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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大学 陈金鳌 体育健身场馆室内空气质量现状调查研究 S 2

常州大学 董伦红 基于项目课程理论下的高校篮球课程改革研究 D 2

常州大学 简波 新疆塔吉克族鹰舞研究 M 2

常州大学 马维平 群众体育资源配置及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C 2

常州大学 咸东进 江苏省女子曲棍球后备人才培养现状研究 E 2

常州大学 赵   珊 促进江苏省体育课程改革的策略之一——构建江苏省体育教师认证标准 A 2

常州大学 陈金鳌 国外休闲体育教育现状及其启示 S 3

常州大学 高   晶 高校休闲体育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特色研究 D 3

常州大学 李  荣 我国运动员沟通能力研究 S 3

常州大学 刘红存 可雇用视野下休闲体育课程体系研究 S 3

常州大学 马维平 体育教学的主体间性走向及其施教策略 D 3

常州大学 王纪信 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互动研究 S 3

常州工程职技院 刘会平 浅谈高校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 C 2

常州工程职技院 谢斌 高职体育课程建设的基本要素剖析 D 2

常州工程职技院 洪煜 单纯性肥胖青年女性减肥运动处方的研究 G 3

常州工程职技院 刘会平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苏北地区农村体育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C 3

常州工程职技院 吕秀娟 高职体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实训课程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D 3

常州工程职技院 吕秀娟 莱美课程体系在中小城市健身市场推广程度的调查研究 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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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工程职技院 王小平 常州高校网球教学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D 3

常州工程职技院 赵洪明 高职院校BMI指数异常学生的家庭干预研究 G 3

常州工学院 武俊昊 阳光体育运动背景下体育伤害事故规避策略研究 C 3

常州轻工职技院 钱北军 相倚性教学原理在篮球技能教学中的运用 D 2

常州轻工职技院 徐江波 苏南地区高职院校运动队运动员现状分析 E 2

常州轻工职技院 杨文明 拓展训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I 2

常州轻工职技院 钱北军 体育教学方法的正确选择与优化 D 3

常州轻工职技院 许斌 奥林匹克运动推进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条件研究 S 3

东南大学 陈莹 从社会性体格焦虑角度研究体育锻炼行为的意义 I 2

东南大学 丁亮 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大学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D 2

东南大学 方志 奥运奖金之研究 T 2

东南大学 刘龙柱 孙晓玲 高校体育教育对公民参与意识培养的研究 S 2

东南大学 沈怀准 当前大学体育教育问题形成的哲学分析 A 2

东南大学 沈怀准 张惠红  不同示范类型对序列性运动技能学习的影响研究 D 2

东南大学 宋振智 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激励机制构建的研--以江苏省8所高校监测点校为例 N 2

东南大学 徐南强 我国恩格尔系数与大学生体质指数关系变异的思考 N 2

东南大学 叶培军 定向运动在体育人文精神培养中的功能 A 2

东南大学 袁兴志 苗族“鼓藏节”的研究概述 C 2

东南大学 张文静 基于GDP增幅的城市体育公共设施供求动态模型 R 2

东南大学 黄颖 江苏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学中伤害事故防范体系的构建 B 3

东南大学 张韬磊 8-12岁儿童游泳教学训练方法及心理的研究 E 3

河海大学 李华 健美操理论教学课件的研制与实证研究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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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 李云 基于swot对南京体育培训市场开发分析研究 S 2

河海大学 汤利军 运用学生“On-Task”行为观察法测量水平2和水平4学生的体育课堂教学效果 I 2

河海大学 王宇 江苏水文化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研究 R 2

河海大学 王宇 南京高校大学生课外羽毛球运动开展的调查研究 C 2

河海大学 王宇 奥林匹克运动相关问题辩证关系的哲学思考 T 2

河海大学 杨宏昌 合作学习教学模式对大学生团队精神影响的实验研究 D 2

河海大学 张华 随迁子女、城市和留守学龄儿童体质健康的比较研究 N 2

河海大学 成宇 对大学校园足球文化理念创新的思考 A 3

河海大学 高宇 高校体育文化节对落实阳光体育运动的可行性及对策分析 C 3

河海大学 黄鹂 基于SWOT分析高校体育场馆开发与对策研究 R 3

河海大学 李篁 我国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困境及对策研究 S 3

河海大学 李亚男 耗散结构视角下扬州半程马拉松的品牌赛事培育 R 3

河海大学 刘安兵 在研究生中开设体育俱乐部可行性探索 D 3

河海大学 吕涛 基于弹性理论-论需求弹性对南京市体育培训产品的供求变化的影响 R 3

河海大学 吕涛 构建普通高校篮球教学训练创新模式研究 E 3

河海大学 吕涛 高校体育部门国有资产流失途径与治理对策研究 S 3

河海大学 魏巍 现行直道跨栏跑训练理论与普通大学生训练计划的比较研究 E 3

河海大学 徐岩 浅析新兴体育项目走进基础教育课堂的可行性       ——以迷你高尔夫球为例 D 3

河海大学 杨宏昌 论合作学习和传统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 ---从成员分类分析理论角度 D 3

河海大学 杨武侠 大学生身心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I 3

河海大学 张艳 南京市普通高校篮球课教学现状调查研究 D 3

淮海工学院 刘大海 江苏省龙舟运动发展的SWOT分析与策略研究 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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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工学院 揣佳凡 江苏沿海地区体育旅游融入上海合作发展的研究 S 2

淮海工学院 高群盛 关于完善我国职业篮球竞赛市场建设的思考 R 2

淮海工学院 何金 江苏高校龙狮运动进入社区体育的前景探析 M 2

淮海工学院 黄伟业 连云港市农村居民使用全民健身路径锻炼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C 2

淮海工学院 李亚蓓 健美操套路编排对大学生多元智能的影响 D 2

淮海工学院 刘大海 淮海工学院开设龙舟教学课程的可行性研究 D 2

淮海工学院 刘永风 再论我国休闲体育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S 2

淮海工学院 陆守芹 江苏普通高校开设动感单车课程的可行性研究 D 2

淮海工学院 徐锋 高校开展龙舟项目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M 2

淮海工学院 徐明 不同体质健康水平大学生身体成分特征分析 N 2

淮海工学院 闫洪杰 高校体育俱乐部加训素质教学的探研 D 2

淮海工学院 张桂玲 完全学分制下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D 2

淮海工学院 张伦厚 长三角地区普通高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现状及对策分析 M 2

