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送类别 学校 作者 论文题目 获奖等级

1 E 常熟理工学院 杨金凤
英国网球发展愿景、实践特征及经验启示——基

于《英国网球愿景2019-2023》
2

2 E 常熟理工学院 纪洪海、黄志勇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体育社团发展研究—以常

熟理工学院为例
2

3 E 常熟理工学院 黄志勇、纪洪海 传统医学视域下高校大学生健康理论研究讲义 3

4 K 常州大学 曲永鹏、聂晓梅 文旅融合视角下体育休闲旅游发展研究——以常

州市为例
3

5 J 常州大学 龚志恺 现代产业学院机制下休闲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与路
径研究

3

6 E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彭琴 高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理念选择、内涵建构与
实施策略

3

7 I 东南大学 何丹丹、江伟新 负荷递进式运动治疗干预2型糖尿病患者控糖效

果分析
1

8 E 东南大学 李有华、马山原、姬晶
晶、张可盈

大学生武术初学者弹腿练习强度负荷方案的研究 2

9 H 东南大学 金鹏 篮球运动员视觉搜索特征及与运动表现的相关性 2

10 H 东南大学 张可盈、金凯、姬晶晶
、马山原、李友华

有氧运动改善在校大学生执行功能的脑机制研究 2

11 H 东南大学 王牧
世界泳联新规则下仰泳到边技术运动学效应研究

——基于划水与水下海豚腿效应对比
2

12 A 东南大学 田丽敏，沈辉 “立德树人”背景下学校体育的德育特性、现行困

境及出路选择
2

13 K 东南大学 仇文清、陈东良 流量明星与体育名人对大学生购买意愿影响的对
比研究

2

14 I 东南大学 崔希、江伟新 运动对中老年MS患者CVD危险因子影响的Meta
分析

2

15 F 东南大学 王府夷、李晓智 舞蹈对少年儿童认知功能影响的Meta分析 2

16 J 东南大学 黄翔、张惠红 共现网络视角下体育学学科交叉的结构特征与动
态演化

2

17 C 东南大学 尹孙超、张可盈、智永
红

江苏省不同年级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差异性比较
及成因分析--以东南大学为例

2

18 H 东南大学 张旭鹏、黄忠辉 双减背景下南京市青少年羽毛球运动开展现状探 2

19 H 东南大学 高萍泽、金凯、金鹏 飞碟射击运动员与篮球运动员多目标追踪能力的
对比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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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 东南大学 李佞偈、蔡晓波 男女混合 4×100 米游泳接力项目的排棒战术-基
于世界优秀混合接力队伍的案例分析

2

21 B 东南大学 尹红松、周守友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背景下学生体育
社团对大学生成长的时代价值研究

3

22 D 东南大学 赵衡、周守友 学生体育社团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江苏省

内优秀学生社团为例
3

23 C 东南大学 孙昌捷 江苏籍大一新生体质健康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3
24 B 东南大学 梅雁、韩军生 全民健身背景下气排球运动的价值与发展策略研 3
25 H 东南大学 卢嵩辉、蔡晓波 全国大学生体育赛事组织运行的规范化研究 3
26 I 东南大学 周磊、张惠红 不同特性体育运动对人体骨密度发展的比较研究 3

27 H 东南大学 李昆玥、刘龙柱 乒乓球反手台内拧拉技术路线及衔接情况的分析
研究——以樊振东为例

3

28 A 东南大学 姚瑶、韩军生 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育中考改革对学校体育发展的
影响探究

3

29 H 东南大学 刘典 PNF 拉伸训练结合核心肌力训练治疗运动员腰痛

可行性研究
3

30 D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徐小虎、王青禾 基于信息化教学模式探索大学体育专选课服务平
台建设的研究

3

31 I 河海大学 刘安兵、刘文翔、王子
晗、李华

论六字诀在医体融合背景下的健康价值 2

32 E 河海大学 吕涛、秦灵杰、李篁、
胡晓娟

基于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普通高校体育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体系研究

2

33 C 河海大学 王宇、张智仪、王莹、
王玲、黄静

强干预措施对大学生体质促进的实证研究——以

河海大学为例
2

34 F 河海大学 胡晓娟、李亚男 体育运动处方和团体心理辅导对焦虑大学生干预
治疗的试验研究

2

35 J 河海大学 叶欣、李雯玥 人工智能时代体育教育科学管理的重塑与聚合 2

36 A 河海大学 李华、吴祥如、陈良 全面人才培养视域下学校高水平运动队项目文化
建设研究

3

37 G 河海大学 吴雪清、李郑立 新时代高校体育教师课程思政建设能力的核心要
素和培育路径研究

3

38 B 河海大学 宗锐、郭平、刘烨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锻炼心理需求对大学生运动
行为的影响：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

3

39 C 河海大学 张智仪 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体质健康领域立项10年回顾

与展望
3

40 E 河海大学 闻翔、杨宏昌、周强 混合式个人-社会责任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与案例

分析
3



41 I 河海大学 杨宏昌、魏巍、胥欣、
高润

《美国马术治疗协会最佳实践声明》的解读与启
示

3

42 J 河海大学 陈梓希 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学科项目发展研究 3

43 H 淮阴工学院 李旺、张晓东 奥运备战背景下我国优秀女子标枪运动员技术动
作运动学研究

2

44 D 淮阴工学院 张紫薇 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训融合的路径研究 3

45 K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崔丙刚、宋晓芬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体育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3

46 E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张欣、倪莉 关于高职院校乒乓球教学有效实施策略的研究 3

47 F 江苏大学 宋庆尧、樊晓飞、王武
年

急性运动对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干预效果：系
统回顾与Meta分析

1

48 H 江苏大学 冯聪、孙坚、黄淮雷、
俞增频

心理技术训练对女子足球运动员运动竞赛焦虑、
心境状态以及脑部fMRI影响的实证研究

1

49 D 江苏大学 王武年 我国校园体育伤害诉讼案件中主要法律条款运用
的法理分析

2

50 C 江苏大学 葛馀辉、宋庆尧、殷娟 近十年国内学生体质健康研究的文献计量与可视
化分析

2

51 E 江苏大学 郑晓容、冯侃、朱靖靖
、王武年

基于蒙特卡洛算法的网球关键分对整场胜负的影
响关系分析

2

52 H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胡庆、蒋波、李鹏 控制型教练风格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继续运动意
愿的影响：基于内外在动机层次模型的中介效应

