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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年体育科研常规课题选题指南 
                               

序

号 
课题名称 

研究

方向 
研究的目的意义 

1 
关于全民健身政策与赛事体系的

协同效应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对全民健身政策与赛事体系的协同机制，探讨政策导向如何

通过赛事活动激发群众参与、优化资源配置，并推动健康中国战

略落地。 

2 
关于“体育+文旅”模式下健身

操舞赛事经济效益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对“体育+文旅”模式下健身操舞赛事的产业联动机制、消

费拉动效应及区域经济贡献度的实证研究，达到为政府优化体育

赛事供给、推动健身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升级提供决策参考的目

的，助力全民健身服务提质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科技促进全

民健身的长效机制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分析当前乡村全民健身发展现状，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探

讨科技在其中的应用优势与困境，从多方面、多层次提出构建长

效机制的策略，以推动乡村全民健身事业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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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操舞在全民健身赛事中的推

广模式及效果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研究操舞在全民健身赛事中的推广方式，评估其健康促进作

用，探索操舞如何作为全民健身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群众

体育参与率，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5 

关于全民健身计划实施背景下高

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推动机制

的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对全民健身计划实施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研究，达到

推动高校体育教学创新与发展机制完善的目的。 

6 
关于 AI 助力全民健身线上运动

会发展的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研究人工智能（AI）技术在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中的应用案

例，分析其作用机制和应用现状，评估 AI 在个性化运动指导、数

据监测及赛事体验提升方面的实际效果。探讨 AI 技术如何降低参

与门槛，吸引更多人群参与全民健身，并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

以进一步提升 AI 技术应用效果，助力全民健身事业的智能化发

展。 

7 
关于不同运动形式和方案对肥胖

人群的干预效果评价的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探讨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结合行为干预对体重管理的影响，

构建多维度、综合性的体重管理模式，为提高体重管理效果、促

进健康生活方式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8 
关于元宇宙背景下陕西省新型体

育服务发展模式的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对元宇宙技术赋能下陕西省新型体育服务模式的多维整合研

究，达到促进全民健身科学化普及与个性化服务升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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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农村全

民健身智慧化服务模式的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对陕西农村全民健身资源分布、技术应用瓶颈与农民运动需

求的研究，达到构建一套适合陕西农村的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模

式的目的。 

10 

关于数字化赋能陕西全民健身智

慧服务平台构建与运营模式创新

的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对陕西省全民健身智慧服务平台构建与运营模式的研究，达

到整合碎片化资源、创新可持续服务模式、实现精准化科学指导

的目的，助力健康治理数字化转型与体育经济新动能培育的目的。 

11 

关于体医文协同视域下陕西地域

特色瑜伽干预老年人下肢功能重

塑及健康促进的循证的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探索体医文协同模式对老年人健康的促进作用，构建基于循

证研究的健康干预模型，运用循证研究方法，系统评估瑜伽干预

对老年人下肢功能和健康的具体影响，形成一套可操作、可推广

的健康促进模型，针对老年人常见的下肢功能衰退问题，通过瑜

伽干预改善其身体机能，预防跌倒等意外事件，提升生活自理能

力和心理健康水平。 

12 
关于西安市中考体育改革对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对西安市中考体育改革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研究，达

到深化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和评价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

的。 

13 
关于体重管理与心理健康关系的

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对心理健康与体重管理之间的双向关系研究，达到心理干预

促进健康水平提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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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陕西省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

服务需求的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对陕西省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研究，达到科学、

准确的把握城乡之间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促进公共体育服

务有效供给和均等化提高的目的。 

15 

关于陕西省智慧场馆助力全民健

身和全民健康融合发展的路径的

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陕西省智慧场馆助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融合发展的路径研

究，达到进一步促进全省体育智慧场馆的建设，提升公共体育服

务质量效果的目的。 

16 
关于全民健身协同慢性病防控的

应用策略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对全民健身在慢性病防控中协同作用的分析，整合体育、卫

