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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2019 年第四届中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暨

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生网络论坛有关事宜通知

各有关单位、参会代表：

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主办、山

东体育学院和山东省体育科学学会承办的“2019 年第四届中

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暨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生网络

论坛”，将于 2019 年 6 月 28-30 日在山东体育学院（日照

校区）举办。现将论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名称

第四届中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暨民族传统体育

学研究生网络论坛

二、会议地点

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校区（山东省日照市）

三、会议主题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交流形式

（一）大会主报告

连 辑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主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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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平 中国岩画学会会长

国际岩画组织联合会执行委员

（二）专题报告

报告时间为5-6分钟，请专题报告作者自备论文课件PPT，

并于 6 月 26 之前发送至邮箱：403215330 @ qq.com。

（三）非遗展演

螳螂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查 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佛汉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孙膑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地术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梅花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三）墙报交流

为方便交流和布展，请墙报交流作者自行设计 90cm（宽）

*120cm（高）的墙报板式。墙报内容为论文大摘要，包含：

论文题目、单位、作者姓名、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

容、结论与建议等。定稿以 PDF 格式或 PSD 格式，于 6 月 24

日前统一发送至邮箱：stzhmiln@sina.com，承办单位统一印

制和张贴。

五、参会事项

（一）参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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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会作者于 6 月 21 日晚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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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会议费缴纳凭证与具

体开票信息（发票抬头、单位税号等），发送至邮箱：

wushufenhui@126.com。

（二）会议费

确定参会的作者请于 6 月 21 日前缴纳 500 元会议费，

推荐个人交费使用在线支付方式，单位交纳多人会议费请选

择银行转账方式。

在线支付：请登录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网站（www.csss.cn），

进入首页导航栏“在线支付”，注册后选择本次会议交费界

面进行支付。请准确、详细填写相关发票信息。

银行转账（仅限于单位公对公转账）：户名：中国体育

科学学会，开户行：工行北京体育馆路支行，账号：

0200008109089053154。

银行汇款附言务必注明“参会代表姓名、武术非遗研讨

会”字样（请将银行转账凭证扫描或者拍照发送至邮箱

wushufenhui@126.com），以便财务人员核实。

汇款前，请与所在单位财务人员核实会议费报销事宜，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不接受退款。一笔银行汇款只开一张发票，

本次会议发票是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于会议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发送到参会人员预留邮箱，请注意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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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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日程安排

时间 内容 地点

6月 28日

（周五）

与会领导、代表全天报到
山东体育学院

日照校区运动员公寓

晚上 18:00 晚 餐 日照校区二楼餐厅

6月 29日

（周六）

上午

7:00-7:40 早 餐 日照校区二楼餐厅

8:00-8:30 开幕式

综合教学楼

五楼报告厅

8:30 合 影

8:40-10:10 大会主报告

10:20-12:20 专题报告

12:30 午 餐 日照校区二楼餐厅

下午
13:30-14:30 墙报交流

山东体育学院

日照校区篮球馆14:30-16:30 非遗展演

晚上 18:00 晚 餐 日照校区二楼餐厅

6月 30日

（周日）
离 会

七、食宿与费用

入住酒店：山东体育学院运动员公寓，住宿费：160 元/

天/人（联系电话：0633-8170512，酒店地址：山东体育学

院日照校区院内）,由山东体院实业开发公司日照开发中心

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参会作者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军

联系电话：1886680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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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633-8773568

附件：1.第四届中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暨民族传

统体育学研究生网络论坛录用名单

2.报到地点与交通指南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代章）

2019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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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四届中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暨

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生网络论坛录用名单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交流形式

1 上海 褚钧、谈可 上海体育学院
困境与突围：武术“非遗”保护与发展之

探析
专题报告

2 湖北 晋小虎、王林 武汉理工大学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 专题报告

3 上海
孔繁辉、花妙林

钱缘源、郑晗
复旦大学

基于太极拳非遗文化定位探究竞技太极拳

的发展走向
专题报告

4 上海 徐在贵 上海体育学院
非遗视域下武术“小”拳种的发展道路探

寻
专题报告

5 上海 陈思凡、陈思琦 上海体育学院 非遗视角下螳螂拳武术赛事发展历程研究 专题报告

6 浙江 葛子健、李吉远 杭州师范大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东乡武术的传承与

发展研究
专题报告

7 湖北 廖显辉 武汉理工大学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的传统武术桎楛

及发展路径选择研究
专题报告

8 北京 王冠锦、李士英 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推广路径

研究
专题报告

9 上海 杨东方、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 非遗视角下六合拳传承人选拔机制研究 专题报告