淮海工学院 朱建国 学术史视域下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发展演进 S 2

淮海工学院 朱建国 以健身行业为载体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研究 S 2

淮海工学院 高正峰 试论健身气功在新农村老年群体中的推广 M 3

淮海工学院 顾宗芳 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开设瑜伽运动的可行性研究 D 3

淮海工学院 韩传来 高尔夫的休闲文化本质及其人文价值 S 3

淮海工学院 黄伟业 新农村居民体脂率与年龄变化规律的研究 G 3

淮海工学院 李晋洲 淮海工学院龙舟运动发展研究 M 3

淮海工学院 刘永风 一部促进全民健身体育发展的软法-------写在《全民健身条例》颁布四年之际 S 3

淮海工学院 马彦 政府管理创新与社会公共体育产品 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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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工学院 秦云华 高校羽毛球课程教学表达艺术的研究 D 3

淮海工学院 宋丽 现代体育科技发展趋势及其对竞技体育的影响 O 3

淮海工学院 陶权 场馆内外体育文化宣传方式及功能研究 S 3

淮海工学院 王红光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居民体育活动现状与对策研究 C 3

淮海工学院 王永红 高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对策 C 3

淮海工学院 魏芳艳 太极柔力球运动对培养大学生健康心理的影响 I 3

淮海工学院 薛丽卿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 S 3

淮海工学院 闫洪杰 高校太极拳剑俱乐部念动教学探研 D 3

淮海工学院 闫洪杰 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中伤害风险探研 S 3

淮海工学院 仰传兵 对江苏籍高校学生身体素质持续下降现象实施干预研究 N 3

淮海工学院 仰传兵 体育法学在我国体育领域中的地位 S 3

淮海工学院 袁育霞 和谐社会视域下社区体育发展的思考研究 C 3

淮海工学院 张华莹 对连云港市体育休闲旅游的构思 S 3

淮海工学院 朱建国 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中大学生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S 3

淮海工学院 朱江 江苏省海洲湾地区构建大学生海岛户外体育拓展基地模式的研究 A 3

淮阴工学院 蔡先锋 12分钟跑练习对普通大学生血压、心率和血红蛋白影响的实验研究 G 2

淮阴工学院 魏  巍 “核心力量”在传统武术功法中的解读与辨析 M 2

淮阴工学院 张路遥 不同竞技水平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动机气氛感和攻击行为 I 2

淮阴师范学院 柏建清 非营利组织之体育公共服务评估的中西比较与借鉴 S 2

淮阴师范学院 李雷 生命伦理视域下竞技体育的异化 S 2

淮阴师范学院 张道荣 从中希战争差异看奥运会的诞生 T 3

淮阴师范学院 祖 晶 影响江苏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现状的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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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财经职技院 傅遐龄 PBL在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的运用与思考 D 2

江苏财经职技院 庞建民 高职院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C 2

江苏财经职技院 徐敏 淮安市“农转城”学生体质特征变化趋势的调查分析 N 2

江苏财经职技院 季宵磊 高校体育管理系统平台开发与应用研究 L 3

江苏财经职技院 侍勇 论中国当代体育文学揭示出来的奥林匹克精神 T 3

江苏财经职技院 徐晓娟 陶行知体育观运用于高职体育教育的研究 D 3

江苏财经职技院 许龙成 论学校现代化背景下的高职体育教师职业素质提升 S 3

江苏财经职技院 章晓伟 基于终生体育下的高校羽毛球运动研究 A 3

江苏大学 程一军 论“体育纳入高考”应当缓行 S 1

江苏大学 陈  静 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文化内涵的探讨 S 2

江苏大学 黄  巍 影响镇江市普通高校武术教学发展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D 2

江苏大学 李银芳 江苏省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现状分析与对策 C 2

江苏大学 刘春忠 群体凝聚力测评与优化高校高水平排球队管理的研究 B 2

江苏大学 马文锋 镇江市健身俱乐部会员健身现状的调查研究 C 2

江苏大学 吴艳萍 镇江市运动训练“训科医”一体化模式的认识与对策 E 2

江苏大学 徐家萍 镇江市高校女大学生体育消费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R 2

江苏大学 张  燕 大学生体育课素质练习的实验探索 D 2

江苏大学 丁建国 对大学新生体质现状与动态特征的研究 N 3

江苏大学 李  岚 苏南高校体育与城市社区的互动研究 C 3

江苏大学 李银芳 新兴大众健身项目排舞在镇江市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C 3

江苏大学 李宗堂 普通高校运动队运转现状及对策研究 B 3

江苏大学 王武年 我国专业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管理及其发展分析 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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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 许彩艳 力竭运动对小鼠血浆一氧化氮合酶活力及自由基反应生物效应的影响 G 3

江苏大学 于桂林 高校体育舞蹈课教学之探究 D 3

江苏大学 于亚军 高校体育场馆对社会开放的管理困境及对策 ——以江苏省高校为例 B 3

江苏大学 张  跃 镇江市高校啦啦操运动开展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C 3

江苏海事职技院 郭海静 学校体育现代化进程中高职院校体育教材建设研究 S 2

江苏海事职技院 黄雅男  刘浩 教出水平，说出精彩--如何提升高职体育教师说课水平 D 2

江苏海事职技院 毛剑杨 基于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D 2

江苏海事职技院 宋慧菁 江苏省普通高校体育课程运动技能目标的达成与对策 D 2

江苏海事职技院 宋慧菁 健美操课程对高职院校女生健康状况影响的调查和分析 I 2

江苏海事职技院 魏元媛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开设野外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可行性研究 D 2

江苏海事职技院 张美云 学校体育现代化进程中高校体育教师职业生涯管理 S 2

江苏海事职技院 郭海静 论当代体育课程改革中隐性课程因素的发掘 D 3

江苏海事职技院 黄雅男 我国航海人员职业体能评价体系研究 N 3

江苏海事职技院 李文革 大学生存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从体育教学角度思考 D 3

江苏海事职技院 刘辉 异化与重构：对传统武术发展的思考 M 3

江苏海事职技院 毛剑杨 高校开展中长跑教学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D 3

江苏海事职技院 章柏庚 高职院校航海体育教师专业素质构成的研究 S 3

江苏建筑职技院 房庆华 基于网络化技术构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评系统的研究 L 2

