成绩。田径、体操、拳跆项目继续保持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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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水平，足球、举重和网球项目在全年比赛中整体实力较往

年明显提高，冬季项目和篮球项目则展现了较强的上升势头。

4.学院高职教育服务体育事业发展

2019 年 12 月 28日至 31 日，学院组织高职学生共 306 人次参

加了由四川省体育局组织的 2019-2020“跑遍四川”启动仪式暨

迷你马拉松赛和 2019 年冬训体能大比武两项重要赛事的志愿者

服务工作。

/0 ῾כ 0./7+0.0.ł Ń  ѥ ӗ

同时，学院积极发挥高职教师队伍的人才资源优势，为四川

省体育事业发展建言献策，一是安排专职教师姚婧参加省体育局

2019 年度民主人士座谈会；二是疫情在家办公期间，积极组织

广大教师积极参与“五个一”活动，每周提一条建设性的意见，

为学院及体育事业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着眼于“真扶贫、扶真贫”，在脱贫攻坚上铆足干劲求

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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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导高度重视，精心安排部署

（1）从决策部署上强力推进

学院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党委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驻村

帮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规划、研究和制定对雷波县定点帮扶村

的帮扶政策和工作机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统筹协调和推动帮

扶工作计划的具体实施。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期，学

院领导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投入和帮扶力度，确保帮扶县和村顺

利通过省检和国检。本学年内，学院党委先后 5 次召开党委会，

主动谋划帮扶工作。组织召开学院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扩大）会，

听取驻村干部工作情况汇报。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雷波县驻村

干部对帮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学院领导先后 6 次 21 人前往雷

波县，深入一线了解查看帮扶工作奉䁒∀

了㼍一意攻圉 
⒂

和究先贫攻坚进作情学解查贫攻坚进帮况汇建前任
听安

况扶工作领 33
从

决调会强 院成ᤀ 3
馠 内

定 解了实次院成 3
内

对帮扶 工波县驻贫报县干工干作奉䁒∀划的
听保导大

扶工心工攻作领意作领国视帮组ᑂ 
䘈 ҂

学 实过院成安

ᤀ和村扶工作组下员为帮过一ꀀ

គ 实 领

� 3民 领 对扶心

工攻作
成

ⴀ成世─

成安入线大力 织召导小度工攻作奉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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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制度保障上保驾护航

为进一步增强帮扶力量，学院于 2020 年 4 月增派 1 名干部

到渣波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同时，为规范和落实驻村扶贫干部

生活保障，确保帮扶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学院制定了《四川体育

职业学院下派驻村干部精准扶贫帮扶工作期间有关待遇实施办

法》，注重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我院派驻干部生活工作及思想

情况反馈，用心用情关爱扶贫干部。截止目前，学院派驻干部坚

决服从大局，没有不满情绪，以排山倒海的决心、愚公移山的信

心认真开展好了“回头看”“回头帮”工作。

2.发挥优势资源，提升脱贫动力

（1）党建引领助力脱贫攻坚

持续开展“城乡党建结对共建”行动，在阵地建设、党员教

育培养等方面对 2 个帮扶村予以支持。指导帮扶村规范落实“三

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针对村民听不懂汉语、看不懂汉字，

尽量以图片 PPT 的方式呈现于村民面前，由村支书同步翻译，

图文并茂呈现政治理论学习内容，使之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学习

活动之一。通过捐赠书籍、新建多媒体教室、进行网上教学，组

织开展农民夜校、专题讲座、技术培训等多元化学习活动，宣传

党的政策、开展技能培训、开拓群众眼界，增强技术水平，为百

姓自身发展提供帮助。

（2）开展体育运动项目人才的教育培训

学院积极开展“党建+品牌联建”活动，对口扶贫县域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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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开展体育运动项目人才的教育培训。加强对雷波县体育训

练、特色运动会、教练裁判培训等方面工作的指导支持力度，助

推雷波体育事业发展；继续实施体育项目发展需要，对雷波县教

体科局选派的摔跤、篮球、跆拳道、足球、田径 5 个体育项目的

教练员进行专业化跟队培训，结合实际需求，坚持“输血造血”

并重，开展贫困县教练“上挂”跟队学习，帮助提高认识、转变

思想、提升技能。选拔具备一定条件的优秀体育苗子到学院训练，

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助力脱贫攻坚。

（3）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本学年，学院着力硬件改善，主动作为共拨付、筹募资金及

物资共计 42 余万元。2020 年初学院拨付专款 9.28 万元，为渣波

村 160 户村民购置了电视机，出资 2.5 万元购置了渣波村多媒体

教室桌椅。筹集物资折价 3 万余元，用于“一村一幼”幼教点发

放。筹集一批体育器材及打印机共计 1.2 万元，用于村民室外活

动和村办公使用。筹集有机肥料 8 吨共计 3 万元、棉被 170 床共

计 5.72 万元，用于 164 户村民全覆盖发放。参加购买土鸡及帮

忙销售雷波脐橙等农副产品共计价值 11 万余元。开展“以购代

捐”4 次，总额达 7 万余元。

（4）培养移风易俗新风尚

学院筹建 15 台电脑在渣波村委会设置多功能微机室，增设

村委会功能，增加农民夜校课程，让村民丰富头脑。集中开展“移

风易俗、四好家庭”创建活动，评选“四好、五洗”卫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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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组织少年儿童开展各类活动，激励群众“养成好习惯、形成

