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

关于召开第三届全国智慧学校体育建设与发展论坛

论文报告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论文作者：

学校体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体育教学和

管理水平的提升离不开一线教师和学者专家的智慧结晶。

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主办的

“第三届全国智慧学校体育建设与发展论坛”，聚焦体育产

业助力学校体育高质量、多元化发展，集中展示广大一线体

育教师、学者专家和企业在学校体育建设和发展方面的最新

研究成果。论坛将于 2023 年 10 月 11-14 日在河南省新乡市

河南师范大学举行。

现将论文录取结果及参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论文录取结果

论文录取分为大会报告和专题报告两类形式（录取名单

详见附件）。

二、学术交流形式

论文报告分为大会报告和专题报告；大会报告时间为 15

分钟，专题报告时间为 5 分钟，所有报告结束后将安排集中



讨论。会场现场提供多媒体设备，请报告人提前准备好报告

PPT。

依据论文评审结果，参会作者将获得由中国体育用品业

联合会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盖章的获奖证书。

第三届全国智慧学校体育建设与发展论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10 月 9 日 全天

网球邀请赛参赛代表报到（要求参赛代表 9

日下午 5 点前报到，5点后进行抽签分组）

报到地点：新乡国际会议中心雷迪森酒店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金穗大道东 888

号新乡商务中心西区 1号楼

10 月 10-11 日 全天
欧帝尔杯全国高校体育教师网球邀请赛

比赛地点：河南师范大学校内

10 月 11 日 全天

参会代表报到

地点：新乡国际会议中心雷迪森酒店一层大堂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金穗大道东 888 号

10 月 12 日

8:30-12:00
第三届全国学校智慧体育建设与发展论坛

开幕式、大会主题报告

12:00-14:00 午餐、休息

14:00-17:30

分论坛

分论坛一：场馆建设与管理

分论坛二：运动健康与体质监测

分论坛三：教学、训练与竞赛

18:00 晚餐

10 月 13 日 8:30-10:30
1.学术交流分论坛

2.学生运动等级技能培训活动



四、特别事项说明

（一）建立严格的学术考勤制度

原则上到会进行交流的学术作者为录用论文的第一作

者，如第一作者无法到会，可请论文的其他作者代为进行学

术交流。如录取论文存在学术不端的情况，请向组委会反映，

因故不能与会报告交流的作者取消获奖资格。

（二）报名参会

请仔细阅读以上特别说明，同意上述安排后请于 2023 年

9月22日前登录教育装备采购网（www.caigou.com.cn）“2023

第三届全国智慧学校体育建设与发展论坛”参会报名页面进

行信息登记或扫描下方微信二维码进行报名。组委会将全力

为参会代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本次论坛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参会代表需缴纳会

务费 800 元/人。

10:45-12:00
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理事年会（换届大会、

颁奖、闭幕式）

12:00-13:00 午餐

13:30-17:00
特色体育项目参观（万仙山国家攀岩公园、

南太行绝壁长廊）

18:00 晚餐

10 月 14 日 全天 会议代表返程



微信扫描二维码即可报名

1.报到时间：2023 年 10 月 11 日全天报到

2.报到地点：新乡国际会议中心雷迪森酒店一层大堂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金穗大道东 888 号）