江苏建筑职技院 相振伟 大学生体育课学习满意度调查研究 D 3

江苏教育学院 陆炎 张彪 身体感知下的精神召唤——管窥大学生健康人格形成机制 I 2

江苏开放大学 岳宁冈 高校体育场馆管理应急机制的建立与运行的研究 R 2

江苏科技大学 陈  昱 江苏省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与对策分析 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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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科技大学 高雪梅 阳光体育运动开展与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有效对接研究 C 2

江苏科技大学 郝小刚 大学生身体素质：家庭因素的尴尬境遇与发展的新策略 N 2

江苏科技大学 李  明 对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S 2

江苏科技大学 王  娟 论我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发展的内部困境 M 2

江苏科技大学 许婕 基于SOPLAY观察系统对普通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研究——以江苏某高校为例 C 2

江苏科技大学 张一弛 关于高校定向运动课程的几点思考 D 2

江苏科技大学 赵  均 东亚竞技体育合作及我国责任的思考 S 2

江苏科技大学 陈  昱 江苏省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与对策分析 S 3

江苏科技大学 陈  昱 江苏省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与社会需求状况的调查研究。 S 3

江苏科技大学 管慧香 不同运动强度对2型糖尿病患者血脂及Hs-CRP的影响 G 3

江苏科技大学 洪美玲 对2012年泛太平洋冰壶锦标赛赛况评析 S 3

江苏科技大学 冷迎辉 如何将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内涵融入高校体育教学中 D 3

江苏科技大学 李  明 对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S 3

江苏科技大学 钱小强 学校体育意外伤害法律责任的再探——论中小学生与大学生的区别 D 3

江苏科技大学 王芳平 体育专业健美操课堂参教式教学法的应用研究 D 3

江苏科技大学 徐杏玲 体育教育中传统和现代化的碰撞与融合 B 3

江苏科技大学 徐仰良 长距离耐力性项目训练的负荷特征研究 E 3

江苏科技大学 赵长征 体育营销中的公共关系发展策略研究 S 3

江苏理工学院 司庆洛 曾红卒 韩宁 阳光体育运动对大学生体质健康中不良行为的干预研究 N 2

江苏理工学院 章茹  李海峰 体育强国视野下，我国青少年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A 3

江苏农林职技院 卢丹 从社区群众健身运动看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改革----镇江新区广场健身操运动的启示 D 2

江苏省委党校 朱波涛 高职院校部分女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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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 李荣 健身街舞和篮球队女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I 1

江苏师范大学 姜龙 动作发展学视域下小学体育教学评价的实证研究——以水平三为例 D 2

江苏食品职技院 周志华 基于云技术条件下高职体育混合教学平台设计与构建 L 2

江苏食品职技院 高飞燕 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融入职业元素的实践与研究——以酒店管理专业礼仪操教学为例 D 3

江苏食品职技院 施国山 对高校体育课程改革与终身体育化的理性思考 D 3

江苏信息职技院 周菊明 美日两国体育产业核心理念的确立对我国的启示——兼论政府职能的合理化选择 R 2

江苏信息职技院 包敦峰 高职院校阳光体育项目的推广实践与创新研究 C 3

江苏畜牧兽医职技院 蒋 旻  专业对接、文化引领下高职阳光体育实用校本教材的开发——以《畜牧兽医专业实用体育教程》特色教材为例 C 2

江阴职技院 谭震皖 体育课堂教学的社会学比照 D 2

江阴职技院 沈震 五年间苏南地区成年人身体机能指标动态变化研究 N 3

江阴职技院 许晓琴、张燕红 论太极拳理论对大学生正确人生观的影响 M 3

江阴职技院 张燕红、许晓琴 论高职体育“先导后教”教学模式 D 3

金陵科技学院 王红艳 全民健身条例政府执行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B 2

金陵科技学院 吴雯雯 啦啦操运动情色化论调批判及其应然发展方略略论 B 3

南京大学 陈刚 健身气功练习对更年期人群 “自愈力”提升促进与影响 M 2

南京大学 陈樨 论高校体育教师素质培养与队伍建设 D 2

南京大学 姜艳 普通高校体育社团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C 2

南京大学 李波 日本残障体育指导者培养体制及资格认定分析 S 2

南京大学 刘英梅 论阳光体育运动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课程设置 D 2

南京大学 钱元元 社区体育健康促进的研究 C 2

南京大学 翟一飞 身体锻炼对智障学生体适能及运动技能的影响 G 2

南京大学 鲍大卫 南京健身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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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李萍萍 对高校体质弱势群体体育教育的研究 D 3

南京大学 李文龙 我国跆拳道市场化SWOT分析及营销策略探究 R 3

南京大学 吕艳玲 由太极大舞引起的思考 M 3

南京大学 谭琳 诺丁斯的幸福教育思想及对学校体育改革启示 A 3

南京大学 王成 论新时期大学体育的使命与担当 A 3

南京大学 问梅 试论体育教学中的伤害风险及其管理 D 3

南京大学 肖鹏 高校体育舞蹈教学内容的选定及教学方法的探究 D 3

南京大学 谢争 试述体育舞蹈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I 3

南京大学 燕明剑 推动阳光体育运动发展，加强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材建设 D 3

南京大学 周文青 深化改革“体教结合”向“体教融合”转变 D 3

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何成阳 江苏苏北农村初级中学体育现状和对策研究——以淮安区为例 A 2

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何成阳 江苏苏北农村初级中学学生体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C 3

南京工业大学 颜耀春 陈建华 张天峰 宋  强 陈晓霞 普通工科高校“体弱生”形成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基于对南京工业大学200名一年级男生体育认知和体育行为习惯的问卷调查 N 1

南京工业大学 陈建华 张天峰 普通高校体育工作务实创新重成效-----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 A 2

南京工业大学 李加奎 美国高校体育社团管理及启示 B 2

南京工业大学 李加奎 媒介嬗变背景中高校体育课程的开发与利用 D 2

南京工业大学 刘健 体育展示在校园体育节及赛事中的运用——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 C 2

南京工业大学 孙欣荣 人文忧思与体育高技术的博弈――基于人文评价视角的体育高技术发展 S 2

南京工业大学 严  燕 陈建华 普通高校促进大学生体质健康的有效途径探索----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 N 2

