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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马超逸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新质生产力提升体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态路径研究

822 张宇、范尧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体育产业集群生态重构推进新质生产力涌现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650 付群、陈露姚、范金玲等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体育产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本质内涵、重点领域及推进思路

464 白雪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驱动冰雪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瓶颈及纾解之策

1178 布特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体育新质生产力三大驱动力、三个主体与六大变革趋势

342 林舒婷、魏德样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未来趋向与路径导向

153 郑先常、石建东、刘英杰等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802 苟轶清、徐成立、羿翠霞等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作用机理与现实路径

564 刘家韵、王宏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驱动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内在机理与推进策略

942 陈璐瑶、荆立新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体育数据要素资本化的实现路径研究

891 李想、王旭光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赋能体育新质生产力涌现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成逻辑、 现实困囿与优化策略

315 管建良、黄海燕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推动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研究

190 陈政天、李舒婷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企业绩效视角下新质生产力对广西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303 刘素萍、岳游松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781 陈虹洁、马文博、孙倩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赋能运动康复辅具产业创新发展逻辑与路径

96 徐帅帅、李彦龙、王翊宁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驱动体育培训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554 樊忠义、张文健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体育产业治理模式创新与政策优化路径研究

188 鲁志琴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促进我国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779 张俊杰、李世宏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1297 栾传凯、王艺霏、刘敏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推进体育产业发展理念革新的现实审视与实现进路

898 王方意、刘春华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融合路径研究

1121 康博舒、范尧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滑雪消费者风险容忍度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213 徐剑、李要南、刘芳枝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马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105 陈立春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冰雪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研究

84 张青、朱亚成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技术与新质生产力：推动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

684 张喆喆、娄渊河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系统动力学视角下新质生产力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688 朱美燚、邱招义 体育产业 1.新质生产力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驱动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1021 杜娟 体育产业 2.体育科技与体育产业发展研究 科技赋能健身俱乐部转型对消费者的知觉价值与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

480 朱毅然 体育产业 2.体育科技与体育产业发展研究 数字化技术背景下体育赛事场景的应用机理及其实现路径

569 张勇、薄腾飞、王旭等 体育产业 2.体育科技与体育产业发展研究 人口结构变化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消费水平的中介效应分析

1185 魏冉、谢雨宏 体育产业 3.职业体育赛事服务业培育与发展研究 探究专业型电竞场馆核心利益相关者--基于多因素方差分析和米切尔评分法

1287 陈冬伟 体育产业 3.职业体育赛事服务业培育与发展研究 中国乒超联赛消费空间建构的应然样态

1279 彭显明、梁强 体育产业 4.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研究 公开水域向水上运动开放：时代价值、国际镜鉴和中国经验

1054 蒋全虎、陈家起、杨裕博 体育产业 4.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研究 “双碳”目标背景下户外运动产业低碳发展的动力机制、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335 程茂滕、姜付高 体育产业 4.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研究 乡村体育旅游赋能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过程与实现路径——基于DSR模型的分析框架

948 李创、阚军常 体育产业 4.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研究 持续拓展“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逻辑遵循与实践路向

1133 罗宇昕、罗湘林、刘璐 体育产业 4.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研究 新时代户外运动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动因、现实困境与引领方略

604 黎镇鹏、王长在 体育产业 4.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研究 我国户外运动产业数字化发展：动力机制、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422 刘芳枝 体育产业 4.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研究 “双碳”目标下马拉松赛事参赛者碳足迹核算与减排的研究

599 席晓磊 体育产业 4.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研究 新时代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1231 赵胜国 体育产业 5.体育消费升级研究 体育消费潜力测度指标体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659 侯想、付群、范金玲等 体育产业 5.体育消费升级研究 从“新运动”迈向“常运动”：新兴体育项目发展的动力、困境与路径

763 曾玉兰、许文鑫 体育产业 5.体育消费升级研究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消费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与推进路径

699 庞丹 体育产业 5.体育消费升级研究 服务同理心感知如何影响滑雪消费者网络口碑传播意愿？ -基于353份样本的实证研究

1006 刘星 体育产业 5.体育消费升级研究 全面促进消费背景下我国体育企业的道德风险管理研究

1174 苏立德 体育产业 5.体育消费升级研究 新质生产力助推我国居民体育消费升级研究

1197 陆晓雨 体育产业 5.体育消费升级研究 数字经济驱动健身休闲消费升级的机理、现实、策略

478 杜松健、樊炳有 体育产业 5.体育消费升级研究 基于S-O-R理论的滑雪旅游消费驱动机制与提升路径研究

739 李章洙 体育产业 6.体育产业与数字化转型研究 技术创新效率与体育企业高质量发展 —— 基于DEA-Tobit模型

1155 王晨曦 体育产业 6.体育产业与数字化转型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扩大体育消费需求的内在逻辑、落地模式与政策取向

729 王铮 体育产业 6.体育产业与数字化转型研究 数字化赋能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升级研究

1261 张文静、魏德样、林舒婷 体育产业 7.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发展研究 资源匮乏型区域何以跃升体育用品制造业品牌典范？ ——基于晋江运动鞋服产业的纵向案例研究

第九届中国体育博士高层论坛论文录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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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阮钰 体育产业 7.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发展研究 智能化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制研究

963 张帅、朱佳滨 体育产业 8.区域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村BA”赛事开展的经验与启示

691 王明涛 体育产业 8.区域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实证分析

1058 江磊、蒋依依 体育产业 8.区域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中国城市滑雪旅游流空间网络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311 徐加豪、陈家起、郭振华等 体育社会科学 1.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强国研究 继往开来：新时代十年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研究

622 丁省伟 体育社会科学 1.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强国研究 是何·为何·有何·如何：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研究综述与展望

703 李敏、钟建伟 体育社会科学 1.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强国研究 体育博物馆的记忆场域建构与国家认同形塑路径研究

334 王锡营、邢金明 体育社会科学 1.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强国研究 新时代增强体育忧患意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472 李鑫、张欣 体育社会科学 1.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强国研究 我国青少年排球赛事发展成效、困难和优化路径研究

257 郑国荣 体育社会科学 1.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强国研究 新质生产力推进体育现代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研究

359 李方妮 体育社会科学 1.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强国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国际传播模式创新研究

189 鲁志琴 体育社会科学 1.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强国研究 体育强国建设赋能共同富裕：理论逻辑、现实阻滞与优化路径

476 史海峰 体育社会科学 1.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强国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快建成体育强国：价值意蕴、践行原则及实现路径

513 王靖恪、张新 体育社会科学 2.新发展阶段中国体育战略发展研究 健康城市建设：社区健身中心发展的现状、问题及路径

946 李经展、王琪、梁嘉鹏等 体育社会科学 2.新发展阶段中国体育战略发展研究 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与健康教育知识体系中的原创学术概念遴选与核心议题审视

