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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中华民族的健康素质，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和体育事业发展需要的
高层次、应用型体育专门人才，改革和完善体育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体育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在我国设置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2005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北京体育大学等21所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的试点工作。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和现行的体育科学学位是规格不同的两种学位类型，各有侧重。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办法、教育内容、培养模式、质量标准等都更突出职业要求，更注重学术性
与职业性的紧密结合，更强调面向行业，为体育系统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实践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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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周期安排原則的训练学要点　　（1）掌握各种周期的序列结构。
　　按照一个训练周期所包含的时间跨度的不同，可以把其区分为多年训练周期、年度训练周期、大
训练周期、中训练周期、小训练周期及日训练周期这样几种。
了解各种周期的时间构成及其应用范畴广对于一个教练员在训练实践中贯彻周期安排训练原则是一个
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2）选择适宜的周期类型。
　　贯彻周期安排时，要考虑到选择适宜的周期类型。
例如，确定年度训练的安排时是采用单周期、双周期还是多周期？
第一个周的训练应该是加量周、加强度周，还是赛前训练周？
人们一般把周训练作为组织训练活动极为重要的基本单位，我们这里也以周训练为例来说明选择适宜
的周期类型问题。
比如，根据训练任务及内容的不同，可以把周的训练分为基本训练周、赛前训练周、比赛周以及恢复
周这样四种类型。
为适应不同任务而制定的各种相应的周训练计划，也表现出明显不同的负荷变化特点。
　　（3）处理好决定训练周期时间的固定因素与变异因素的关系。
　　周期安排原则的依据是人体竞技能力变化和适宜比赛条件出现的周期性特征，其中，后者是决定
训练周期时间的固定因素，而前者则是变异因素。
因为重要比赛日程的安排通常与某个项目最适宜的比赛条件的出现是一致的，而且通常在上一年度即
已确定。
　　（4）注意周期之间的衔接。
　　把一个完整的训练过程划分成若干个较小的周期之后，人们往往会忽视各周期之间的衔接，主要
表现在注重训练过程的阶段性而忽略了连续性。
整个训练过程中不同时间跨度的周期组成了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因此在具体的训练过程中应特别注
意周期之间的衔接。
　　（五）适宜负荷原则　　1.适宜负荷原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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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5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北京体育大学等21所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体育硕士专
业学位的试点工作。
　　2007年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科目共有四门，分别为政治理论、外语、体育综合（运动训练
学、学校体育学、运动生理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其中政治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由各招生单位单独组织考试，考试时间自行安排；外语和体育综
合采用全国联考的方式进行，统一命题、统一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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