南京工业大学 於 鹏  陈建华 江苏省普通高校慢投垒球课程教师的基本现状研究 D 2

南京工业大学 张海涛 高校健美操教学中分组考核等分制的研究 D 2

南京工业大学 张天峰 孙景召 赵飞 高校大学生阳光长跑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实施与分析——以某高校为例 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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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 钟 锵 江苏省高校户外运动课程开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D 2

南京工业大学 曹西文 陈建华 深化大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思考 C 3

南京工业大学 杜寿高 王鸣骏  吕 伟 高校开展校园群众体育赛事的对策研究 C 3

南京工业大学 顾益民 第11届世界杯中外女排不同位置运动员非技术指标对比研究 E 3

南京工业大学 郭守康 后奥运时代我国体育产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 R 3

南京工业大学 秦志华 对“休闲”、“休闲体育”、“体育休闲”内涵界定的研究. S 3

南京工业大学 孙景召 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弱链接”制约机理及训练应对策略 E 3

南京工业大学 于炳德 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锁在竞赛中存在的问题与修正 M 3

南京工业大学 於鹏  我国普通高校开展慢投垒球项目的研究综述 D 3

南京工业大学 张涛 郭守康 论高校网球运动的环境建设 C 3

南京工业大学 张文颂 南京市普通高校体育选项课现状的调查研究 D 3

南京工业大学 章璐璐 各派太极拳渊源与风格的比较研究 M 3

南京工业大学 章璐璐 群众需要是中国武术创新原动力 M 3

南京工业大学 周爱东 体育游戏活动效果的判断和调整 S 3

南京工业职技院 曹锦飞 基于行业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学生职业体能训练模式研究 E 2

南京工业职技院 杨双燕 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养成的影响因素及其策略研究 C 2

南京工业职技院 韩小盛 合作学习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散打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D 3

南京工业职技院 杨汉春 体育教师在高校教育中的优势分析 S 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华卫 八段锦对病残大学生身心健康影响的实验研究 I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华卫 美国综合学校健康教育：协作计划、国家标准和综合课程 A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杜长亮 体育社会学视野中的“江南style”与广播体操之争 S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杜长亮 新健康理念下我国华东五市大学生体育运动行为取向研究 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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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贺军萍 瑜伽练习对普通高校体质弱势群体身心影响的研究 I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贺军萍 瑜伽运动对民航飞行学员抗负荷能力影响的研究 G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汪文君 半蹲式和滚翻式落地缓冲的体育教学实验研究 D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翟元 不同水平游泳运动员泳凳训练的肌肉EMG光谱参数特征 G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华卫 普通高校慢性病大学生健康素养与健康体适能水平及相互关系 N 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邓杰 篮球运动风格的特征分析及其形成影响因素的阐释 I 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郭洪波 我国男子篮球运动员流畅状态研究 E 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郭洪波 我国体育竞赛业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B 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寇磊 全国啦啦操联赛市场化运作的研究 R 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苏娟 现代媒体与“个性化”体育教学实验 Q 3

南京化工职技院 李华梅 江苏省高职院校大学生休闲体育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 C 1

南京化工职技院 杜健康 分庭抗拒还是和平对话———体育本质功能两种表述的社会学审视 A 2

南京化工职技院 张堃 太极柔力球训练对中老年抑郁者康复的影响 E 2

南京化工职技院 崔健华 “阳光体育运动”实施与高职院校乒乓球课内外一体化课程设置与建设研究 D 3

南京化工职技院 杜健康 跆拳道运动员核心力量训练的技术视域兼谈与专项训练的融合 E 3

南京化工职技院 冯国胜 构建校企体育互动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S 3

南京化工职技院 刘帅 职业化教育中人力资源体力要素的研究 N 3

南京化工职技院 刘帅 东西文化碰撞下武术文化新的生产与消费 M 3

南京机电职技院 唐钰峤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体质健康与运动习惯研究 N 3

南京交通职技院 倪婷婷 基于总体幸福感对退役运动员的维度分析 I 2

南京交通职技院 任忠芳 江苏省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间传导机制的研究 R 2

南京交通职技院 任忠芳 体育强国视域下的体育强省建设研究---以江苏体育强省建设为例 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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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交通职技院 樊东声 举办青奥会对南京城市发展的乘数效应 T 3

南京交通职技院 贺峰 网络条件下对体育教师测评系统研究 L 3

南京交通职技院 任忠芳 高职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 D 3

南京交通职技院 周守友 江苏体育率先转变发展方式的实施路径研究之一——论高校业余运动队竞赛与保障体制的创新 B 3

南京理工大学 王宗平  王锐 刍议动商 S 1

南京理工大学 崔成均，王宗平 大学运动员比赛中顾虑因素及教练员劝导方式分析 E 2

南京理工大学 葛国政  推动中国武术发展  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一项关于“国家形象”建构的文化研究 S 2

南京理工大学 江玮、陈玉兰 太极拳与快走练习对老年人静态平衡能力影响的差异 E 2

南京理工大学 任明 构建信息化平台，促进南京地区群众体育发展的研究 B 2

南京理工大学 王  慧 普通高校在校生群体对中长跑运动的参与动力研究 A 2

南京理工大学 张红兵     马 珊 关于研究生开展“体育休闲”自选课的调查与分析 A 2

南京理工大学 丁轶建、王波 2010年第十七届世界女子青年手球锦标赛技战术数据统计分析 E 3

南京理工大学 葛国政 浅论太极拳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M 3

南京理工大学 王宗平，顾克秋，刘大斌，丁轶建 “动商”概念的构建 S 3

南京理工大学 姚辉波 杨兰 南京青奥会与城市软实力的耦合关系研究 T 3

南京理工大学 张利 以减肥为目的的体育锻炼行为回退现象的预防 S 3

南京林业大学 陈磊 体育强省视域下“舞动乡村”活动在江苏睢宁的现状研究 C 2

南京林业大学 宋红莲、邱泉 视频教学在体育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以健美操课堂教学为例 D 2

南京林业大学 赵卓然、杜云龙、万益 剪式变身跳转体180°腾空阶段技术分析 E 2

南京林业大学 杜云龙 慢投垒球运动锻炼价值分析 D 3

南京林业大学 司红波 论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开展的体育活动 C 3

南京林业大学 赵卓然、杜云龙、万益 剪式变身跳转体180°腾空阶段技术分析 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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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赵卓然、杜云龙、万益 形体课如何利用美的因素调动女大学生运动参与 D 3

