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 第一作者 论文题目
首都体育学院 吕青 核心区域力量训练对初中生腰腹肌力量影响的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 文世林 运动学指标与竞走成绩的关系：基于灰色理论的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王嘉浩 浅谈髋关节力量在田径短跑中的重要性与训练方法

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学前教育与体艺教学部 张学军 我国普通高校田径课程改革的成效、困境与反思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 毕晨超 核心力量对田径400米跑技术动作中的价值探讨
首都体育学院 李建臣 田径链球项目国家队张文秀组备战东京奥运会(2017年度)科技服务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 孙晓东 翻转课堂在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田径教学为例
北京体育大学 陈春平 视频图像软件在功能性动作筛查（FMS）中的应用

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健康学院综合教研室 朱波涌 新媒体在田径运动发展中的价值
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健康学院公共体育教研室 阮 奎 地方高校公共体育课田径教学改革探究

北京体育大学 敬艳 刘虹竞走关键技术的运动学特征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 金成平 论运动训练理论科学问题的认知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包大鹏 青少年铅球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研究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金显春 新媒体与田径运动相结合的发展趋势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查磊 功能性训练在田径项目中的应用情况综述

北京体育大学 曹月富 安徽省普通高校田径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孟琪 新媒体时代下传统田径运动转型与发展之刍议

北京体育大学 林东炅 短跑三阶段技术理论研究热点综述

首都体育学院 匡仁星 我国优秀女子链球运动员刘婷婷掷链球技术动作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 齐秀 对“高参小”少儿趣味田径校本课程练习密度与强度的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 史磊 背越式跳高中摆动腿摆动技术的作用分析

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健康学院综合教研室 周家金 基于能力本位的田径普修课程教学改革探微

成都体育学院 刘颖金 关于成都体育学院田径代表队男子400米跑训练手段方法的研究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体育系田径教研室 刘昌亚 从里约奥运会看中国田径竞技实力现状与努力方向

成都体育学院 杨怀波 浅析速度耐力训练对100m跑成绩的影响

北京体育大学 黄佩玉 新媒体时代我国田径运动的发展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 毕晨超 核心力量在400米跑中的作用探讨

北京体育大学 周少臣 2010-2017年太原国际马拉松发展趋势的研究

天津体育学院 贾兵方 趣味田径对天津市流动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 许可 身体功能性训练应用于田径课程中的可行性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 伏超 双一流建设视域下田径专项硕士研究生教育提高的价值及问题反思

北京体育大学 陈大威 新媒体环境下田径垂直媒体发展的有效路径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 崔玉聪 橡皮带在跳远起跳技术训练中的作用探讨

哈尔滨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邹吉玲 视频反馈教学法在高校背越式跳高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天津体育学院 褚美岭 中学田径训练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陈鹏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我国田径运动发展的可行性路径试析

贵州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宗磊 世居亚高原运动员进行不同梯度高原训练对EPO、RBC、RET指标的影响

天津体育学院 徐田田 田径运动在全民健身中作用的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 张晶 优秀竞走运动员在递增负荷运动中摄氧量与肌肉中HbO2含量关系的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田径教研室 许滨 我国优秀男子跳远运动员李金哲起跳技术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 冯文宽 关于新媒体背景下我国田径运动发展的思考

北京体育大学 李阳 我国大学生耐力跑成绩预测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陈琴 录像反馈法在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挺身式跳远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广州体育学院  解正伟  核心力量训练与专项核心能力训练理论的对比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艾亚琴 基于虚拟团队的开放式田径教学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邵艳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第二小学课余田径训练过程的研究

天津体育学院田径教研室 刘洪俊 我国体育院校田径专修课程教学内容设置现状与对策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朱学强 基于里约奥运会田径奖牌分布的田坛格局特征分析与中国田径发展对策探究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常明杰 国际标枪训练理念对我国的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 刘冠程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田径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青小力 新媒体与田径教学创新探究

北京体育大学 李娜 少儿趣味田径在中小学推广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魏玮 青少年200米途中跑技术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 梁美富 第15届田径世锦赛男子撑竿跳高运动员技术特征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许占鸣 世界优秀男子撑竿跳高运动员技术特征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湖南科技大学体育学院 李协吉 Mooc背景下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改革研究

天津体育学院 王姝祥 心理素质对高校田径运动训练的研究与分析

天津体育学院 由如仪 业余马拉松运动开展现状及对策分析—以济南市为例

天津体育学院 张瑜 天津体育学院田径实训俱乐部开展现状的调查研究

武汉体育学院 嵇恺 体育教育专业田径专选课程评价体系分析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冯志勇 我国男子400米栏成绩落后的原因探析



