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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解剖学会运动解剖学分会

运动人体科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研讨会

通 知

尊敬的各位导师、研究生及相关领域学者：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来临之际，为联系实际学习中共党史，贯彻党的十九大以来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卓越育人，

运动解剖学分会拟于2021年4月27-29日在广西桂林召开“运动人体科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

养研讨会”（广西师范大学承办）。

会议主题为“牢记使命，卓越育人，合作创新”。会议内容：一，特邀党史专家谈党史

研究和学习体会，研究生思政工作探讨；二，运动人体科学与运动康复研究生培养经验交

流，教材建设与研究条件建设；三，优秀研究生代表谈学习经验和研究体会；四，特邀专家

谈人体解剖学与运动解剖学、运动人体科学与运动康复学科进展和教师队伍建设。

欢迎全国各体育专业院校相关领域的教师、研究生，以及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领导和

学者参加。征文要求附后。

一、会议主要日程：

4月26日（周一）全天报到；4月27-28日大会报告和经验交流；

4月29日爱党爱国教育活动——重走长征路；4月30日上午离会。

二、会务费：中国解剖学会会员600元，非会员800元，学生400元；现场缴费各加收

200元。因故不能出席者不退款，可替换参会人员。差旅交通费自理。

注册缴费说明：登陆中国解剖学会学术会议系统（http://meeting.csas.org.cn）注册

报名。在线缴纳会务费（强烈推荐），自行开具并下载打印电子发票。也可在系统中选择

银行转账方式，户名：中国解剖学会，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账号：

0200004109014480529 ， 注明： 运动解剖学会议+ 参会者姓名。然后发送邮件至：

ham628@sina.com，注明：汇款人姓名（银行卡户名）、参会人姓名、汇款金额、单位及纳

税人识别号等。可在会议系统预定酒店。

三、会议主办方负责人：运动解剖学分会刘鸿宇、李世昌、刘承宜。

四、会议承办方负责人：广西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彭峰林、刘卫国。联系电话：

13117739595、18801191627。

http://meeting.csas.org.cn/
mailto:ham62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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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征文摘要内容（会议议题）

1.中共党史研究与学习心得

2.研究生培养战略思考——经验与困惑

3.运动人体和运动康复培养目标计划

4.运动解剖学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

5.实验室建设与研究条件建设

6.选题、研究设计、论文写作与项目申报

7.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8.优秀研究生学习方法与研究体会

9.跨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培养

10.研究生体育人文素养与运动特长

11.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和人类学发展

12.运动解剖学发展与教师队伍建设

13.运动人体科学发展与教师队伍建设

14.运动解剖学的应用领域：运动康复

15.我国体育事业、人才培养和体育科学

16.运动人体科学科其他领域

摘要要求：

1.摘要应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数据真实可靠，语句表达精练，主题内容清晰，未在

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字数500-1000字。注明作者姓名、职务职称、工作单位、联系地

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手机）、E-mail 地址。

2.稿件左上角标明“内容分类”，如“8.优秀研究生学习方法与研究体会”。

3.以第一作者提交论文不超过2篇，录用形式为专题报告和《会议论文汇编》收录。

4.论文摘要格式与要求：题目三号黑体居中。作者姓名小三号楷体居中，两字姓名中

间空一全角格，作者之间用逗号区分。作者单位按省名、城市名、邮编顺序排列，五号宋

体居中，全部内容置于括号之中。正文五号宋体通排，行间距1.5倍。摘要用结构式形

式，不含图表，关键词之间用分号。计量单位使用1984年2月国务院法定计量单位。

5.投稿方式、截止日期与联系人：投稿邮箱csagl2021@126.com，投稿截止日期为

2021年4月20日。投稿联系人：刘卫国，电话13117739595；林启涵，电话18801191627。

附件二：交通指南

1.高铁：桂林站可乘坐公交5路于良丰小学站下车，步行到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

区）或出租车约需60元；桂林北站可乘坐公交100路于桂林站换乘公交5路，同上。

2.桂林机场：机场大巴民航大厦线至香江大饭店，步行至公交铁西车场站转乘5路公

交于良丰小学站下车，步行到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或出租车约需120元。

附件三：酒店推荐

维也纳酒店（桂林雁山大学城店），地址：雁中路16-1号，电话：0773-2808777。

附件四：部分特邀报告名单

题目：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保障高水平人才质量
李云庆空军军医大学梁銶琚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
导，长江学者，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原理事长，国际
解剖学工作者联盟（IFAA）副主席，《神经解剖学杂
志》主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军首批科技领军人才

题目：《运动人体科学学科方向培养方案》
汤长发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体育学院院长。
全国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
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
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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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医工结合培养计算医学高层次人才
刘树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教授，博导，数字人研究院
院长、脑与类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
长。擅长断层影像解剖学研究与教学，主编著作 40部，
发表论文360篇，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

