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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要求，充

分调动广大学校体育、卫生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化学校

体育科学研究和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全面检阅

近年来我省学校体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传承严谨

求实的良好学风，提高我省学校体育科研的水平和质量，推进学

校体育科学的进步和创新，繁荣和发展学校体育科学事业，为人

力资源强省和健康江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科报会主题：健康中国·学校体育的使命与发展

  二、组织领导

省教育厅成立由朱卫国副厅长为组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王

国强副院长、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委员会王家宏主任为副组长的

江苏省参加全国第十三届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秘书处设在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张

鲤鲤处长任秘书长，省教科院孟文砚、东南大学蔡晓波任副秘书

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和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委员会（高等教育

学会高校体育研究会）牵头成立论文遴选推荐工作小组，分别负

责中小学（含幼儿园、中职）和高校体育论文的遴选报送工作。

各市教育局、各高校要参照省教育厅有关工作机制，加强参

赛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好宣传动员、遴选推荐等工作。各市、各

高校对在科报会中取得二等奖（含）以上的论文予以在核心期刊

发表文章同等认定。

  三、征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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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政治标准、学术标准和学风标准相统一，坚持质量第一

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科报会论文征文以《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

会科学论文报告会选题指南》（附件 1）为主的未公开发表的学

术论文。论文符合指导思想要求，研究成果要有学术价值和应用

价值，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创新性，能够科学解释和解决学校体育

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体现我省学校体育和健康

促进科学研究的最新水平。征文对象为全省大中小学体育教师，

学校体育科研、教研、管理人员，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及卫生保健

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一）重点突出。论文选题以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

学校体育的理论与实践改革与发展为主要方向，重视学校体育改

革发展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关注学校体育基

础研究以及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

  （二）方法科学。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符合课题性质，满足

课题研究需要，研究设计科学，方法运用合理，注重运用新型研

究方法，倡导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重，理论探索与实验研究并

重，总结经验与指导实践并重。

  （三）成果创新。论文的研究成果要有开创性，客观把握学

校体育现状，科学揭示其规律，正确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有效解

决对策。理论性的研究能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或丰富、发展已

有的理论；应用性研究论文能反映当前学校体育改革实践，研究

成果有利于解决学校体育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对提高教育质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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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

  （四）文体规范。报送的论文应概念清晰、论点明确、论证

充分、逻辑严谨、结构完整、资料真实、引证和图表规范。每篇

论文不超过 5000 字，并提供不超过 800 字的论文摘要，每篇论

文署名作者不超过 5 人。

（五）学风端正。符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要求。

  四、报送要求

  本届科报会是大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首次合并后举行

的第一次科学论文报告会，是对近年来全国学校体育科研成果的

一次全面检阅和集中展示，是强化学校体育科研、培养高水平学

术人才、提高师资队伍素质、推进学校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各市教育局、各高校和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

委员会对此要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做好论文的征集、评选和报送

工作，充分展示江苏学校体育事业发展成果。

    （一）高度重视。各市教育局、各高校应根据本通知要求，

做好论文征集的宣传、动员与组织工作，加强科研诚信与学风建

设，通过查伪和评审会、研讨会等形式对论文进行检查、修改、

完善，杜绝学术不端行为，保证论文质量。对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的论文作者根据规定予以处理。

（二）报送数量。教育部分配给我省共 160 篇参赛指标，计

划中小学（含幼儿园、中职）推荐 60 篇左右，高校推荐 100 篇

左右。各市、各高校要围绕“健康中国”主题和选题要求，广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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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积极参赛，以体育为主，统筹好学校卫生、心理健康等方面

科研力量，每市最少报送 10 篇；各高校和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报

送数量不少于 3 篇；设有体育专业、校医院和医学院的学校不少

5 篇。市属高校列入高校推荐范围。

（三）报送方法。论文以市和高校为单位，统一报送论文的

电子文本和《各市（校）报送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

汇总表》（附件 2）。统一报送的相关要求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网站（http://www.nies.net.cn）首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学

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专栏下载。

（四）报送日期。论文报送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30 日，

逾期不再受理。各市教育局论文寄送地址：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

院（南京市北京西路 77 号），邮编：210013，联系人：孟文砚，

电话：13951037600，邮箱：jsmwy6@163.com；各高校论文寄送

地址：东南大学体育部，联系人：金凯，电话：13951602681、

025-52090822，邮箱：dndxtyx@126.com。

    五、工作要求

请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和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委员会组织力