3

53 H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李鹏、胡庆 进攻情境下空间工作记忆对高校高水平排球运动
员视觉搜索特征的影响

1

54 E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田磊、蓝晓萍 民俗体育在体育教学中的现实价值与开发利用 2

55 F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刘月、田磊 同伴饮酒规范对大学生运动员饮酒行为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3

56 J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董梦馨 南京市高校旱地冰壶运动开展现状及策略探讨 3

57 E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于雷 “党的二十大”战略要求背景下高校公共体育课教

学改革方向探索研究
3

58 A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韩友亮 学校教练员队伍建设路径探究--基于退役运动员

视角
3

59 B 江苏海洋大学 颜峰 全民健身下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潜在风险和实
现路径

3

60 E 江苏海洋大学 黄伟业 新时代“目标+合作”导向的篮球俱乐部课程教学

模式创新研究
3

61 D 江苏海洋大学  沈丽玲 体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特征、问题和对策——
基于18所公办体育高职院校的分析

3



62 A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程修明 深化体教融合视域下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 3

63 B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王东 “课后校园”中体培机构教练员空间转译的结果与

反思
3

64 A 江苏警官学院 刘涛、史曙生 警察体育文化本源及价值 3

65 D 江苏开放大学 白新蕾、陈培友、孙志 体教融合培养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价值意
蕴、问题审视与机制构建

2

66 H 江苏科技大学 费瑛、鲁强 2021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凡尘”VS印尼组合技

战术特征分析
2

67 J 江苏科技大学 孙炎令 体育健康产业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全
过程研究

3

68 J 江苏科技大学 管慧香 健美操“互联网+”情景教学方式对大学生凝聚力

影响研究
3

69 K 江苏科技大学 王娟 大运河镇江段原生态村落体育研究 3
70 K 江苏理工学院 聂晓梅、曲永鹏 文旅体融合：民俗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策略研究 3

71 E 江苏理工学院 毛爽、徐正功、司庆洛
、聂晓梅、杨品臣

“金课”视域下高校排球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探索 3

72 E 江苏理工学院 章茹 “乐、动、会”视角下的幸福体育课程模式创建 3
73 I 江苏理工学院 李海峰、章茹 全民健身背景下家庭体育的发展契机及实施策略 3

74 A 金陵科技学院 张东徽 体育教育场景中的双重观照：卢曼结构功能主义
与建构主义理论的对话

2

75 E 金陵科技学院 裴其添 高校网球教学中正手击球技术常见错误及纠正措
施探析

3

76 A 金陵科技学院 陈丽、吴畏 “冰墩墩”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价值传递 3
77 E 金陵科技学院 袁桂才 课程思政与大学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构建分析 3
78 G 南京传媒学院 杨光照 课程思政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2

79 E 南京传媒学院 张春艳 基于SPOC的大学健美操选项课程混合教学模式

构建
2

80 A 南京传媒学院 陈飞 从身体到生命：两种体育概念之争及对体育思政
教学的启示

2

81 A 南京大学 张弓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校园篮球文化的传播策略研究

——以“抖音”为例
2

82 J 南京大学 董雨辰 知识图谱视角下的高等体育教育研究：热点、演
进与展望

2

83 J 南京大学 马新阳、王成 “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评估的体育维度研究 2

84 K 南京大学 周蕴晗
元宇宙赋能下体育培训OMO模式转型逻辑与实现

路径——以啦啦操俱乐部为例
2



85 C 南京大学 陈刚、周国海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中存在的相关问
题及治理路径

2

86 J 南京大学 赵岚 高校体育与社会体育接轨推动高校体育改革的路
径探讨

3

87 A 南京大学 刘英梅 论中国体育百年发展的历程、特征与经验启示 3
88 C 南京大学 朱力贤 大学生体能水平与身体素养关系之研究 3
89 K 南京大学 牛晓旭 体育锻炼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 3
90 K 南京大学 王成 “传承传奇”：尤金建设“田径之城”的案例与反思 3

91 K 南京大学 陈超然 新发展理念下成都体育公园高质量发展：现实基
础、困境与路径

3

92 F 南京工程学院 陈红星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在校表现及教育支
持研究

2

93 G 南京工程学院 黄剑、马勇、苗新见 特殊体育专业教师缺失成因分析研究 2
94 K 南京工程学院 王  茂 基于麦肯锡7S模型的体育旅游产业供给侧改革研 2

95 H 南京工程学院 李皓
从积分体系解析到实效提升:数字化背景下我国“

三人篮球”发展路径研究
2

96 G 南京工程学院 蒋健宁、苗丽安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师师德评价模型的构
建与应用研究

3

97 J 南京工程学院 王树粤 大学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路径 3

98 D 南京工业大学 宋彦李青，张天峰，成
一祥

基于人工智能应用模式赋能体育教学智慧化研究 2

99 F 南京工业大学 王小飞 高校体育课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
的影响

2

100 K 南京工业大学 成欣 江苏省全民健身体系的近况、困境及突破策略建
议结构

2

101 I 南京工业大学 李国 江苏省高校研究生健康素养与影响因素研究 2

102 K 南京工业大学 范进阳、程刚 我国体育场馆的运营困境、改革路径及未来展望
研究

2

103 J 南京工业大学 肖皓天、宋彦李青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培养模式构建：培养现状、国
际借鉴与实践路径

2

104 G 南京工业大学 刘丽颖 理念导向、互动机制与创新路径——江苏省中小

学体育名师工作室开展现状述评
2

105 E 南京工业大学 曹婧
基于改造、借鉴、共享的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
创新研究——从一些新兴运动项目在高校兴起的

思考与展望

2

106 J 南京工业大学 蔡协清、邱兰心 实践与探索：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高校体育发
展的研究——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

