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22 年中国（西南）青少年校园足球 

区域协同发展科学论文报告会征文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深化体教融合，积极探

索教会、勤练、常赛“三位一体”学校体育发展路径，践行校园

足球面向人人普及、面向精英培养专长的“一体两面”发展格局，

不断加强西南地区青少年校园足球学术交流，以科研创新推进实

践发展，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共同举办第二届

“川渝云贵”青少年校园足球文化交流活动，召开 2022 年中国

（西南）青少年校园足球区域协同发展科学论文报告会。现将相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2 年 11 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会议地点 

成都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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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川省体育科学学会 

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研究与指导中心 

（二）承办单位 

成都体育学院 

（三）协办单位 

四川省校园足球协会 

（四）学术支持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四川体育科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足球事业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课题组。 

四、会议主题及形式 

会议主题为“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会议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包括大会报告、专题报

告等内容，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报告与互动。 

五、征文范围 

凡符合以下征文范围且未在全国性学术会议或公开刊物上

发表过的论文均可报送。征文范围仅为选题提供参考，不作为论

文题目，投稿者可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确定具体研究命题。 

六、征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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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征论文未曾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报告过并未在公开

刊物上发表过，第一作者每人限投 1 篇，论文只限报送全文。 

（二）论文正文不少于 6000 字，（包括图表，表格仅限用三

线表）；题目三号黑体字，居中对齐，单倍行距。作者，四号黑

体字，居中对齐，单倍行距；作者次序按对论文研究成果的贡献

大小依次排列。作者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小四号黑体字，居中

对齐，单倍行距。不同作者的工作单位可按顺序依次列出，不必

分行，并附第一作者的联系方式。摘要小四号宋体，1.5 倍行间

距，字数 100—300 左右。英文摘要，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

体，1.5 倍行间距。论文正文，小四号宋体字，行距固定值 20。 

（三）大会组委会将通过中国知网学术不端论文检测系统对

所有投稿论文摘要进行检测，凡不符合要求的论文摘要，大会组

委会将不予受理。经组委会确认的学术不端论文作者，将进入学

术不端名单。 

（四）大会组委会拟将获奖论文择优以专刊形式在《成都体

育学院学报》和《四川体育科学》期刊上发表。凡在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未向组委会作正式的书面声明者（书面声明应写明具

体原因，本人签字后扫描或者拍照发到大会征稿指定邮箱

xyzqkbh@163.com)，视为同意授权发表。 

七、征文提交截止日期 

2022 年 9 月 30 日，以邮件送到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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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征文提交方式 

报送论文请发至 xyzqkbh@163.com，同时在邮件主题栏注明

会议名称、征文范围条目、作者姓名、论文题目。 

九、论文评审 

组委会将对录用论文编印《科报会论文集》，届时大会只对

录取论文做字体、字号方面的编辑，不再进行文字加工，作者文

责自负，请自留底稿。同时，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应征论文进行

评审，按比例评选出会议论文的一、二、三等奖，并颁发证书。 

按照论文评审惯例，凡录用论文由作者向期刊自行缴纳论文

评审费，费用标准根据期刊评审标准执行。 

十、联系人与联系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田建强 19150238153，郭蓉 17381579610，

孙哲 13127113631。 

 

附件：征文选题范围 

 

 

 

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川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代章） 

                 2022 年 7 月 20 日 

mailto:报送论文请发至whzxyjb@163.com，同时在邮件主题栏注明作者姓名和论文题目。
mailto:报送论文请发至whzxyjb@163.com，同时在邮件主题栏注明作者姓名和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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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征文选题范围 
 

校园足球政策相关研究 

1.新时代校园足球发展理念研究 

2.新时代我国校园足球创新发展研究 

3.我国校园足球政策演进特征研究 

4.校园足球政策执行效果研究 

5.新时代我国校园足球治理路径研究 

6.校园足球改革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优化研究 

7.校园足球政策量化评价研究 

8.校园足球与思政建设的相关性研究 

校园足球与学校体育研究 

9.双减政策下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研究  

10.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评价体系研究 

11.校园足球文化体系建设研究 

12.校园足球的育人功能发挥研究 

13.幼儿足球发展研究 

14.校园足球带动学校体育综合发展研究 

校园足球与学生体质健康研究 

15.校园足球对学生体质健康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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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健康中国”背景下高校校园足球推广与发展研究 

17.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试点县区等）对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 

18.校园足球对学生个性化体质健康促进研究 

19.校园足球行为意向对体育锻炼等级的影响及策略研究 

校园足球与体教融合研究 

20.校园足球普及与提高的互促发展研究 

21.校园足球新型足球学校建设研究 

22.高校高水平足球运动队伍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23.校园足球培训机构的建设、管理、服务与监督 

24.“满天星”训练营创新发展研究 

25.校园足球各级竞赛体系研究 

26.学生运动员注册、参赛制度创新研究 

27.青少年足球运动水平等级评定标准研究 

校园足球教学、训练研究 

28.校园足球教学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29.校园足球教学方法手段创新研究 

30.校园足球教学训练信息化平台建设研究 

31.基于“满天星”训练营新型足球学校的校园足球青训体系研究 

32.校园足球训练体系研究 

33.校园足球与青少年足球竞技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34.校园足球教学与训练教案的创新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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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校园足球运动员一贯制培养体系研究 

校园足球协同创新发展研究 

36.校园足球多元主体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37.新发展理念下的校园足球发展研究 

38.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校园足球合作发展研究 

39.校园足球融合体系建设研究 

40.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校园足球管理系统研究 

41.基于大数据的青少年足球素养与健康管理研究 

42.“互联网+”对校园足球发展影响研究 

43.新时代校园足球教学、训练创新路径研究 

校园足球师资专题研究 

44.校园足球管理体制机制研究 

45.校园足球教练员培养体系研究 

46.校园足球教练员待遇、职称与劳动保障研究 

47.校园足球教练员工作量测算与业绩考评研究 

48.校园足球裁判员研究 

49.退役优秀足球运动员任职校园足球教练员路径研究 

50.西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校园足球发展研究 

51.校园足球教练员科研能力提升研究 

52.校园足球教练员执教能力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