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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重协同、促融合、强实践”——粤港澳大湾区休闲体育人才

培养探索与实践项目获第十届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获

得教育发展专项——新强师工程 2022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资

金。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正进入

休闲时代。休闲体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健

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对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品质

生活圈具有重要作用。 

2007 年，广州体育学院首开先河，在全国率先开设了休闲体育

专业，目前休闲体育已成为广州体育学院的办学特色之一。15 年来，

依托教育部重点项目《我国休闲体育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与广东海洋大学开展深度合

作，大胆探索，开拓创新，针对休闲体育专业人才模式进行了系统

性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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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决策情况 

 

图 1 “重协同、促融合、强实践”——休闲体育人才培养思路图 
 

（三）绩效目标 

本项目计划在粤港澳大湾区休闲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多元

协同、开放培养”的新机制， 提出“三融合、多路径”的新路径，

构建“四环递进、三课堂联动互补”新体系。在人才培养、专业建

设上出成效，成果经验获得广泛关注和认同。成果获评广东省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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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 年省级财政教育资金绩效

自评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 2023 年省级财政教育资金绩效自评工

作的通知》要求，“重协同、促融合、强实践”——粤港澳大湾区休

闲体育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项目负责人组织项目全体成员对标对表

认真开展自查，对项目的过程、产出、效益等进行了全面的自评。 

三、绩效自评结论 

本项目以注重“三个协同”拓展培养渠道和资源、促成“三个

融合”丰富教育教学内涵、构建“四环三课”体系强化实践创新的

研究思路，优化了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全周期校企合作模式、打

造了校地合作典范、促进了校校合作交流、打造了模块化课程体系、

培养了学生休闲运动技能、突出了多元化实践教学。最终获得显著

的人才培养成效和突出的专业建设成果，教学成果经验获得广泛关

注，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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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设置 

“重协同、促融合、强实践”——粤港澳大湾区休闲体育人才

培养探索与实践项目拟解决我国高校休闲体育人才培养的三大问

题：（1）人才培养主体单一，模式封闭， 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符；

（2）科产教融合不足，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和行业发展结合不够；

（3）理实结合不紧密，造成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强。 

（3）保障措施 

严格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 年省级财政教育资

金绩效自主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 2023 年省级财政教育资金

绩效自主工作的通知》（广体[2023]55 号）要求进行自查。严格

按照各级相关文件要求开展项目研究。项目实行负责人负责制，

项目负责人制定项目计划，明确成员分工。定期召开项目成员会

议，跟进项目落实情况，记录成员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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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落实情况。 

（1）资金到位 

项目资金按时、全额到位。 

（2）资金分配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本项目资金属于奖金，结合项目实际情

况，经商议，对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员给予了适当的奖励，具体

奖励分配如下表 

姓  名 金额（万元） 姓  名 金额（万元） 

周良君 2.10 商春如 0.05 

王  钊 1.10 翁家银 0.05 

范冬云 0.40 张国文 0.05 

厉复晖 0.30 崔洪成 0.05 

叶祥财 0.20 张玉阳 0.10 

丘庆达 0.20 陈小英 0.20 

王晓东 0.10 叶秀枝 0.10 

合计 5.00 

 

（二）管理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 

“重协同、促融合、强实践”——粤港澳大湾区休闲体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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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探索与实践项目负责人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结合项目完成的实

际情况，与项目成员、相关职能部门讨论、论证后，制度奖金发放

方案，由财务处发放。 

（2）支出规范性 

资金支出符合相关文件规定，具有规范性。 

2.事项管理 

（1）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邀请同行专家和业界精英座谈，紧扣体

育类国家质量标准，对接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特别是针对行业

前景对人才的结构性需求，做好人才培养方案顶层设计。 

表 1 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一览表 

年 份 修订主要原因 主要特点 

2007 年 
制定全国第一份休闲
体育人才培养方案 

以休闲体育理论为主的课
程体系 

2011 年 增设高尔夫球方向 培养方向多元化 

2013 年 
专业理论课程偏多，实
践课程较少 

实践课程比例增加 

2015 年 
校企合作开始试行，调
整实践课程。 

课程体系更优化 

2017 年 
调整实践课程、满足创
新创业课程的需要 

实践课程更丰富、课时增加 

2019 年 
休闲体育专业国家标
准实施 

课程体系更规范、职业目标
更明确 

2021 年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构
筑休闲湾区的发展战
略 

课程项目更多元，引入时
尚、高端、前沿休闲体育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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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全周期校企合作模式 

