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2017 年“第三届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生网络论坛”

评审结果与有关事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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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学院承办，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中国

武术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三届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生网

络论坛”将于 2017年 10月 21日在上海体育学院举办，

论坛主题是“中国梦建设中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本

次会议采用网络远程会议模式，在上海体育学院设主报

告会场，在其他协办单位设分会场，由各学校组织本校

投稿论文作者、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师生通过网络

直播参会。本次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有关单位和个人

报送的论文 35篇，经专家评审，录用论文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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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钟，报告全部结束后问答讨

论 15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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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研讨作者进行在线交流活动，请录取作者简短介绍

录用论文并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在线交流，专题研讨无

需准备 PPT或墙报，但需在主办方指导下完成网络连接。 

（三） 网络评奖 

参加专题报告与专题研讨者将进行网络评奖，不进

行网络参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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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9日前以邮件的形式确认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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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会议费转账凭证的

扫描件（或照片）与第一作者姓名、发票抬头、单位税

号等发票信息以附件形式发送到分会邮箱：

cawts2015@126.com。 

（二）会议费 

确定参会的作者需于 2017 年 10月 9 日前通过银行

转账方式缴纳 300 元会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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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传网络论坛会议费）、第 1作者姓名及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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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荐说明 

为扩大学术成果影响，拟将论文摘要汇编向有关论

文收藏机构和检索机构（中国知网等）推荐。凡在 2017

年 10月 9日之前未向大会组委会作正式书面声明者，

视为同意授权推荐。 

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0月 20日 15:00-16:00 网络调试 主会场与各分会场 

10月 21日 

13:30-14:00 开幕式 

主会场与各分会场 
14:00-15:00 大会主报告 

15:00-16:00 专题研讨 

16:00-16:30 闭幕式 

网络调试联系人：李晓红 18321990651  王伟业

18721113078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文武  徐冬根 

联系电话：021-51253209/51253236 



 

 

 

附件 ：论文评审结果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2017年 9月 26 日      
 



 

附件一： 2017 年“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及文化生产研讨会”评审结果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单位 评审结果 

1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外译布局的研究 李怀亮 韩向阳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2 “健康中国”视域下武术健身与健康投资价值的研究 赵晗华 王会儒 上海交通大学 专题报告 

3 “一带一路”背景下武术段位制推广的新契机：基于菲律宾孔子课堂 陈  胜 肖  蕊 成都大学 专题报告 

4 健身气功“气舞”与舞蹈“气舞”的比较研究 曾  杨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专题报告 

5 新时代背景下“尚武精神”的价值研究 赵春梅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 健康中国建设中咏春拳的健康价值分析 谢  婷 蔡朝翔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专题研讨 

7 仁者如射——中华礼射的修身启示 冀昆棹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专题研讨 

8 社会学视角下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与推广 王恒利 吉林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9 全民健身与民俗体育融合路径研究 谢士玺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0 “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合作研究 魏孟祺 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专题研讨 

11 “一带一路”战略下舞龙运动跨文化传播研究 彭  响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2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国际化交流的策略研究 庞培培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3 武术段位制在西昌中小学的推广 肖蕴昕 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专题研讨 

14 对西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传承困境的思考 唐灵芬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5 文化强国建设中咏春拳的文化价值分析 蔡朝翔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专题研讨 

16 基于传承人负责制的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李怀亮 韩向阳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7 健康中国战略下武术的健康价值解读 郭荣荣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8 休闲视野下太极拳价值取向的探讨 陈  强 南昌工学院体育部 专题研讨 

19 传统体育项目石锁的现代化研究 张玉杨 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专题研讨 

20 城镇化建设中太极拳传承的“危”与“机” 徐俊科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