772 谭雪峰、陈玉珏、时丽珍等 体育社会科学 2.新发展阶段中国体育战略发展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体育赋能文明交流互鉴：逻辑理路、重要动力及纾解之道》

1170 黄晶 体育社会科学 2.新发展阶段中国体育战略发展研究 日本棒球运动文化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1064 王世友、雷军蓉、陈玉珏 体育社会科学 3.区域体育协调发展与治理研究 主体再造与联结共缔：“村民自办文化”的实践机制——基于湘西古镇龙舟节的田野考察

171 陈爱辉 体育社会科学 3.区域体育协调发展与治理研究 黄河流域体育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研究

806 杨蔚怡、马军 体育社会科学 3.区域体育协调发展与治理研究 乡村体育赛事市场化和专业化发展探究 ——以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大屯村为例

1304 谢敏、王明建 体育社会科学 3.区域体育协调发展与治理研究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民族传统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田野考察与经验启示 ——以贵州省天柱县功夫村为个案

1001 左逸帆、任占兵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马拉松赛事服务质量对跑者满意度及忠诚度的影响 ——基于SERVQUAL-IPA模型以深圳国际马拉松赛为例

26 李江、黄东霞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我国经济增长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794 杜孙达、骆翠欣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走向革命在场：青少年毛泽东的体育心理叙事研究——兼论心理传记学的体育应用

432 陈洁欣、高晓波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体育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岭南实践及推进策略

1134 吴杰忠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龙舟竞渡：福建与台湾地区的文化共鸣、记忆与身份认同

1181 张旭乾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西康地区体育发展的历史记忆

312 夏永桉、李广辉、李秋霞等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体育赛事仪式与国家认同教育的关联困境与逻辑链构建 ----基于扎根理论研究

988 吴开霖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社区公共体育空间可达性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1137 刘璐、胡庆山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路径研究 ——基于“英歌之乡”DH村的个案考察

520 刘瑞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基于CFPS数据微观父母体育锻炼对孩子运动行为的影响研究

774 汪兰云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村BA”助推乡村发展的显著特点、动力机制与现实价值

542 王思贝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共同富裕目标下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时代逻辑、重点议题与路径选择

506 邵家东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应对西方体育现代性危机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

102 张东炜、石犇、袁书韬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新时代体育发展的新动能 与“东坡蕲黄行”骑行文化融合研究

327 张越、林志义、杨海晨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二元困境及关联视角超越 ——基于行动者网络方法论形成脉络的思考

1004 李玖倩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网球运动女性“身体”的不公、平等与展望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体育研究

1213 方涛、余涛、张冬晴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徽州民俗体育：价值重构与功能再造的探讨

784 刘圣泽、黄聪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延安红色体育文化的基本特性、功能价值与传承路径

953 余家良、李明达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新时代女排精神的内涵特征、时代价值与弘扬路径

175 宋子暄 体育社会科学 4.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能研究 赋权·联结·建构：体育运动促进个体社会化的三重逻辑

837 赵馨 体育社会科学 5.数字时代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研究 体育饭圈的媒介表征、互动与自我呈现：基于微博超话的虚拟民族志

165 冯加付、宋业猛 体育社会科学 5.数字时代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研究 数字技术赋能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支撑与实现路径

894 王凯丰 体育社会科学 5.数字时代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研究  新媒体视域下竞技体育“网红化”与“饭圈化”及运动员心理干预路径研究。

300 贾玉贞、龚正伟 体育社会科学 5.数字时代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研究 新《体育法》背景下我国体育赛事传播权益的保护模式研究

269 张明阳 体育社会科学 5.数字时代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网球参与者使用小红书APP的研究；特质及行为动机研究

1149 徐若寒、王俊 体育社会科学 5.数字时代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研究 体育电子游戏中的界面： 虚拟空间如何重塑玩家身体经验?

971 王亮、张小林 体育社会科学 5.数字时代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研究 数字赋能青少年体育“家校社”合育的运行机制与实现路径

363 戴忠林 体育社会科学 5.数字时代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研究 虚拟体育赛事与传统体育赛事的融合与互动研究

179 王文龙、邢金明、崔佳琦 体育社会科学 5.数字时代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研究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CBA俱乐部虚拟品牌社区建设：价值、困境及路径

320 陈叙、刘露、王占坤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供给的模式研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

602 李明昊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体育界“饭圈文化”生成的社会因素、负面影响及其治理路径

875 茹晓阳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行政发包制与运动式治理：中国体育治理逻辑的双重变奏



 ID  所有作者 论文类别 选题方向  论文题目

410 胡宇挺、郭良如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从结构断裂到一体耦合：乡村体育治理共同体何以助推乡村振兴——基于贵州省榕江县“村超”的田野考察

543 姜磊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体育治理体系中的操纵比赛规制：概念分析与政策建议

941 邹尚均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政府主导体育产业发展：何以须为、何以难为与何以可为？

267 陈凯、罗云钟、郭立亚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运动员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内涵、特征与运行机制研究

713 陈玉珏、谭雪峰、罗湘林等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考验与突破：全球体育治理视角下中国特色体育话语建构路向探索

295 臧博、路丁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新机制”背景下体育场地设施PPP模式的挑战与对策

461 王文素雅、沈克印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五治融合助推乡村体育治理现代化的运行机制与实践路径

299 李晓栋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摆脱“项目”束缚：体育社会组织介入社区营造的本土化实践 —基于一个城市老旧社区的个案考察

765 张文鹏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双减”政策对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政策工具研究

730 师富豪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中国特色体育赛事评估体系构建研究

896 齐晨晖、肖林鹏、胡少辉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幼儿体育标准化建设：时代价值、体系框架与推进路径

109 蒋维娜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城市马拉松赛事发展策略研究

614 孔繁星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我国体育无障碍环境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

1334 李旦宜、陈鸯鸯、杨铄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越野跑赛事发展的国际比较与安全治理研究——兼论白银越野赛事件与浙江模式

606 龚成铭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群众性体育活动及商业性赛事的反兴奋剂职责研究

157 应晨林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我国体育仲裁协同立法机制：现实要求、法理诠释与建构路径

617 邹骐阳、应鹏飞、孙英智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军事体育管理组训人员胜任力模型构建理论基础研究

1122 吴安月、周珂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的尺度政治分析——以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事件为例

529 陈丛刊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党建引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样态创新、关键环节与实践路径

762 韩宏宇、郑家鲲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城市社区体育治理共同体行动机制模型构建

579 梁宜勇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提升我国体育治理体系与能力研究

1319 赵超兰 体育社会科学 6.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国际制度封闭性视域下的全球体育治理与中国国际体育话语权提升