成都体育学院 鲁田田 新媒体视野下我国优秀田径运动员关注度的现状

北京体育大学 刘丹 新媒体在田径运动发展中的价值研究——以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为例

北京体育大学 张凤兰 “翻转课堂”在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 何良雨 新媒体视角下我国田径项目的传播现状及成因分析

武汉体育学院 龚博琦 武汉国际马拉松赛事运作的SWOT分析

沈阳市浑南区第二小学 高嵩 沈阳市传统田径学校（基地）后备人才培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沈阳体育学院 林松
创新视角下研究型教学在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术科教学中的实验研究——以背向滑步推铅球技术和跨栏跑技术

教学为例

沈阳体育学院 曲晶 不同情境对高水平短跑运动员心理健康影响研究

沈阳体育学院 王叶 沈阳马拉松对于沈阳城市软实力的研究

沈阳体育学院 杨林子 运动类APP在高校田径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沈阳体育学院 于晓燕 程序教学模式在背向式推铅球技术教学效果的实验研究

沈阳体育学院 张超 爆发式起跑的核心解剖及其运用要素

沈阳体育学院 赵婷婷 体教专业田径课程跨学科（界）建设的可行性与合理对策

北京体育大学 刘美迪 在新媒体背景下促进我国田径运动发展的对策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张建虎 运动等级新规对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田径专项学生竞赛训练的影响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系体育教研室 虎攀 跳远起跳中的不同摆臂技术原理探析

北京体育大学 刘昶志 不同形式间歇训练对发展800米运动员专项成绩的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孔京伟 短跑中摆臂技术（动作）现状的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曾令飚 文学与媒体视角下马拉松运动的历史演进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贾锦山 社会需求视域下体育院校田径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贾锦山 田径教学在高校中面临的困境和教学创新对策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 徐欢腾 对我国女子撑竿跳高运动员李玲备战里约奥运会年度训练安排的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车瑞瑞 我国历届全运会田径跳跃项目成绩发展态势的研究分析

首都体育学院 徐向军 社交网络在全民健身跑活动组织中媒介作用的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胡洋 现代短跑途中跑技术特征分析与训练建议

北京体育大学 林慧君 新媒体背景下的女子200米短跑专项训练

成都体育学院 李曦杨 普通高校田径教学的现状分析及改革对策

首都体育学院 王双 视频技术与高等体育院校田径教学训练创新研究

北京市体育大学 周梦飞 新媒体时代下我国田径运动发展的新思路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 宋睿 大数据背景下新媒体应用对田径运动发展的影响

上海体育学院 钱伟平 世界优秀女子马拉松项目竞争格局及其对中国马拉松项目发展的启示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 周晓龙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20公里竞走运动员王凯华技术分析

山西大学 王英其 新媒体社交功能与田径运动的推广一以新浪微博为例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田径教研室 王剑 基于MOOC平台的SPOC建设与应用研究——以田径课程为例

北京体育大学 张子杰 对短跑加速跑节奏问题的探讨

成都体育学院 王莎莎 高中田径队生课余训练现状分析与发展

武汉体育学院 王垚 新媒体时代我国田径运动的传播现状与优化策略分析

天津体育学院 杜晓玮 女子标枪运动员杜晓玮备战第十三届全运会赛前训练安排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 李萍 躯干支柱稳定性训练在标枪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查志文 男子背向旋转掷铁饼技术的一般运动学特征研究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邓金 青少年男子标枪运动员专项身体素质与专项成绩的相关研究

上海体育学院 季程程 我国田径运动的研究热点及内容分析

吕梁学院体育系 丁 樑 互联网背景下2017伦敦田径世锦赛网络关注的研究基于百度指数

首都体育学院 刘艳婷 立定跳远对中考生膝关节损伤调查----以沧州市黄骅第二中学中考生为例

成都体育学院 张志远 近4届全运会女子七项全能成绩演进态势的探究

北京体育大学 吕宁普 组合训练对体育高考800米训练应用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张晓东 后备人才视角下振兴我国田径运动的对策研究

沈阳体育学院 李楚冰 沈阳市体校青少年跨栏运动员损伤原因与对策分析

首都体育学院 陈翩翩 新媒体在学校体育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董杨 透视体育游戏在小学田径教学中的选择与适应