3



107 K 南京工业大学 王鑫 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区域核心竞争力生成机理与
培育路径研究

3

108 H 南京工业大学 马俊驰 女子20公里竞走精英运动员比赛速度节奏研究 3

109 H 南京工业大学 景媛媛 短道速滑项目直道新规则的运用意义——以北京

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为例
3

110 D 南京工业大学 程刚
体教融合背景下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竞技体育人才
培养创新模式研究——以南工大江苏女垒“省队

校办”模式为例

3

111 E 南京工业大学 林家艺、宋彦李青 我国学校体育数字化转型研究热点与趋势探究 3

112 E 南京工业大学 杜寿高，王鸣骏，章璐
璐，李佳静，冯韬

互联网时代高校武术线上课程的设计、实施与管
理研究

3

113 F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郁建华 有氧运动对17-19岁轻中度抑郁青少年心率变异性

影响和疗效研究
1

114 E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蔡孟彪 基于微格教学构成的航空体育教学实践 2

115 C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爽、郭振向、蔡孟彪
、许猛、李栋

旋转运动对民航飞行学员静息态脑功能影响的
fMRI研究

2

116 H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朱晓敏 高水平运动员“去污名化”的路径研究 3

117 E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关伟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元素融入
路径研究

3

118 H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朱丽颖 我校普通生男篮训练及比赛发展分析 3
119 C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厉余浩 敏捷梯训练对学前儿童协调能力影响的实验研究 3

120 H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姜德鹏 江苏高水平篮球运动队体能训练现状调查及反思
研究

3

121 I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郭振向、张赵宣 “体医融合”背景下健康教育融入航空体育的新发

展路径研究
3

122 A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毛佳佳 体育教学设计的生态动力学原则 2

123 K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尹玉彰 基于文化惠民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惠民
建设的必要性与建议

3

124 E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冯国胜、葛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棒垒球教学的实践
研究

3

125 B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柳振纲 太极柔力球运动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探析 3

126 I 南京理工大学 白胜超、尹钰潼、朱冠
仁、姚辉波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在课外体育锻炼与学业压力
关系中的作用分析

2

127 B 南京理工大学 马中昊 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
化传承与保护路径

2

128 C 南京理工大学 李冲、葛国政、史曙生 大数据驱动学生体质健康治理创新研究 3
129 A 南京理工大学 尹钰潼、白胜超 数字表象视角下学校传统体育文化的叙事新场域 3



130 L 南京理工大学 吴奥迪、丁轶建 双减背景下校园足球赛事体系优化路径研究 3
131 E 南京理工大学 杜艺元、朱继华 彩带龙纳入中小学课程的价值、问题与路径 3

132 H 南京理工大学 迟宗虎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竞技龙舟运动开展现状和对策
研究

3

133 J 南京理工大学 杜连升 新时代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路径探究 3

134 J 南京理工大学 刘俏云 基于CiteSpace的我国网球运动研究进展知识图谱

分析
3

135 D 南京林业大学 戈俊、王莉莉 基于XML的简易运动员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研究
2

136 K 南京林业大学 魏伟 淮安市体育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3

137 E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张敏、高立庆、严魏豪
、王菲

“职业体能+”视域下高职旅游类院校专业体育课

程改革研究
3

138 C 南京农业大学 孙福成、孙强、胡峰、

张婷、王治邦

国外儿童和青少年肥胖诱导慢性疾病的研究热点
和前沿：基于CiteSpace的科学计量学分析

2

139 L 南京农业大学 卢茂春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治理体系现
存问题及发展路径研究

2

140 H 南京农业大学 宋崇丽、周全富、胡冬
临、耿文光

多样赛制驱动下高校体育“教、练、赛”协同模式

研究
2

141 C 南京农业大学 耿文光、宋凯、周全富

、许在华

短周期-循环式高强度间歇性训练对有氧无氧能力

及体循环的影响
2

142 K 南京农业大学 张金楠 基于FCFF模型在李宁体育服装企业价值评估中的

应用
2

143 J 南京农业大学 赵朦、杨琼 元宇宙技术应用于体育教育的探索研究 2

144 L 南京农业大学 胡冬临、于阳露、王帅 江苏校园足球运动员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关系
研究

2

145 C 南京师范大学 彭光艳、赵亚楠 舞蹈疗法对久坐非特异性腰痛女大学生下腰痛与
腰椎稳定性的 影响——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1

146 C 南京师范大学 方真真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全学段“家校社”共育机

制建构研究
1

147 G 南京师范大学 王博、王庆军、胡灿灿
人工智能视阈下体育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培育的

时代机遇、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基于

Chatgpt 应用特征分析

1

148 K 南京师范大学 胡若晨、朱菊芳 政策工具理论视角下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
供给研究

1

149 K 南京师范大学 蒋全虎、陈家起、杨继
星、杨耀宇

新时代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现
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1



150 K 南京师范大学 甄赵迅、汤卫东 运动健康城市创建的时代动因、理论遵循及实践
路径

1

151 J 南京师范大学 王武杰、吉灿忠、牟家
俊、郑程

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展特征、影响
因素与未来展望

2

152 J 南京师范大学 简赛珺、赵亚楠 我国运动人体科学的跨界与融合：基于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2

153 A 南京师范大学 靳淑丹 从小原国芳全人教育理论视角谈体育课程设计的
理念

2

154 A 南京师范大学 李远洋、陈家起 学校体育对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价值功能与纾解策
略——基于PYD理论视角

2

155 B 南京师范大学 蔡冰洁、陈家起
我国课外体育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及发展趋势—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2

156 B 南京师范大学 聂丹宁、史曙生
“双减”政策下课后体育延时服务的现状、困境与

策略研究——以江苏常州为例
2

157 B 南京师范大学 霍鹏宇、史曙生、方萍 “双减”政策下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演化仿真分析 2

158 E 南京师范大学 刘广、朱菊芳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实
然之需和应然之举

2

159 E 南京师范大学 陈燕 武举制度演变及其对武术的影响研究 2

160 E 南京师范大学 闻晓 数字技术赋能学校体育教学智慧化转型的阻滞壁
垒与突破路径

2

161 E 南京师范大学 郑程、吉灿忠、王武杰
、牟家俊、蒋颖

课程思政视域下舞龙舞狮课程开展与纾困研究 2

162 E 南京师范大学 王警花、陈培友、陈靓
萱

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模式创新设计——基于

BOPPPS教学模型的优化与思考
2

163 E 南京师范大学 国家祥、陈家起 高中体育实施“专项化分层教学”的现实桎梏与推

进路径
2

164 E 南京师范大学 吴宣廷、吉灿忠 “五育并举”视野下的体育教育专业武术教学多元

育人：逻辑、困境与纾解
2

165 H 南京师范大学 赵亚楠、简赛珺、周雪 大学生跑者的损伤风险与跑步姿势研究 2
166 K 南京师范大学 殷子骏 创新驱动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2
167 K 南京师范大学 王卫、刘东升 草根篮球赛事创新发展要素识别与推进策略 2
168 K 南京师范大学 刘露、陈叙 群众性冰雪赛事安全监管的时代要求与实践转向 2