10 上海 张朝琨 上海体育学院
新时代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及研

究
专题报告

11 贵州 曹云 遵义师范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

与交流研究
专题报告

12 天津 解乒乒、翟燕星 天津体育学院
高校武术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探索
专题报告

13 湖南 舒颜开 吉首大学
祭祀与战争共衍：苗疆民俗活动“钢火烧

龙”文化生态变迁的人类学考察
专题报告

14 北京 胡昌领、王岗 北京体育大学
龙狮文化沿“一带一路”的传播与发展研

究
专题报告

15 山西 靖新超、宿继光 中北大学
本体论视角下武术教育中“技”与“道”

的双重构建
专题报告

16 湖北
廖越、项汉平

滕小霞
武汉体育学院 上善若水思想对健身气功▪八段锦的影响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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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海 刘金燕 上海体育学院
博物馆视角下武术文化的原生态保护策略

与研究
专题报告

18 山东
彭国强、郑丽莎

于均刚
山东体育学院 文化强国视域下传统武术文化价值研究 专题报告

19 湖北
唐鑫、刘劲松

李传兵
湖北师范大学

1979-2019 年我国武术考核评分历史演变

可视化分析
专题报告

20 山东 王博 山东体育学院 复兴太极拳文化传承研究 专题报告

21 湖北 王鑫瑞 武汉理工大学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传统体育文化融入

路径探析 —以舞狮运动为例
专题报告

22 北京 吴辰莎 北京体育大学
“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

交流与传播
专题报告

23 四川 程逸群、康姣 成都体育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武术的存续之道

——以贯家堡村形意拳为例
专题报告

24 天津 窦万东、解乒乒 天津体育学院 俞大猷武学对少林棍法传承之影响 专题报告

25 四川 刘聪 成都体育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品牌传播研究
专题报告

26 北京
吴鲁梁、马学智

郭贤
北京体育大学

现实性与超越性：武德传承过程中不可偏

废的两个维度
专题报告

27 山东 李文鸿 齐鲁工业大学 回顾•反思•展望：武术国际化 40 年 专题报告

28 辽宁
苗福盛、李世伟

侯英霞、李凯强
辽宁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健身气功养生文化国

际网络传播研究
专题报告

29 新疆 彭立群、吕哲 新疆师范大学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大众传播之媒介评

述
专题报告

30 陕西 于善 西安体育学院
“一带一路”高校合作为依托的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交流研究
专题报告

31 辽宁 巩振阳、魏冉 辽宁师范大学
改革开放背景下高校健身气功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
专题报告

32 福建
黄思源、陈昇

刘少峰、郭森林
福建师范大学

“一校一拳”视域下中小学传统武术微课

教学模式可行性研究
专题报告

33 陕西 晋少辉 西安体育学院 山西省八极拳发展现状以对策研究 专题报告

34 江苏 鲁梦梦、刘为坤 南通大学
费孝通思想对传统武术文化现代发展的启

示
专题报告

35 新疆
吕哲、李义坛

余勇平
新疆师范大学 学科融合视域下音乐与传统武术教学研究 专题报告

36 四川 唐艳 成都体育学院
诠释与创造：涵化视域下武术文化的价值

取向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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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四川 徐凯琴、王文其 成都体育学院
项群理论视野下的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分类研究
专题报告

38 四川 杨芳 成都体育学院
探究“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发展
专题报告

39 山东 张建杰 山东体育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武术文化国际交流的

思考
专题报告

40 山西
赵建强、郝嗣伟

权黎明
山西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视域下民族传统体育传播的

困境与探索
专题报告

41 黑龙江 袁晴、刘传勤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化强国建设中龙狮运动在高校的传承与

