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2016 年“第五届申江国际武术学术论坛

暨蔡龙云武术思想研讨会”评审结果及

有关事宜通知 
 

各有关单位、会员：  

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和上海体育学院主办，上海体育

学院武术学院、蔡龙云大师工作室、上海体育学院中国

武术研究中心承办的“2016年第五届申江国际武术学

术论坛暨蔡龙云武术思想研讨会”将于 11月 18-20日

（18日报到，20日离会）在上海体育学院召开。论坛

主题是：“中国武术当代使命：教育、健康、文化传承”

与“蔡龙云武术思想”。本次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有

关单位和个人报送的论文 113篇，经专家评审，录用论

文 102篇，现将论文录取结果及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论文录取 

论文录取分为专题报告与专题研讨 2种形式（见附

件 1）。  

二、学术交流形式 

（一）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时间为 10分钟，报告全部结束后问答讨

论 30分钟，讨论结束后，主持人向报告人颁发论文证

书。报告会场提供多媒体设备，请报告人准备好 PPT。 

（二）专题研讨 

本次论坛特设专题研讨环节，组委会将特邀嘉宾与

录取为专题研讨的作者进行专题交流活动，请录取作者

简短介绍本次录用论文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

流，专题研讨无需要准备 PPT或者墙报。 

（三） 现场评奖 

参加专题报告与专题研讨者将进行现场评奖，不参

会者，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奖项评定资格。 

三、参会事项 

（一）参会确认 

请参会作者于 11月 10日前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确认

参会信息，邮件名为：姓名+单位+确认参会（例如：张

三+上海体育学院+确认参会），同时将会议费缴费凭证

的扫描件或照片以附件形式发送到分会邮箱：

wushufenhui@126.com。 

（二）会议费 

确定参会的作者需于 2016年 11月 10日前缴纳 600

元会议费。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会议费，开户行：

工行北京体育馆路支行，户名：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账



 

号：0200008109089053154。银行汇款请写明汇款事项

（申江武术论坛会议费）、第 1 作者姓名及所在单位。

请务必将汇款凭证以扫描件或照片的形式发送到邮箱：

wushufenhui@126.com。 

逾期未邮件确认参会或未缴纳会议费的论文作者

不安排参会，其论文摘要不刊入《论文摘要汇编》并不

颁发论文证书。 

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1月 18日 09:00-17:00 报到 
上海体育学院交流中心 

（清源环路 588 号） 

11月 19日 

08:30-09:00 开幕式 

上海体育学院学生活动

中心 

09:00-11:30 大会主报告 

13:30-16:30 专题报告 

16:30-17:30 专题研讨 

11月 20日 离会 

（报到联系人：范铜钢 15900686840  

张明珍 18817351937   刘瑞雯 13621899741） 

五、食宿与费用 

参会作者的食宿、交通自理（会务组提供 11月 19

日午餐、晚餐）；上海体育学院周边酒店信息见附件 2。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朱  东  

联系电话：021-51253482  

 

 

附件 1：研讨会论文评审结果 

2：上海体育学院周边酒店信息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2016年 11月 01日      
 



 

附件一：2016 年“第五届申江国际武术学术论坛暨蔡龙云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评审结果（国内）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单位 评审结果 

1 蔡龙云武术技击思想研究 张路平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

心 
专题报告 

2 再论“击舞融合”的历史意义与社会贡献 唐韶军 鲁东大学 专题报告 

3 
诗化的武术与武术的诗化——《琴剑楼武术文集》中的蔡龙云武术

文化思想研究 
牛爱军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专题报告 

4 对学校武术边缘化的反思及解决方案 戴传晋 梅杭强 天津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5 从地方到整体：区域武术文化研究的范式辨析与超越进路 杜舒书 郭志禹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6 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太极拳国际化精准传播策略研究 龚茂富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7 中国地域武术研究的现实困境及突破 韩红雨 河北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8 武术文化的非遗原生态批判 侯胜川 闽江学院 专题报告 

9 太极拳习练对褪黑素上下游因子的影响作用 黄丽英 姚凌紫 黄  恬 广州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10 中国传统武术天人伦理的历史形成研究 李守培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11 论中国武术的体悟认知方式 李小进 赵光圣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12 “路易斯－斯凯姆林悖论”理论对竞技武术发展的重要启示 刘建华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专题报告 

