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

及研讨会评审结果及有关事宜通知 
 

各有关单位、会员：  

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主

办，国家武术研究院和上海体育学院承办，上海体育学

院武术学院协办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展演及研讨会”将于 2016年 9 月 2日至 4日（2日报

到，4日离会）在上海体育学院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

是“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与发展”，

旨在交流最新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研成

果。本次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报送的

论文 57篇，经专家评审，录用论文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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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论文录取分为专题报告、专题发言与研讨、

书面交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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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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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报告人做好相应准备。 

（二）专题发言与研讨 

本次论坛特设专题发言与研讨环节，组委会将特邀

嘉宾与录取为专题发言与研讨的作者进行主题沙龙活

动，请录取作者根据自身研究与实践进行经验分享与问

题研讨。 

（三）书面交流 

书面交流的论文作者不需到会。 

注：参加专题报告与专题研讨者将进行奖项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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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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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会议费邮局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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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1 日前缴纳 700

元会议费，书面交流作者缴纳 400元会议材料费。个人



 

交纳方式是邮局汇款：通过邮局将会议费寄交中国体育

科学学会办公室（地址：北京东城区体育馆路 11 号，

邮编：100061），汇款单上需注明“民传非遗研讨会会

议费”字样，“汇款人姓名”务必填写第 1作者姓名和

所在单位。单位集体交款可通过银行转账或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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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传非遗研讨会会议费）、第 1作者姓名及所在单

位。该账号不接受个人交费，单位集体汇款请将汇款凭

证以扫描件或照片的形式发送到分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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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日 09:00-17:00 报到 上海体育学院交流中心 

9月 3日 

08:30-09:00 开幕式 
上海体育学院图文信息

楼第二会议室 

09:00-09:30 大会主报告 
（邱丕相教授） 

上海体育学院图文信息

楼第二会议室 

09:30-10:30 专题报告 上海体育学院图文信息



 

楼第二会议室 

10:30-12:00 专题交流 
上海体育学院图文信息

楼第一会议室 

14:00-16:00 展演 上海体育学院综合馆 

9月 4日 离会 

（报到联系人：王雪梅 15201776632） 

五、食宿与费用 

参会作者的食宿、交通自理（会务组提供 9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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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震  范铜钢 

联系电话：021-51253386 / 5125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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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 日      
 



 

附件一：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及研讨会论文评审结果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单位 评审结果 

1 太极拳非遗传承人培养方式的思考 田一平，田金龙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邯郸太极

学院 
专题报告 

2 绩溪“手龙舞”的发展考察研究 李谋涛，陈  庆 黄山学院、滁州新锐私立学校 专题报告 

3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路径分析——以中国武术博物

馆为例 
周广瑞，王  震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4 
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和路径研究——以浙江省

为例 
郭  怡 浙江大学 专题报告 

5 从乡土社会到后乡土社会：农村民族民间体育的文化再生产 花家涛 安徽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6 
民族民间武术活动传承中互构性因素的思讨：基于精英、“场域”

与情景教育的视角 

李  洋，戴国斌，张君贤，

钱建东 

上海体育学院、赤峰学院、集

美大学、新疆师范大学 
专题发言 

7 传统武术传承三问一解 李文鸿 齐鲁工业大学 专题发言 

8 民国时期醒狮文化摭拾 林友标 广州大学 专题发言 

9 国外武术文化传承人的惯习研究 陈  双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发言 

10 广东省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评价的实证研究 张  龙，李士英 
北京体育大学、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 
专题发言 

11 和合文化视域下东盟龙狮运动传承与发展研究 张  智，孙国卿，谭璞璟 广西师范大学 专题发言 

12 基于知识图谱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可视化分析 黄  卓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发言 

13 民族传统体育与公共文化服务互动发展研究 李卓嘉，雷学会，王  岗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发言 

14 文化资源视域下中国武术产业化理论构建 雷学会，王  岗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发言 

15 中国传统弹弓术的继承与发展研究 王世龙，岳庆利 南京理工大学 专题发言 

16 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方式探究 王雪梅，王  震，杨鹏威 上海体育学院、北京联合大学 专题发言 

17 中医针灸“入遗”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启示 王会儒，姚  忆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慈勇健康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专题发言 



 

18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登封传统武术村落发展研究 刘  鑫，胡玉玺 郑州大学 专题发言 

19 
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践研究——以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弹弓术传承实践研究为例 
郭  锐，岳庆利 北京体育大学 专题发言 

20 传统武术传承困境论析 王  林，朱  琳 武汉理工大学 专题发言 

21 基于数字技术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研究 姜  娟，王诗萌 沈阳体育学院 专题发言 

22 浅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溪朝鲜族乞粒舞 王诗萌，姜  娟 沈阳体育学院 专题发言 

23 社会记忆理论：对葫芦人绊跤传承人制度的反思 钱建东，武  杰 新疆师范大学 专题发言 

24 城镇化建设中村落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几个关系 刘卫华，刘铁芳 湖南师范大学 专题发言 

25 互联网+时代中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网络化应用研究 程亚飞，阴腾龙 郑州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 专题研讨 

26 广州市高校舞龙运动的发展策略研究 陈家燕，杨昌盛 广州大学、广东罗家桥虹小学 专题研讨 

27 文化自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路径 
李  平，王  辉，赵功群，

张  丰，高成强 
徐州工程学院 专题研讨 

28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中华武术的传承研究 李亚晴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29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 王书彦，张英建 廊坊师范学院 专题研讨 

30 湖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覃  英 吉首大学 专题研讨 

31 透视与审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学价值 王一凯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2 民国王怀琪八段锦探微 章舜娇 暨南大学 专题研讨 

33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辽宁螳螂拳保护研究 吴飞龙，姜  娟 西安航空学院 专题研讨 

34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珍珠球的研究 王诗萌，姜  娟 沈阳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5 论鞭陀项目的源流与发展 陈  莉，王明建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6 贵州省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 宋  冰 贵州民族大学 专题研讨 

37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地域”关系研究 王  婷，王明建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8 体育非遗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研究——以荥阳苌家拳为例 郭青川，梅博威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9 “互联网+”时代民族传统体育的机遇和挑战 石姣娜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0 “互联网+”的多维模式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研究 张盛展,刘  洋 新疆师范大学 专题研讨 



 

41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审视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 谭  涛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专题研讨 

42 互联网视域下窥见民传非遗串联的旅游效应 郭青川， 朱  雄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3 民族文化传承视角下的少数民族运动会的作用探究 魏榆泰 上海体育学院 书面交流 

44 承德市隆化县二贵摔跤的开展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张旭清 西北民族大学 书面交流 

45 
河南省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以陈氏太极拳

为例 
李  凡 首都体育学院 书面交流 

46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竞技舞龙运动传承的思考 
周加兵，张克峰，王继强，

李  凯 
平顶山学院 书面交流 

47 传统武术轻功的传承与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李二辉，刘  庆 新疆沙湾一中体育部 书面交流 

48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主要规律与特点分析 韩  慧 北京体育大学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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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