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⒛23年武汉市中小学体育教师

论文评审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体卫艺站及直属学校 :

为了促进全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学科理论研究,迎接首届全国大学

生、中学生运动会暨科学报告会的召开,定于 ⒛23年 6月 举办武汉市中

小学体育教师论文评审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组织工作

本次论文评审活动由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体卫艺教研室体育科负责。

论文主题:打造活力校园,促进健康体育核心素养视域下中小学校

体育发展

二、征文对象

全市中小学体育教师、体育行政管理人员及体育教研员。

三、论文要求

论文主要以 《⒛23年武汉市中小学校体育教师论文选题指南》 (见

附件 1)为主,且未公开发表,并遵循以下原则 :

(一 )重点突出。论文选题要以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学

校体育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主要方向,重视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重

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关注学校体育的基础研究和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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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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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展现状,科学揭示学校体育的发展规律,正确分析学校体育存在的问

题,提出有效解决对策。理论性研究能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或能丰富、

发展己有的理论;应用性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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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高教育质量有实效。

(四 )文体规范。所报论文应概念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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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oo

字,并提供不超过 ⒛0字的论文摘要,每篇论文署名作者不超过 3人。

(五)学风端正。所报论文要经过严格的查伪检测,符合学术道德

和学术规范要求。

四、报送要求

(一 )高度重视。本次评审活动对促进我市学校体育科研水平、提

高我市体育教师队伍素质,推进学校体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区及

直属学校要高度重视,坚持以体育为主,统筹学校卫生、心理健康等方面

的科研力量,认真做好论文征集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

(二 )加强审核。各区及直属学校在论文征集、评选和报送工作中,

要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和学风建设,杜绝学术不端行为,保证论文质量,要

对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论文作者根据规定予以处理。市教科院将对报送论

文进行严格检查,对学术不端的论文,不予参评。

(三)报送数量。各区中、小学段各不超过 15篇。

(四 )报送方法。论文以区和直属学校为单位,统一报送论文的电

子文本,同时将汇总表 (附件 2)、 申报书 (附件 3)、 匿名论文全文

(附件 4)纸质件一式一份报送寄至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体卫艺教学研

究室体育科 。联系人:王浩;联系电话 :138712sg262;电子邮箱 :

34886349@qq。 com



(五)报送日期。论文报送截止时间为⒛⒛年 6月 30日 ,逾期不

再受理。

五、论文评选及奖励办法

(一 )论文评审。届时将聘请高校专家及相关人员组成评审小组 ,

综合获奖率 60%,其 中—等奖 10%、 二等奖⒛%、 三等奖⒛%,

(二 )奖励办法。市教科院对获得一、二、三等奖论文作者颁发武

汉市教科院证书。

六、其它事项

附件:1.⒛ 23年武汉市中小学体育教师论文评审选题指南

2,论文汇总表

3,⒛23年武汉市中小学体育教师论文评比申报书

4.匿名论文全文格式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附件 ⒈

2023年武汊市中小学体育教师论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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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理论与学狡体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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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校体育恩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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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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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学校体育教育目标系统构建;

zO。 信I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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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体质健康有效干预;

⒛。学生体质健康新影响因素;

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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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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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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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学校体育组织管理与运行机制;

31,体育考试制度创新;

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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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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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幼 儿体育发展策略;

盯,学校体育整体评价;

龆.中 外学校体育比较;

3g,学校体育科研、教研现状与对策。

五、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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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妮,体育教师的培养与培训;

娴.体育教师的权益与劳动保障;

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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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娟。健康教育课程体系;

狎。学校卫生工作人员队伍建设与职业发展;

娴,学 生疾病预防与健康教育突出问题;

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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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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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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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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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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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学校体育特色建设;

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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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学校体育文化与社区体育文化融合;

zO。 阳光体育运动长效机制;

71,校外、课外体育活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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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校园足球的教育理念;

75校园足球的有效推进策略;

%.校园足球课程、教材建设;

77,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管理与评价;

zB.校园足球示范区 (县 )整体推进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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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茌 日韩青少年足球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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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zO23年武汉市中小学体育