13 
中华武术在韩国华侨学校传播带来的启示——基于韩国 5所华侨学

校的实地考察 

刘卫华 张继生 谢晓清 

张丽莎 谭  飞 

湖南师范大学、吉首大学、湖南

工业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专题报告 

14 从身体外练到人生修为——武术价值目标升华的动因、路径和条件 刘文武 
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武术文化研

究所 
专题报告 

15 中国武术全球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 卢  安 姜传银 上海体育学院、淮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16 高校武术教育文化传承与德育渗透的路径研究 王会儒 张云崖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17 普通高校武术选项课教学步骤规划研究 徐亚奎 杨建营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工业大

学体育科研所 
专题报告 

18 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神研究 杨建营 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科研所 专题报告 



 

19 学校武术教学改革实施策略 张  峰 山东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20 明代抗倭战争与福建武术发展考述 张银行 郭志禹 扬州大学、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21 价值论及本质论视阈下的武术教育研究述评 张云崖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22 武术国际化发展与困境 朱  东 马克蒂姆 
上海体育学院、比利时布鲁塞尔

自由大学 
专题报告 

23 漫谈“武术套路运动” 邓昌立 王如镇 四川体育馆、成都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24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武术文化“走出去”的机遇与策略 丁保玉 史帅杰 天津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25 民国时期武术认知观念的转变——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陈德志 北京体育大学 专题报告 

26 竞技太极推手与中国式摔跤、奥运项目柔道的技术结构比较研究 吴宣廷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27 国学对青少年武术教育价值的探究 吕艾文 高楚兰 集美大学 专题报告 

28 东亚视野中的高校武术专业教育比较研究 王美娟 张茂林 张  军 山东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29 竞技武术标准化体系构筑及其发展战略的思考 张茂林 山东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30 学会视角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发展与反思 王盖天 花家涛 安徽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31 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斗石鸡研究 钱建东 武  杰 新疆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32 对传统武术保护对象与保护方法的关系梳理 
武  超 王江鹤 吴鲁梁 

吕韶钧 
北京体育大学、宜春学院 专题报告 

33 中国地域武术文化地图及其数字化研究 张胜利 上海电力学院 专题报告 

34 江湖行镖：理解地域武术文化的一条线索 申国卿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35 构建健身气功援外教练员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的研究 杨  青 张云崖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36 概念史与武术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周  延 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37 蔡龙云武学思想下套路的“艺术化”探析 蒋易庭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8 蔡龙云武术现代化思想研究 孟  琳 王  森 山东师范大学 专题研讨 

39 中国武术的文化身份认同——基于萨义德东方学的文化启示 安汝杰 东南大学 专题研讨 

40 武术：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认同——以温情与敬畏待之 陈新富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1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武术的内涵式发展研究 方  超 宫小龙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2 扬州市区高中武术运动的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甘丛婷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3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少林武术 胡玉玺 刘  鑫 郑州大学 专题研讨 

44 武术传承与多元发展的思考 李亚晴 张云崖 王会儒 上海体育学院、上海交通大学 专题研讨 

45 中国武术舞台表演发展历程与趋势的研究 李娅楠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6 大学生对太极拳的认知情况——以上海体育学院为例 刘瑞雯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7 现代教育理念下武术自学能力培养与对比研究 邵茜茜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8 太极拳对大学生审美创造力之价值研究 司红玉 韩向阳 李怀亮 郑州大学 专题研讨 

49 百分激励组织法创编及在小学武术课中应用 李怀续 于学锦 北京体育大学 专题研讨 

50 “互联网+”背景下武术文化传播新平台构建探析 徐鹍鹏 杨  莉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专题研讨 

51 太极拳传承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杨建英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专题研讨 

52 少儿太极拳趣味教学可行性研究 张银萍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3 民国时期的第二届国术国考研究 徐诚堂 南京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4 当代学校的武术教育回顾与对策研究 宋亚洲 李  玉 河北师范大学 专题研讨 

55 北京市武术节事旅游影响研究 张  宁 首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6 西北武术与中原武术的文化异性 曹龙飞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专题研讨 

