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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健康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每个季度做好整体工作简报也是

提高平台规范化建设的一个途径，通过总结过去几月的实践情况，有

助于服务水平和科研能力进一步提升，下面是运动与健康产业协同创

新平台 2020年 6-9月的简报。

一、运动与健康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成员参加“运动与健康”论坛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 人民群众对运动与健康更加关注，对

体育健身的需求更加旺盛，对生命与健康的认识更加深刻。为助力健

康中国建设，弘扬运动健康理念，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由武汉体

育学院主办，武汉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与健康促进”省级优势特色学

科群、武汉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监控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体育学院

学科建设与“双一流”建设办公室承办的“运动与健康”学术论坛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晚 8点正式开启。

副校长漆昌柱主持首场讲座，并为“运动与健康”论坛开幕致辞。

首场讲座邀请了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扬教授作主题报告。胡扬

教授以《健康中国背景下的“体医结合”及举措》为题，从体医结合



的理念出发，阐述了健康中国建设为什么需要体医结合的科学道理，

论述了健康中国背景下的“体医结合”的实现路径，讲座内容“干货

满满”。讲座结束后，线上听众踊跃提问，就体医结合的具体问题与

胡扬教授进行了交流。

本次论坛受到了学界专家、运动与健康领域研究工作者和博士硕

士研究生的广泛关注。据后台统计数据显示：首场讲座在线人数最高

为 2215 人，包括腾讯线上会议 300 人和其他网络平台观看直播 1915

人。

论坛还有幸邀请了天津体育学院张勇教授、国家和北京市突出贡

献专家胡大一教授、首都体育学院体医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郭建军

教授、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技术学院傅力教授、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肖俊杰教授、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陆大江教授、武汉体育学院

陈宁教授、武汉体育学院徐霞教授作主题报告。报告议题包括：《基

于体医融合模式的城市智慧健身服务平台建设》《体医融合是体转民

必由之路》《运动科学研究从现象-本质-潜在应用的思维、设计、交

叉与衍生》《运动与健康的运动科学研究思考》《The effect of exercise

on gut microbiota and its health impact》《运动防治心力衰竭的“一石三

鸟”效应》《锻炼心理学中的自我控制——双系统理论的研究进展》

《体医融合，助推健康中国》。此外，为营造良好的学术交流互动氛

围，本次论坛还设置了线上互动问答环节，线上参会的学者和同学就

主旨发言学者的观点提出见解，并展开深入的讨论交流。



“运动与健康”论坛旨在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搭建高层次的

交流平台、促进运动与健康研究领域专家学者之间的深度对话，并为

后疫情时代运动健康理念的传播贡献学界的智慧与力量。论坛举办时

间为 6 月 10 日-20 日，在为期十天的线上论坛中与会嘉宾还将继续

围绕运动与健康的议题展开持续性对话，期待大家的参与。

二、平台成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2020 年 9月 22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

武汉体育学院广大师生第一时间收看收听相关报道，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屋

建瓴、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教育、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对

教育、体育工作提出了明确指导和要求，为新时代高等体育院校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体育教育战线工作者和青年学生深感重任在

肩、使命光荣。

党委副书记、校长吕万刚教授表示，武汉体育学院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

导，持续提高办学治校的政治站位和能力水平，全面推进和提升教育

教学改革，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引导

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身施教，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十三五”收官、“十四五”起步的关键时期，



学校要紧紧围绕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深化体教融合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凸显体育办学特色，持续推进校

内综合改革，开启一流体育大学建设新征程；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提

升、实现自身价值，为建设教育强国、体育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为

传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贡献力量，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其中平台成员沈克印认为，体育产业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是体育强

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将推动体育事业更好更快地融入到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之中；我国体育产业前景广阔，促进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消费需求，将成为“十四五”时

期体育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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