626 郝姝媛、张宏宇 体育社会科学 7.奥林匹克运动改革与发展研究 时代境遇下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计划的生成意蕴、呈现特征与未来向度

1087 刘睿、刘建、郑国华 体育社会科学 7.奥林匹克运动改革与发展研究 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电竞入奥的历史进程与前景展望

1128 罗宇昕、罗湘林、刘璐 体育社会科学 7.奥林匹克运动改革与发展研究 我国电子竞技体育化的历史考察、现实困境与嵌入方略

54 徐子齐 体育社会科学 7.奥林匹克运动改革与发展研究 虚拟体育用户在感知什么—奥林匹克虚拟体育产品的体育意象探究

1090 李增光、王雷、时丽珍 体育社会科学 8.巴黎奥运会周期中国体育外交战略研究 西方国家体育政治化的深层根源与理论批驳

786 孙倩、陈虹洁、马文博 体育社会科学 8.巴黎奥运会周期中国体育外交战略研究 郑钦文夺冠对中国体育外交形象分析

1242 周悦然 体育社会科学 8.巴黎奥运会周期中国体育外交战略研究 过程建构主义视角下巴黎奥运会周期中国体育外交的成效与探索

1311 顾帅 体育社会科学 8.巴黎奥运会周期中国体育外交战略研究 法国体育外交战略：经验与启示

925 黄泽麒、卜宪贵 体育社会科学 8.巴黎奥运会周期中国体育外交战略研究 巴黎奥运期间中华体育精神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1152 陈美菊 体育社会科学 8.巴黎奥运会周期中国体育外交战略研究 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下中美体育外交的困境与提升策略

701 郭凯林、许文鑫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阶层流动对体育锻炼的影响：理论拓展与实证检验

1017 韩云、魏德样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POI数据的中国游泳场馆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702 胡娟、周晶、曹全军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测度 ——基于江苏的考察分析

287 聂梦俭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

1056 李雨阳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规划结合经济社会：“15分钟健身圈”的研究关注与争议辨识

1331 鲍甜、魏少华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体育背景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转型：现实困囿、实践进路与启示

523 杨旭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城市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治理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488 王旭、王旭光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全民健身生态圈：结构特征、运行机制与建设路径

451 徐诗枧、闫静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赋能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

479 杜松健、樊炳有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大数据何以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842 李想、王旭光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美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对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多元镜鉴

886 曹雷、付城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空间正义视域下城市体育公园的建设困境及消解策略研究

712 陈洋、戴俭慧、孔庆波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研究 ——一个集体行动分析框架

545 吴进、杨宇航、孙有平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行动逻辑与经验反思

567 牛瑞新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从博弈到协同：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协同治理的演进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376 曹冰婵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双碳”背景下全民健身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价值意蕴、内在机制与实践向度

998 焦长庚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SERVQUAL模型的体育公园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与提升路径研究

995 黄建、姚小林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城市更新行动中公共体育空间更新的经验镜鉴与本土启示

1238 耿锐、金涛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治理视角下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机制研究

1168 吴子鹏、王旭光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标准化国家战略视域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领域标准体系建设的价值、现状与路径

243 刘瑞超、郑家鲲 体育社会科学 9.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城市更新视域下嵌入式健身空间发展：内涵、价值、镜鉴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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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毕存箭、林宏牛、李俊 体质健康 1.国民体质监测理论与应用研究 1985-2014年新疆儿童青少年体质量指数和肺活量的长期变化趋势

749 于海滨、戴伟勋、李建业等 体质健康 1.国民体质监测理论与应用研究 不同年龄段身体成分的变化与骨矿物质含量的关联

912 杨继星、陈家起、蔡路路 体质健康 2.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研究 府际关系视域下地方体医融合政策执行困境及突破--基于江苏个案

803 梁响玲、马艳红 体质健康 2.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研究 是什么影响女性体育活动？我国女性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的变迁：基于CGSS2010－2021的证据

556 刘浩 体质健康 2.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研究 -我国乡村体育赛事助力乡村振兴建设策略研究--以贵州台盘“村BA”为例

1005 张伟国、卢文云 体质健康 2.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研究 体医融合协同创新的机制、困境与破局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1273 胡兰兰、黄亚玲 体质健康 2.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研究 应然·实然·使然：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研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

234 张娟 体质健康 2.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研究 我国特殊群体大学生体育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研究

634 郑南 体质健康 3.运动健康促进理论与机制研究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青少年组织化运动参与的影响与机制：父母锻炼行为与父母支持的中介作用

1025 李良、杨青、郭天月等 体质健康 3.运动健康促进理论与机制研究 有氧运动或热量限制对高脂饮食大鼠白色脂肪形态及能量代谢活性的影响

708 陈枭 体质健康 3.运动健康促进理论与机制研究 社会生态学视域下我国低龄老年人身体活动的影响机制研究

218 柴宏琴、薛瑞、姚蕾 体质健康 3.运动健康促进理论与机制研究 学龄儿童基本动作技能、感知运动能力与身体活动的关系研究

964 郭正茂、杨剑 体质健康 3.运动健康促进理论与机制研究 城市建成环境对青少年体力活动及其视力的影响——以上海为例

97 杨管、柯园园 体质健康 3.运动健康促进理论与机制研究 体育锻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1084 张晓莉、刘卓芸、翁锡全等 体质健康 3.运动健康促进理论与机制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同伴关系对体育健康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690 刘运洲、黄晓晨、董笑言等 体质健康 3.运动健康促进理论与机制研究 不同运动方式的跳绳练习对9-11岁儿童注意功能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

1180 潘祥、张彦峰、胡海霞等 体质健康 3.运动健康促进理论与机制研究 不同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水平儿童的肠道菌群组成差异研究

821 梅龙飞 体质健康 3.运动健康促进理论与机制研究 青少年体力活动促进：理论、因素与干预

462 李仪 体质健康 3.运动健康促进理论与机制研究 气排球促进平衡影响因素研究

700 赵元慧、任弘、彭佳乐等 体质健康 4.主动健康及全生命周期健康的体育应对研究 主动健康视域下多理论模型在体力活动促进及运动行为改变中的应用与实践：系统综述与前沿分析

674 廖粤生、夏雪、王先亮 体质健康 4.主动健康及全生命周期健康的体育应对研究 主动健康服务模式标准化：基本原则、关键要素与实施路径

693 张阳、方千华、席莉等 体质健康 4.主动健康及全生命周期健康的体育应对研究 主动健康视域下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防治体系研究