169 K 南京师范大学 王宇 短视频中校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数字机制
与趋势

2

170 K 南京师范大学 方萍 城市中产女性消费性健身行为的生成逻辑及意向
表达——基于新女性主义视角的质性研究

2



171 L 南京师范大学 高畅 陈培友 我国校园足球政策（2009—2023）的量化评价与

实证分析
2

172 L 南京师范大学 孟施楠 “教会、勤练、常赛”视角下提升校园足球教学质

量的现实困境与策略研究
2

173 I 南京师范大学 徐加豪、 陈家起、璩张

源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中国脑瘫儿童平衡功能影响的
Meta分析

2

174 K 南京师范大学 王天姿 乡村全民健身文化培育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
实践路径

2

175 J 南京师范大学 卢旺、陈培友 “寓德于体”理念下道德教育融入高校田径体育教

学中的策略探究
3

176 J 南京师范大学 牟家俊、吉灿忠、王武
杰、蒋颖

藩篱与跨越：新时代高校武术教育之思 3

177 J 南京师范大学 蔡学瑞、朱卫东 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传统体育学
体系：意义、内容和实施路径

3

178 J 南京师范大学 兰珂、吉灿忠 传承与鼎新:江苏省高校舞龙文化的发展研究 3

179 J 南京师范大学 李倩、朱菊芳 高校体育创新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现实要求、

关键挑战与实现策略
3

180 A 南京师范大学 王燕、陈培友 体育纳入高考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3
181 A 南京师范大学 李奕春 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的重要性 3

182 A 南京师范大学 乔纪元、王一鼎、史曙
生

“互联网+”背景下学校体育开展线上线下融合式

教学的探究
3

183 B 南京师范大学 王一鼎、史曙生 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可持续性问题研究 3

184 B 南京师范大学 邹俊峰、陈家起、高奎
亭

“双减”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服务认证的阻

滞与消解
3

185 C 南京师范大学 崔杰昊、陈培友 基于SWOT分析的青少年家庭体育发展研究 3
186 C 南京师范大学 崔传昊 青少年健康促进路径研究 3

187 E 南京师范大学 立甜 2022版新课标下体育教学德育价值实施的困境与

对策研究
3

188 E 南京师范大学 胡培成、赵亚楠 高校体育舞蹈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困境与路径
探析

3

189 E 南京师范大学 石明亮 以“体”育人：推进“大中小”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

实践与思考
3

190 E 南京师范大学 赵莹、程传银 体育教学中学生成长型思维培养路径研究 3
191 E 南京师范大学 杨信一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育人路径研究 3
192 E 南京师范大学 徐向国 立德树人视域下初中体育课程教学中德育渗透研 3
193 E 南京师范大学 王鑫泉 论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施行的“最后一公里 3



194 E 南京师范大学 张建高 传统型田径教学和趣味性田径教学的对比分析 3

195 E 南京师范大学 张加加、陈家起 思政教育融入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的价值意蕴
与实现路径

3

196 E 南京师范大学 蒋颖、吉灿忠
现代性武术教育与课程思政融合的双向深耕路径

——基于福柯身体哲学观的思考
3

197 F 南京师范大学 张焱晨 大中小体育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价值、困
境与路径

3

198 H 南京师范大学 张桐、陈福亮 篮球竞赛规则的发展变化研究 3

199 H 南京师范大学 马池俊 亚洲规划球员引入现状和中国男篮引入规划球员
的利弊面分析

3

200 I 南京师范大学 江来、史曙生 STEM+理念融入儿童健康教育的价值意蕴、实践

误区与开展策略
3

201 I 南京师范大学 宋喜宝、赵亚楠 新媒体技术在学校体育安全教育中的应用与反思 3

202 K 南京师范大学 孙静、史曙生 基于WSR系统方法论的江苏省户外运动发展策略

研究
3

203 K 南京师范大学 侯宪玲、朱菊芳 赛后冬奥场馆与全民健身共生发展的现实困境与
发展路径

3

204 K 南京师范大学 徐浩文 江苏省体育特色品牌赛事建设的SWOT分析与对

策研究
3

205 K 南京师范大学 李翔、赵亚楠、徐向国 健康中国战略下啦啦操产业发展的路径研究 3

206 K 南京师范大学 姚瑛琦、刘东升 因何而美，缘何不同？——体育旅游消费的本质

、溯源与机制
3

207 K 南京师范大学 丁婧文、刘东升 当代女性体育消费本质、情境与提振路径研究 3

208 K 南京师范大学 王星星、朱菊芳 体育产业研究热点、问题与趋势-基于Cite 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3

209 A 南京师范大学 隋冬润 体育尝试教学思想：内涵、理论基础及应用价值 3
210 E 南京师范大学 王思芃 OBE理念下高校武术课程的构建研究 3
211 J 南京师范大学 庄毅、叶春 南京市栖霞区高校武术社团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3
212 C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赵云、周倩竹 融合教育背景下听障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查研 2

213 C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金梅、姬晨宇、包涵硕
、赵伟健、仝伟

听障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现状研究——以镇江市

特教中心为例
2

214 H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李烨 排球强国建设的国际视野与中国使命 3

215 D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相馨 体教融合背景下江苏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与
人才培养的研究

3

216 H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杜子睿、刘皓愉、黄越
、赵文轩

刻意练习理论框架下的精英运动员培养 3



217 E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麻晨俊、苗新见、杨帅
、伊晓、赵伟健

中央国术馆武术教学方法与启示 3

218 K 南京体育学院 秦小雁、程喜杰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体育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与挑战