南京农业大学 姜迪 高校拓展训练课程体系的构建及制约因素分析 D 2

南京农业大学 雷瑛 拓展素质训练融入体育课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研究 I 2

南京农业大学 陆东东 对殷小龙在2012年锦标赛赛前高原训练中身体机能的评定与分析 E 2

南京农业大学 吕后刚 对南京高校外国留学生武术教学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D 2

南京农业大学 宋崇丽 乒乓球多球练习对普通高校大学生身体机能的影响研究 N 2

南京农业大学 孙福成 大学生体育学习风格的因素结构及应用研究 I 2

南京农业大学 张禾 生存论视域下体育技术化的理性发展 S 2

南京农业大学 段志萍 中国与德国高校体育的组织构架、功能及文化的比较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为例 A 3

南京农业大学 冯军政 高校体育教学运动伤害事故中教师的责任分析与对策研究 D 3

南京农业大学 付光磊 阳光体育在我校实施方式的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阳光体育运动开展模式 C 3

南京农业大学 耿文光 江苏省优秀运动队教练员培养运行机制研究 E 3

南京农业大学 胡冬临 对高校实施“阳光体育运动”的思考 C 3

南京农业大学 姜迪 沙沟板凳龙的田野考察 M 3

南京农业大学 雷瑛 构建以拓展素质训练为主线、三大拓展素质训练平台为基础的现代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理论研究 D 3

南京农业大学 陆东东 关于低碳时代体育生态的研究 S 3

南京农业大学 孙建 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研究——以舞龙、龙舟和风筝为例 M 3

南京农业大学 王明俊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软实力解读 M 3

南京农业大学 周全富 普通高校对超重和肥胖大学生开设运动减脂课程的构想 N 3

南京师范大学 郭洪明 江苏省7-12岁城市青少年身体形态发展变化及对机能和素质影响的研究 N 2

南京师范大学 刘敬行 驳张洪潭《技术健身教学论》部分观点——论健身技术和专项运动技术 D 2

南京师范大学 施悦 江苏省学生体质测试点校学校体育工作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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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闫士展 体育法规系统工程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刍议 S 2

南京师范大学 闫士展 “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B 2

南京师范大学 于涛 江苏省大学生体质指数与身体素质各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N 2

南京师范大学 高亮 大学生体育考核成绩满意度归因研究 D 3

南京师范大学 郭洪明 江苏省7-12岁城市青少年身体形态发展变化及对机能和素质影响的研究 N 3

南京师范大学 刘红建 群众体育政策执行公众满意度评估体系构建研究 B 3

南京师范大学 毛梅竹 江苏省大学生BMI指数变化特征及个性化训练研究 N 3

南京师范大学 漆险廷 南京市高中校园集体舞开展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C 3

南京师范大学 秦毅妮 国民体质监测中青少年各指标的地域性特征分析 N 3

南京师范大学 沈晓莲 体育课程理性缺失的实践表征与建构策略 D 3

南京师范大学 王风飞 南京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的危机管理研究 R 3

南京师范大学 徐丹 江苏省中小学大课间活动内容与方式的调查研究 C 3

南京师范大学 尹作亮 黎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农村中小学开展的可行性分析 M 3

南京师范大学 张欣欣 生态伦理学视角下的中小学体育教学 D 3

南京体育学院 丁玲玲 高校乒乓球实践课引入多媒体教学的研究 D 2

南京体育学院 杜家俊，张欣雅 伦敦奥运会花样游泳集体自由自选项目决赛前三名动作编排的对比研究 E 2

南京体育学院 李靖 运动中音乐刺激对有氧运动性疲劳的影响 E 2

南京体育学院 吕园欣 体育舞蹈专项大学生运动损伤情况调查 F 2

南京体育学院 侍崇艳 施学莲 赵巧兰 适应与引领：阳光体育运动视域下深化体育教育专业改革的探究 D 2

南京体育学院 孙国友 青少年体育生活化的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分析 C 2

南京体育学院 王志军 振动训练对改善高水平游泳运动员出发、转身效果的研究 E 2

南京体育学院 叶瑛，陆玉林，张国猛 江苏省全民健身基层站点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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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体育学院 张国猛，陆玉林，叶瑛 中小学体育教师职业能力确定依据的研究 D 2

南京体育学院 朱云龙 浅析新形势下江苏省运动训练专业本科课程设置 D 2

南京体育学院 江山 瑜伽——当代流行健身方式的体育文化透视 C 3

南京体育学院 李金宝 体育传播理论研究的现状、内容及走向 S 3

南京体育学院 李强1，陈哲2 江苏省高校跨栏跑运动员运动损伤状况及预防措施研究 E 3

南京体育学院 李勇勤 体育院校高尔夫产业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的分析 R 3

南京体育学院 刘利 对溧阳市乡镇中学篮球课外活动开展情况的调研  C 3

南京体育学院 彭勇 不同强度运动对原肌球蛋白1差异表达的影响 G 3

南京体育学院 侍崇艳 王雪峰 苏新荣 南京市区中学生体育消费特征研究 R 3

南京体育学院 宋雅伟 刘园园 钱竞光 肘关节屈曲对提携角变化的影响 F 3

南京体育学院 苏新荣，王雪峰 学校体育场馆管理与运营模式探析 S 3

南京体育学院 王翠芳 高校大型体育赛事档案整合管理研究 S 3

南京体育学院 王雪峰 当代部分发达国家大众体育的成就聚焦 C 3

南京体育学院 吴晓红 ，江山，叶瑛 以市场为导向的体育艺术表演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R 3

南京体育学院 肖秋平 竞技跳远项目能量主导系统供能途径及应用的研究 E 3

南京体育学院 徐诚堂 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锁在高校的PDCA模式保护实践 M 3

南京体育学院 殷霞 体育院校表演专业本科生实践能力构成研究 D 3

南京体育学院 郑美艳 体育产业集群品牌风险管理研究 R 3

南京体育学院 支川 “文化兴国”背景下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及发展价值取向研究 M 3

南京体育学院 朱建国 “阳光体育运动”背景下江苏高职类院校体育课程现状及对策研究 D 3

南京体育学院 邹国忠 终身体育理念下终身运动项目之质疑与达成 B 3

南京铁道职技院 黄东亚 江苏省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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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铁道职技院 任晓龙 高职院校职业体能课程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D 2