653 刘琬旭、李小芬 体质健康 4.主动健康及全生命周期健康的体育应对研究 幼儿体育舞蹈干预对学龄前儿童认知灵活性的影响研究

575 康成、黄丽敏、吴孝军 体质健康 5.老龄化积极应对策略与实践研究 数字化促进还是抑制了老年人体育参与：争议与策略

1150 吴东哲 体质健康 5.老龄化积极应对策略与实践研究 闲暇时间体力活动模式与2型糖尿病患者加速生物老化的剂量反应关系：一项横断面人群研究

815 王富百慧 体质健康 5.老龄化积极应对策略与实践研究 新时代老年人口健康福利发展研究

402 谷倩、罗亮、孙晋海 体质健康 5.老龄化积极应对策略与实践研究 中国社区老年人体力活动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关系：抑郁症的中介作用

484 林金玉 体质健康 5.老龄化积极应对策略与实践研究 《健康的增权与赋能：我国老年妇女体育社会支持网络的破损与修复》

112 赵梦娜 体质健康 5.老龄化积极应对策略与实践研究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背景下老年人体育事业的响应策略

899 程笑宇、陈蔚、陈敬松 体质健康 5.老龄化积极应对策略与实践研究 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老年人身体活动参与影响研究

368 王侯杰 体质健康 5.老龄化积极应对策略与实践研究 老年人身体素养的哲学阐释

1269 徐宇婷、任喆、潘纯天 体质健康 5.老龄化积极应对策略与实践研究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健身公共空间拓展研究

977 李怡舟、李有强、左俊龙 体质健康 5.老龄化积极应对策略与实践研究 基于国际经验的我国老年人体质健康促进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

1329 白晓蓉、金宗强、肖文升 体质健康 5.老龄化积极应对策略与实践研究 老年人健身发展生态协同机制研究

780 马文博、陈虹洁、孙倩 体质健康 6.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增强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理论、实践及机制研究 基于“教体医融合”的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综合干预策略

663 李振、亓雨晴、宫廷君等 体质健康 6.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增强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理论、实践及机制研究 儿童青少年体能发展的关键：有氧和力量协同训练效果的多元和网状Meta分析

1116 陈潇潇、张彦峰 体质健康 6.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增强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理论、实践及机制研究 动作发展连续性：早期运动技能与学龄前儿童体能指数、动作发展的关联

707 赵家庆、胡伊凡 体质健康 6.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增强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理论、实践及机制研究 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儿童体质健康促进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1348 常青 体质健康 6.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增强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理论、实践及机制研究 不同运动强度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体育教学对初中生体质健康影响研究

1327 罗文富、Wee Eng Hoe 体质健康 6.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增强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理论、实践及机制研究 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生活行为的识别、干预与策略

263 柴立森 体质健康 6.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增强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理论、实践及机制研究 幼儿体育健康教育的内涵要义与实践路向的理论探究

168 余杭林、彭莉、田浩冬等 体质健康 6.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增强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理论、实践及机制研究 云南省迪庆州初中生2019-2022年体质健康水平变化

244 彭佳乐、任弘、于文朗等 体质健康 6.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增强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理论、实践及机制研究 运动乐趣、体育活动与青少年身心健康—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443 贾迅良 体质健康 7.新时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我国群众体育事业财政投入产出效率评价与发展路径研究

184 薛昭铭、高升 体质健康 7.新时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促进我国全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政策组态路径研究——基于31个省（市）的fsQCA分析

711 卜俊钦、岳建军 体质健康 7.新时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数字化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治理逻辑与优化策略

627 李良 体质健康 7.新时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体育科普大格局的发展路径研究

904 陈宇 体质健康 7.新时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城市公共体育设施与居住小区空间协调性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980 杜黎涛、张宪亮、贺强等 体质健康 8.身体活动水平与体质健康关系研究 周末勇士还是规律运动—老年人周活动模式 与体质健康的实证分析

1012 衣克然木衣明、史兵 体质健康 8.身体活动水平与体质健康关系研究 基于LGCM模型个体中心视角的大学生体质健康纵观研究

1293 杜翔宇、王敬浩、王林 体质健康 8.身体活动水平与体质健康关系研究 不同类型运动技能对大学生抑制控制影响的实证研究

698 向军、郭可雷、刘世磊 体质健康 8.身体活动水平与体质健康关系研究 身体活动与中学生学业成就的关系：社会支持与学习投入的链式中介作用

1305 刘阳 体质健康 8.身体活动水平与体质健康关系研究 体力活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一项多重中介模型



 ID  所有作者 论文类别 选题方向  论文题目

438 黄尔卓 体质健康 8.身体活动水平与体质健康关系研究 粤西地区马拉松参与动机的性别差异分析

744 章德发、白明 体质健康 8.身体活动水平与体质健康关系研究 大学生同性伴侣电竞游戏成瘾与不安全依恋的主客体互倚模型：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

404 周建伟、夏永桉 体质健康 8.身体活动水平与体质健康关系研究 高强度间歇训练与中等强度持续训练对肥胖/超重儿童健身效果比较的系统综述

668 张义祥 体质健康 8.身体活动水平与体质健康关系研究 互联网使用、体育锻炼与我国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系研究 ——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951 胡少辉、齐晨晖、马学智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1.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自主学科体系建构研究 学科知识史视角下近代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化考察

120 虎晓东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棋外有“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方棋文化研究 ——基于宁夏西海固地区民间社会的人类学观察

1217 尹作亮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大运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化”活态传承研究  ——基于天穆回族重刀的田野考察

87 朱亚成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藏族赛马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现实诉求与实践路径

371 曾诚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粤港澳民俗体育的文化记忆与认同研究

1094 秦振翼、庄园、何晶晶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体育支教志愿者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548 魏婷、马士龙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何以兴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能乡村振兴的自洽逻辑

839 李文鸿、吕思泓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乡村武术文化生态变迁与治理研究

47 马广林、李英奎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少数民族武术精英社会治理的内生逻辑与互动图景 ——基于回族武术的社会田野

804 齐震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民族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机理与路径研究

222 艾斯卡尔·巴吐尔、马学智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以武育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意义及路径

1069 周德巧、崔丽丽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传统体育之“传统”的社会建构及其实践表达 ——基于华北P县三村梅花拳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1227 汪超伟、花家涛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家与面子：湘西浦市龙舟送红习俗中的礼物交换研究

638 王庆庆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村落武术文化发展的社会学审视 ——基于凤凰县山江镇L村的田野考察

643 王占涛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本体与表征：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天命”与时代责任

1179 马晓雪、姜付高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精神标识·话语场域——中华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建构

1092 周海波、李茹，钱斌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民俗体育与基层党建深度融合研究

796 李辰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3.人工智能背景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科技化研究 新媒介背景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承策略————以短视频平台为例

45 叶威武、雷学会、李世宏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3.人工智能背景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科技化研究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武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926 张黎明、孙思礼、刘念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3.人工智能背景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科技化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在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科技化转型中的应用分析

1109 马杰威、马廉祯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3.人工智能背景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科技化研究 基于姿态识别技术的在线八段锦教学研究