生、社区等多方资源，构建“体医融合”模式，达到西安市居民

健康管理全覆盖和长效化。为推动公共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健

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17 
关于体育协会规范化建设和活力

提升的研究 

全民

健身 

通过对全省性体育协会加强内部治理、推动规范化建设水平、提

升体育协会活力的研究，分析影响体育协会规范化建设和活力提

升的问题，提出务实管用举措，达到规范、提升的目的。 

18 
关于省优秀运动队复合型训练团

队建设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系统梳理我省复合型训练团队现实情况和存在问题，借鉴国

家队和先进省市有益经验，提出复合型训练团队建设的创新路径，

切实提升省优秀运动队科学化训练参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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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关于游泳运动员公开水域失温问

题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对公开水域游泳运动员失温问题的研究，制定解决和改进方

案，达到提高运动成绩的目的。 

20 
关于三级跳远运动员下肢爆发力

与速度耐力的同步发展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均衡发展三级跳远运动员下肢爆发力与速度耐力的相关性关

系，达到强化训练手段与比例，突破运动瓶颈，取得优异运动成

绩的目的。 

21 
关于跳远运动员专项力量训练与

运动表现关联性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探讨专项力量训练对跳远运动员运动表现的影响，为科学化

训练提供理论依据，提升运动员竞技水平。 

22 
关于操舞赛事化对青少年心理素

质与竞技能力的提升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研究赛事化模式在操舞运动中的应用，分析其对青少年心理

韧性、团队协作能力、抗压能力及竞技水平的促进作用，旨在探

讨操舞赛事化对青少年心理素质与竞技能力提升的影响。意义在

于为操舞运动的普及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青少年体育教

育提供新的实践路径，助力培养身心健康、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

青少年人才，推动操舞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可持续发展。 

23 
关于我省青少年体育赛事多元驱

动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深入剖析我省青少年体育赛事的多元驱动因素，构建一套科

学、高效且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才培养路径，达到为我省竞技体育

事业储备优质人才资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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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新规则视域下中外艺术体操

个人项目难度动作编排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对中外优秀艺术体操个人项目运动员在世界一类赛事中的成

套编排情况及动作应用价值的对比分析，为新周期艺术体操个人

项目难度动作的编排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25 

关于体育强国背景下我国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策略

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剖析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不足，构建科学模式、

优化资源配置，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与青少年发展。 

26 
关于十六运会周期陕西竞技体育

项目改革发展优化布局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梳理盘点我省竞技体育项目历史沿革、发展现状、主要问题，

研判分析十六运会周期新视域新环境下竞技体育项目改革发展的

策略和优化布局的关键点，提出编制、资金、场地再调整再提升

的科学合理的建议方案以及对存在主要问题的解决对策，助推陕

西竞技体育在新的全运会周期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27 
关于对影响陕西竞技体育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环节研究 

竞技

体育 

陕西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策支持、人

才培养、竞技水平提升、赛事体系建设和群众基础、学校体育等

多个关键环节。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各个环节的工作，优化资源

配置，加强协同合作，能够为陕西竞体体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

良好的环境，推动陕西竞体体育在国内外竞技场上取得更加优异

的成绩，实现体育强省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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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关于陕西竞技体育如何提高在陕

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分析我省竞技体育的特点和社会作用，结合实际案例，从国

际国内高水平赛事组织与推广、媒体传播、文化内涵挖掘等多个

方面进行研究，为推动竞技体育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更好发展提

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建议。 

29 

关于不同拉伸方式对陕西省艺术

体操运动员自主神经系统影响的

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分析不同拉伸方式在训练前准备活动中对艺术体操运动员自

主神经系统影响的研究，找出更适合艺术体操运动员训练前的拉

伸方式，达到提高艺术体操运动员准备状态以及提升训练适应性

的目的。 

30 
关于振动放松对陕西省男子跆拳

道运动员疲劳消除效果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评估振动放松对跆拳道运动员冬训期间大强度训练后疲劳消

除的即时效果的研究，分析振动放松在改善下肢最大自主等长收

缩能力、关节活动度、心率变异性、下肢爆发力以及主观疲劳感

觉程度等方面的效果及其机制，达到加速跆拳道运动员村里收蓬

莱松恢复及提升竞技状态的目的。 

31 

关于非稳定性抗阻训练对陕西省

越野滑雪运动员力量素质影响的

实验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探明非稳定性抗阻训练对于越野滑雪运动员力量素质影响效

