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

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关于开展 2017 年度

院管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

武术协会，各行业体协，相关体育院校：

为贯彻落实《中国武术发展五年规划（2016-2020）》，加强对武

术项目现代化科学研究，使武术理论研究更加贴近武术工作实践，

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服务于当前武术工作方向

和重点，助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发挥武术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决定开展 2017 年度院管课题申报

工作。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 2017 年度院管课题申报工作，将从

2017 年 3 月 20 日开始，至 4 月 30 日截止（以当地邮戳为准），逾

期将不予受理。请各科研单位紧扣主题、认真组织、按时申报。现

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7 年度院管课题设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申

请重点项目的负责人需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处级以上行政

职务，申请一般项目的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正

科以上行政职务；申报青年项目的须为已获硕士及以上学位、无副

高级以上职称、年龄在 39 周岁（以申报截止日期为准）以下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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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二、重点项目研究时间一般为 1-2 年，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研究项

目一般为 1 年。

三、凡中国武术协会会员或在武术研究院信息注册过的武术科

研人员均可申报。每位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 1 个项目，且不能作为

课题组成员参加其他项目的申报。课题组成员不能同时参加 2 个以

上项目的申报。

四、院管课题不接受个人申报，申报人要如实填写申报材料，

由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进行认真审核，并加盖公章后统一报送。

凡在申请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取消申请者个人 3 年

申报资格和申报者所在单位 2 年申报资格。

五、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要求“不结项、不立项”的

原则，凡承担 2016 年度及以前院管课题，尚未结项或经评审未达结

项要求的负责人，将取消其 2017 年度课题申报资格。

六、凡经审核立项的 2017 年度院管课题，委托项目需经过武术

研究院验收合格，其他项目均需在武术研究院院刊《中华武术研究》

或其它学术期刊发表相关科研论文至少 1 篇，方可申请进行结项。

七、申报材料

（一）项目申报需提交《申请书》1 份原件，《活页》一式 3 份

（与申请书中的项目论证栏目内容一致，不得出现申报者姓名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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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信息）。一律用计算机填写，A4 纸双面印制，单独装订。以上各

种材料（《申请书》、《活页》）从中国武术协会官方网站下载（网址

www.wushu.com.cn）。

（二）电子版申报材料以《申报人+申请书》《申报人+活页》格

式命名，发送至 wushuyanjiuyuan@126.com。

八、选题请参照《2017 年度院管课题选题指南》，申报项目首

先经过初审，然后通过匿名评审和专家论证会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确

定立项名单。对于超出《2017 年度院管课题选题指南》选题范围的

申报项目将不予立项或无经费支持。

九、联系方式：

地 址：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研究发展部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 号（邮编 100029）

电话/传真：010-64912317

联系人：王立峰

E-mail:wushuyanjiuyuan@126.com

附件：《2017 年度院管课题选题指南》

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

2017 年 3 月 13 日

http://www.wushu.com.cn
mailto:发送至wushuyanjiuy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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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院管课题选题指南

一、重点项目

1.武术套路难度动作库的重建与实证研究；

2.武术竞赛套路动作组别规定的研究；

3.《中国武术套路训练大纲》制定与研究；

4.武术散打战术意识的培养研究；

5.搏击类项目发展现状及探索市场化发展之研究；

6.太极拳发展与健康中国研究；

7.新时期武术之乡可持续发展研究；

8.《武术段位制推广十年规划》试点情况评估研究；

9.传统武术规范发展与管理研究；

10.民间武术师等级制度研究；

11.社会武术与竞技武术的关系研究；

12.武术品牌赛事培育研究；

13.武术特色小镇、主题公园、综合训练馆建设与实践研究；

14.学校武术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15.武术职业化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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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项目（含青年项目）

1.武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2.武术科学健身与运动处方研究;

3.“一带一路”战略下武术国际推广研究；

4.海外孔子学院武术教学研究；

5.武术套路、散打专业队与科研医疗服务研究。

6.高校武术科研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7.高校武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8.传统武术传承人保护机制研究；

9.民间传统拳种发展现状调查与研究；

10.传统武术拳种史料典籍挖掘、梳理与保护研究。；

11.武术协会实体化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12.中国武术供给侧改革研究；

13.武术段位制技术体系及推广模式分析与研究；

14.文化强国视域下的武术文化消费研究；

15.武术市场、武术产业开发与促进武术消费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