174 李培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3.人工智能背景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科技化研究 区块链技术在武术文化保护中的应用

1302 谢敏、王明建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民间武术拳种的文化阐释——基于贵州省黎平县觅洞村黑虎拳的田野考察

1342 刘萍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史料与实证：“地域+流域”视域下晋陕豫传统体育文化嬗变机制研究

20 王家忠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徽州武术文化挖掘与整理研究

660 陈海东、马廉祯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明清武术术语的文化意蕴及其教学实践意义

1218 刘冠启、花家涛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何以归家”：农民工群体传承民间体育文化的身体实践逻辑

1324 孙洁、武冬、闫民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明清时期形意拳思想流变研究

1288 周兰江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中国武术修己成人的三重向度及涵育之道

403 刘霓尘、赵蓓蓓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明倭刀的形制与技法及其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影响

1138 郝童童、武冬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张之江国术思想的国民意识研究及其新时代价值阐释

1214 邹欣、张腾霄、赵隽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以文观体：唐代诗文镜像中蹴鞠的多重面向

1347 白俊亚、戴国斌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近代中国武术的图文生产机制研究

1308 雷学会、龙行年、叶威武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射艺运动的城市复兴：历史、现实与启示

696 黄银伟、杨韦雷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经典阐释研究 社会变迁与武术演变：以清中后期广东“大洪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为例

521 李泽阳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5.“一带一路”持续发展背景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域外传播研究 “一带一路”和公共外交背景下中国太极拳域外传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127 陈朝和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5.“一带一路”持续发展背景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域外传播研究 社交媒体与武术文化的全球化传播

612 周颖、王立军、唐云豪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5.“一带一路”持续发展背景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域外传播研究 “一带一路”持续发展背景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域外传播研究

741 申丹丹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5.“一带一路”持续发展背景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域外传播研究 武术术语翻译规范化再思考

441 杨华莉、武冬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6.武术和民族传统体育素养导向的教育改革研究 基于人学视域的学校武术套路教育本真论：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实践路径

533 张长思、李楠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6.武术和民族传统体育素养导向的教育改革研究 核心素养导向下学校武术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1203 闫晓朋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6.武术和民族传统体育素养导向的教育改革研究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武术教学评价研究

38 朱俊晖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6.武术和民族传统体育素养导向的教育改革研究 SOFIT在小学传统武术课堂教学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944 王旭、段全伟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7.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研究 民族民间体育“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973 秦丽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7.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研究 主体驱动与多元联合：民族体育产业供给侧的时代调适 ——基于宁夏Y拳“文旅农”融合发展的田野调查

500 艾斯卡尔·巴吐尔、马学智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7.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研究 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现代化：逻辑、机制与路径

637 张然、张楠、杨文斐等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赋能学校体育竞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现实阻滞与破解路径

1089 赵兴烨、张宏宇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注意力配置研究

1206 李社旺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高校青年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困境模型与纾解建议



 ID  所有作者 论文类别 选题方向  论文题目

706 张阳、方千华、吴友良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时代高校体育专业教师数字素养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及提升路径

1120 郑继超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体育特级教师专业发展之“特”的叙事探究

877 李海洋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身份认同视域下我国退役运动员转型学校教练员的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

117 谭菲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霍恩米特模型的学校体育政策县域执行困境及政策优化

343 王德政、岑艺璇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我国乡村体育教师高质量学习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变构模型视角

471 胡宇挺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新时代乡村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逻辑旨向、指标建构与实践路径

1310 吴金霖、王庆伟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虚拟现实技术对学生体育学习绩效影响的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

1186 党许诺、李艳茹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幼儿体育督导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1046 陈睿、徐建华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中国高等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建设历程、现实挑战与未来图景

516 赵峰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用户画像的新手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精准支持系统研究

227 王晶、刘俊一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十四五”时期幼儿园体育活动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798 梁响玲、马艳红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内涵特征、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向

1333 任雅琴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特征及未来展望——基于“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的动态考察

113 王戬勋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跨学科知识流入特征研究 ——基于1999-2023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引文分析

361 郑帅伟、卜宪贵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工作家庭冲突对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90 汪志胜、刘承宜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的体质健康标尺分析

430 马茂森、任静、舒颖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双减”政策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体育课后服务趋势、特征与困境的质性研究

314 关清文、方千华、王涛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学位法》视角

1316 董养社、陆作生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助推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研究

1340 谭利、曹庆荣、刘碧等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权威、价值与工具三维驱动学校体育政策的高质量生产研究

482 鲁娜、马艳红 学校体育 1.“十四五”时期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综述研究

679 白新蕾、高鹏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国家“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政策的地方反映及再制定研究 ——基于27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274 刘通、史鹏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省域政府推进体教融合的逻辑、阻碍与纾解之道

945 董春阳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013-2023年我国体教融合研究动态分析

1192 丁明露、黄谦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从“学生运动员”到“员工运动员”：职后运动生涯的域外引介与本土探索

444 李洋洋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普通高校体育课堂成就情绪对体育学习成就的影响 ——兼论性别的调节效应

1020 焦琳艳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体教融合背景下退役运动员任教的现实困境及问题纾解

1322 沈兆鑫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体教融合多元协同发展网络构建研究

1236 李慧、曲鲁平、孙伟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体教融合视域下体育传统特色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探索

970 李欢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体教融合视域下我国高校学生运动员角色过渡研究

1060 施华健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体教融合背景下高中篮球特长生培养现状调查研究

1147 刘萍萍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体教融合”背景下北京市羽毛球后备人才培养最优平衡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512 胡正华、刘艳 学校体育 2.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体教融合视域下青少年体育全面发展战略研究

437 张鑫淼、蔡玉军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人工智能助推体育教学改革的机遇洞察、风险审视与进路选择

1088 陈一林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祛魅”与“返魅”：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理性审视

921 杨颖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美英澳学校体育课程体系对我国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启示

1115 季文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四位一体121制”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

753 郭洪亮、姚蕾、许文鑫等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核心素养导向的中小学生体育深度学习量表的开发及信效度检验

870 邱佳玉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体育与健康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国际经验与实践路向

1125 吴安月、周珂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的核心要义、实施困境与推进策略

266 朱利红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体智融合课程提升学业效益的理论与证据研究

24 张学海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概念体育课程模式的学理支撑、目标指向及框架构建

950 赵俊、卜宪贵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系统论视域下体育专业研究生教学督导体系构建研究

623 周颖、王立军、唐云豪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高职院校“五育”融合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改革与研究

323 黄东怡、熊畅、韩瑢等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新时代高校体育与国防体育融合机制研究

380 李彦龙、常凤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双减”政策下社会力量助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机制与路径