“全周期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全周期”分为：新

生入学期、在校学习期、学践融合期、职业过渡期。（1）新生入

学期（第一、二学期）：通过专题演讲、视频观看、互动分享等

多样形式，举办内容丰富的新生见面会，使新生一踏入校门就清

楚了解学习目标和发展方向。（2）在校学习期（第三、四、五学

期）：开放性课程建设是解决课程封闭性和社会开放性矛盾的有

效手段，是促进学生社会化发展、个性化发展和自主发展的重要

方式。通过邀请业界专业人士不定期的为学生进行讲座，聘请企

业精英参与课程实践教学。（3）学践融合期（第六、七学期）：

根据学生的自由时间，结合企业的活动需求，灵活安排学生参与

实践活动，指导学生从三年级下学期开始，转向以实习为主要学

习形式，集中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学习阶段。（4）职业过渡

期（第八学期）：指导学生就业创业，每年定期召开校企供需见

面会，搭建就业沟通交流平台。 

（3）打造校地合作典范 

与粤港澳大湾区地方政府实施双赢互动模式，在创新创业孵

化、实习实训基地共建、赛事活动品牌共塑、高端智库共建等方

面开展深度合作。借助与学校合作，地方政府实现了休闲体育品

牌打造高品质生活、休闲体育项目引领产业升级、休闲体育人才

服务地方、休闲体育文化浸润城乡，学校则拓展了办学空间、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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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了教学资源、促进了就业创业。学校和地方政府形成多层次、

全方位合作，打造了校地合作的样板。 

（4）促进校校合作交流 

与英国阿尔伯泰大学、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瑞典葛莱体育学

院、广东海洋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建立校际交流合作关系，实现

优质资源共享互补、教材课程共建、师生互派交流，开展“3+2”

和“2+2”合作，联合开发休闲体育项目，加强中外休闲体育文

化交流。 

（5）打造模块化课程体系 

根据职业需求合理设置多个专业方向，专业课程实行模块

化，构建“职业素养模块（原公共基础课）+职业能力基础模块

（原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职业核心能力模块（原专业必修

课+专业限选课）+职业能力拓展模块（原专业任选课）+职业能

力训练模块（原集中实践课）”等 5 个模块有机结合的课程体系，

做精做专户外运动、拓展训练、营地教育、花样跳绳等校企合作

课程。增加新兴休闲体育项目，强化休闲体育指导、策划、组织、

创新、开发和防控能力。形成了目标、能力、课程、职业四位一

体的课程格局。 

（6）培养学生休闲运动技能 

开设高尔夫运动基础及技术、攀岩、户外救援技术、户外生

存训练、趣味运动策划与组织、户外运动领队等专业课程和花样

跳绳、扁带、定向越野、飞镖、射艺、皮划艇等新兴时尚运动等

选修课程，满足“休闲湾区”多元化休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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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突出多元化实践教学 

一是打造扁带、攀岩、定向越野、露营等多元化、特色化休

闲体育项目团队，营造创新氛围；二是开展一年一度的广州体育

学院趣味运会，以学生为主体完成比赛的设计策划、运作执行和

营销推广，打造活动品牌。三是参加各类休闲体育竞赛，其中高

尔夫、花样跳绳、扁带、花式毽球、地壶球等项目在全国比赛中

多次摘取金牌，增强了学生的获得感。 

 

（三）产出分析 

1.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近 5 年，休闲体育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均超过 95%，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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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对人才满意度高达 96%以上，优秀率达 89%。学生获全国