3.参会回执：请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前在报名页面完成参会

注册。

4.联系人：

马晓亮：13311168096（微信同号）

逯红栋：15901086344（微信同号）

5.乘车路线

新乡东站→新乡国际会议中心雷迪森酒店

出租车：时间：14 分钟|距离：6.2 公里|费用：约 11 元

公交车：时间：32 分钟|距离：5.1 公里|费用：约 1 元

从新乡东站下车，步行 240 米到 9 路公交车（高铁东站）

上车，到（新五街人民东路站）下车。步行 250 米到新乡国

际会议中心雷迪森酒店。



新乡站→新乡国际会议中心雷迪森酒店

出租车：时间：25 分钟|距离：8.7 公里|费用：约 15 元

公交车：时间：47 分钟|距离：9 公里|费用：约 2 元|步

行 460 米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新乡国际会议中心雷迪森酒店

出租车：时间 1 小时 5 分钟|距离：105.4 公里|费用：约

160 元（另需 46 元高速费）

新郑国际机场→新乡国际会议中心雷迪森酒店直达

机场巴士新乡线:时间：2 小时 29 分钟|105.4 公里|费用：

约 62 元|步行 600 米

新乡发车时间

07:00/08:00/09:00/10:30/12:00/13:30/15:00/17:00

机场发车时间

10:30/11:30/13:00/14:30/16:00/17:30/19:00/20:30

全程高速正常行程 100 分钟左右，机场提前 45 分钟截止

办理登机手续,建议提前 2 小时到机场。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

2023 年 9 月 1 日

附件：第三届全国智慧学校体育建设与发展论坛论文录取

名单



第三届全国智慧学校体育建设与发展论坛论文录取名单

编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来稿单位 评审结果

1
AI+体育：疫情常态下家校体育

共育模式应用与实践研究

马卫宾 相增慧

贾志娟 王 莹

赵文科 杜邮昌

刘 悦

上海金山区世外学

校上海市金山区青

少年业余体育学

校；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中学嘉定分

校；清远市源潭中

学；上海民办圣华

紫竹双语学校；郑

州工商学院

大会报告

2

“互联网+背景下”智慧体育教

学模式对学生健康促进价值审

视 ——基于 SCT 分析

杜显浪 薛勇

江永琴
贵州民族大学 大会报告

3

元宇宙观照下体育教学空间数

字迭代发展的理论基础、技术

支撑及困境突破

王钏宇 陈治 河南大学 大会报告

4

高校持续推进体育建设与国家

实现“双碳”目标之间的辩证

关系

吴静云 黄晓民

黄鑫雨
中山大学 大会报告

5
大数据驱动下大学生体质健康

智能治理体系研究
周玺 云南师范大学 大会报告

6
四川文理学院 2018 级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成绩动态分析
雷凤岚 广州体育学院 大会报告

7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智慧体育赋

能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张雨 陈佳慧 河南大学 大会报告

8
“十四五”时期学校课后体育

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杨皓哲 吉林体育学院 大会报告

9
校园足球人才培养下科学技术

应用前景研究

张海洋 梁华伟

韩婷婷
河南理工大学 大会报告

10
技能结构化在体育教学中的应

用与探讨

蔡义炜 夏树花

田海微
河南师范大学 大会报告

11
构建主义理论对幼儿动作教育

的启示

王俊磊 皇甫尚锋

张智豪
河南理工大学 大会报告



12
探索人工智能在田径运动中的

应用和问题探析
刘宏伟 景德镇陶瓷大学 大会报告

13
红色音乐运用于普通高校体育

课程思政的实证分析
冯菲 厦门大学 大会报告

14
数字时代智慧高校体育场馆对

外开放的动因困境与实施策略

付 佳 岳晓燕

叶继成
河南师范大学 大会报告

15
智慧学校体育场馆管理与运营

模式探索与研究

北京易思普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易思普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
大会报告

16
“互联网+”背景下校园健身服

务模式的构建
徐哲 张红霞

山东省惠民县石庙

镇梁家小学；山东

体育学院；山东省

滨州学院

专题报告

17
社区教育下小学体育核心素养

的促进研究
朱俊晖

四川天府新区第

五小学
专题报告

18
新时代中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

的特点及路径

孙英俊 俞冬君

谷亨利

杭州市闲林职业

高级中学
专题报告

19
中小学校园足球“3+X”发展模

式的实践研究
邓正海

郴州市北湖实验

学校
专题报告

20
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在“健康第

一”理念下的创新路径研究

陈亮 杭兰平

康冬
长安大学 专题报告

21

新时代高校体育课程体系“四

位一体”综合改革方案与实施

路径探究

唐颖婷 董伦红

朱 强

深圳技师学院

南方科技大学
专题报告

22
基于 XML 的简易运动员信息管

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研究
戈俊 王莉莉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传媒学院
专题报告

23
社会力量参与中小学游泳教育

的价值、困境及策略
吴亚兰 湖南工业大学 专题报告

24
“三教改革”在高水平体育专

业群人才培养中的探索与实践
杜猛 范旭东

广东科学技术职

业学院
专题报告

25
基于图像识别的激光跑射击与

靶位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王兴一 李小松

张佳乐 任傲天
太原科技大学 专题报告



26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航模

方向人才培养质量研究

王玉侠 陈亚俊

黄学文
南昌航空大学 专题报告

27
我国普通高校开设研究生公共

体育课程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赵金海 海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28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外体育

智能化的研究与展望 ——以

羽毛球运动为例

胡赫 陈玉珏
西安科技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29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网球训练

和比赛中的应用研究
陈焕鹏 宋佳欣 首都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30
智慧体育背景下海林市某中学

足球队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孔跃橙 吉林建筑大学 专题报告

31
阜新市中小学冰雪运动开展的

现状与对策研究
孔跃橙 吉林建筑大学 专题报告

32
小组合作教学在小学乒乓球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
张亚卓 吉林大学 专题报告