果的研究，达到丰富越野滑雪运动员力量素质的练习方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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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甜菜根汁补充对于运动员运

动表现提升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招募足球、长跑等项目运动员，双盲观察补充甜菜根汁对运

动员专项素质的影响，为运动员合理使用补剂增加对运动的适应

取得优异运动表现提供依据。 

33 

关于基于可穿戴测量设备的陕西

省女子垒球优秀投手投球技术优

化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便携、安全的可穿戴惯性测量单元（IMU）进行运动学捕捉，

分析陕西省女子垒球不同梯队投手的投球技术特征，找出目前存

在的技术差异与不足，达到优化垒球投球技术、提升竞技水平的

目的。 

34 
关于陕西省竞走项目运动技术优

化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本研究拟整合运动生物力学测试平台，采集陕西省高水平竞

走运动员训练时全身多环节运动数据，结合智能运算技术解析高

维数据集，从而帮助竞走运动员有效提升竞技表现，并为推动竞

走项目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与技术支持。 

35 

关于陕西省游泳重点项目男子

400 米个人混合泳技术效率精准

化提升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对比分析我省重点运动员与国内优秀选手在男子个人 400米

混合泳中的技术效率差异，识别其关键技术短板，构建个性化技

术优化策略，达到我省运动员实现十五运会备战周期内成绩突破

的目的。 

36 
关于陕西省优秀仰泳运动员转身

技术监控及提升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科学监控陕西省优秀仰泳运动员的转身技术动作研究，达到

针对性优化训练方案，目的提升十五届全运会竞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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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关于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竞技健

美操运动员 B组难度完成质量影

响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对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应用在竞技健美操领域的研究，达到验

证该训练方法对竞技健美操运动员完成 B 组跳跃类难度时质量提

升的目的。  

38 
关于陕西省游泳赛事体系发展及

影响因素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系统分析陕西省游泳赛事体系现状，集合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计算结果，提出针对性赛事体系发展策略，助力项目发展。 

39 关于运动员运动损伤预防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对运动项目运动员单个或多个部位损伤的调查分析研究，达

到预防损伤，提高运动表现的目的。 

40 
关于可穿戴设备在运动项目中的

实验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对新型可穿戴设备在运动项目中的应用，研究运动能量消耗

和心率变化过程，为合理科学运动提供依据。 

41 关于运动员专项技术动作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对运动员的专项动作技术进行研究，比如：运动生物力学测

试分析,研究专项技术不同阶段各主要肌群与动作技术的关系,为

运动员技术诊断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42 关于重点运动员心理健康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对重点运动员心理健康和心理疏导研究，达到缓解运动员比

赛心理焦虑，提高心理稳定性的目的。 

43 

关于运动对陕西省田径项目运动

员局部脑区静息态功能连接影响

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对功能性近红外光谱脑成像技术探讨不同运动对大脑功能活

动的影响，帮助田径专项运动员提高运动技能的再学习能力。该

训练效果可能与不同运动技能的技术特征、运动强度等因素有关，

从而为科学训练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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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关于陕西职业体育当前现状和发

展路径的研究 

竞技

体育 

通过综合盘点陕西职业体育的客观情况和存在问题，探索依托现

有资源下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具体举措，带动职业

体育发展，为体育强省建设赋能。 

45 
关于陕西省竞技跳水后备人才培

养现状及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体教

融合 

通过对陕西省竞技跳水后备人才培养现状的深入调查与分析，揭

示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提出具有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的可持续发展策略，达到为陕西省竞技跳水事业的

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的目的。 

46 
关于操舞赛事对青少年身心发展

的作用研究 

体教

融合 

通过研究操舞赛事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作用，探索其在提升身体

素质、增强心理韧性、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及艺术素养方面的积极

影响，为体教融合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 

47 
关于青少年校园健身操舞竞赛与

素质教育协同发展研究 

体教

融合 

通过对青少年校园健身操舞竞赛与素质教育协同发展的关联机

制、实践路径及现存问题的研究，达到构建以赛事为载体促进青

少年身心健康、团队协作与艺术素养协同提升的长效机制，为深

化素质教育改革、创新校园体育文化育人模式提供理论与实践支

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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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关于不同操舞风格赛事对青少年