1

219 F 南京体育学院 胡鑫 4~6岁儿童动作发展与社会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研 2

220 D 南京体育学院 李晓琨、赵西堂 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美国大学体育制度治理的
特征及其启示

2

221 E 南京体育学院 张道鑫、孙永武 挖掘与融入：高校《太极拳》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2
222 E 南京体育学院 郭轩宇、朱建国 分层教学法在高中羽毛球教学中的运用效果分析 2
223 H 南京体育学院 张杰、葛陈洁、吴泽友 我国优秀女子橄榄球运动员跑动特征研究 2

224 K 南京体育学院 周晶 江苏省体育产业与信息产业关联融合与耦合协调
研究

2

225 K 南京体育学院 黄开放、彭国强 “双减”背景下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发展的机遇、挑

战及路径
2

226 H 南京体育学院 范凯斌 业余运动员的身体成分对平衡能力作用机制研究 3
227 J 南京体育学院 杜韫洁 普通高校击剑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3
228 A 南京体育学院 陈悠、高路、孟文砚 新时期国家“体教融合”政策落实的理路分析 3

229 A 南京体育学院 吴顺、杨欣 “家、校、社”联动促进青少年体育核心素养提升

路径研究
3

230 A 南京体育学院 王珍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柳洲东路分校《义务教育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版）》实施现状与对策研

3

231 B 南京体育学院 朱辰光、翟北辰、沈鹤
军

体育强国背景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应然价值、
治理困境与改善路径

3

232 B 南京体育学院 吴金霖、刘红建 中小学课后体育服务：国内困境、国际经验与优
化策略

3

233 E 南京体育学院 吴泓、袁新敏 体育管理课程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3
234 E 南京体育学院 尤铭、高学东 高校羽毛球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应用与实证研 3
235 E 南京体育学院 杨群 高等学校体育课程设置及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 3

236 E 南京体育学院 陈文楠、朱建国 新发展阶段中华武术在高中体育课程思政中的价
值研究

3

237 E 南京体育学院 黄雨恒 小篮球游戏教学法对提高学生学习效能的相关性
研究

3

238 E 南京体育学院 高璐 新时代体育类专业院校课程建设发展路径 3

239 F 南京体育学院 王珺君 新就业形态下体育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心理调适与
赋能路径研究

3

240 H 南京体育学院 席瑞阳
竞技健美操男单项目难度动作编排与选用分析—

以2022年世锦赛男单前六名为例
3



241 H 南京体育学院 郑誉、刘红建 基于整体性视角下的我国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协
同治理研究

3

242 H 南京体育学院 赵西堂、李晓琨、赵琦 “体教融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政策指引、

实施困境与推进策略
3

243 I 南京体育学院 李思捷 新课标核心素养下中学生健康行为素养研究综述 3
244 I 南京体育学院 王雪莉 双减背景下促中学生健康行为养成方式探究 3

245 J 南京体育学院 沈海玲 “双一流”背景下提升体育学学科建设水平的对策

研究
3

246 J 南京体育学院 冷传奇 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思考：制度
、定位与路径

3

247 K 南京体育学院 赖宋扬 体育赛事与区域协同发展实现路径研究 3
248 E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张泽怡 立德树人导向下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策略分析 3
249 C 南京晓庄学院 王莹  张杨生 SAQ训练法对中学生的速度素质的影响研究 2

250 E 南京晓庄学院 张杨生 体育教育专业田径专修生教学能力指标体系的构
建和评价分析

3

251 E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白洁、黄华明、朱玉霞
、赵珊珊

融合教育视角下特殊大学生体育“资源教室”教学

模式研究
1

252 E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赵鹏 生命安全教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内容体系与实践
路径

2

253 J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刘旭光、王欢、张永保 “五育融合”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模式先进经验、

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2

254 F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冯丽洁 大学生运动员韧性知觉对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2
255 I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李佳、白洁、安俊琳 室内体育活动与空气污染：一项试验研究 2
256 E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李海乐、王欢、叶思岑 打造“一体三融合一保障”的高校体育思政课建设 2
257 K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陶燕 “体育强国”视域下体育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探究 3
258 E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陈亮、王峥、刘旭光 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的发展困境与改革路径 3

259 A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玉霞、黄华明、白洁
、刘斌、赵珊珊

体育教育思想的变迁 3

260 L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路 足球管理体制改革对校园足球发展的启示 3

261 E 南京医科大学 徐梓轩 “四堂融通、多维共育”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育人

效果提升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2

262 C 南京医科大学 阎莉萍 体育强国战略下培养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探索 3

263 C 南京医科大学 蔡林林 探索南京医科大学关于本科生全民健身计划实施
意见效果分析

3

264 A 南京医科大学 武滢铖 “立德树人”理念下体育课程德育价值重塑 3
265 H 南京医科大学 许冕 力量训练对游泳运动表现的影响 3



266 E 南京医科大学 姜鹏 高校足球公选课社会责任感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3
267 H 南京医科大学 茆成 高校业余铅球运动员力量训练的策略研究 3
268 C 南京医科大学 李存腾 高校大学生运动损伤后体能康复训练的应用研究 3