好风气”。大力推广普通话。推广农民夜校学习普通话及幼教点

幼儿普通话应用，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从原来一句汉语都听

不懂，到现在简单沟通无障碍，基本解决了村民们外出打工语言

不通的难题。

（三）多措并举，充分发挥高校社会服务功能

1.挖掘竞技体育优势，积极开展校校合作和校企合作

一是校校合作。学院田径项目与南充高级中学、绵阳普明

中学、攀枝花二中，拳击项目与冕宁县泸沽中学，跆拳道项目

与四川旅游学院，篮球项目与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南开中学、

石家庄二中、山西进山中学，网球项目与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

校，沙滩排球与成都体育学院开展校校合作。

二是校企合作。学院篮球项目与河北杰腾篮球俱乐部、重

庆南开青少年俱乐部、四川金强蓝鲸篮球俱乐部，网球项目与

天津华夏网球俱乐部、深圳弘金地网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排

球项目与八大处整形医院、劲浪体育、荷马（JOMA）公司，冰

雪项目与秦皇岛秦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加中冰场、

上海飞扬俱乐部、北京世纪星滑冰俱乐部、成都肉熊猫俱乐部、

成都卫来领跑俱乐部、海宁国际轮滑俱乐部等开展校企合作。

2.用活教学基地，以规范制度引导学生参与社会服务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参与实习实践等社会服务工作提供管理

依据，学院修订了《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学生实习工作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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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体育职业学院指导老师工作守则》《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学

生实习安全责任书》等文件；编印了《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学生实

习指导手册》《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实习指导教师手册》等管理规

定，进一步健全了实习工作相关制度，为 2020 年 9 月即将开始

的跟岗实习工作顺利完成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学习相关制度和

规定，学生对实习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从思想上和行动

上为参与实习、步入岗位、奉献社会打下基础。

/1 ɥ ӎ Γ ϛ Ỏɦ

同时，学院与 46 家校内外实践基地积极沟通，逐一了解各

单位在实习生人数、岗位、能力专长等方面的要求，并就学生情

况、实习管理、实习效果等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学生参与

实习实践、服务社会保驾护航。

ắɝ ή שּׁ

（一）竞技体育面临的挑战及改进措施

1.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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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备梯队建设有待完善

一是目标不够明确，作为项目管理单位在顶层目标设计上较

为模糊，未体现出清晰的目标设计。二是个别项目梯队体系构建

未分明，“金字塔”模式还存在有上下交叉性，对于打造四川优

秀体育后备人才建设上仍存在差距，对于塔基阶段的基数有相应

的影响。三是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各项目对新人培养、青少年训

练、选材标准等方面未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举措，仍然保留

着传统经验的方式执行，势必对后续的人才培养带来的局限性。

四是后备人才数量不够充实，培养的后备人才质量不够精，纵观

全省各项目省级青少年锦标赛来看，大众性较强的项目（游泳、

田径）参赛人数可达到 1200-1500 人左右，大部分项目全省青少

年比赛常年参赛人数保持在 500-700 左右，还有个别项目仅有

90-150人（体操、跳水）。五是尚未制定出后备人才培养阶段教

练员考核机制，现仍然保持与一线队伍挂钩考核的情况，部分项

目已显露出教练员梯队断层的状况。六是学训双抓理念不强，在

重视运动训练实践特有的养成作用的同时，且需融入一般文化教

育，才能真正达到“运动员成功参赛并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理

想高度。

（2）队伍管理机制尚有不足

一是部分项目中心管理层面还比较薄弱，能力素质需要进一

步提高，备战工作开展合力还不够；二是班子分管领导兼职主教

练情况，导致一定程度上影响管理和训练专注力；三是责任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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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于本项目宏观形势、关键环节还不够清晰，在谋划布局上，

在备战训练、管理措施办法上，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四是在

新周期复杂环境诸多不确定因素下，对于上级相关政策规定、文

件精神，管理措施等领会贯彻实施不足，执行力有待加强；五是

队伍管理的关键环节教练员，由于长期形成的管理模式和思维模

式，迫切需要思想大解放、思路大拓展、思维大革新；六是受疫

情防控工作常态化影响，队伍常规训练和管理的难度逐渐增大，

新的问题不断增多。

（3）竞赛项目发展有所欠缺

一是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布局不够科学，仍存在整体备战项目

多而不精、奥运极点项目少而不稳、全运冲金项目有而不实、集

体球类项目实力不济、落后弱势项目起色不大等问题。二是整体

备战队伍还有待加强，职业化水平亟待提高，现有项目中田径优

势不够、游泳多年落后、基础大项竞争力不强，其中三大球众多

备战队伍中仅有极少数具备冲击奖牌实力，多数项目成绩水平无

明显突破，长年徘徊在全国低水平状态。

2.举措与办法

（1）稳抓梯队建设，培养后备力量

一是着眼于近期、中期、远期规划，以培养“高、精、尖”