57 太极拳健康传播推广模式研究 张银萍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8 武术传统教育中的智慧——武术人格的形成与唤醒 刘启超 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9 五禽戏和太极拳对大学生抑郁情绪影响的对比研究 高迎杰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0 中小学武术段位制推广的实证分析与模式解读 韩青松 洪  浩 上海体育学院 河南大学 专题研讨 

61 武术：从军礼到武德的历史研究 张成杰 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2 武术汉语教材的出版现状与开发策略 梁  洁 暨南大学 专题研讨 

63 中国老年养生技术研究 李文博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4 困境与对策：尚式形意拳传承的现代审视 滕希望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5 蔡龙云武术教材编著思想探析—— 以《少林寺拳棒阐宗》为例 李冬奎 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 专题研讨 

66 蔡龙云武学思想探骊 王  坤 罗丹梅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7 蔡龙云武术现代化思想 李晓红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8 学龄前儿童教育引入武术活动的理论研究 陈忠丽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9 从韩国学校跆拳道的发展审视学校武术教育现状 丁天振 杨晨婕 天津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70 民族文化的屠夫——金庸沽名与武学践踏 段三真 齐鲁师范学院 专题研讨 

71 学校武术教育功能的嬗变研究 方  超 张新月 宫小龙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72 武术教育实现从姿态存在到现实存在的蜕变——学校武术 龚梦玲 孙  超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73 心意拳习练者对拳种的心理认知调查研究 郭润泽 李恒飞 韩  鑫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74 多面示范在小学武术教学中的应用 胡  璨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75 武术散打与跆拳道的对比研究 李  辰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76 论武术进校园对青少年的影响 李  辰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77 近现代武术思想之“武化”功能变迁研究 李恒飞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7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武侠精神的研究 王春光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专题研讨 

79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障碍及策略研究 王  坤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80 学校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研究 魏丹宁 河北师范大学 专题研讨 

81 初探传统体育在当今体育促进健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吴敬攀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82 陕西传统武术红拳的文化创新研究 向  玮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专题研讨 

83 太极拳基层组织的发展及趋势前瞻 徐宇轩 宋  昱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84 空手道入奥视角下审视学校武术的发展 杨晨婕 丁天振 天津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85 武术文化：一种应该选择的记忆 杨  刚 甄  彪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86 宜宾市少儿武术培训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张  欣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87 武术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有利传播 张  盖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88 中西审美文化与武术发展研究 张  鹏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学校 专题研讨 

89 传统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对当代武术发展的启示 杜晓萌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90 武术散打功夫王争霸赛中腿法技术运用的调查研究 彭记托 新疆师范大学 专题研讨 

91 健身气功对人体的调节作用研究——以八段锦为例 闫亚坤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92 创意武术文化产业的发展研究 张泽华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93 太极拳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对策研究 吴宣廷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94 浅谈中国梦背景下的的武术道德体系的发展思路 王健升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95 武术健身社区化及推广路径 齐  雪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96 文化全球化视域下孔子学院武术教学管理模式研究 杜银玲 李英奎 北京体育大学 专题研讨 

97 民间武术产业化发展之路——以阎锡山国术馆馆传武术为例 刘宇峰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 专题研讨 

98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袖虎捶术推广策略的研究 张继超 宫小龙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99 符号中的武侠电影 张  瑞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00 健心操的创编与应用原理 王腾飞 姜  美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01 养生典籍功法技术衍变历程研究 范铜钢 虞定海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02 健身气功四套功法技术衍变研究 范铜钢 虞定海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附件二：上海体育学院周边酒店信息 

酒店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价格（间） 据体院距离 

上海体育学院交流中心 上海市杨浦区清源环路 588 号（近恒仁路） 021-55509900 400 元起 0 米 

维也纳酒店（上海五角场店） 上海市杨浦区国和路 486 号（近政治路） 021-55886818 318 元起 约 330 米 

文王宫大酒店 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 469 号 021-51677988 239 元起 约 710 米 

格林豪泰快捷酒店 上海市杨浦区国和路 615 号 ( 五角场商圈) 021-51262986 175 元起 约 1.0公里 

锦雪苑酒店 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 631 号 021-81872600 428 元起 约 1.2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