923 何东、陈秋寰、周玉瑾等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我国体育学类本科专业核心课程的功能、挑战及出路

858 柳伟杰、岳新坡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体育与健康大单元教学的价值意蕴与困境应对

1286 魏冉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我国电竞学历教育中人才培养困境和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电竞专业建设研究

1241 杨泽森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数字技术赋能幼儿体育课程体系家园社共育的内在逻辑、现实检视与实践进路

277 梁攀攀、李士英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基于生命安全教育的中学防身格斗课程构建

202 任芳、姚蕾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基于儿童立场的幼儿体育教学活动问题审视与策略探究

938 陈思远、刘俐俐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对我国部分高校体育课程设置和满意度的研究



 ID  所有作者 论文类别 选题方向  论文题目

1129 何东、王志强 学校体育 3.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发达国家体育学类本科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的经验与启示——基于能力本位的考查

131 杨紫亦 学校体育 4.学校体育助力“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智能预测信息管理系统对我国学生运动员培养质量影响的理论探究

958 戴政雄 学校体育 4.学校体育助力“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体教融合背景下高校“三大球”赛事思政教育研究

1301 李华 学校体育 5.学校体育联赛研究 新时代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价值评估及其提升的路径研究

651 李晓鹏、徐成立、田静 学校体育 5.学校体育联赛研究 我国高校体育竞赛体系创新发展的价值取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基于深度访谈的质性分析

1265 陶恩海、程传银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永远的红太阳”：新中国体育教材中的毛泽东形象变迁研究

571 张玉华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学校体育赋能思政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研究

1277 王艺霏、栾传凯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程思政视域下体育教育专业术科课程实施困境、纾解路径与教学模式研究

412 晋毅鹏、黄莉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新时代尚武精神在高校体育课程思政中培育的逻辑阐释与价值意涵

709 秦振翼、王安治、刘少飞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不到长城非好汉”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育人的路径探析

619 张兰星、赵富学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介入空间视域：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空间变革的内涵、逻辑与进路

771 张世晴、刘敏、赵丽锦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720 赵华鑫、朱佳滨、余家良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源起·审思·推进：我国高校冰雪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387 程卫东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从赛场到课堂：高校体育竞技活动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与实践

1110 戴佳妮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新时代下高等职业学校体育课程思政的研究

535 李林、赵鹏、丰涛等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环节与推进路径

514 熊畅、韩瑢、黄东怡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论国防体育与尚武精神

238 郭祥轩、武冬、邝璐璐等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武术技术动作课程思政：四梁八柱、雕梁画栋与钟灵毓秀

155 张兴奇、龙佩林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道与法：高校体育教师课程思政胜任力的结构维度与提升路径

255 夏青、王勇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

594 张兰星、赵富学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融合与融入：基于5E模式的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587 李艳海、袁际学、王安越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西南联大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309 张强、苗峰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意蕴、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

433 耿盛凯、李清源、杨镒垚 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必要性研究

1050 赵贡美、顾先宇、杜熙茹*等学校体育 6.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红色体育文化视域探赜高校体育艺术类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及纾解之径

249 陶小娟、汪晓赞、李兴盈等 学校体育 7.学生体育素养培养研究 经验与借鉴：世界6国4洲学龄前儿童体育素养发展与我国培养策略研究

1026 黎波 学校体育 7.学生体育素养培养研究 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

385 张慧颖、郭彤彤 学校体育 7.学生体育素养培养研究 新时代大学生体育素养结构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893 李际麟、席莉、操晓虎等 学校体育 7.学生体育素养培养研究 初中体育课程中学生的失误认知对创造性表现的影响：目标投入和挑战感的链式中介效应

1256 张洪、王华倬、王乐乐 学校体育 7.学生体育素养培养研究 “顺应自然”与“核心素养”：先秦道家的身体教育观与当代启示

302 钟春丽 学校体育 7.学生体育素养培养研究 不同教学氛围对中学生体育课学习投入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442 廖意、陈蔚 学校体育 8.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诱因与治理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韧性治理的问题表征与纾解策略

610 赵峰、邢蕗涵 学校体育 8.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诱因与治理 基于风险管理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治理模型研究

124 孔凡明、米靖、杨三军等 运动生理生化 2.提高竞技能力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极化和阈值模式发展14～16岁男子赛艇运动员有氧耐力的效果研究

522 王硕、孔维祎、赵云罡 运动生理生化 3.运动促进健康的整合生理学研究 运动诱导的竞争性内源RNA网络在大鼠骨骼肌代谢调控中的线粒体作用机制研究

81 陶猛、高景川、黄海全等 运动生理生化 3.运动促进健康的整合生理学研究 不同视听觉联合运动对短时情绪改善效果的差异研究：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1035 王积福、丁凤 运动生理生化 3.运动促进健康的整合生理学研究 抗阻运动对超重女大学生食物线索注意偏向影响的电生理学机制

733 董云峰、魏昊、邱俊强 运动生理生化 4.营养与运动表现提升研究 M1巨噬细胞在BCAA改善运动性肌损伤修复中的作用及机制

465 郑岳骏 运动生理生化 4.营养与运动表现提升研究 MOTS-c预防小鼠因低氧环境导致运动能力下降及初步机制研究

151 张凤、毕存箭、林宏牛等 运动生理生化 4.营养与运动表现提升研究 我国高海拔地区藏族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与执行功能的关联关系研究

1093 于加倍、刘勇、王舸 运动生理生化 5.运动训练负荷生理生化监控研究 自行车运动员组织间液葡萄糖（IFG）变化与训练负荷关系的研究

931 胡泽鹏、吴昊 运动生理生化 6.特殊环境下的运动适应研究 交叉适应理论及在体育科学研究中的研究进展

1126 孔翎宇、张秋霞 运动生理生化 6.特殊环境下的运动适应研究 特质焦虑与自我效能对姿势威胁环境下年轻人双任务静态站立稳定性的影响

450 王蒙、于晶 运动生理生化 7.运动健脑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原始反射整合训练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执行功能和行为的影响：一项fMRI研究

297 王春晓、李丽、刘宇飞等 运动生理生化 7.运动健脑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12周有氧运动对APP/PS1小鼠认知障碍改善的机制研究

983 李锋 运动生理生化 7.运动健脑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内质网应激在棕榈酸诱导的前额叶细胞凋亡中的作用机制及PPARγ的调节效应

528 谷倩、孙晋海、罗亮 运动生理生化 7.运动健脑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开放性技能运动与闭合性技能运动对青少年阈下抑郁症状的影响

955 闫竹蕊、陆颖之、王莹莹 运动生理生化 7.运动健脑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体育舞蹈运动员动作理解的神经机制研究

99 艾磊、周越 运动生理生化 8.慢病运动干预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下坡跑通过调控枯否细胞极化改善NAFLD的效果研究