题目：运动生物科学进展与研究生培养
段 锐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体育科学院院长，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青年长江
学者。运动解剖学分会常委，杰出青年教授。霍普金斯
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分子生物与遗传学系助理研究员。

题目：组织胚胎学研究进展与研究生培养
曾园山 中山大学教授，博导，原组胚教研室主任，中国
解剖学会常务理事、中山大学干细胞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广东解剖学会理事长。

题目：运动人体科学的学科定位和融合发展
亓建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关节外科与运动医学教授，主
任医师。现任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书记，原院长。研究
方向：关节软骨移植与修复、组织工程与再生。

题目：从研究生到指导研究生—我走过的路
李瑞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解剖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解剖学会人体解剖学与数字解剖学分会主
任委员、国家规划教材《局部解剖学》主编。

题目：心脏运动生理领域选题与研究设计
彭峰林广西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院长，教授，博
导，研究方向：运动适应的生物学机制、运动的健康
促进作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等。

题目：人体标本制作基本功训练与解剖技术队伍建设思考
饶利兵 湖南医药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解剖学会科技
开发与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南解剖学会副理事长。研究方
向：人体标本设计与制作、实验室建设、应用解剖学等。

题目：运动健康领域选题与研究设计
曹振波 上海体育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博导，
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从事运动生
理学和体质/营养与健康促进领域。

题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浪潮
靳书君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中共
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广西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广
西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题目：运动人体科学与运动康复研究生培养
王 松武汉体育学院教授，研究生院院长
运动解剖学分会常委。研究方向：运动与免疫、骨发
育生物学、运动训练生物学监控及运动损伤。

题目：毛泽东体育思想及其伦理哲学源与流
龚正伟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伦理学会理事，
上海市教委“体育与健康伦理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题目：运动生物力学与体育工程研究生培养
闾坚强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博导，医师。研究方向：细
胞生物力学、体育运动康复工程、运动生理学等。

题目：运动解剖学学科建设与师资培养
李世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运动解剖学分会名誉
主任委员。曾任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主讲《运动解剖学》获国家精品课程。

题目：运动解剖学一流课程特色化建设的研究与探索
张海平沈阳体育学院运动解剖力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运动解剖学》辽宁省精品资源共享课和一流本科课程
负责人，中国解剖学会运动解剖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题目：运动人体科学跨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
刘承宜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导，运动解
剖学分会顾问，广东省珠江学者岗位学科带头人。研究方
向：激光运动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劳动学。

题目：少数民族地区体育学研究生选题与研究设计
孙 健南宁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运动解
剖学分会委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分会会
员。研究方向：体育运动心理效应的行为及神经机制。

题目：新技术人才培养—精准医学中的智能影像
刘景鑫吉林大学教授，“唐敖庆学者”，吉林省医学影
像工程技术中心主任，中国健康协会健康数据分会会长

题目：运动针法及其解剖学基础
黄飞龙 主任医师、教授、博导，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
院骨科，研究临床运动损伤及疼痛、中医骨-脑病学。

题目：运动神经生物学领域选题与研究设计
罗 丽苏州大学体育学院特聘教授，博导，运动解剖学分
会杰出青年教授。研究方向：运动与衰老。

题目：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生科研素养能力培养
吴卫兵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博导，运动科学学院教学研
究实验中心主任，从事运动心肺康复方面的研究工作。

题目：运动骨骼肌生物学领域选题与研究设计
李方晖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
衰老与抗衰老分会委员。研究肌骨生物学、运动抗衰老。

院长论坛--运动人体科学和运动康复学科发展瓶颈与
对策
沈阳体育学院张新安；吉林体育学院刘娜、李豪杰；
武汉体育学院郑伟涛；哈尔滨体育学院李丽；
天津体育学院赵云罡；南京体育学院汤强；
上海体育学院于新凯；首都体育学院周军；
成都体育学院胡毓诗；西安体育学院刘涛；
广州体育学院翁锡全；山东体育学院隋波、章岚；
中北大学曹电康；河北体育学院刘丽萍、王海英；
四川大学韩海军；海南师范大学张新定；
吕梁学院赵永军；湖南师范大学郑澜；
南昌航空大学王玉侠；南京特殊师范学院徐冬晨。

题目：体育科研论文的撰写规范
孔垂辉北京体育大学编审，博士，学术期刊社总编室主
任，研究方向：学术编辑、体育科研管理等。
题目：跨学科、跨学校联合培养研究生
刘鸿宇中北大学教授，运动解剖学分会主任委员。2018
年创建运动解剖学分会，走访了全国各省市区200余所
体育专业院校，着力探索运动解剖学与生命科学融合创
新。提出运动解剖学15个研究领域、实验室标准化建设方
案和运动解剖学系列教材建设构架等。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