269 B 南京邮电大学 孙艳秋、侯雪花、王宜
馨

从“强制”到“自主”—运动类APP在大学群体中持

续使用意向研究
2

270 E 南京邮电大学 赵晓靓 体教融合背景下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与实践——以

高校啦啦操普修课程为例
3

271 A 南京邮电大学 雷洁 高校武术教学中传统文化的缺失与提升建议 3

272 E 南京邮电大学 谷瑶、朱建勇 立德树人视域下构建大、中、小学手球运动的体
系化建设

3

273 J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秀 中国武术传播媒介优势不足及发展路径研究 3

274 E 南京中医药大学 刘宏亮、王芹英、赵聪
、苏玉凤、黄秀

“互联网+”时代MOOC促进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变

革的推进策略
3

275 J 南京中医药大学 樊静、张凯、胡雪霏
浅析融入“课程思政”的八段锦课程教学的实践路

径——以南京中医药大学公共体育课程为例
3

276 F 南通大学 刘萍、陈锦、娄虎 疫情期间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的压力缓冲效应：锻
炼健康动机的调节作用

2

277 G 南通大学 刘军、刘佳鹏 新时代中学体育教师的胜任力模型构建与实证研 2
278 E 南通大学 臧淑秀、孙锋 江苏省各市体育中考内容对比分析及统考方案设 2

279 C 南通大学 胡泽农、陆小黑 健康治理视角下学生体质健康“三社联动”的内涵

诠释及发展路径
2

280 E 南通大学 薛晗、邹月辉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央地政府体教融合政策
的对比研究

2

281 K 南通大学 秦余、邹月辉 全民健身视域下我国智慧体育场馆运营研究 2

282 J 南通大学 马爱民、刘军、许慈晖 基于体育教育专业的学校安全教育复合型人才培
养实践研究

3

283 E 南通大学 冯长亮、孙锋、孙晓寒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篮球课程思政评价指标提取
与建构研究

3

284 C 南通大学 王建国、孙锋 探究FMS在个性化运动处方制定中的应用效果和

影响因素
3

285 E 南通大学 吕蒙 、孙锋 高职院校劳体融合教育的推进机理与实践路径 3

286 K 南通大学 李政、孙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和治
理路径研究

3

287 A 南通大学 解文洁、邹月辉 我国体教融合政策的演进特征与经验启示 3
288 A 南通大学 许阿紫、车旭升 数字化技术与体育教学的融合创新机制研究 3



289 E 南通大学 李艳 基于“阳光体育”理念的高校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

的研究
3

290 E 南通大学 赵丹 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育科目纳入高考的机遇与挑战
研究

3

291 E 南通大学 朱颖、夏成前 “健康第一”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路径研究 3
292 F 南通大学 谭书颍、娄虎 初中生同辈群体与体育锻炼关系研究 3
293 H 南通大学 刘雪、娄虎 运动训练预防武术套路高校习练者运动损伤的研 3
294 H 南通大学 屠甜、车旭升、许阿紫 第22届世界杯16强球队进攻能力分析 3

295 K 南通大学 赵薇、邹月辉、翟西东 价值、困境与进路：新媒体时代我国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播研究

3

296 C 南通大学 吕和武 控制信念对大学生有氧体适能的影响:主观锻炼体

验和锻炼坚持性的中介作用
3

297 I 三江学院 高程丽、饶日忠、吴彩
荣、崔楠

不同BMI等级大学生骨骼肌含量的调查研究 1

298 C 三江学院 吴彩荣、高程丽 民办高校超重肥胖学生体质状况的实证研究---一
项横断面研究

2

299 C 三江学院 丁小燕、洪平 有氧联合抗阻运动对低体重女大学生身体成分、
身体机能及运动能力的影响

2

300 K 三江学院 王步 江苏省体育健康特色小镇的表现特征及发展模式
研究

2

301 E 三江学院 贾军 新时代民办本科院校体育课程体系优化与创新研 2

302 C 三江学院 牟玉梅、洪平、丁小燕 徐州市农村9～18岁学生每天体育锻炼时间不足

1h的流行现状及影响因素
3

303 E 三江学院 方荣荣 基于信息化教学理念下跑步APP在高校定向越野

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3

304 E 三江学院 饶日忠、崔楠 新时代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太极拳课程思政及育
人体系的研究

3

305 K 三江学院 尹彦淳 高质量发展与体育产业结构：特征、内涵与对策 3

306 A 苏州城市学院 李秋梦 侯园园 奥林匹克教育继续与发展：拓展学校体育促进青
少年全面发展

2

307 E 苏州城市学院 侯园园、吴梦妍、李秋
梦、汤月琴 顾张瑜

“教会、勤练、常赛”视角下普通高校公共健美操

选项课教学改革研究
3

308 E 苏州城市学院 吴梦妍、侯园园 立德树人背景下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实施路径
研究

3

309 K 苏州大学 刘宁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的江苏探索与优化路径 1
310 D 苏州大学 李木子、杨青、陆洋 数字赋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价值意蕴与创新路 1
311 F 苏州大学 刘明浩、王政 大学生共情能力与体质健康关联研究 1



312 K 苏州大学 程苗苗、雍明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线上群众体育赛事组织形式、
运行机制及路径

2

313 F 苏州大学
吴嘉欣、陈博诚、郁天

成、王国祥
毒品依赖人群运动方式的选择-一项基于毒品渴求

度和心理状态的网状meta分析
2

314 K 苏州大学 黄悦、李燕领、辛蕾、
侯国玉

基于综合分析模型的公共体育服务协同治理研究 2

315 I 苏州大学 马悄然、陈瑞琴 体育锻炼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影响：锻炼投入的
中介作用

2

316 A 苏州大学 王杏 核心素养理念下中日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内容
结构对比及启示

2

317 K 苏州大学 张孝鑫、李燕领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制”多元主体决策

与协同运作研究》
2

318 H 苏州大学 周琴、陆阿明 不同程度疲劳对半蹲跳和下蹲跳落地阶段的影响
研究

2

319 I 苏州大学 嵇恺然、任园园、王庆
杰、陆阿明

  双任务对跑步机上步行时步态的影响 2

320 H 苏州大学 姜静远 运动性疲劳后长跑着地过程中下肢肌肉激活与关
节活动变化的研究

2

321 K 苏州大学 刘望、樊炳有 数字技术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创新的理论
逻辑与推进路径

2

322 K 苏州大学 王越、陶玉流、吴相雷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
设研究

2

323 E 苏州大学 沈翔宇 基于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现状的体育教学优化策略
探究

2

324 G 苏州大学 何萍 基于赋权增能理论的体育教师工作重塑 2

325 G 苏州大学 刘雨欣 社会资本驱动体育教师知识共享：逻辑、困境及
进路

2

326 G 苏州大学 李亚男 机遇与策略：优秀退役军人转型担任中小学体育
教师

2

327 H 苏州大学 陈博诚、吴嘉欣、郁天
成、王国祥

负重深蹲训练时膝关节与足尖的相对位置变化对
下肢肌肉表面肌电的影响

2

328 K 苏州大学 马弘宇、翟冠华 基于DEA三阶段模型与基尼系数的群众体育资源

配置效率测度研究
2

329 L 苏州大学 王慧婷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我国校园足球发展政策分析 2

330 I 苏州大学 王庆杰
踝关节肌力和平衡角度观察PNF下肢模式和踝关

节NJF技术干预效果
2

331 A 苏州大学 董远志 以“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
2



332 K 苏州大学 辛蕾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支出效率研究——基于三阶

段DEA模型
2

333 E 苏州大学 王荷英、缪慧梅 “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国家政策梳理及无锡高中实

践经验的研究
3

334 E 苏州大学 林邵威、张宗豪 地域文化语境下黄氏南少林鸣鹤拳在学校教育中
的文化传承研究

3

335 K 苏州大学 王姝萌 后疫情时代居家健身活动可持续发展研究 3

336 K 苏州大学 张殿祥、樊炳有
基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效能何以提升？——
基于组态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3