1040 陈丹丹、寇现娟 运动生理生化 8.慢病运动干预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不同形式运动通过上调Notch信号通路促进神经发生改善自然衰老大鼠学习记忆能力

261 刘文君、薛政昊、李晓琳 运动生理生化 8.慢病运动干预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基于JAK2/STAT3信号通路探讨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干预改善2型糖尿病大鼠肾脏损伤的影响研究

193 张虎、陈宁 运动生理生化 8.慢病运动干预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Irisin，运动调节衰老肠道菌群退变的重要媒介

353 王嵛、陈超凡、李玉珊等 运动生理生化 8.慢病运动干预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有氧运动诱导miR-21调控PTEN/PI3K/AKT对小鼠缺血再灌注损伤后心肌梗死面积及心肌组织炎症反应的影响研究



 ID  所有作者 论文类别 选题方向  论文题目

1164 刘醒然、寇现娟 运动生理生化 8.慢病运动干预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跑台运动上调miR-338-5p靶向JAK2/STAT3通路改善肥胖小鼠认知功能

1175 张宝文、寇现娟 运动生理生化 8.慢病运动干预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Notch1/自噬信号在跑台运动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中的作用

1166 吕慧婕 运动生理生化 8.慢病运动干预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有氧运动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心肌损伤的影响 及其机制

629 张旸、王文龙、魏强嫚等 运动生理生化 8.慢病运动干预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基于八段锦运动的miR-324/ROCK1信号通路在脂代谢调控中的作用

633 陈姻儒 运动训练 1.新型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型举国体制下巴黎奥运会的“热效应” 与中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冷思考”

405 田兵兵、辜德宏 运动训练 1.新型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背景下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路探索

123 文彦章 运动训练 1.新型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我国竞技体育青少年训练体系的演变历程与创新突破

918 黄慧文、黄军、颜梅 运动训练 1.新型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域外经验借鉴与启示

561 张楠、张然、臧文婧 运动训练 1.新型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我国竞技体育成果全民共享的价值蕴意、问题聚焦与纾解路径

504 尤冲 运动训练 1.新型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我国轮椅冰壶项目竞技技术特征评估研究                ——以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为例

408 夏静、李赞 运动训练 1.新型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赋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溯源、系统解析与创新推进

652 李晓鹏、徐成立、田静 运动训练 1.新型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型举国体制下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四维逻辑

10 李梅杰 运动训练 10.奥运会备战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 河南省竞技体育项目奥运备战集成创新的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

669 张义祥 运动训练 2.人工智能背景下运动训练模式的转型发展研究 数智技术赋能我国竞技体育训练竞赛体系现代化：价值使命、应用场域与推进路径

1296 胡茜文、冯本余 运动训练 2.人工智能背景下运动训练模式的转型发展研究 数字技术赋能竞技蹦床训练科学化应用研究

908 李阳 运动训练 2.人工智能背景下运动训练模式的转型发展研究 AI人工智能在游泳运动训练中的应用与发展

776 苏阳、杨国庆 运动训练 2.人工智能背景下运动训练模式的转型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虚拟现实技术在运动训练中的应用与发展

1104 戴佳妮 运动训练 3.学科交叉背景下运动训练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应用研究 学科交叉背景下乒乓球训练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研究

914 张雨璐、徐刚 运动训练 3.学科交叉背景下运动训练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应用研究 不同水平女子足球运动员在专项视觉注意任务中的表现差异

879 吴尽、阮文军、梁永杰 运动训练 3.学科交叉背景下运动训练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应用研究 高水平射箭运动员动作准备阶段大脑神经机制分析

470 吴昌鸿、王宁、鲍善军等 运动训练 3.学科交叉背景下运动训练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应用研究 脑力疲劳状态下不同水平拳击运动员对技术类型和空间知觉预测的影响

22 宋瑨 运动训练 3.学科交叉背景下运动训练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应用研究 基于SVM的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战术特征研究——以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为例

1146 冯雪、李赞 运动训练 4.国际一流训练基地建设模式与创新路径研究 新发展理念：训练基地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指导与实践路向

466 李鑫、李赞 运动训练 4.国际一流训练基地建设模式与创新路径研究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国家体育训练基地高质量发展研究

1010 张艺琼 运动训练 5.青少年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 我国青少年篮球运动技能等级评定标准的研究与展望 ——基于10套评定标准的比较

394 张航、胡好 运动训练 5.青少年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 “科训医”深度融合驱动下的青少年体校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915 刘念、张黎明、孟帅 运动训练 5.青少年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 小场地比赛（SSG）在启蒙阶段少儿足球训练中的应用研究

901 马子双、冯一娟、孟帅 运动训练 5.青少年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 功能性力量训练对青少年业余拳击运动员肌肉力量、爆发力、敏捷性、无氧能力、出拳速度和出拳力量的影响

625 游国鹏、赵少聪 运动训练 6.精英运动员竞技能力提高的关键技术研究 优秀男子速度攀岩运动员比赛加速阶段肌电特征研究

66 张寅凯、王紫玉、王一淞等 运动训练 6.精英运动员竞技能力提高的关键技术研究 基于速度的力量训练中不同速度损失阈值对拳击运动员上肢爆发力的影响

1200 张鑫蕊 运动训练 6.精英运动员竞技能力提高的关键技术研究 拱形支撑鞋垫在竞走中减少足底压力的有效性研究

1082 徐君伟、张淳尧、王彩瑜等 运动训练 6.精英运动员竞技能力提高的关键技术研究 世界重大女子乒乓球比赛中胜者与负者战术能力特征比较研究

966 杨蕊、张锡广、岳雷蛟等 运动训练 6.精英运动员竞技能力提高的关键技术研究 水翼帆板障碍滑比赛中不同水平运动员的运动学技战术变量研究

831 原华烽、祝大鹏 运动训练 6.精英运动员竞技能力提高的关键技术研究 足球真实场景下焦虑和空间工作记忆负载对足球运动员视觉搜索的影响

609 陈晨、高捷、周彦良 运动训练 6.精英运动员竞技能力提高的关键技术研究 惯性测量单元在仰泳运动员躯干转动技术诊断中的应用

865 张斌、何展扬、叶彬勇等 运动训练 6.精英运动员竞技能力提高的关键技术研究 精英与次精英举重运动员抓举极限重量生物力学差异：一项基于统计参数映射的研究

846 李紫薇、赵晶 运动训练 7.体育强国背景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研究 回归教育：新时代我国滑雪运动人才培养的内涵逻辑与体系构思

268 陈辉、魏小斌、陈小平 运动训练 7.体育强国背景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研究 精英网球运动员成长时序特征对后备人才培养的现实启示——来自ATP/WTA前100的证据