身体素质提升的影响研究 

体教

融合 

通过分析街舞、爵士舞等不同风格操舞赛事，对青少年力量、耐

力、柔韧、协调性等身体素质的提升作用，探究影响因素，为青

少年科学参与操舞提供理论依据。填补研究空白，丰富体育教育

理论；实践中助力合理规划操舞活动，推动操舞发展，全面提升

青少年身体素质。 

49 

关于"体教融合"框架下高校高水

平竞技体育人才的综合培育路径

的研究 

体教

融合 

通过对“体教融合”框架下高校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综合培育

路径的研究，达到促进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全面发展的目的。 

50 
关于体育仪式教育对校园文化认

同的构建路径的研究 

体教

融合 

通过构建理论框架、分析影响机制、提出实施策略，探讨体育仪

式教育对校园文化认同的建构路径，为优化体育仪式教育、提升

校园文化认同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为体育教育改革和校园

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51 

关于体教融合背景下专业体校后

备人才培养的困境和优化路径研

究 

体教

融合 

通过对专业体校后备人才培养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探寻当前专

业体校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困境，从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

策略和后备人才培养策略，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力量。 



 - 12 - 

52 
关于西部地区有效开展运动减重

实践路径的研究 

体教

融合 

通过对西部地区运动减重实践路径的研究，分析不同群体的运动

减重需求、参与障碍及干预效果，构建基于体卫融合的科学指导

体系。研究旨在优化个性化运动处方、提升医疗与体育协同管理

能力，并探索可推广的区域性健康干预模式，以提高居民运动减

重的可持续性，增强肥胖防控的长期效果，助力西部地区公共健

康体系的完善和“健康中国 2030”目标的实现。 

53 
关于体教融合背景下教练员综合

素质能力培养研究 

体教

融合 

通过对当前校园单项运动项目教练员综合素质能力培养现状的研

究，找准校园教练员综合素质能力培养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借鉴国内外成功案例，创新探索校园教练员素质能力培养路径。 

54 

关于高校健身健美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与体教融合育人模式探索的

研究 

体教

融合 

通过对高校健身健美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体教融合育人模式的研

究，达到构建体育课程思政新范式、破解体教德育割裂难题、培

育德体兼修人才的目的，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实践方案

的目的。 

55 
关于五育融合背景下体育跨学科

协同育人路径的研究 

体教

融合 

通过探究五育在体育交叉学科中的渗透路径，分析跨学科协同育

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达到深化体教融合、落实“五育并举”教

育方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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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关于体教融合背景下专业体校学

生文化课学习现状及可持续发展

研究 

体教

融合 

以“体教融合”为出发点，通过对专业体校学生文化课学习的现

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查找问题，切合实际的提出专业体校学生

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策略，促进竞技人才培养和学校教育体系的相

互融合，为竞技体校更好的开展学生文化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57 
关于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进校园

的研究 

体教

融合 

探索学校机构协同开展课后服务的有效途径，以促进体教融合，

提升校内课后服务质量，助力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完善政府对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引导与规范。 

58 
关于陕西省公共体育场馆建设与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体育

产业 

通过对陕西省公共体育场馆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解决公共

体育场馆建设中的瓶颈问题，达到规范全省不同类型的公共体育

场馆建设有序发展，推进公共体育场馆节能降耗，使体育竞赛功

能与群众体育全民健身功能有机融合，从而达到公共体育场馆建

设可持续发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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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关于中小型综合健身场馆运营方

式及发展的研究 

体育

产业 

通过对中小型综合健身场馆运营方式及近况的研究，结合劳动南

路全民健身广场实际情况，探索建立完善的中小型场馆智能管理

系统，创新性提出经济、高效、绿色运营思路，解决中小型场馆

依托社区在体育产业及体育宣传领域的推广和模范作用，为场馆

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依据和数据参考。 

60 
关于陕西武艺与陕西旅游融合发

展的研究 

体育

产业 

通过对陕西武艺资源优势与陕西旅游现状的分析，从文旅融合机

理、政策支持等视角出发，对陕西武艺与陕西旅游融合的可能性、

实现路径，存在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达到将武艺与旅游的资源

整合，形成新的产业形态与链条，实现以武推动陕西旅游高质量

发展，同时又促进陕西武艺自身在文旅深度融合时代进步的目的。 

61 
关于西安体育学院含光校区场地

场馆运营创收的研究 

体育

产业 

通过对西安体育学院含光校区场地场馆运营创收的研究，提升体

育场馆管理服务模式，增加智能平台智慧化服务，促进全民增加

体育锻炼，最后增加西安体育学院合理运用场馆场地运营创收。 

62 

关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陕西省公

共体育服务智慧化平台建设的研

究 

体育

产业 

通过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陕西省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化平台建设的