教师论文评比申报书

论文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工作单位

2023∠F6月



|

一、参评承诺与论文使用授权  /
本人自愿参与武汉中小学体育教师论文评审活动,认可所填写的 《论文申报书》

为有约束力的协议,并承诺对所填写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所提交的参评论文没有

知识产权之争。并信守承诺以下约定: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 《著作权法》和 《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遵守我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

2.恪守学术道德。参评论文不存在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论文真实,没有在任何正式期刊发表。

3尊重他人的知识贡献。凡引用他人的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

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加以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均如实说明。

4,维护学术尊严。保持学者尊严,增强公共服务意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

护本届学生运动会科报会声誉,不 以论文获奖名义牟取不当利益。

本人完全了解本届论文评审活动的有关规定,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

本人承担。特授权本届评审活动组委会有权保留并向武汉市有关部门或机构报送论文

的原件、复印件、摘要和电子版;有权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同 意以影印、缩

印、扫描、出版等形式复制、保存、汇编论文;允许论文被公众查阅;有权推广科研

成果,允许将论文通过内部报告、学术会议、专业报刊、大众媒体、专门网站、评奖

等形式进行宣传。

申报者 (签章冫



二、作者基本情况

论文名称 所属类别

第一作者姓名 `性另刂 民族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工作单位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手机

其他作者姓名

注:所属类别请按照 《⒛⒛年武汉市中小学体育教师论文评审活动》规定的10个专

题类别填写。摘要和正文请按以下格式制作。

三、论文摘要 (不超过 800字 )

(题 目)× ×××××××

(作者姓名 )× ×××

(单位 )× ×××××××

摘 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括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结论 )

四、论文正文 (不超过500O字 )

(题 目)举 ×××××××

(作者姓名 )× ×××

(单位 ) × × × × × × × ×

1,研究目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研究方法

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结果与分析

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结论与建议
× × × × × × × × × × × × × × ×

参考文献

注 :

1,匿名论文全文格式同相应 《论文申请书》中的论文摘要和论文正文格式。

2,匿名论文全文中不得出现编号,以及与作者有关的相关信息,如 :姓名、工作单

位、所在省份等。

3匿名论文全文,每份单独装订,报送时夹在论文申报书中。 ·

4页面设置左右边距1英寸 (2,54cm)。

5.论文题目中文用三号黑体,居 中。副标题,小三号楷体,居 中。一、二节标题

用四号黑体,正文用小四号宋体,1,5倍行距。M纸激光打印。

6提交的电子文档请用 ll’ORD⒛Os-⒛臼版本编辑。

7,参考文献说明内容要注全,标点要正确,末尾用
“
,”。文献名后用 EM彐 代表

专著、EJ]代表期刊、EN彐 代表报纸、ED彐 代表学位论文、EC彐 代表论文集、ER彐 代

表报告、Es彐 代表标准、EP彐 代表专利、EDB彐 代表数据库、ECP彐 代表计算机程序、

EEB彐 代表电子公告。

例如:

E1]李伟民,刘勇 体育营销导论 EM彐 北京:龙 门书版社,1998.

E2彐 熊斗寅 网络时代与体育 EJ彐 体育与科学,⒛01,22(2):⒈ 7,

E3]Cuin。rA,史东升译 体育学 EM],南京:科学出版社,19gG:2Bg叼 90



附件 4

匿名论文全文格式
(题目)× ×××××××××

(摘要 )× ××××××××××X× ××××××××××××××××××

× × X× × × × × × × X× × ×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 × × X× × × × × × × × × × ,¨ ¨

1,研究目的

× × × × ×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2.研究方法

2.1× × × × ×

×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X× × × × × ¨ ¨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结果与分析

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 × × × X× .¨ ⋯

3,2× ×× × ×



b
}

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4.结论与建议

× × × × × × × × × × × × × × X× × × × × × × × X× × .¨ ¨

参考文献

注:1.匿名论文全文格式同 《申报书》中的论文摘要和论文正文格
式。

2.匿名论文全文中不得有编号,不得出现与作者有关的相关
信息,如 :姓名、工作单位、所在区等。

3,匿名论文全文每份单独装订,报送时夹在论文申报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