245 徐杰、冯智、徐剑 运动训练 7.体育强国背景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研究 日本青少年羽毛球后备人才培养经验及启示

1108 祝磊、常渊博 运动训练 7.体育强国背景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研究 我国青少年篮球人才培养模式的外部借鉴与内部优化研究

1118 卢从飞、张寅、徐建华等 运动训练 7.体育强国背景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研究 生态与生涯交叉视角下国际女性教练职业困境归因理论脉络

187 陆国田、王林、段意梅等 运动训练 7.体育强国背景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研究 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欧洲经验——基于“双重职业（DC）”理念的探索与思考

810 胡博然 运动训练 8.职业体育深化改革与“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我国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结构失衡与协同发展研究

340 魏小斌、陈小平 运动训练 8.职业体育深化改革与“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日本三大球崛起的主要制胜因素及其启示

880 李克良、张瑶、李创 运动训练 8.职业体育深化改革与“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秩序·活力：我国“三大球”赛事监管体系再平衡研究

1191 李南、王红雨 运动训练 8.职业体育深化改革与“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从竞技到职业：中国三大球发展困囿与纾解方略

525 陈睿、徐建华、程丽平等 运动训练 8.职业体育深化改革与“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美国经验与中国启示：“三大球”精英教练员执教理念的个性与共性

1075 贾昊哲 运动训练 8.职业体育深化改革与“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体育强国背景下中国‘三大球’振兴阻碍与优化路径研究

1062 史成皓、王亿豪 运动训练 8.职业体育深化改革与“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世界男子篮球发展现状及趋势

1148 桑培虎、崔国文、韩重阳 运动训练 8.职业体育深化改革与“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中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国家认同意识的培养路径研究

1008 赵华鑫、朱佳滨、米靖 运动训练 8.职业体育深化改革与“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三大球”振兴背景下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困境审思与实践方略

907 许鑫浩、王亿豪、闵新宇 运动训练 8.职业体育深化改革与“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从位置模糊看我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员的培养路径

1258 丁明露、张波、朱岩等 运动训练 8.职业体育深化改革与“三大球”振兴发展研究 “三大球”振兴背景下新时代排球发展的经验、困囿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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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张世超、夏之顺 运动训练 9.世界体育强国运动项目发展与运动训练前沿研究 古希腊运动项目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与钩沉启示

718 范雨轩 运动医学 1.运动损伤的诊疗与防护研究 绝经后女性肌少症患者的足底压力中心和质心加速度研究

138 盛逸澜 运动医学 2.运动康复理论与实践新方法研究 脑卒中患者单双任务步行转换训练的生物力学特征与神经肌肉动作控制机制

589 刘忠源 运动医学 2.运动康复理论与实践新方法研究 基于音乐响度的听觉刺激对成年人闭眼状态下平衡控制特征的研究

424 康成、黄丽敏、吴孝军 运动医学 2.运动康复理论与实践新方法研究 “互联网+有氧运动”对稳定性冠心病患者居家康复效果的影响研究

1131 吴飞龙、于晶、姜娟 运动医学 2.运动康复理论与实践新方法研究 易筋经与多巴丝肼片联合治疗中度帕金森病患者运动障碍的追踪干预研究

510 綦湘、狄永惠、付娉婷等 运动医学 2.运动康复理论与实践新方法研究 脊柱侧弯“矫法”对AIS患者膈肌形态及功能的影响

731 刘博文 运动医学 3.运动能力测试与评估方法创新研究 视觉反馈和手部主导性对书写表现及控制策略的影响

1239 孙宇 运动医学 3.运动能力测试与评估方法创新研究 拦截运动中眼动策略对于不同水平运动员的影响：凝视与动作的耦合

265 王子奇、卜宪贵、王文军等 运动医学 3.运动能力测试与评估方法创新研究 创新力量训练干预对残疾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混合研究方法的实证探索

845 高雅楠 运动医学 4.运动处方精准化研究与应用 基于人工智能的运动处方推荐系统

654 刘洋 运动医学 4.运动处方精准化研究与应用 低负荷BFRT联合推拿按摩对柔道运动员肩关节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研究

1306 徐异宁、顾耀东 运动医学 5.运动预防疾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小学龄儿童膝关节外翻风险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及验证：基于生物力学数据

273 朱家驹、刘星泽、叶子俊 运动医学 6.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远程诊疗技术在运动医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基于OpenSim和深度学习预测膝骨关节炎患者步态行走下的膝关节接触力

1173 程明 运动医学 6.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远程诊疗技术在运动医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3D矫正鞋垫配合运动疗法治疗田径运动员慢性非特异性下背痛临床效果观察

322 徐珊珊、胡亮 运动医学 6.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远程诊疗技术在运动医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多成分移动健康干预对超重肥胖大学生身体活动、社会认知及心理健康的影响

848 于文朗、李秦陇、任弘等 运动医学 6.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远程诊疗技术在运动医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不同睡眠监测设备对于睡眠障碍运动员睡眠监测准确性研究

683 张喆喆、娄渊河 运动医学 6.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远程诊疗技术在运动医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LSTM模型在运动医学前沿应用中的创新与实践

486 董琛 运动医学 7.不同人群膳食营养的监测与干预研究 运动员肠道菌群高多样性的解释：基于信息分享机制的假设与验证

122 郭伟帅、李明、董腾飞等 运动医学 8.运动损伤与康复的生物力学研究 单脚跳着陆任务中静态拉伸下肢不同部位对ACL损伤风险的急性影响

32 郭丞、尹军 运动医学 8.运动损伤与康复的生物力学研究 基于有限元法的射箭运动员拉弓侧肩袖肌群应力变化分析

1299 王艺霏、栾传凯、郭学松 运动医学 8.运动损伤与康复的生物力学研究 青年男性不同步态下肢肌力关键参数与敏感性分析

415 董茂林、孙向豪、李晗等 运动医学 8.运动损伤与康复的生物力学研究 不同投掷风格棒球投手的肩肘关节动力学对比研究 —以美国大学精英运动员为例

716 孟令越、王越、王宇博等 运动医学 8.运动损伤与康复的生物力学研究 节奏听觉刺激对FAI者落地关节力学的影响：基于人体感觉统合的神经肌肉控制

1000 杨晓巍、周志鹏、顾耀东 运动医学 8.运动损伤与康复的生物力学研究 肌肉电刺激结合肌力训练对髌股疼痛综合征人群下楼梯动作生物力学特征的影响

1127 张斌、叶彬勇、何展扬等 运动医学 8.运动损伤与康复的生物力学研究 疲劳对女子羽毛球运动员反手区杀球落地时生物力学的影响

817 李峰平、孙冬、顾耀东 运动医学 8.运动损伤与康复的生物力学研究 着陆缓冲期的髌腱力学动态分析：多时刻有限元模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