南京铁道职技院 王媛媛 自助户外运动伤害的法律责任探析 S 2

南京铁道职技院 戴佳妮 合作学习模式在高职院校乒乓球课的实验研究—— 以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D 3

南京铁道职技院 董元卿 击剑规则战术的运用分析 E 3

南京铁道职技院 董元卿 古典式摔跤滚桥在比赛中应用 E 3

南京铁道职技院 范荣昌 对2013年澳网德约科维奇单打比赛技、战术统计与分析 E 3

南京铁道职技院 范荣昌 大学生体育网球选修课正手击球技术学习现状与分析 D 3

南京铁道职技院 顾齐洲 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存在问题及对策探究 D 3

南京铁道职技院 毛燕平 市场需求导向下河南省体育人才需求现状调查分析 S 3

南京铁道职技院 毛燕平 运动体验研究对体育教学的启示 D 3

南京铁道职技院 陶荣兵 “长尾理论”在退休居民体育消费营销中的运用研究 R 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杨  绮 基于多字段分析的运动员信息舞弊检测方法 E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刘波  潘莉 论发展我国失地农民体育的意义、困境与对策 C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周学兵，陈东，陈亮 基于SWOT分析的我国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S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周学兵，徐蕾，陈亮 普通高校体育类实验室建设的研究——以我校大学生体质测试中心为例 P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陈亮  王峥    刘旭光 普通高校学生身心健康素质现状与对策 I 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欢 南京市青少年户外体育教育发展特点研究 A 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立小 周鹏 2012中国女排伦敦奥运失利的原因探究 E 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峥  陈亮    白洁 对服务“青奥会”高校志愿者相关问题的探讨 T 3

南京信息职技院 梁培根 孔  煜 钱佳红 蒋琴华 张旭 江苏省高职高专院校体育现状 B 1

南京信息职技院 蒋琴华 高职院校学生视力与体适能状况的研究 G 2

南京信息职技院 陈章源 江苏省高职院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研究 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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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职技院 刘木子 高职体育社团现状及发展趋势 C 3

南京信息职技院 裴春燕 浅析高校体育教育中对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 I 3

南京信息职技院 钱佳红 在高职体育课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 S 3

南京信息职技院 钱云娟 公路个人计时赛运动员竞技能力特征研究 E 3

南京信息职技院 张锦华 高校体育与非体育教师家庭体育活动状况对比分析 C 3

南京信息职技院 张锦华 论体育拓展课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作用 I 3

南京艺术学院 瞿惠芳 关于以提升艺术院校大学生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体育课程体系构建 D 2

南京艺术学院 吴汶芳 对南京艺术学院体育保健课的现状调查研究 D 2

南京艺术学院 李  娜 对舞蹈啦啦操音乐选配、服装设计与成套动作编排的研究 C 3

南京邮电大学 杜振中 “以会员为核心”视角下的南京市健身俱乐部的管理研究 B 2

南京邮电大学 谭洪论 2012年《标准》测试不及格学生数据分析 N 2

南京邮电大学 王龙飞 中美高校体育场馆投融资体系比较研究 R 2

南京邮电大学 吴凡 体育教学的品性、困境与改善路径研究 D 2

南京邮电大学 张秀亮 南京高校开展网球联赛的可行性研究 A 2

南京邮电大学 朱建勇 我国体育产业集群研究的主要进展与趋势 R 2

南京邮电大学 丁锋 高校田径运动员生活方式的调查与研究 C 3

南京邮电大学 李华、周思红 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机体无氧工作能力特征研究 G 3

南京邮电大学 刘晓莹、陈锦 女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与不同运动频率的相关性研究 N 3

南京邮电大学 时锋 析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复杂性 A 3

南京邮电大学 谈艳、周思红 高校中、老年教师群体体成份及骨密度特征研究 G 3

南京邮电大学 魏强 浅析健康型体育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 C 3

南京邮电大学 袁兰军 南京市高校轮滑选修课学生的损伤调查与研究 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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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大泰州学院 仇大勇 对泰州市2012学年7-17岁学生身体素质的调查与分析 N 2

南师大泰州学院 刘贤敏 中国近十年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实证研究综述 D 2

南师大泰州学院 田卫征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开展现状与缺失 D 2

南师大泰州学院 尹树来 对江苏省儿童组男子篮球运动员专项运动素质的调查研究 E 2

南师大泰州学院 张  燕 对南师大泰州学院2009级—2011级江苏籍新生入学时身体素质的调查与分析 N 2

南师大泰州学院 曹艳杰 大学体育教学改革理念定位与反思 D 3

南师大泰州学院 高民绪 县辖区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践探索—以江苏姜堰校园足球发展工程为例 A 3

南师大泰州学院 李  梅 泰州市中小学阳光体育开展的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C 3

南师大泰州学院 刘洪春 2003—2012年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网球运动科研论文的分析研究 S 3

南师大泰州学院 穆国华 女大学生体育课态度现状研究 D 3

南师大泰州学院 孙  芹 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混双项目中国队与世界前三名难度动作对比分析 E 3

南师大泰州学院 武善锋 GPS载波相位差分定位方法在运动捕捉中应用的研究 S 3

南师大泰州学院 赵  芳 泰州市网球协会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现状的研究 B 3

南师大泰州学院 邹海林 舞蹈啦啦操成套动作创编研究 S 3

南通大学 马爱民 体育锻炼与大学生应对效能的关系：一般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A 1

南通大学 车旭升 德国体坛预防性骚扰对策及其启示 S 2

南通大学 龚江泳 体育课程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探究 D 2

南通大学 韩燕 体育教师教育政策法规制度体系的研究 S 2

南通大学 黄贵 陈鹤琴的幼儿体育教育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S 2

南通大学 律海涛 大学生体育选项课学习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D 2

南通大学 钱宗梅 高校网球选项课“课内外一体化”的研究 D 2

南通大学 吴健 从英国奥委会的“零奖金”反思兴奋剂与反兴奋剂的博弈 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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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 赵云龙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下体育赛事评价及考核体系研究 S 2