发展
专题报告

42 上海 王宾 上海中医药大学

大学公共体育“个性化”改革背景下非物

质文化遗产“咏春拳”教学改革与实践研

究

专题报告

43 江西
李莉亚、高建新

舒渊

江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江西龙虎山道教传统体育养生研究 墙报交流

44 湖北 刘轶、杨戬 湖北大学 武当武术文化发展困境及出路研究 墙报交流

45 河南 樊丽沙、赵鼎洲 郑州大学
“弥药勇健行”——西夏党项羌的民族体

育活动
墙报交流

46 山东 陈思琦 山东体育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舞龙运动的弘扬与

创新
墙报交流

47 重庆 甘茂尧
重庆水利电力职

业技术学院

基于文化强国理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

展探析
墙报交流

48 成都 李娟 成都体育学院 试论民族传统体育之舞龙运动的文化价值 墙报交流

49 山东 李鲁昂 山东体育学院
健康中国背景下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现代

价值
墙报交流

50 山东 李荣 山东体育学院
追加反馈在健身气功技能学习中的实验研

究
墙报交流

51 四川 林思吉 成都体育学院 峨眉武术的发展历程回顾 墙报交流

52 江苏 刘长姣、支川 南京体育学院
“健康中国”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

研究
墙报交流

53 辽宁 史鹏 辽宁师范大学
健身养生类运动对我国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生活质量干预效果的 meta 分析
墙报交流

54 江苏 庞德州、刘靖 南京体育学院 文化强国背景下武术发展的路径选择 墙报交流

55 辽宁 任帅、王耀光 辽宁师范大学
健康中国战略下健身气功对身体健康的影

响研究
墙报交流

56 上海 宋佳昱 上海体育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传统武术在非洲传播

的现状研究
墙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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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首尔 唐鸿福 韩国祥明大学 健康中国视野下双手剑的价值探析 墙报交流

58 上海 杨闯闯、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 分离-融合：传统武术拜师仪式的文化研究 墙报交流

59 四川 张海洋 成都体育学院
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国传统射箭的健身休闲

价值研究
墙报交流

60 四川 罗小慧 成都体育学院 中老年人利用八段锦治疗颈椎病的研究 墙报交流

61 新疆 王贵仓 新疆师范大学 教改背景下武术教育人才发展探析 墙报交流

62 新疆
苑艺博、宋豪

屈湘梅
新疆师范大学 体育强国背景下中华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墙报交流

63 新疆 吕哲、彭立群 新疆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视域下新疆猎鹰文化可持续发展

研究
墙报交流

64 上海 宋亚佩、范铜钢 上海体育学院
“导引却病歌诀”对应五脏病症的理论探

析
墙报交流

65 江西 高磊、涂文俊 豫章师范学院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纳入普通高校体育

课程的对策研究
墙报交流

66 安徽 刘明龙、王光玉 宿州学院
复兴传统文化中民族传统体育创造性转化

路径研究
墙报交流

67 天津 陈浩、薛欣 天津体育学院 对近年武术事业发展中热点现象的思考 墙报交流

68 福建 高景昱、杨少雄 福建师范大学 通备劈挂拳保护与传承的产业化思考 墙报交流

69 重庆 蒋采夏、夏思永 西南大学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家庭代际传承研

究
墙报交流

70 河南 刘潇扬 河南大学
民族文化复兴背景下武术专业人才培养的

思考
墙报交流

71 河南 刘一鸣 河南大学
“健康中国 2030”背景下传统射箭项目进

校园的 SWOT 分析
墙报交流

72 湖北
卢新伟、雷斌

闫振峰、张宁
武汉体育学院 大健康视域下健身气功的养生价值分析 墙报交流

73 上海 申梦悦 上海体育学院
健康中国视域下健身气功与当代社会的契

合之路
墙报交流

74 福建 王磊 福建师范大学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传统武术推广研究 墙报交流

75 上海 肖文霞、李佳丛 上海体育学院
浅析现代“国学教育”视野下的武术教育

发展
墙报交流

76 北京 徐贞 北京体育大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武术文明价值的

探析
墙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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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湖北
杨戬、刘轶

未玲玲
湖北大学 我国民俗体育现代化转型的变迁与调适 墙报交流

78 四川 赵莹莹 成都体育学院 我国传统养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墙报交流

79 四川 钟丹 成都体育学院
健康中国建设视域下健身气功的健康价值

研究
墙报交流

80 安徽 任若晨 淮北师范大学
新媒体视角下武术传播对青少年行为的影

响
墙报交流

81 重庆 滕露萍、张国栋 西南大学
武术站点的传承功能研究

—基于重庆北碚复兴镇武术站点的调查
墙报交流

82 黑龙江 杨丽、刘传勤 牡丹江师范学院
复兴传统文化中健身气功·五禽戏的教学

与传承
墙报交流

83 上海 孙皓然、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
文化强国与武术——基于文化自信的沧州

武术发展
墙报交流

84 上海 魏俊威 上海体育学院 文化强国建设中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价值 墙报交流