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5 项、广东省“挑战杯”创新创业大

赛金、银奖 10 余项。学生在攀岩、扁带等国家级体育竞赛中累

计获得冠军 100 余人次；毕业生施海林创造了中国百米高空扁带

扁带纪录，成为亚洲高空花式扁带第一人。毕业生郭达坚成为国

内自行车运动领军人物，为推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自行车运动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张荣贤、吕定阳、陆鸿儒等毕业生创办的公司

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知名企业。 

2.专业建设成果突出 

2019 年休闲体育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广东

省特色专业，牵头研制了休闲体育专业国家标准。2022 年获批

第十届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根据中国科学评价中

心、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以及艾瑞深和软科中国大学

专业排名等多维度评价，广州体育学院休闲体育专业长期位居全

国前列。在《体育学刊》等高水平期刊发表教改论文 16 篇，承

担国家和省级教研项目 11 项。《体育赛事现场报道虚拟仿真系

统》获批国家一流程本科课程，《体育经纪导论》、《体育场馆

经营与管理》被认定为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牵头编撰休闲体育

专业系列教材 14 本，被 80 多所高校使用。张玉阳担任高尔夫世

界冠军冯珊珊的助理教练，备战东京奥运会和欧巡赛等。 

3.成果经验获得广泛关注 

同行关注：先后 5 次举办全国休闲体育专业建设研讨会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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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多次在全国和世界休闲体育（专业）研讨会做专题发

言，教改经验和教研成果在《体育学刊》等重要刊物发表供同行

参考借鉴。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 40 余所院校来我校

考察，学习借鉴我校休闲体育人才培养经验。世界休闲体育协会

主席李相如教授等国内外专家对人才培养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媒体关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大湾区之声、凤凰卫视等

权威媒体对我校休闲体育人才培养进行专题报道，受到学界、业

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湖南卫视、江苏卫视、

广东卫视、中国日报等对优秀毕业生施海林、郭达坚等制作专题

节目或进行专题报道。 

政府关注：2021 年专业负责人周良君教授撰写的《发展乡

村体育旅游助力广东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和《关于我省全面推

广冰雪运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对策建议》被《南方智库专报》

收录，获得省领导批示。受国务院秘书三局邀请，周良君教授参

与全国冰雪产业调研。项目获第十届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

等奖。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形成了“多元协同、开放培养”的新机制 

紧扣休闲时代的新动向，打造了“三全育人”新格局，通过

构建“校校-校企-校地”三协同机制，实现了由传统“一元主体、

封闭培养”向“多元主体、开放培养”转型。该机制有效对接了

社会对休闲体育人才的新需求，拓展了我校休闲体育人才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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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空间，形成了休闲体育人才培养的新机制。同时，依托与国际

高校的协同培养，也促进了中华体育休闲文化的国际交流。 

2. 提出了“三融合、多路径”的新路径 

 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学科融合，围绕教学团队、资

源平台、科研反哺、学科支撑等具体路径创新，创新设计了“获

取与应用知识能力、休闲体育指导与社会服务能力、休闲体育活

动组织与策划能力、运动损伤救护与保健康复能力、创新创业能

力”为核心的“五力课程体系”，推动了休闲体育人才培养供给

和休闲体育行业需求侧结构要素有效融通，促进了休闲体育教育

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打造了休闲体育人才培

养的新生态，对构筑“休闲湾区”提供了人才支撑。 

3.构建了“四环递进、三课堂联动互补”新体系 

按照“认知实践—模拟实践—项目实训—市场实战”四环递

进思路，在传统基于课程实践“第一课堂”和校内实践“第二课

堂”的基础上，精心构建了社会实践“第三课堂”。打造了以教

师团队为指导、以学生自主实践为主体的休闲体育趣味运动会，

通过“学生自主策划-创新项目-方案优化（教师参与）-组织实施

-总结提炼-形成成果-融入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闭环，将学生

自主创新实践的成果融入教材、融入课堂、融入教学，将成熟的

成果推向社会，服务“休闲湾区”的居民需求。将“强实践”理

念真正贯穿到人才培养的全要素、全周期、全链条，有效激发了

学生兴趣，凸显了学生主体，增强学生获得感和成就感，全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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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学生知识运用与创新能力。 

 

 

 

 

 

 

 

