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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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术博物馆、中国武术研究中心协办的“武术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演及文化生产研讨会”将于 2017年 5月 12-14

日在上海体育学院举办，研讨会主题是“武术非物质文

化遗产文化生产”。本次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有关单

位和个人报送的论文 85篇，经专家评审，录用论文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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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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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研讨的作者进行交流活动，请录取作者简短介绍录

用论文并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流，专题研讨无需准备

PPT或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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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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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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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5 日前通过银行

转账方式缴纳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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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术非遗会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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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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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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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2日 09:00-17:00 报到 
上海体育学院交流中心 

（清源环路 588 号） 

5月 13日 

08:30-09:00 开幕式 

上海体育学院 

09:00-09:30 大会主报告 

09:30-10:40 专题报告 

10:40-11:40 非遗展演 

13:30-15:30 专题研讨 

15:30-16:00 闭幕式 

5月 14日 离会 

（一）大会主报告 



 

嘉宾：崔乐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

究部主任），报告主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传统

武术的保护与发现”。 

（二） 非遗展演 

国家级非遗项目梅花拳、红拳等。 

（三）报到联系人 

李亚晴 15800857103  李绍桦 18721110736 

五、食宿与费用 

参会作者的食宿、交通自理（会务组提供 5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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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崖  王  震 

联系电话：021-51253392/5125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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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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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武术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王  震 王雪梅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2 沧州武术戏初探：一个武术与戏曲互动传承的文化视角 王少宁 丁保玉 天津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3 评价政府主导下：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王静静 王一凯 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专题报告 

4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中的数字化技术研究 程亚飞 郑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5 上海市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产与保护研究 李亚晴 张云崖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 ——以傅山拳为例  朱清华 太原学院 专题研讨 

7 文化强国视域下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杨  刚 张芸豪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8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点研究 王永红 陈祥伟 李  娜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9 惯习视域下拳种的文化生产 陈  双 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0 体育小镇——武术“非遗”产业化的新风口 李怀亮 司红玉 韩向阳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校本部） 专题研讨 

11 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位置与角色研究 张秋平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2 古代射礼与传统弹弓术礼仪的传承发展与实践 岳庆利 郭  锐 北京体育大学附属体育中专 专题研讨 

13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沧州传统武术八卦掌的保护与发展 崔维华 宋亚洲 崔潇 河北师范大学 专题研讨 

14 村落武术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方  超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专题研讨 

15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龙身蛇形太极拳的传承与发展 宋亚洲 李  玉 李亚梅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中医学院 专题研讨 

16 少林拳术 “非遗”的保护问题研究 王伟业 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7 非遗项目南狮运动在上海市小学开展现状研究 冀昆棹 张云崖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8 非遗视角下传统武术精英的生产机制研究 甘丛婷 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9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述评——以山东济宁市查拳为例 王家俊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20 非遗视角下传统武术文化研究 乔  超 河南大学 专题研讨 

21 山西形意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 呼红红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22 非遗视角下“一校一拳”对武术的传承与保护 李化凯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23 博物馆视角下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李小华 王  震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24 阎锡山国术馆馆传武术的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刘宇峰 李永辉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 专题研讨 

25 日本相扑运动之“魅”的理性检视及对中国武术传承的镜鉴 李  洋 戴国斌 唐韶军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26 口述史视角下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平少康 王  震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27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征研究 王一凯 王静静 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专题研讨 

28 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王玉星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29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证制度问题与建议 张银萍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0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诉求 李亚晴 苏王飞 薛  彬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1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字化保护系统设计构思 张银萍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2  阐释：“非遗”视域下传统武术传承与保护发展趋向 梁佳佳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3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空间建构研究 刘红军 上海政法学院 专题研讨 

34 新媒体时代下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研究 苏王飞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5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洪洞通背拳的评价与保护 杨  虹 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专题研讨 

36 “濡化”视角下审视非遗的传承——以传统武术为例 张  繁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7 以民间组织为载体的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研究 魏善亮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8 “非遗”视角下少林武术艺术的文化力量 田文林 于振海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39 “非遗”视角下武术文化的传播策略 王俊萍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0 城市印象与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谐同发展研究 王  坤 张珂瑶 罗丹梅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1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路径开发的研究 王  坤 罗丹梅 张珂瑶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2 我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策略 陈福运 温州大学 专题研讨 

43 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及国际传播交流研究 杨忠旺 刘雅妹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4 

非物质文化遗产“咏春拳”进入中小学校园的路径探寻 

 ——以上海市“俊咏堂”俱乐部为例 
蔡朝翔 谢  婷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5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传统武术文化传承 李恒祥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6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武术传承人”的保护研究 王恩龙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7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陈氏太极拳结合健身气功教学研究 马佳成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8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上海市社区中老年人武术开展现状研究 唐灵芬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49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探析陈式心意混元太极拳的推广与发展 杨松蓓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0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螳螂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王家俊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1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梅山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谢  婷 蔡朝翔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2 “非遗”视角下海南武术的开展现状与传承分析 周  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专题研讨 

53 基于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下——论少儿武术武德教育的个性分析 张  欣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4 

浅析安徽省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以亳州市“五禽戏”为

例 
李若楠 朱宇昕 

武汉体育学院 上海福山外国语

小学 
专题研讨 

55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马抒情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6 浅谈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 毛文杰 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专题研讨 

57 浅析非遗传承下武术的生态化发展 李晓红 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8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路径研究 薛  彬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59 舞狮竞赛规则演变过程及对竞技南狮影响浅析 邵茜茜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0 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李绍桦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1 研究中国武术传承的最新热点与解析 朱侨宇 王  兴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2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武术传承的现状及保护研究 张军明 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专题研讨 

63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阈下武术传承路径研究 郑岩荭 刘  兵 杨小凤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4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新路径探析 王  雪 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专题研讨 

65 “非遗”视角下武术传承因子及传承方式的思考 杜  艺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66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阈下对我国武术的保护研究 陈晓薇 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专题研讨 

67 论大数据之于武术“非遗”文化的时代价值 孙  超 龚梦玲 成都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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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