85 武汉 杨洪安
黄梅杨势太极养

生馆
古代太极纯功祛病健身的主要原理 墙报交流

86 四川 李娜 成都体育学院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策略研究 墙报交流

87 河南 王晨旭 河南大学 英语对武术专业人才就业的促进作用 墙报交流

88 辽宁 肖参参、王耀光 辽宁师范大学 孔子学院武术传播的优势研究 墙报交流

89 辽宁 苗治文、来敏 辽宁师范大学 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自信研究 墙报交流

90 辽宁 苗福盛、侯英霞 辽宁师范大学
公共体育服务视域下高校武术社团功能研

究
墙报交流

91 山东 赵玉 山东体育学院
“一带一路”中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交流

合作问题的研究
墙报交流

92 上海 冯孟辉、张康 上海体育学院
身份认同视域下的海外华人武术家形象建

构——以李小龙为例
墙报交流

93 四川 胡少辉、罗银山 四川农业大学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太乙金刚拳技术风

格特点研究
墙报交流

94 四川 黄骏 成都体育学院 “非遗”视野下峨眉武术的传播与发展 墙报交流

95 山东 黎瑞琦、张建杰 山东体育学院
“武术进校园”背景下地方武术非遗项目

传承的研究
墙报交流

96 山东 马群、张茂林 山东体育学院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对武术传承的

研究
墙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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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上海 孙皓然、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 浅析“非遗”语境下沧州武术的传承现状 墙报交流

98 辽宁
王慧迪、钟凯强

曹大伟
沈阳体育学院

非遗视角下通背拳的传承与传播研究

—以辽宁省为例
墙报交流

99 江苏 王一秀 南京体育学院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研究热点

分析
墙报交流

100 四川 赵晨 成都体育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回族武术历史

演进及传承策略研究
墙报交流

101 辽宁
苗福盛、李凯强

李世伟、侯英霞
辽宁师范大学 大连市五行通背拳的保护研究 墙报交流

102 上海 蔡朝翔 上海体育学院 小学咏春拳的课程设计和实证研究 墙报交流

103 陕西 顾同 西安体育学院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 墙报交流

104 四川 李娜 成都体育学院
新时代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

研究
墙报交流

105 四川 卢夏楠 成都体育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山西洪洞通背拳的

现代化发展研究
墙报交流

106 山东 王光玉、张茂林 山东体育学院
复兴传统文化中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

造性转化路径研究
墙报交流

107 江苏 吴蓉、刘靖 南京体育学院
“非遗”视角下民国时期太极拳传承的研

究
墙报交流

108 上海 张康、冯孟辉 上海体育学院 非遗视角下健身气功的发展路径研究 墙报交流

109 上海 张泽平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 墙报交流

110 江苏 汤笑然、尹玉彰
江苏师范大学体

育学院

江苏省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 —“沛县武

术”的保护研究
墙报交流

111 湖北

刘柏林、余智敏

陈楚才、陈敬涛

石杰、谢群

石文建

大冶师范附属小

学
民族传统体育火流星申报非遗项目的研究 墙报交流

112 山东
张继民、杨群田

王志辉

佛汉拳研究发展

中心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佛汉拳历史溯源与发

展研究
墙报交流

113 上海 刘智宇 上海体育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传统武术的现代化

发展
墙报交流

114 上海 徐俊科、李宗学 上海体育学院
5G 时代下抖音+咏春的短视频传播途径思

考——以“咏春·杨富华”抖音视频为例
墙报交流

115 四川 陈丽、李美亮 成都体育学院
“一带一路”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路

径研究
墙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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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到地点与交通指南

报到地点：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山东路 685 号山东体育

学院日照校区运动员公寓

一、日照西站（大巴/高铁）→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校区

公交线路：K1 消防队站下车，往东 300 米至山东体育

学院日照校区南门。

出租车：乘出租到山东体育学院东门，车费 50 元左右。

二、日照站→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校区

公交线路：8 路 到山东体育学院东门

出租车：乘出租到山东体育学院东门，车费 15 元左右。

三、日照机场→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校区

机场大巴专线到日照华润万象汇 15 元，再转乘出租车

到山东体育学院东门，车费 10 元左右。

四、青岛机场→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校区

青岛机场大巴专线到日照市海滨三路 15 号日照空港售

票中心 85 元（约 2.5 小时），再转乘出租车到山东体育学

院东门，车费 10 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