图 6 休闲体育趣味运动会-学生自主实践创新平台示意图 

五、主要绩效 

（一）获得奖励 

1.代表性成果获奖 

（1）第十届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重协同、

促融合、强实践”粤港澳大湾区休闲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实

践） 

（2）2014 年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我国休闲体育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3）2019 年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休闲体育专业 

（4）高等学校体育本科专业标准研制工作——休闲体育（第

一牵头单位） 

（5）国家体育总局教学成果三等奖（《体育经纪导论》理

论教学与应用实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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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一流课程、教育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体育赛事现场报道虚拟仿真系统） 

（7）广东省第七届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体育本科专业实

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探索） 

（8）第二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广东分赛暨广东省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优秀奖（正高组）——体育经纪导论 

（9）第二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广东分赛暨广东省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优秀奖（副高组）——体育场馆经营与管

理 

（10）第十届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本科） 

（11）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第八批培养

对象 

（12）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第七批培养

对象 

（13）广东省教学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研究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人才培养创新研究 

（14）2019 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

设项目（特色专业）——休闲体育 

（15）2019 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休闲体育

专业课程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16）2019 年度广东省质量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休闲体育专业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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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 年度广东省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休闲体育专业（高尔夫球方向）“2+2”校企结合创新人才培养

实验区 

（18）2016 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中韩休闲体育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  

（19）2011 年度广东省高等院校学科建设和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工程专项项目（重点专业）—休闲体育  

（20）休闲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休闲体育系列

教材编写牵头单位） 

（21）休闲体育项目策划与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休

闲体育系列教材编写牵头单位） 

（22）体育经纪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休闲体育系列

教材编写牵头单位） 

（23）广东省一流课程《体育经纪导论》 

（二）代表性学生竞赛获奖 

1、创新创业竞赛 

（1）2018 年全国大学生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2）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银奖（欧阳庆霖等） 

（3）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铜奖（朱丹等） 

（4）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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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竞赛铜奖（戴雅婧等） 

（5）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铜奖（李文杰等） 

（6）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银奖（陀子晴等） 

（7）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银奖（袁玉莹等） 

（8）第七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 

2、高尔夫竞赛获奖 

（1）2022 年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高尔夫球冠军赛暨全国运

动训练竞赛联盟高尔夫球锦标赛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张玉阳） 

（2）2022 年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高尔夫球冠军赛暨全国运

动训练竞赛联盟高尔夫球锦标赛教师个人第一名（张玉阳） 

（3）2021 年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高尔夫球冠军赛暨全国运

动训练竞赛联盟高尔夫球锦标赛教师个人第一名（张玉阳） 

（4）2021 年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高尔夫球冠军赛暨全国运

动训练竞赛联盟高尔夫球锦标赛男子个人第一名（刘悦） 

（5）2019 年全国高等院校高尔夫冠军赛教学技能挑战赛一

等奖（张玉阳） 

（6）2018 年全国高等院校高尔夫冠军赛教学技能大赛一等

奖（张玉阳） 

3、跳绳竞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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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中国跳绳文化节暨线上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第

一名（黄淑琴、刘健锋） 

（2）2019 年全国跳绳竞赛全国第一名 

（3）2018 年全国跳绳竞赛全国第一名 

4、扁带竞赛获奖 

（1）2019 年全国扁带公开赛团体总分第一名 

（2）2018 年全国扁带公开赛团体一等奖 

（3）2018 年全国扁带公开赛团体第一名 

（4）2017 年全国扁带精英赛全国第一名 

（5）2017 年全国扁带公开赛团体总分第一名 

5、攀岩竞赛获奖 

（1）广东省第十四届攀岩锦标赛第一名（黄彩容） 

（2）广东省第十四届攀岩锦标赛第一名（林公益） 

（二）人才培养效果 

1、就业、升学、创业 

（1）近五届毕业生就业、获国家奖学金、出国和读研、创

新创业等相关信息统计 

（2）部分创业证明 

①施海林团队在平衡极限运动中的世界级挑战与表现 

②李任泓华南理工大学“创业班”结业证书 

③许慎能同学创立高尔夫体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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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黄立民同学创立体育公司 