33
藏族大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培育策略研究

冯子健 范磊

张治远
西藏民族大学 专题报告

34
终身体育培养理念下的大学高

年级体育课程设置探究
马腾 北京服装学院 专题报告

35
学校体育促进青少年体育素养

研究--以“体教融合”为视角

蔡浩杰 侯国玉

张慧娴
苏州大学 专题报告

36

大学生体质健康最新发展动

向、提升路径、方法和手段的

研究

罗 璇 徐衍英

赖淑琪
首都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37
多校区高校课余体育锻炼信息

化管理问题与策略研究
马腾 北京服装学院 专题报告

38
元宇宙观照下体育教学的创新

入口、潜在风险与发展方向
岳明 陈治 河南大学 专题报告

39
《新课标》背景下体育游戏在

中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冯子健 肖明启

杨昆鹏
西藏民族大学 专题报告

40
智慧校园视域下西安民办高校

健康校园建设研究
崔昌水 西安外事学院 专题报告



41
体育与健康课程中跨学科主题

学习的思与行
王佳妮 翟华楠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42

“体教融合”背景下高校健美

操专项教学改革的现实困境及

应对策略

程菲 西安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43
ChatGTP 在高校体育教育中的

认识、机遇与挑战

黄晓颖 胡建平

王俊磊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44
“智改数转”政策背景下智慧

校园体育产业建设路径探究
翟田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八师一四四

团

专题报告

45
“核心素养”导向下“以人为

本”的体育教学初探
贾遇珍

陕西师范大学平

凉实验中学
专题报告

46
大学生不良生活方式对体质健

康影响的研究

樊项宇 张雨哲

李浩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47
智慧学校体育教育发展路径与

模式探索
周玺 云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48
功能性动作筛查的研究现状综

述
王凯 王玉侠

烟台市烟台山医

院
专题报告

49
中招体育改革背景下河南省初

中体育教学建设研究

徐丽娟 胡建平

刘璐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50 高校智慧体育场馆构建研究
刘 璐 刘永强

徐丽娟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51
郑州市高校学生足球裁判员培

养现状及实施对策研究

张育之 杜小伟

常怡坤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52
学校体育智慧化发展的意义、

现实困境及路径探索
瞿逸容 北京大学 专题报告

53

非体育专业大学生排球运动损

伤的调查研究 ――以鲁东大

学为例

韩泽 华东交通大学 专题报告

54

高校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的

理念与实践探索——基于体教

融合视域

徐诗枧 闫 静

杨皓哲 温雨竹

刘光怡

云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55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博爱县

月山八极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刘婷婷 杜小伟

胡文博

河南理工大学

郑州西亚斯学院
专题报告



56
浅谈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学生体

能练习的方法

冯永刚 董艳莎

徐丽娟

焦作市山阳区解放

东路第一小学；焦

作市东环小学；河

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57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

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学校

体育课程建设的探索研究

温雨竹 闫 静

徐诗枧 刘光怡

吉林体育学院；云

南师范大学；云南

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58
学校体育对学生体质健康的促

进作用
齐琦 李爱增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59
新时代下学校体育的教育体系

内容构建的思考

赵丰博 陈秋燕

万欣欣 李翠雯

冉 勇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60
协同与重构：共生视域下徐家

汇体育公园改造的价值所在
李俊颖 张雨 河南大学 专题报告

61
数字化时代太极拳国际传播的

机遇与挑战

王俊磊 杜小伟

郭云鹏

河南理工大学；河

南省确山县第二

高级中学

专题报告

62
高等院校智能体育工程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耿磊 耿超

吉林体育学院 1

波密县中学 2
专题报告

63

智慧体育赋能学校体育高质量

发展的困境、培育路径与现实

应用

丁 灵 魏四成

王秋雨
武汉工程大学 专题报告

64
“智慧体育”视域下焦作市小

学足球课程发展研究
潘豪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65
山西省单项体育协会实体化治

理研究
任亭安 赵霞 山西大学 专题报告

66

体育社会组织参与海淀区校园

冰雪运动建设的价值、困境与

路径

母雪珂 首都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67
北京交通大学综合体育馆管理

运营思路与启示
崔迎春 李瑞 北京交通大学 专题报告

68

新时代背景下中小学体育教师

队伍建设的影响因素和推进策

略 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

窦嘉贝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69

系统论凝炼下高校体育课程思

政与思政课程有机结合壁垒与

路径研究

李遇 李梦玲 河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70
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与体育教学

效果优化路径研究
侯国玉 蔡浩杰 苏州大学 专题报告

71

以 OBE 教育理念为指南：探讨

新一代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模

式

田海微 毛爱华

蔡义炜
河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72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背景下

