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论坛入选论文汇总表 

序 号 作 者 单 位 论文全名 

1 胡福金 山东师范大学 
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管理的 5W2H 研究—基于重庆市健身气功站

点案例分析 

2 黄 健 上海中医药大学 关于健身气功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3 齐伟伟，周小青 北京体育大学 基于生态新常态下健身气功的“三态”理念对绿色体育发展的研究 

4 王 东 大连海事大学体育工作部 高校健身气功发展与建设的研究 

5 张 彤，杨嘉民 江南大学体育部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健身气功社团组织创新研究 

6 张卫东 河南农业大学 开封市区健身气功基层组织建设管理及活动开展现状研究 

7 胡玉玺，刘 鑫，杜习乐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健身气功科研基地建设的必要性研究 

8 李 羚，兰 兰 广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体质辨识与健身气功治未病关系初探——以五禽戏、六字诀为例 

9 李 勤，孙 坚 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 健身气功运动对中老年高脂血症患者干预效果的研究 

10 刘晓丹，王龙兵 上海中医药大学 6个月六字诀锻炼对稳定期 COPD患者 BODE 指数的作用 

11 邱燕春，黄丽英 广州体育学院 健身气功八段锦对中年女性乳腺增生康复作用的研究 

12 王冬梅，秦启忠，程 香，王 我 重庆医科大学体育工作部 健身气功五禽戏干预青少年轻度抑郁症海马和皮层脑区磁共振波谱分析 

13 薛广伟，齐莹，冯淬灵，张华，葛长胜 日照市中医医院 健身气功八段锦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14 张 筠，马 月 九江学院体育学院 八段锦改善气虚型体质大学新生气虚表现的实证研究 

15 张振宇 商丘师范学院 健身气功八段锦对中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影响 

16 郭凌宇，霍羿伶 
 

探析高等院校健身气功教学课程理论与方法  

17 胡 彪 营口理工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的健身气功推广研究 

18 李勤，孙坚 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 “循经导引”在健身气功·马王堆导引术教学中的运用 

19 李 颖 大连外国语大学 服务学习体育课程的探索与实践——以健身气功课程为样本 



20 石 伟 西南科技大学 运用基于 Kinect的体感交互技术推广健身气功的可行性研究 

21 王宝庆 新疆财经大学体育教学研究部 推广健身气功对新疆民族团结及社会长治久安的作用透视 

22 王建超 大理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健身气功在医学院校中的推广优势及策略研究 

23 王 林，朱 琳，潘 炎，黎在敏 武汉理工大学 基于消费认知的健身气功宣传策略探析 

24 吴 兰 广州体育学院 健身气功 O2O传播模式研究 

25 邢 程 内江师范学院 文明多样性与健身气功境外传播研究 

26 徐海朋 上海理工大学 健身气功项目融于旅游的可行性探析 

27 杨洪杰，丁权权 盐城工学院 健身气功作为软实力角色建设的 SWOT 分析 

28 胡玉玺，刘 鑫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健身气功“节分点”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29 周小青，周义义，许昌勇，齐伟伟 北京体育大学 健身气功：“城市品牌”之诠释 

30 朱 琳，王 林，黎在敏，潘 炎 武汉理工大学 基于物联网的健身气功传播方式创新研究 

31 任 鹏,徐芳芳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高校健身气功推广开发中孵化理论意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32 侯进泰,任 鹏 云南民族大学 互联网＋时代健身气功的推广研究 

33 徐芳芳,任 鹏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云南健身气功的产业化发展策略推广研究 

34 杨谊博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在高校公共体育课中开展健身气功教学的价值探究 

35 许 媛 河北体育学院武术系 新媒体时代健身气功推广浅析 

36 方磊，齐瑞，刘晓丹，孙萍萍，张国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 五禽戏对慢性下背痛腰腹核心肌群力学性能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37 黄丽英 广州体育学院 八段锦习练对中年女性褪黑素分泌调节作用的影响 

38 涂 平，廖远朋 成都体育学院 健身气功五禽戏对中老年人核心区力量影响的研究 

39 王哲培，白震民，郭明航，张可盈 北京体育大学 老年女性五禽戏、八段锦和易筋经运动人群平衡能力特点的研究 

40 吴云川，王宇航，单 涛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健身气功十二段锦对残疾人血脂及心理状况的实证研究 

41 李梦云，刘映海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健身气功•易筋经功法收势中调息的思考 

42 杨晨婕，丁天振 天津体育学院 健身气功八段锦对脊柱的锻炼 

43 杨慧馨 哈尔滨体育学院 健身气功•八段锦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研究 



44 杨 宇 北京体育大学 
健身气功·八段锦对大学生心率变化的影响—以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养

生副项班为例 

45 邬代玉 北京体育大学 论中老年人习练健身气功·八段锦的作用 

46 代志星，刘海莲 亳州学院 健身气功五禽戏的美学价值研究 

47 李金龙，李梦桐，张晨昕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传统势文化对习练健身气功的启示 

48 牛爱军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儒释道医“十六字诀”对健身气功发展的影响 

49 司红玉，王春阳，付清江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校本部） 从文化认同视域论健身气功的文化自信 

50 薛 欣，谢明远 天津体育学院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功养生思想研究 

51 杨 光，郭佳钺 天津体育学院 秦汉时期气功理论与实践特征的社会学因素研究 

52 晁胜杰 丽水学院 张家山汉简《引书》结构研究 

53 陈安娜，王明聪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市老年人从事健身气功锻炼现状调查分析 

54 丁天振,杨晨婕 天津体育学院 菏泽市区八段锦开展现状调查与分析 

55 刘 晶，李雨晴 武汉体育学院 武汉市大专院校健身气功课程推广现状及策略研究 

56 王 婷，贾 亮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我国老年人健身气功需求问题分析 

57 韩 雪 上海师范大学 高校健身气功习练者健身气功需求的研究 

58 魏胜敏 石家庄学院体育学院 普通公众对健身气功的价值认知研究 

59 于玲玲，李晓玲，其木格 内蒙古师范大学 健身气功对大学生心理干预的实验研究 

60 张晨昕，李梦桐，李金龙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解读健身气功调心要素的新视角——读霍金斯《意念力》一书引发的思考 

61 王会儒，姚 忆 上海交通大学 健身气功融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路径研究 

62 李 芙 
 

健身气功是实现治未病的有效途径 

63 任秋林 武汉体育学院 浅析健身气功治未病的理论依据 

64 唐光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谈谈健身气功的历史使命 

65 王齐，胡晓飞 北京体育大学 关于创编“健身气功·强体处方”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66 姚剑文 兰州理工大学 全国高等院校健身气功比赛的困境与出路 

67 周全，李吉松，鲜永红 绵阳师范学院 老年健身气功锻炼人群生活质量与幸福度状况研究 



68 颜 芬，石爱桥 武汉体育学院 健身气功项目特性分析——基于“健康”的考量 

69 甄博雅，李金龙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健身气功的松与紧 

70 马丽琼，赵宜刚 云南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健身气功锻炼可以有效防治慢性病减少医疗费开支 

71 赵宜刚，马丽琼 云南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从中医学理论探析健身气功•马王堆导引术的健身机理 

72 关鹏,薛 菲 西南林业大学 办公室亚健康人群健身气功锻炼融入太极基本功练习的研究 

73 丁秋波 镇江市健身气功协会 唤醒丹田方法之我见 

74 袁 点 北京体育大学 音乐对健身气功习练者的影响研究 

75 黄世钧 安徽中医药大学 浅议健身气功精准服务的特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