北京体育大学 贾军茹 对我国女子200米优秀运动员林慧君多年专项训练内容的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陶绍强 田径发展与新媒体技术的联系——微信公众号下的发展
吉林工商学院体育部 徐义山 高校学生参与田径运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韩淼宇 2015年世锦赛博尔特与苏炳添100米冲刺阶段技术对比研究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郑祥 田径运动对培养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王 晨 速度对于400米重要性的探讨

北京体育大学 邓 茹 影响女子100米栏栏间跑节奏的原因及其训练方法的研究

西北大学体育教研部 王全昌 校园马拉松运动的兴起与高校体育课程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北京体育大学 袁赛男 协调性对跨栏技术的影响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 高美玲 田径体育明星新媒体下形象对田径运动发展的影响——以苏炳添为例
北京体育大学 刘阳 新媒体时代我国高校田径运动的发展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体育学院 陈先才 对我国“十二五”时期田径运动核心科研研究方法的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崔云燕 田径中摆动腿前摆技术对短跑运动的影响

昆明学院体育学院 胡文武 现代田径运动训练的主要特征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 金铃 新媒体技术在体育院校田径教学改革中的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张山 使用微信公众平台推动高校田径运动的发展研究-以成体田径为例

天津体育学院 谭圣贤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对高校公共体育课的现状研究—以田径公共体育课为例

成都体育学院 刘芳 对女子1500m运动员刘芳2013年全运会赛前训练安排的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唐娅 试论在田径教学中跨栏跑产生“跳栏”现象的成因及对策

北京市第十六中学 赵梦 弹力带组合训练在中学实心球项目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吕霞 探究贵州省高校田径教学现状与发展对策

牡丹江师范学院 刘梦辰 O2O教学模式在高校田径运动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牡丹江师范学院 马峰跃 基于新媒体视角下学校田径教学改革中的问题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体育部 冯韶文 哈尔滨国际马拉松赛事运营管理模式现状的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李佩佩 田径等级裁判员培养体系的研究——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

成都体育学院 罗长新 一带一路”理念下我国马拉松赛事良性发展研究

牡丹江师范学院 田佳鹏 东北地区趣味田径在小学体育课堂中的教育作用研究—以牡丹江市为例

湖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 杨思瞳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田径赛事传播方式变革及其对营销模式影响的研究

沈阳体育学院 邢昊天 体育教育专业开设田径慕课课程的可行性研究

沈阳体育学院 郝帅 女子链球运动员郝帅备战全运会、大运会年度训练安排的研究与分析

首都体育学院 郭琳苹 悬吊训练法对提高高考体育生跳远成绩的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徐建宏 翻转课堂对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术科教学的影响

首都体育学院 孙婧纳 我国男子50公里竞走局势变化研究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韩冰楠 颈后深蹲技术的功能性进阶的训练方法探析

首都体育学院 张磊 2017年田径一线教练员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首都体育学院 丁海涛 2017伦敦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20公里竞走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刘阔 对田径投掷类项目第一次试掷的分析

沈阳体育学院 李玲 “健康中国”治国理念背景下沈阳马拉松大学生参与及影响因素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 李厚林 男子20公里奥运会冠军陈定竞走运动技术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 王玉晗 微信直播对我国田径赛事发展的应用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傅启浩 媒体技术革新在田径运动普及中的应用——从《健与力》到“田径大本营”

上海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张竣 构建新媒体系统推动投掷项目训练改革的应用探讨

四川大学体育学院 田洪喆 第十三届全运会田径项目与第十六届田径世锦赛成绩的对比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尹芮 成都“空中”马拉松实施的市场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 陈文佳 中国男子100米比赛成绩发展态势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王相 谢震业与世界优秀100m运动员步频节奏变化比较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辛坤宗 中长跑技战术探 ——以十三届全运会女子1500米比赛为例

成都体育学院 李玉超 在小学体育课中引入少儿趣味田径的重要性

成都体育学院 张晓珍 国内优秀铁饼运动员掷铁饼技术的运动学对比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杜承阳 中国少儿趣味田径运动科研进展——基于CNKI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陈小伟 体育中考对初中学校体育教学影响的研究—以成都市六城区为例

北京体育大学 刘兵兵 当今短跑训练的新特点

北京体育大学 王岩 现代短跑技术研究综述

牡丹江师范学院 吕亚南 对小学、中学、高校田径发展现状的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张剑 不同核心力量训练内容对中学生急行跳远训练的应用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孙洪峰 动作训练促进小学生体质健康效果的影响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孙子顺 女子跳高运动员王林参加亚青赛赛前专项力量的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陈安 对优秀投掷运动员田子重背向滑步铅球技术的运动学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肖伟委 关于短跑运动员送髋技术的探讨