337 K 苏州大学 魏利杰、王政 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多重逻辑 3

338 F 苏州大学 刘秀征 民族复兴目标下武术教育价值的剖析——对青少

年健全人格的培育
3

339 G 苏州大学 吕昱晓 浅谈体育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发展 3

340 J 苏州大学 郑国荣 数字体育助推高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困境与路径

3

341 F 苏州大学 孟令越、李光晨、张秋
霞

课后体育服务促进青少年社会适应性机制——基

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3

342 E 苏州大学 郭若凝 STEAM教育理念下体育锻炼对学生身心健康的 3

343 E 苏州大学 赵一璇 如何更好地开展太极拳课程？ ——身体社会学视

角下对太极拳的简单阐述
3

344 K 苏州大学 张润晨、翟冠华、柳雨
欣

公众感知视域下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提升研究：理
论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3

345 F 苏州大学 蔡浩杰、侯国玉 体教融合视角下学校体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培养
体系研究

3

346 F 苏州大学 姜娜 篮球教学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优化路径研 3
347 J 苏州大学 樊雪、张宗豪 译介学视域下高校武术翻译人才培养的研究 3

348 L 苏州大学 朱红岩 “双减”背景下苏州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现状

及发展策略研究
3

349 E 苏州大学 曹坛 唤醒理论视角下中小学体育学习兴趣发展路径研 3
350 L 苏州大学 尹帅 高中校园足球后备人才输送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3
351 F 苏州大学 王德福 体育锻炼对中小学肥胖学生体质和心理健康的影 3

352 H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陈浩、王海洋、武小清
、赵明旭、谢媔媔

武术散打运动员新灵敏性测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2

353 B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王海洋、陈浩、吴邦智
、贾梦迪、李烨梓

“双减”政策下社会力量助推体育课后服务高质量

发展： 机制、障碍与应因策略
2



354 F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金卫星 体育锻炼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错失焦虑的
中介作用

2

355 E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缪慧梅 高校健美操教学与美学渗透研究 2

356 C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华耘、张淑君、李淑
梅、徐玲、张心蕙

江苏省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分析 3

357 E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淑梅、徐玲、张淑君 高职体育舞蹈数字化转型与体教融合教学模式研
究摘要

3

358 E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玲 瑜伽对高校女生心肺功能的影响与分析 3

359 E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淑君、林继强、胡乾
元、宋玉晨

基于文化传承背景下高校武术教学探析 3

360 E 苏州市职业大学 康厚良、杨玉婷 体育教学“元宇宙”构建初探 3
361 C 宿迁学院 王大利 赵雷鸣 大数据助力大学生运动能力提升的策略研究 2
362 A 宿迁学院 李盛贺 门传胜 浅析大学体育教学中跳绳节奏感的培养方法 2

363 E 宿迁学院 王一文 郑建芝 基于“立德树人”视域下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功能

阐释与践行路径研究
2

364 E 宿迁学院 赵雷鸣 王大利 oto体育教学模式对大学生运动能力和心理效益影

响的研究—以KEEP为例
2

365 J 宿迁学院 杨飞 体育非遗与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协同发展及路径研 2
366 C 宿迁学院 刘青 大数据背景下大学生体能智慧化治理研究 2
367 J 宿迁学院 王珊珊 和而不同——对高校体育教学应用路径的探索 3
368 E 宿迁学院 李响 应用型高校体育课程社会适应能力目标达成与对 3
369 E 宿迁学院 周加启 对高校乒乓球教学技战术关系运用的探索 3

370 B 宿迁学院 刘国富 选项课教学背景下学生体育社团组织参与学校体
育服务的困境

3

371 F 宿迁学院 郑大军 高校体育教学中对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的培
养研究

3

372 E 宿迁学院 杨丹、胡森林、李兴昌 立德树人视角下大学体育课就地转换混合教学模
式构建与应用研究

3

373 A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井向前、赵彩钰、汪小
林、丁博文

“双减”政策下学校体育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融合

发展研究
2

374 E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张耀，王少博，盛开，
井向前，丁博文

“三以三促”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乒乓球课程的教

学改革和实践研究
2

375 G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赵彩钰、赵歆、井向前
、汪小林、丁博文

高校体育教师课程思政教学问题消解策略 3

376 E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陈前，魏心怡 “大思政课”空间下宿迁市民办职业院校体育课程

思政实施困境与纾解策略
3



377 A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李时、沈峥、赵金刚、
陈荣成

创新型体育学习环境设计——基于 OECD“7+3”
学习环境框架的启示

2

378 E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陈荣成、潘绍伟、李时 格物致知：新时代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探寻 3

379 E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陈振翠 岗位体能需求导向下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改革---以
建筑工程专业为例

3

380 C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薛培育、董秀华、缪嵩
、辛治国

有氧运动干预对大学生BMI、体质健康的影响 3

381 D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葛荣亮 体教融合理念下体育特色校创新模式研究 3

382 D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殷洁森 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挑
战与路径

3

383 K 徐州工程学院 张丰、高成强、吴若熙
、汤晓芙

大运河流域（江苏段）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
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2