人才为目的，制定出相呼应的后备人才培养目标。二是进一步完

善学院各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根据各项目特点构建“塔尖、

塔身、塔基”的“金字塔”模式，扩宽后备人才质量和数量，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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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后备人才基础。三是引导各项目科学设计制定人才培养计划、

选材条件、技术标准、青少年训练大纲、等人才培养方案。四是

逐步提升后备人才培养的成才率，以充实“塔基”、优化“塔

身”、细致“塔尖”为向导，切实增加后备人才输送量、夯实提

高人才质量、在保持现有的竞技成绩基础上，再形成稳步提升的

趋势。五是科学构建比赛成绩考核机制，全面评估并细化比赛成

绩激励，以备战全运会、带动青运会，备战青运会促进全运会，

有效提升后备人才梯队教练员的积极性，细化教练员培养工作体

系。六是做好体教融合设计，积极发挥双轮驱动效应，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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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比赛任务为目标，促进各重点项目注册、引援、共建、联办、

积分工作，塑造坚实的备战构架；四是掌握队伍思想政治工作，

监督安全卫生管理、反兴防兴落实等综合情况，对各项目实施全

运周期备战工作进行评估和建议；五是建立有效的评估体系和可

操作的奖惩实施办法，切实调动广大运动员、教练员的训练热情

和备战激情。

（3）狠抓竞赛成绩，彰显竞体风采

一是在保持传统优势项目领先地位的基础上，做大做强基础

项目，更多项目在国际国内大赛取得突破。二是重点发展“短距

离、小级别、轻量级、灵巧型”等 4 个类型运动项目，拓宽奥运

和全运夺金面；精心打造“跳水、体操、乒乓球、花样游泳”等

4 个奥运会优势项目；做实做优“网球、拳击、跆拳道”等 3 个

潜优项目；奋力突击“田径、游泳、举摔柔”3 个金牌大项；三

是积极探索“三大球”的四川发展道路，构建政府主导、项目中

心协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三大球”训练、竞赛和后备人才

培养体系；四是持续加大冰雪项目选材力度，恶补冰雪项目短板，

不断提高冰雪竞技水平；五是扎实推进备战工作，全面加强科学

训练、赛事平台建设、反兴奋剂、综合服务保障等工作，打造能

征善战、作风优良的一流川体竞技队伍。

（二）高职教育面临的挑战及改进措施

1.存在的不足

相比高职办学之初，学院高职办学的规模和水平有了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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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与成绩，但对标高等职业院

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指标要求，仍存在诸多不够

完善的问题，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1）教学系机构设置仍不健全

目前，体育教育训练系、体育人文社会系、运动人体科学系

三个教学系仍有教务处代管，每个系只有 1 或 2 名专任教师兼任

教学秘书，尚无专职系主任（负责人）。

（2）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仍待提升

学院高职办学仅有两年时间，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

面较合格评估标准或其他成熟高职院校而言仍有较大差距，对学

院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3）贯彻“双轮驱动”战略实施仍有不足

当前，学院各运动项目中心有大量的教练或行政管理人员作

为兼任教师参与教学管理工作，对高职教学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但高职教育相关部门在与运动队教练、服务运动队等方面的工作

做得仍不到位。

（4）教务信息化水平较为落后

与其他较为成熟的高职院校相比，学院在信息化教学与管理

方面、教务系统、学工系统科学合理的使用方面较为落后。

（5）科研水平提升空间较大

受师资队伍结构所限，省教育厅等部门现阶段开展的如教学

团队评选、现代学徒制的开展、教学成果奖的申报等项目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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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还存在诸多困难。

2.改进措施与方法

（1）学院将参照普通高等院校的标准，逐步推动体育教育

训练系、体育人文社会系、运动人体科学系实现独立运行，设置、

配齐二级教学单位与工作人员。

（2）学院正着手制定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计划设立

学院三级督导体系，启动院、系、班的教学督导，并选聘教龄较

长、职称较高、教学履历较为丰富的教师成立教学督导专项督导

组，统一开展教学督导工作，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机制，不

断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3）学院将以“双轮驱动”发展模式为中心，通过选派专业

素质过硬、有奉献精神的高职教师参与各项目运动队运动员文化

教育与医科保障工作，积极为奥运会、全运会的备战工作助力。

（4）学院将加快推动信息化建设工作，根据教育教学工作

发展实际，不断完善、丰富、用好、用活教务系统、学工系统，

逐步实现教育教学管理方式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

（5）学院将通过教师技能大赛、培训等形式，持续提升教

师教学水平，同时加强与同类型院校的走访交流，通过借鉴“他

山之石”，实现科研项目、教学成果申报等工作“从无到有”的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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