量认真做好论文遴选和辅导完善等工作。省教育厅将参加科报会

工作经费列入年度经费预算，主要用于召开工作部署会、论文评

审和专家评审费发放等。遴选推荐结果于 5 月 26 日前报送省教

育厅。

省教育厅将根据论文最终入选情况，结合第十三届全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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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选题指南

   本指南主要遴选了当前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点

研究方向，所列出的条目是研究领域，不是论文的具体题目，可

作为论文选题的参考。共分 10 个领域，86 个方向。

一、学校体育理论与学校体育史研究

1．学校体育与健康中国；

2．学校体育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

3．学校体育与体育产业发展战略；

4．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大众体育；

5．区域学校体育发展战略；

6．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理论的演变发展与创新；

7．体育学科专业建设；

8．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培育；

9．学校体育的文化传承与发展；

10．中外学校体育国际交流；

11．中国学校体育课程发展史；

12．国外学校体育制度的建立与演进。

二、学校体育课程与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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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创新；

14．不同学段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建设；

15．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

16．教学质量标准与评价；

17．学生学业质量标准与评价；

18．体育教学模式、组织形式及教学方法创新；

19．大、中、小学校体育教育目标系统构建；

20．信息时代体育教学变革。

三、学生体质健康与促进

21．学生体质健康动态变化与突出问题；

22．学生体质健康有效干预；

23．学生体质健康新影响因素；

24．学生体质健康评价标准与方法创新；

25．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科学理论与方法；

26．特殊群体学生的体质健康；

27．《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施行的实效性；

28．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的挖掘和利用。

四、学校体育管理与保障机制

29．学校体育政策法规和制度；

30．学校体育组织管理与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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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体育考试制度创新；

32．学校体育运动伤害的法律与保险制度；

33．大中小学体育场馆设施与器材配置；

34．学校体育场馆设施管理与有效运行模式；

35．信息技术在学校体育管理中的应用；

36．幼儿体育发展策略；

37．学校体育整体评价；

38．中外学校体育比较；

39．学校体育科研、教研现状与对策。

五、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40．学校体育教师编制与配置；

41．体育教师教学技能与职业素养；

42．体育教师的培养与培训；

43．体育教师的权益与劳动保障；

44．优秀体育教师的成长。

六、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研究

45．学校卫生工作与健康教育改革发展现状；

46．健康教育课程体系；

47．学校卫生工作人员队伍建设与职业发展；

48．学生疾病预防与健康教育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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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应对机制；

50．学生卫生与健康教育区域发展策略；

51．运动、营养与健康促进。

七、体育促进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研究

52．学校体育培养健全人格；

53．学校体育对学生心理素质突出问题的有效干预；

54．运动竞赛培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55．体育锻炼对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56．学校体育与道德学习。

八、学校体育课余训练与竞赛研究

57．基于学校体育发展的国家竞技体育战略；

58．课余训练改革发展现状与趋势；

59．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回顾与展望；

60．学校体育竞赛制度创新；

61．“教体结合”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体制变革；

62．学生运动员注册制度；

63．学校优秀体育人才培养与训练方法探索实践；

64．科学训练理论进展及其在课余训练中的应用；

65．生理生化新方法在课余训练中的应用。

九、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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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学校体育特色建设；

67．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优秀案例；

68．学校优秀体育传统的继承与培育；

69．学校体育文化与社区体育文化融合；

70．阳光体育运动长效机制；

71．校外、课外体育活动创新；

72．学生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建设；

73．学校体育大课间活动创新。

十、校园足球改革发展研究

74．校园足球的教育理念；

75．校园足球的有效推进策略；

76．校园足球课程、教材建设；

77．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管理与评价；

78．校园足球示范区（县）整体推进模式；

79．学生足球技能标准实施效果分析；

80．校园足球课余训练体系建设；

81．校园足球四级联赛竞赛制度建设；

82．校园足球发展与青训体系衔接机制；

83．校园足球的保障机制与社会监督；

84．日韩青少年足球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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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足球发达国家青少年足球发展体系；

86．足球发达国家青少年优秀人才选拔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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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市（校）报送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

汇总表

        市教育局 /校；联系人：              ；电

话：              。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姓

名

第一作者工

作单位

第一作者联系

电话

选题

领域

研究

方向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本表可自制。

2．作者姓名，需填写全部作者姓名。

3．选题领域如是指南的 10 个方面，可填写对应标号；如是自选，请注明“自选”。

4．研究方向如是指南的 86 个方面，可填写对应标号；如是自选，请注明“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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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 年 2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