南通大学 陈  旭 对少儿体育锻炼与身体自尊发展关系的研究 I 3

南通大学 陈 炜 少数民族地区体育发展困境及化解途径 M 3

南通大学 丁花阳 影响高校学生对武术课兴趣不浓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D 3

南通大学 东 锋 我国学生体育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刍议 S 3

南通大学 何勇 健身跑对肥胖男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 N 3

南通大学 黄卫忠 民族传统体育对构建和谐边疆价值研究 M 3

南通大学 沈金花 排舞引入南通市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可行性分析 D 3

南通大学 沈晓明 论体育新闻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S 3

南通大学 盛蕾 人文精神在体育电影中的体现 S 3

南通大学 苏永骏 试论大学生的体质健康自我锻炼模式 N 3

南通大学 孙锋 运动处方教学干预对“边缘化”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I 3

南通大学 唐智明 中、美两国体育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 D 3

南通大学 于蕴 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 M 3

南通大学 袁燕 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在县级体育工作考核中的应用 S 3

南通大学 岳慧灵 普通高校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D 3

南通大学 章海晨 浅谈如何在高校散打教学中合理运用教学原则 D 3

南通纺织职技院 陈丽波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背景下高职体育课程改革探析 D 2

南通纺织职技院 邵艳 南通市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D 2

南通职业大学 朱志翔 对竞技体育“南通现象”的体育文化探究 S 2

南通职业大学 左 坚 苏中地区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建设的调查研究 D 2

南通职业大学 李 俊 南通市大中专院校羽毛球选项课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D 3

UnR
eg

ist
er

ed



南通职业大学 左 坚 民间舞蹈“跳马伕”的文化价值探究 M 3

三江学院 林浩 南京市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履职现状及对策研究 S 2

三江学院 蔡瑶煜 影响南京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准确性因素分析 N 3

三江学院 丁小燕 风格与模式：民办高校体育教学的研究与思考 D 3

三江学院 贾军 影响高校羽毛球选项课学生掌握高远球技术的因素探析 E 3

苏州工业职技院 桂海荣 心流理论在高校体育选项教学中的应用 D 2

苏州工业职技院 刁巍威 大学体育运动队与体育专项课关系现状及对策分析 D 3

苏州工艺美术职技院 黄正军  高校大学生课余武术活动缺失现状研究————以苏州高校为例 A 2

苏州工艺美术职技院 薛莲 苏州市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现状剖析 D 3

苏州科技学院 庞荣 大学生户外运动安全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 D 2

苏州科技学院 汤际澜 社会网络分析法在体育学文献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L 2

苏州科技学院 蔡治东 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D 3

苏州科技学院 孙锡杰 同伴效应对大众健身行为的影响 C 3

苏州科技学院 王华 论政府在实现弱势群体体育权益保障中的作用 S 3

苏州科技学院 王益权 高校自行车运动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C 3

苏州科技学院 武文杰 男子跳高专项身体素质与专项成绩预测模型的建立 E 3

苏州科技学院 徐彪 大学体育场馆对外有偿开放的困惑与对策 R 3

苏州科技学院 周小林 跆拳道品势的哲学内涵探析 M 3

宿迁学院 胡小妹 普通高校大学生职业能力提升视角下的健美操课程体系构建 D 2

宿迁学院 李如松 苏北农村体育的现状调查及发展策略研究 C 2

宿迁学院 李兴昌 苏北高校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C 2

宿迁学院 马大慧 李兴昌 姜  全 逆向创新思维的网球正反手教学顺序研究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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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学院 马加香 渗透式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教学实证研究 ——以大学公共体育教学为例 I 2

宿迁学院 徐云亮 社会转型时期苏北五市农村家庭体育教育投资研究 C 2

宿迁学院 胡小妹 普通高校大学生职业能力提升视角下的健美操课程体系构建 D 3

宿迁学院 姜全 2013澳网女单决赛 E 3

宿迁学院 毛学娇 体验式教学在学校武术教学中的运用 D 3

宿迁学院 毛学娇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区体育多元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发展模式研究 C 3

宿迁学院 赵雷鸣 前三板核心技术对提升高校乒乓球俱乐部学生比赛能力的探讨 E 3

宿迁学院 周加启 在新课程理念下提高体育课堂教学效果的新途径 D 3

宿迁学院 周迎春 影响大学生运动习惯养成的因子分析 I 3

泰州职技院 戴豫 将排舞引入高校健美操教学的实践研究 D 2

无锡工艺职技院 徐健 红色体育项目融入高校运动会的理性思考 A 2

无锡工艺职技院 徐健 论“卓越计划”实施背景下高等学校体育课程体系设计 D 3

无锡工艺职技院 徐金芳 无锡市高职院校体育教师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C 3

无锡科技院 何佳嘉 网球运动启蒙训练最佳时期研究 ——以无锡市为例 E 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陈翔 教育部《高职体育课程指导纲要》同《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指导纲要》的对比研究 D 2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武斌 过去十年无锡市成年人体质发展状况研究 N 3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徐斌 登山健身人群的生理机能指标改善状况之探究——以无锡市为例 G 3

无锡南洋职技院 李文娟 “阳光体育运动”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健美操俱乐部教改实践 D 2

无锡南洋职技院 龚波 高职院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可行性研究 D 3

无锡南洋职技院 唐皓 高职院校篮球俱乐部教学与管理初探 D 3

无锡南洋职技院 王朋 淡化高校三员运动会演变体育嘉年华实践研究----以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A 3

无锡职技院 华宝元 加拿大教育体制对江苏省高校体育的促进研究 A 2

UnR
eg

ist
er

ed



无锡职技院 李林朱 无锡地区高职院校实施“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可行性的研究 D 2

无锡职技院 周国群 对体能测试时间优化安排的研究 N 2

无锡职技院 李  铎 发散思维视角下谈教学游戏的创编 D 3

无锡职技院 刘  超 江苏省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现状研究 N 3

徐州工程学院 李平  沈姝妤  蒋善华  唐荣红 滕腾 成功理念视野下我国学生体质与体育教育之关系探讨 N 2

徐州工程学院 蒋善华  唐荣红 付常喜 张丰 论篮球裁判员软实力 S 3

徐州工程学院 张占平  蒋善华 治理视野下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研究 N 3

徐州医学院 王东礼 我国高校女子足球运动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E 2

徐州医学院 徐忠 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失真现象的分析——以徐州高校为例 N 2

徐州医学院 李小芳 论体育的教育自觉——“阳光体育运动”实施五年后的启示 C 3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彭伟 江苏省高校体育隐性课程发展研究 D 3