384 L 徐州工程学院 薛浩、李平 中国特色职业足球青训与校园足球衔接的内在机
制、现实问题与与路径选择

2

385 A 徐州工程学院 唐存山、唐守彦、李平
、张丰、王红

我国大学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
与实践路径研究

2

386 L 徐州工程学院 姚基瑞、吴若熙
我国校园足球研究演进及发展趋势——基于Cite

Space和VOS viewer的知识图谱分析
2

387 J 徐州工程学院 吴若熙 应用型本科体育教育：基本任务、目标指向与实
践路径研究

3

388 E 徐州工程学院 刘涛、孙玉马 具身认知视角下大学生体育课合作学习问题研究 3

389 C 徐州工程学院 王红、高成强 健康中国背景下高校学生体质健康动态变化及对
策研究——基于江苏省某高校学生体质监测数据

3

390 E 徐州工程学院
张丹、李平、岳文言、

梁枢、孔庆月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民族体育传承与跨 文化传

播的探索研究——以徐州工程学院留学生舞龙队

为案例

3

391 E 徐州医科大学     杜晓侠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啦啦操教学改革研究 2
392 I 徐州医科大学 杨强 体医融合助力高校生健康素养水平提升的路径研 3

393 E 徐州医科大学 刘慕原 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现实意义、教育内容与实践
路径

3

394 H 盐城工学院 阮灵锋、尹燕强、肖伟
、崔一雄

针对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关键防守指标提取研究 2

395 I 盐城工学院 肖伟、田媛 学校健康教育背景下大学生体质健康网格化治理
路径研究

3

396 E 盐城工学院 陈雯雯 基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高校公体乒乓球教学改
革创新研究

3



397 G 盐城师范学院 问绍飞、王莹、李军岩
、江玉华

体教融合背景下校园足球师资培训体系的建设路
径——基于路线图方法

3

398 E 扬州大学 陈辉映、蒋佩佩 体育教学复杂运动情境的学理基础与创设路径 1
399 C 扬州大学 孙蕾、李宁川 运动联合健康教育对肥胖儿童影响的Meta分析 2
400 A 扬州大学 叶绿 优质体育的内涵、基准与政策指南研究 2

401 C 扬州大学 张振宇、李宁川 “体教融合”背景下以高校体育专业构建改善大学

生体质健康的途径研究
3

402 L 扬州大学 毛志晨 “体教融合”视域下我国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的现

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3

403 F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佳卉 自我增强对完美主义负向中介效应的缓冲：锻炼
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2

404 E 中国矿业大学 王明伟 体育赋能青年学生斗争精神研究 1
405 K 中国矿业大学 黄兴民 近10年我国智慧体育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 2

406 D 中国矿业大学 王明琛 体教融合背景下普通高校学校教练员岗位设置现
实困境研究

2

407 F 中国矿业大学 张锦璞 基于运动干预治疗抑郁症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2

408 K 中国矿业大学 陈春平、陈文佳、李成
子、翟丰

儿童友好理念下城市公共体育空间供给优化策略 2

409 J 中国矿业大学 杨文礼、李彦、高艳敏
、翟丰

自我效能感、主动反刍对大学生体育学习投入的
影响：自主性动机的有调节中介效应

2

410 J 中国矿业大学 高艳敏、李彦、杨文礼
、翟丰

类比认知融合内部注意焦点学习模式对运动技能
协调性的干预研究

2

411 E 中国矿业大学 纵凤侠
教会、勤练、常赛：新时代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创
新实践——以******大学公共体育俱乐部教学改

革为例

2

412 J 中国矿业大学 张清华 职业规划对体育学研究生学习投入的影响：学业
困难的中介作用

2

413 J 中国矿业大学 房可馨 高校乒乓球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与纾解路径研究 3
414 J 中国矿业大学 朱豫坡 郑州市高校开展攀岩运动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分析 3
415 A 中国矿业大学 王振宇 体育中考与体育高考协同化研究 3

416 K 中国矿业大学 杨佳 弱关系理论视角下体育人才招聘类虚拟社区的功
能价值研究

3

417 H 中国矿业大学 王丹妮 高水平运动员短跑训练特征研究-以潘欣玥为例 3

418 B 中国矿业大学 邵子恒、张矛矛、翟丰
、刘艳芹

交叠影响域理论下“家校社”共育课外体育时代价

值、现实壁垒与发展路向
3

419 J 中国矿业大学 王钊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体育网络教学的问题及对 3



420 J 中国矿业大学 张佳捷 “体教融合”语境下江苏省高校校园网球文化建设

与推广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3

421 J 中国矿业大学 何嘉昕 正念训练在体育教育中的应用与发展的研究综述 3
422 E 中国矿业大学 孟秋晨 义务教育阶段田径课程一体化研究 3
423 I 中国矿业大学 刘洋 运动干预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关键因素 3
424 F 中国矿业大学 何智敏 定向越野对中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研究 3

425 A 中国矿业大学 童甜甜、汪晓赞、张艳
平、张矛矛

新时代幼儿园传统体育游戏发展的理论审思与推
进策略

3

426 J 中国矿业大学 徐海超 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研究的可
视化分析

3

427 E 中国矿业大学 王小云，孙志鹏 配对练习法在高校网球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3
428 E 中国矿业大学 翟近鑫 太极拳作为微运动方式在文化课中开展的可行性 3

429 J 中国矿业大学 王芝允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政策量化

评价
3

430 F 中国矿业大学 黄美蓉 体育生活方式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心理资本中

介作用
3

431 A 中国矿业大学 刘邦舜、 李琳、 杨聪聪 高校体育赛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升路径 3
432 I 中国矿业大学 杨家坤、黄美蓉 健康第一、杜绝异化、全面发展：基于体育本体 3
433 D 中国矿业大学 王琛 我国高校校园跑现象的困境与破解之策 3

434 J 中国矿业大学 黄可杰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培养文旅体育人才的行动逻
辑与推进路径

3

435 H 中国矿业大学 蒋翔 青少年游泳初学者课余训练分层教学法的应用研 3
436 B 中国药科大学 朱敏、杜长亮 全民健身战略深入推进的微观机制与个案研究 1

437 F 中国药科大学 严文刚 高校趣味团体赛事参与对班级凝聚力影响的实验
研究：人际关系与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

2

438 A 中国药科大学 吴宗喜 体育教学中男教师与女大学生肢体接触的探讨 2
439 K 中国药科大学 邸洁 排球运动的文化内涵及社会价值探索 3
440 K 中国药科大学 李睿珂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之 3

441 E 中国药科大学 王振亚 大学体育网球课程思政的独特性、融入点与实现
路径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