农村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路径

研究

赵瑞泽 河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73

新时代背景下学校体育“线上+

线下”相结合教学模式面临的

困境及对策研究

王启迪 河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74
终身体育视域下高校公共体育

教学改革探究

辛玉童 王子祺

梁家和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75
新征程上高校体育课程提升教

学质量的路径研究
程佳佳 胡建平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76
幼儿上肢粗大动作发展现状及

策略研究

张 可 胡精超

胡建平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77
体育教学中健美操对学生身体

形态的影响研究

王梦雨 陆欣

胡建平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78

身体素养视域下《义务教育体

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

版）》的顶层设计、价值内涵

和实施路径

张建雄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79
最近发展区理论在我国学校体

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梦雨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80
运动链视角下五禽戏鹿抵动作

的健身功能分析
王艺潜 河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81
武术形象污名化现象的文化缺

失
杨惠 段凌云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82
体育超市”——体育课程改革

信息化的应然选择

刘丰诚 杨豪飞

胡建平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83

目标激励法在儿童网球初学者

正拍学习中的实验研究——以

荣尚体育网球俱乐部为例

向艳平 王晓阳

胡建平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84
义务教育阶段网球课堂教学的

价值与改革
李雯 胡建平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85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篮球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

王子祺 梁家和

辛玉童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86

基于数字化教育技术的广西防

溺水安全教育 实践研究：挑战

与机遇

张焱超 吕尤 广西财经学院 专题报告

87
山西省群众类运动项目单项体

育协会实体化治理研究
任亭安 赵霞 山西大学 专题报告

88
高职院校体育俱乐部制教学的

运行与优化
郭海静

江苏海事职业技

术学院
专题报告

89
“双减”政策下学校体育的重

新审视与思考
张星 贾遇珍

陕西师范大学平

凉实验中学
专题报告

90
大学生运动鞋服偏好及消费特

征研究

林林 刘东方

崔凯月
武汉纺织大学 专题报告

91
大学生足球公共选修课技能评

价标准研制

田利军 李高远

丁剑翘
山西大同大学 专题报告

92
试析太极拳运动对大学生亚健

康状态的康复作用
王勤宇 山西大同大学 专题报告

93
普通高校健康体适能教育开展

现状研究
谷婧 丁剑翘 山西大同大学 专题报告

94
区域经济视域下我国高校体育

产业链发展优化研究
王博 河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95
“100 分”制下的中招体育对

初中体育教学的影响研究
闫延涛 河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96

甘肃省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路径

研究：社会文化影响与策略分

析——以天水市为例

刘琪 清水县第五中学 专题报告

97
陕西省冰雪运动俱乐部发展

SWOT 分析

苏 洋 闫振龙

应晨林

西安交通大学城

市学院
专题报告

98
新时代高校体育教师“四能”

建设策略研究

韩婷婷 张爱臣

张海洋

安徽新华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99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智慧体育的

发展与应用研究

蒋涵卫 梁新鑫

李思莹
沈阳科技学院 专题报告

100

基于课堂的整合性神经肌肉训

练对 14-15 岁学生运动表现的

干预效果观察

王鹏

河南理工大学

焦作市第十七中

学

专题报告

101
智慧体育背景下贵州省冰雪运

动高质量发展优化策略研究

薛勇 杜显浪

岳琴 邓坤健
贵州民族大学 专题报告

102
西安市民办院校大学生体育伤

害事故现状及致因分析

苏 洋 闫振龙

应晨林

西安交通大学城

市学院
专题报告

103
体育地理学视域下河南省开展

校园冰雪运动的可行性研究

叶继成 岳晓燕

付 佳
河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104

基于数字化转型的智慧体育教

学模式逻辑框架与实践体系构

建

岳明 陈治 河南大学 专题报告

105

血流限制训练后激活增强效应

对篮球专项生下肢爆发力的实

验研究

陈昆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106
网络信息技术与中学体育课程

融合的困境与实践路径研究
王宏鹏 河南理工大学 专题报告

107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新时代体育

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研究
耿磊 吉林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108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数字技术赋

能下智慧体育场馆建设的经验

与启示

王钰棋 赵舒辰
河南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109

新发展格局下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多元化发展与现代化治理研

究

李俊莉 河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110
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文献研究
陈亚俊 王玉侠 南昌航空大学 专题报告

111
北京冬奥精神的内核支撑、生

存机制、实践逻辑
郭海静 李丽

江苏海事职业技

术学院
专题报告

112
中华体育精神助推体育课程思

政精神效能提升的具象化研究
李俊莉 河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