盐城师范学院 张  兵 走出政府中心逻辑：我国职业体育管办分离的理论与实践 S 1

盐城师范学院 曹晓东 体育专业学生体育说课评价方法的研究 D 2

盐城师范学院 代文娟 学校体育均衡化发展的理论研究 A 2

盐城师范学院 姜  振 智能手机的体质健康软件开发研究 L 2

盐城师范学院 蒋  荣 高等学校体育文化建设路径的研究 S 2

盐城师范学院 康金峰 体教专业篮球专修学生防守意识的现状及对策 ---以盐城师范学院为例 D 2

盐城师范学院 李  岩 浅谈运动训练“双子模型”理论在竞技健美操训练中的应用 E 2

盐城师范学院 李  雁  江苏省普通本科高校健美操课程教学现状与发展对策 D 2

盐城师范学院 李婷婷 高校体育中灾难教育方式的研究 A 2

盐城师范学院 林  琳 体育教师基本功训练方法的研究 E 2

盐城师范学院 吕玲玲 体育教学中礼仪教育的研究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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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师范学院 王  霞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探索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 I 2

盐城师范学院 徐  磊 和谐视角下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以武汉市高校体育社团为例 C 2

盐城师范学院 姚为俊 农村体育文化发展策略及其评价体系--以江苏洛社农村体育文化活动为例 C 2

盐城师范学院 张纪春 高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田径类课程学生的学习评价现状及发展对策 D 2

盐城师范学院 张纪春 江苏省普通高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田径类课程教学现状及发展对策 D 2

盐城师范学院 张永平 高校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论略 A 2

盐城师范学院 陈  鹏 武汉高校武术社团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C 3

盐城师范学院 房一平 阳光体育促进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升的方式 C 3

盐城师范学院 候峥嵘 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羽毛球课外锻炼情况调查与分析 ---以盐城师范学院为例 C 3

盐城师范学院 黄  彬 关于老教师健身状况探析---以盐城师范学院为例 N 3

盐城师范学院 李  景 我国CBA外援引进制度的利弊分析 S 3

盐城师范学院 李  岩 沈阳市健身俱乐部健身私人教练供需现状及对策研究 S 3

盐城师范学院 李  月 大学体育教学环境优化方式的研究 D 3

盐城师范学院 刘  祥 贯彻《全民健身条例》的重点、难点及其对策研究 B 3

盐城师范学院 马永明   建设体育强国视域下对农村体育法制建设的思考 S 3

盐城师范学院 潘  勤 浅论体育教学环境对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 A 3

盐城师范学院 沈亚宁 高校体育社团活动与管理研究 B 3

盐城师范学院 苏华伟 武术专修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研究 D 3

盐城师范学院 吴德州 体育进高考面临的困境与实施路径研究 B 3

盐城师范学院 夏成前 英国的自行车运动及其对我国全民健身的启示 C 3

盐城师范学院 肖  丽 开展体育教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分析 D 3

盐城师范学院 肖丽 认知理论导对高校体操教学方法改革的导向作用研究 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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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师范学院 徐  唯 体育生活方式的抗炎症性与认知衰老 I 3

盐城师范学院 袁  媛 江苏省中小学青年体育教师基本功大赛的启示 A 3

盐城师范学院 张纪春 江苏省普通高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田径类课程教师队伍现状及发展对策 S 3

扬州大学 陈爱国 颜军 朱风书 郭涛 赵莉 体育与国民素质提升：脑科学的视觉 S 2

扬州大学 郭太玮 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的探索性研究 D 2

扬州大学 方明 郝平 高校体育专业篮球专项教学改革的研究 D 3

扬州工业职技院 赵永林等 江苏省高校正职领导体育锻炼行为现状调查分析与对策 C 1

扬州工业职技院 符家庆等 对大学生体质健康实施运动干预的实践研究 N 3

扬州工业职技院 张飞等 高职体育社团推进阳光体育运动的现状与建议 C 3

应天职技院 杨东 纪寿汉 高职院校学生体育自主学习现状与对策研究 I 2

中国矿业大学 曹司雨、李停停、张矛矛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背景下我国健身旅游模式建构 S 2

中国矿业大学 高艳敏 大学生网球运动员自我效能、自我妨碍与网球运动成绩的相关性研究 I 2

中国矿业大学 高艳敏 时空阻断对乒乓球运动员接发球预判绩效的干预研究 E 2

中国矿业大学 李婷婷等 近三版FIG竞技健美操规则的比较研究 E 2

中国矿业大学 孟号翔 基于视频图像分析技术的网球发球技术训练的研究 L 2

中国矿业大学 石道兴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不及格大学生的分析研究 N 2

中国矿业大学 杨家坤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法律保护 M 2

中国矿业大学 翟  丰 “混合型”体教结合模式向“体教融合”模式的发展研究 D 2

中国矿业大学 张矛矛 台湾民俗体育之中华历史原型考析 M 2

中国矿业大学 张玉超 从30届奥运会看世界田坛竞争态势 T 2

中国矿业大学 钟小龙 我国武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S 2

中国矿业大学 曹司雨 王朝军 竞技武术与跆拳道国际化传播模式比较研究 Q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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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 李停停、曹司雨、孙耀 论我国传统导引术在全面健身中的核心竞争力 M 3

中国矿业大学 孙志鹏 我国高校体育游戏应用研究 S 3

中国矿业大学 王小云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构想 S 3

中国矿业大学 杨文礼 大学生网球运动员成就目标取向、自我妨碍与运动成绩的相关性研究 I 3

中国矿业大学 张矛矛 南京青奥会促进江苏青少年体育发展DPSIR模型研究 T 3

中国矿业大学 张清华 基于课程领导理念的社会体育专业课程发展研究 A 3

中国矿业大学 张玉超 第30届奥运会中、美、英、饿奖牌分布特征研究 T 3

中国药科大学 吴宗喜 高校击剑俱乐部教学模式的探索——以中国药科大学为例 D 2

中国药科大学 许兰  刘苏 基于城市营销的大型体育赛事效能分析 R 2

中国药科大学 张丽 普通高校学生体育社团资源整合的研究 C 2

中国药科大学 吴冰 论中西方哲学思想交集下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建设 M 3

中国药科大学 吴宗喜 江苏高校击剑运动发展现状研究 D 3

中国药科大学 严文刚 体育课程文化的价值与建设途径探究 D 3

中国药科大学 杨川川 静力性肌力训练对疲劳性腰痛的治疗效果的研究 G 3

中国药科大学 智翔 高校体育保健教学中的情感要素分析 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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