成都体育学院 梅晓涛 世居高原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高原—亚高原训练方案的实验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潘梦秋 试析新时代背景下自媒体在体育传播中的作用——以“田径大本营”为例

武汉体育学院 方明胜 浅谈新媒体的发展对田径教学的影响

成都市天府第五小学 王红 藁城市三所高中田径业余训练现状调查与分析的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赵响 手机新媒体在田径场馆中的应用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张永进 试论提高我国中长跑项目成绩的系统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车超 浅析短跑专项力量训练

成都体育学院 向琪 关于生理生化指标在短跑训练中应用的综述

北京体育大学 孟蕊 中国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成绩分析与思考

天津体育学院 李强 田径教学标准化管理的探讨

成都体育学院 周美露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体育微博及其价值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 田恬 运动自信在跳高运动中的价值取向及培养路径的探讨

首都体育学院 顾波波 浅谈青少年跨栏运动员训练的方法和手段

沈阳体育学院 蒋维娜 辽宁马拉松赛事发展策略研究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石正卿 慕课在田径课教学中的应用与展望



北京林业大学体育教学部 孙峰 “450米节拍器训练法”在男子400米专项耐力训练中的应用

北京体育大学 洪嘉雄 新媒体时代下我国马拉松赛事发展研究——以北京马拉松为例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张又文 国际跳远训练理念对我国的启示

北京体育大学 李铁录 人体移动速度训练的原理和方法

成都体育学院 林雪娇 新媒体视角下田径运动发展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徐宝莲 跑步类App应用于高校体育活动的价值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吴林 多元智能视域下的高校田径教学改革理论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王立云 新媒体技术在高等体育院校田径教学中的应用

首都体育学院 李双洁 新媒体视角下田径运动发展的创新思路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赵晨薇 枣庄市市直初级中学田径队训练现状调查与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谢静静 浅析水平二学生站立式起跑的正确方法及对策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邹庆强 论新媒体在田径教学中之功效

沈阳体育学院田径教研室 刘平 三维结构高水平田径运动队冲突管理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崔铁壮 表象训练法在三级跳远助跑起跳教学中的优势

成都体育学院 魏博 田径800米比赛中切道阶段引用鹰眼技术的可行性分析

天津体育学院 程国立 天津市武清区田径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王岚 从历届世锦赛看中国田径的未来与发展

成都体育学院 王杨 对我国优秀女子铁饼运动员最后用力阶段动作的运动学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李少茹 趣味田径运动在芮城县各小学开展现状调研

成都体育学院  李妍霖 HiHiLo对800米高校男子运动员身体机能的影响

武汉体育学院 赵媛媛 新媒体环境下对田径运动发展价值的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 余欣城 世界优秀男子三级跳远运动员董斌起跳技术的运动学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周俊雅 田径运动员腘绳肌拉伤治疗的探究

成都体育学院 弓箭宇 伸髋鞭打器的研究与应用

北京体育大学 储韩信 我国马拉松业余参赛选手人身安全风险的分类

成都体育学院 宋涛 少儿趣味田径项目的广泛开展对小学生身体素质的影响

成都体育学院 吴向明 我国优秀女子铁饼运动员投掷关键技术运动学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陶宇 短跑运动员能量供应特点与中药干预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王国伟 “慕课”对高校田径课程的机遇和挑战

北京体育大学 彭秋艳 中国青少年跳远、三级跳后备人才水平现状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 蓝雯靖 实心球训练辅助器的研发与使用效果初探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王磊 试论校级田径运动会径赛裁判工作中降低计时失误率的有效策略

牡丹江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 李朝福 新媒体技术条件下普通高校田径课余训练优化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贾佳 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业余田径动员损伤的特征及成因分析

天津体育学院 葛青 跳远与跳远专项跳跃练习起跳腿表面肌电特征比较研究

玉林师范学院 唐远金 扁平足对田径运动能力的影响

成都体育学院 陈香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的田径运动

北京体育大学 闫俊涛 不同水平短跑运动员全程速度节奏对成绩影响的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张怀川 牵引训练法对临清市第一中体育生短跑成绩的影响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王可心 浅谈青少年学生田径投掷项目的课余训练

首都体育学院 冯晓东 适应社会需求，加强能力培养—对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教学能力的探讨

云南师范大学 翟波宇 对郑州大学田径高水平训练队周期训练理论实施的研究与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 赵文姜 里约奥运会投掷项目决赛运动员年龄、身体形态、竞技表现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厉素霞 体育明星社会媒介印象的研究——以田径明星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