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北大人文体育高层论坛——运动良医	 体健中国”	

征 稿 及 参 会 通 知 

 

为了全面贯彻《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

融合，北大人文体育研究基地、北大体育健康中心、北大妇女体育研究中心、北

大武术文化研究中心将联合主办“第六届北大人文体育高层论坛”。本次论坛将

于 2017 年 5 月 24 至 28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在“运动良医、体健中国”的主题

下，设“健康风险与运动干预”、“互联网+ 运动健康管理”、“身体、运动与女性

领导力”、“传统体育养生与健康老龄化”四个分论坛。 

本次论坛将在国家卫计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

大学医院、中关村医院等多家单位的支持下，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

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与健康相关领域的从业者参会，以高层对话、圆桌沙龙、

大会报告、主题报告、专题报告、mini 报告、墙报交流、现场展示、现场体验等

多种形式，展示研究成果、分享学术观点，体验科技产品。 

欢迎感兴趣的社会各界朋友和专家、学者报名参会。 

一、代表参会 

1.填写《参会报名表》（附件 1）发至大会邮箱 m13126562546@163.com 或微

信报名。由于参会名额有限，请有意参会者尽早报名。 

2.代表参会会议费 1200 元（在校学生会议费 800 元），其中含会议注册费、

资料费，5月 25-27 日午餐。住宿费及往返交通费由代表自理。 

3.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 

 

二、论坛征稿 

如果您有与上述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请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之

前，将不少于 800 字的论文摘要发送至大会邮箱 m13126562546@163.com。组委

会组织相关专家组成学术组进行论文评审，并尽快发布录用情况。 

 



 

 

三、企业参会 

请有意参加科技产品展示的企业在 2017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之前与请联

系大会组委会，确认参与方式及展示形式。 

组委会联系方式：010-62752005（O），13126562546 

组委会邮箱：m13126562546@163.com 

 

 

附件 1 

第六届北大人文体育高层论坛 

参会报名表 

姓名  性别  职 务  

单位  

手机  电子邮箱  

您准备以何种形式

参加论坛 

□专题报告□墙报交流 □迷你报告□一般参会□产品

展示 

您从何种渠道了解

到本次活动 

□熟人介绍 □公众微信平台 □好友微信转发 □纸制

通知□论坛网站 □百度等搜索引擎 □其它 

 

 

 

北大人文体育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 

二〇一七年三月五日 

  



 

分论坛征稿主题介绍 

 

 

“健康风险与运动干预”分论坛 

    缺乏运动是影响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通过运动来改善和提高健康水平是主

动健康的重要措施。然而，运动在增强体质，改善健康状况的同时，也可能会对

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健康风险与运动干预”分论坛将探索健康风险评估及运

动对其的影响机制，运动促进健康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以及运动塑造自主自律的

健康行为的实践探索等。重点探讨以下问题：1.运动促进健康，养成健康生活方

式的方法与路径；2.影响运动健康行为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评估；3.慢性疾病防控

的运动干预与风险控制。 

 

 

“互联网+ 运动健康管理”分论坛 

在“健康中国 2030”的规划中，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

深度融合的“互联网+”表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互联网+ 运动健康管理”分

论坛将探讨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健康服务，促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发展，在健康

管理业态中加入“互联网+”和“运动”的元素，共同实现新的运动与健康产业

的产业升级等话题。主要讨论以下话题：1. “运动处方”在远程健康管理中的

研发与应用； 2.新媒体环境下运动健康管理的技术应用；3.互联网+条件下运动

健康管理的新业态。 

 

 

“身体、运动与女性领导力”分论坛 

    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颁布以来，主动健康概念应运而生，体育

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生活方式。随着二胎政策的出台、老年社会的到来以及体育

产业的快速发展，女性、儿童和老年人如何通过体育锻炼来实现健康、女性如何

应对二胎带来的身体、精神和职业发展的挑战等许多社会问题凸显出来。 “身

体、运动与女性领导力”分论坛将重点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1. 不同生命周期

女性身体变化及其与体育运动的关系；2.家庭、职业发展与领导力之间的关系；

3.体育运动与女性领导力开发。  

 

“传统体育养生与健康老龄化”分论坛 

快速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健康问题是 21 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太极拳、健身气功等传统体育养生项目对提高或延缓老年人健康水平、慢性病的

治疗和康复的作用逐渐得到体育界和医学界的认可，并得到国家的扶持。 “传

统体育养生与健康老龄化”分论坛将重点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1.传统体育养生

课程体系的建设与人才培养；2.传统体育养生（如太极拳、八段锦等）与老年人

健康促进；3. 传统体育养生与中国健康老龄化社会发展的理念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