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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科学论文 
报告会选题指南 

 

 

 

一、学校体育理论与学校体育史研究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的重要论述； 

2.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3.学校体育与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

 本届科报会主题是“服务强国建设 推进新时代青少年

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本指南确定的是青少年和学校体

育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所列出的条目是研究领域。各条目

供选题时参考，非论文具体题目。

国、健康中国； 

4.新时代体教融合的理念、价值与实施路径； 

5.新时代学校体育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6.体育教育培根铸魂的理论与实践；  

7.体育精神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影响； 

8.“双减”背景下的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9.中国特色学校体育发展理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10.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 

11.国外学校体育发展前沿。 

二、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1.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演进发展与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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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时代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改革； 

3.大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与内容体系整体构建； 

4.不同类型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与教学实践； 

5.体育与健康课程思政建设； 

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背景下民族体育特色课程建

设与开发； 

7.体育与健康教材建设研究； 

8.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质量标准； 

9.新课标下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创新； 

10.体育与健康课程大单元教学设计与实践； 

11.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体育课程教学改革创新； 

12 体育课与课外体育活动有机整合； 

13.幼儿体育理论与实践。 

三、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 

1.学生体质健康与健康中国、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 

2.学生体质健康与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3.中外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政策； 

4.中外学生体质健康现状、特征及变化趋势； 

5.学生体质健康问题、成因及对策； 

6.运动促进不同群体学生体质健康的理论、机制与实践； 

7.不同地域学生体质健康特征及其比较分析； 

8.体能素质下降、“小胖墩”“小豆芽”等体质健康难点

问题整体解决方案； 

9.特殊群体学生体质健康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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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学生体质健康测量与评价体系创新。 

四、学校体育管理研究 

1.学校体育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2.学校体育法律体系建设与实践； 

3.《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修订与实施； 

4.体育中考制度创新与体育高考可行性路径； 

5.学生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机制建设； 

6.各级各类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体系建设； 

7.学校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组织管理运行； 

8.学校与城乡社会体育资源协同配置与共享； 

9.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置及有效管理与利用； 

10.新时代学校体育社团管理运行； 

11.体育运动学院（校）教育教学管理创新； 

12.“双减”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管理服务； 

13.国外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管理经验挖掘； 

14.中国学校体育科研趋势与发展走向。 

五、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1.新时代体育与健康师资队伍现状； 

2.体育与健康教师师德师风、职业能力与核心素养； 

3.新课程背景下体育与健康教师专业能力提升与培养

培训； 

4.乡村体育与健康教师配置； 

5.《体育法》背景下体育教师权益保障； 

6.中小学体育教研体系建设与工作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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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优秀退役运动员转型体育教师的路径； 

8.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9.学校体育教学团队建设。 

六、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研究 

1.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改革； 

2.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及其实施路径； 

3.学生健康素养与健康生活方式； 

4.学生常见病、传染病防控体系； 

5.学校食品安全保障； 

6.学校卫生教师（校医、卫生保健人员）配置新路径； 

7.《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修订论证； 

8.遏制“小眼镜”发展趋势的系统方法； 

9.学生近视防控长效机制与视力健康管理； 

10.学生反兴奋剂教育； 

11.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 

七、学生心理健康促进研究 

1.体育运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理论与机制； 

2.体育运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模式与路径； 

3.预防心理问题、防范心理危机的运动干预； 

4.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学生心理健康及运动干预； 

5.体育运动与智力发展、学业成就； 

6.体育乐趣激发、兴趣培养与心理健康； 

7.体育运动与健全人格、意志品质、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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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生竞技运动研究 

1.大中小学“一条龙”训练体系建设与制度创新； 

2.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3.学生竞技运动战略发展与管理体制改革； 

4.学生竞技运动教育价值的挖掘与提升； 

5.学生竞技运动组织体系与评价标准； 

6.学生竞技运动训练竞赛体系建设； 

7.中国特色青训体系与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8.青少年运动员的选材、训练与职业发展规划； 

9.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系统、竞赛体系“一体化”构建； 

10.运动训练、康复、生理生化、生物力学理论在青少年

训练中的应用； 

11.学生体育赛事安全风险管理升级路径； 

12.学校体育运动项目与国家竞技运动项目衔接发展； 

13.学生竞技运动国内外比较研究。 

九、学校体育信息化建设研究 

1.人工智能与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2.学校体育评价数字化转型； 

3.基于大数据的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与评价； 

4.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学校智慧体育教学平台建设； 

5.校园智慧操场和智慧课堂建设； 

6.在线体育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 

7.可穿戴装备、工程仿生、大数据等技术在青少年体育

训练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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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体育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升。 

十、学校体育文化建设研究 

1.学校体育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2.民族优秀体育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 

3.中国特色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4.奥林匹克文化与学生人文素养培育； 

5.校园体育社团文化建设； 

6.运动项目文化传承； 

7.学校、社区、家庭体育文化融合发展； 

8.中外学校体育文化比较。 

十一、学校体育运动项目研究 

1.新时代“三大球”振兴战略与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 

2.校园足球可持续科学发展与创新路径； 

3.校园足球训练竞赛与管理保障体系创新； 

4.校园足球课程教学与师资培训改革创新； 

5.校园篮球、排球等集体项目的改革发展与推进策略； 

6.校园乒乓球、羽毛球球等非集体项目的改革发展与推

进策略； 

7.传统优势竞技运动项目在学校中的发展巩固； 

8.攀岩、拳击、跆拳道、击剑、自行车等新兴体育项目

在学校中的普及推广； 

9.冰雪、水上等运动项目在学校在普及推广。 

十二、案例专题研究 

1.体育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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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外体育活动案例； 

3.校园体育文化案例； 

4.中小学体育教研案例； 

5.优秀运动员培养案例； 

6.体育运动学校办学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