研究，达到共享体育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提升体育服务质量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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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关于陕西省公共体育项目数字化

转型与智慧体育平台建设的研究 

体育

产业 

通过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体育项目的管理效率和用户体

验的研究，达到推动智慧体育平台的建设目的。 

64 
关于新技术在体育场馆规划建设

管理中应用的研究 

体育

产业 

通过研究新技术在体育场馆规划建设管理中的应用，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65 
关于推动体育场馆节能减排工作

的研究 

体育

产业 

通过对体育场馆节能减排的研究，促进体育场馆在规划建设管理

中做好节能减排工作，推动新科技新技术的应用。 

66 
关于冬季项目在带动体育产业方

面的研究 

体育

产业 

通过对陕西省冬季项目相关产业进行调查研究，达到促进体育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滑雪旅游创新发展的目的。 

67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与健身操舞融

合赛事开发路径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元素与健身操舞融合机制、赛事创新模式及

推广策略的系统研究，达到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健身形式协同发

展路径、构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全民健身赛事品牌体系、促进

全民健身与文化传承双向赋能的目的。 

68 
关于操舞赛事对地方文化旅游产

业带动效应的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探讨操舞赛事对地方文化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分析其对地

方经济的贡献，并为地方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促

进体育与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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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关于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背景下特

色体育项目的构建与校园体育文

化发展的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对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背景下特色体育项目的构建研究，达到

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及传承传统体育文化的目的。 

70 
关于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陕西

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陕西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围绕“十

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和十五运会备战主线，推动八大提

升工程落地，将组织力转化为生产力，破解发展瓶颈，全面提升

陕西体育治理效能，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以高质量党

建引领保障陕西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 

71 

关于唐代体育壁画中健身元素的

当代转化与大众健身文化重构的

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对唐代体育壁画中健身元素当代转化与大众健身文化重构的

研究，达到解码历史健身智慧、创新现代健身方法、构建文化自

信全民健身体系的目的，为体育文化创新与体教融合提供新范式

的目的。 

72 关于陕西体育口述历史的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对陕西体育口述历史的研究，达到深入挖掘陕西体育发展历

程、传承体育文化记忆、丰富体育历史研究资料、促进体育文化

传承与创新的目的。 

73 
关于大众体育表演项目社会功能

与影响的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对大众体育表演项目在社会中发挥的功能与影响研究，达到

促进社区凝聚力，增强文化认同感，提升公众对体育的认知与参

与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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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关于体育文化传播的新媒体策略

的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对新媒体环境下体育文化传播的特点与挑战研究，为体育文

化传播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达到推动体育文化

繁荣发展的目的。 

75 
关于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传承

的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对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传承进行研究，促进体育运动形式

的多样化、推动文化交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我国文化

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及促进全民身心健康等方面发挥作用。 

76 
关于体育明星跨界表演现象的研

究 

体育

文化 

通过对体育明星跨界表演动机、形式、和对个人、行业和社会的

正面与负面影响分析研究，达到推动体育与娱乐的融合发展。 

77 关于体育明星社会影响力的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对体育明星社会角色和影响力的深度与广度研究，达到促进

体育文化发展的目的。 

78 
关于陕西省公共体育项目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结合的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探索将传统体育项目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研究，

达到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目的。 

79 
关于推动陕西红色体育文化建设

内涵式发展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阐释陕西红色体育文化建设内涵式发展，梳理和分析陕西红

色体育文化建设内涵式的着力点，为陕西红色体育文化进一步高

质量发展提供策略，达到陕西红色体育文化进一步传承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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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赋能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体育

文化 

通过阐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

辑，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

进而通过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培育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