⑤董志恒同学创立体育公司 

2 用人单位评价 

（1）广州市蓝鹏高尔夫运动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对我校学生

的评价 

（2）珠海探索教育文化有限公司-毕业生质量跟踪表 

（3）梅州市佳家豪文体发展有限公司-毕业生质量跟踪表 

（4）广州市冯珊珊体育策划有限公司-毕业生质量跟踪表 

（5）东莞市凤凰山高尔夫有限公司-毕业生质量跟踪表 

（6）广东天庭救援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毕业生质量跟踪表 

（7）广州市华美英文实验学校-毕业生质量跟踪表 

（8）广州市德备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毕业生质量跟踪表 

（9）珠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优秀实习生评价 

（10）梅州市佳家豪文体发展有限公司评价意见 

（11）东莞凤凰山有限公司评价意见 

（12）佛山高尔夫球会评价意见 

（三）成果辐射与推广 

1、社会影响 

（1）决策咨询报告《培育壮大冰雪产业，促进消费转型升

级,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被《南方智库专报》录用，获广东省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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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策咨询报告《发展乡村体育旅游助力广东乡村振兴

的对策建议》被《南方智库专报》录用，获广东省领导批示 

（3）决策咨询报告《关于大力发展海洋体育产业，培养完

整内需体系的对策建议》被《南方智库专报》录用 

（4）论文《海洋体育休闲，是粤港澳大湾区美丽风景，更

是美好生活》刊登在《中国体育报》，被中宣部《学习强国》转

载 

（5）论文《休闲体育：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

刊登南方日报理论周刊 

（6）论文《打造大湾区海洋休闲特色产业集群》刊登南方

日报理论周刊 

（7）校友会 2020 年中国体育学类一流专业排名全国第一 

2、同行单位评价 

（1）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学院同行评价意见 

（2）沈阳体育学院社会体育学院同行评价意见 

（3）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同行评价意见 

（4）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同行评价意见 

（5）西安体育学院运动休闲学院同行评价意见 

（6）山东体育学院同行评价意见… 

（7）武汉体育学院同行评价意见 

3、成果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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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良君教授受邀出席 2022 年世界休闲体育论坛 

（2）周良君教授受邀出席粤港澳大湾区滨海体育休闲产业

发展论坛并做主题报告 

（3）周良君教授受邀到广州航海学院开展海洋体育休闲专

业专题学术讲座 

（4）北京体育大学休闲与旅游学院赴学院学习交流 

（5）成都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赴学院调研休闲体育专业人才

培养 

（6）沈阳体育学院赴学院调研学习休闲体育国家一流专业

建设 

（7）桂林旅游学院休闲与健康学院赴学院考察学习 

（8）湖南财政经济学院赴学院学习休闲体育专业建设 

（9）深圳大学体育学院赴学院调研学习 

（四）协同育人 

1、国内外合作 

（1）广州体育学院与广东海洋大学合作培养协议 

（2）广州体育学院与英国阿尔伯泰大学合作协议 

（3）广州体育学院与瑞典葛莱体育学院合作协议 

（4）梅州市人民政府与广州体育学院协同发展休闲体育产

业合作框架协议 

（5）梅州市体育局与广州体育学院发展休闲体育产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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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2、实习实践基地 

（1）广州冯珊珊体育策划有限公司 

（2）广东省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广州体育学院-恩平泉林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3）广东省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广州体育学院-深圳宝安

体育中心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五）科教融合支撑人才培养 

1、202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体旅

文商融合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路径与政策研究》 

2、202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体育

赛事资源开发的协同推进机制研究》 

3、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乡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优化研究》 

4、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体育

旅游空间结构及优化路径研究》 

5、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体育

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6、2021 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广东珠江三

角洲地区公共休闲运动空间的研究》 

 

六、存在问题 



23 
 

受疫情影响，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进一步开展粤港澳大湾区休闲体育人才培养研究，结合粤港

澳大湾区实际情况，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进一步优化粤

港澳大湾区休闲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综合交叉学科支撑休闲

体育人才培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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