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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与演进：近二十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进展

——基于 Cite Space 可视化分析

晏云飞，周璐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当前我国红色体育研究的动态，以 2001-2021 年中国知网全文数据

库（CNKI）收录的 321 篇以“红色体育”为主题的相关文献为数据源。运用知识图谱

Cite Space 分析软件对近二十年我国红色体育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我国红

色体育的发展趋势、研究热点与前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红色体育研究整体发文数

量呈现“先缓慢增长后上下波动增长”的发展势态；各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成为红色

体育研究的核心团体，但各研究机构之间合作程度不高；研究领域内作者合作关系较弱，

大多以个人为主体；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红色体育、体育旅游、红色文化、红色旅游

等方面；前沿趋势是围绕红色体育文化、红色基因、体育实践、历史意义等研究方向展开；

研究领域更加多元化，比如，红色体育精神、红色体育发展史、红色运动会、红色旅

游与红色体育整合开发、红色体育与学校体育融合发展等一系列研究领域；未来红色

体育研究的内容呈现具体化。

关键词：红色体育；研究进展；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Hot Spots and Evolution: Research Progress of My Country’s Red Sport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Based on Cite Space Visual Analysis

YAN Yun-fei，ZHOU Lu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s of red sports research in China, 321 
related documents with the theme of “red sports” included i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Base (CNKI) from 2001 
to 2021 are used as the data source. Use the knowledge graph Cite Space analysis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trends of my country’s red sport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iming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s of my country’s red spor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red 
sports research in China has shown a development trend of “slow growth first and then fluctuating growth”; sports 
colleges and normal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the core group of red sports research, but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not High; the author’s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research field is weak, mostly 
with individuals as the main body;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red sports, sports tourism, 
red culture, red tourism, etc.; the cutting-edge trend is around the red sports culture, red genes, sports practic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o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expanded; the research fields are more diversified, for 
example, a series of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red sports spirit, red sports development history, red game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and red sports,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d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future red The 
content of sports research is concrete. 
Key words: Red Sports; Research progress; Cite Space; Vis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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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近二十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动态

1）文献数量的年度分布情况

发文量的时间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学科研

究情况的动态发展趋势。从表 1、图 1 的红色体育文献

年度分布情况来看，我国对红色体育研究的动态整体上

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呈现出如下三个阶段：

表 1  2001—2021 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论文发表数量的年代

分布表

年份 文献数量 年份 文献数量 年份 文献数量

2001 1 2008 4 2015 32

2002 2 2009 2 2016 19

2003 0 2010 14 2017 22

2004 2 2011 25 2018 35

2005 1 2012 20 2019 28

2006 4 2013 28 2020 29

2007 5 2014 18 2021 30

图 1  2001—2021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文献数量的年度分布图

第一阶段为缓慢发展阶段（2001 年—2008 年），相

关研究文献较少，该阶段论文数量为 19 篇，占总体文献

数量的 5.92%。究其原因，该阶段人们对红色体育认识

不够深刻，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第二阶段为快速发展

阶段（2009—2011 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年发文量增

长趋势较为明显，三年间论文发表共计 41 篇，占总体文

献数量的 12.77%。笔者认为这一变化与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的成功举办有关，红色体育开始逐渐受到学者们的

关注。第三阶段为稳步发展阶段（2012—2021 年），红

色体育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跌宕起伏，但发文量相比之

前有大幅度提升，经统计论文数量为 261 篇，占总体文

献数量的 81.31%。总之，其发文量变化具有极不稳定的

变化趋势，发文数量虽然呈现上下波动、一年增多一年

减少的状态，但是总体来说发文量随时间的变化推移呈

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说明最近几年来科研人员们对于红

红色体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体育的积极探索和广

泛实践［1］。它是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不断发展壮大，

不仅为军事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对于改善国

民体质、丰富社会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开创人民

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

验［2］。“红色体育”首次出现在毛泽东 1933 年《组织

青年体育活动》一文中：苏区青年工农举办游泳、篮球、

足球、乒乓球等体育比赛，发展红色体育。由此可见，

红色体育不仅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而

且也为中国体育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本研究

运用 Cite Space 软件，通过对“红色体育”的发文数量、

研究机构及作者的深入分析，采用可视化手段以图谱的

形式呈现，揭示当前我国红色体育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

沿问题，对研究当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和丰富中国体育

史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 CNKI 收录的 321 篇“红色体育”相关研究

的文献数据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主要探

讨了 2001—2021 年来我国红色体育研究现状及热点。

1.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本文所用中文文献数据库资源来源于 CNKI 数据库，

为保证数据的齐全性与准确性，选择检索时间 =“2001-

8-12 至 2021-8-12”；检索项 =“主题”；检索词 =“红

色体育”；检索类型 =“文献”，共获得文献 321 篇。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理

论支撑。

2）科学知识图谱法

在中国知网以红色体育为主题进行查找，搜索出的

文献通过 Refworks 格式导出并对获取来的数据进行格式

转换，最后借助基于 JAVA 平台的 Cite Space（ 版本号

Cite Space5.6.R4）为工具，将相关数据导入后绘制出不同

的图谱。通过对图谱的分析，揭示出我国红色体育研究

领域的发展走向与研究热点等。

3）词频分析法

词频分析法是根据关键词在研究领域中出现频次的

多少，来判断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的文献计量

学方法［3］。本研究运用 Cite Space 可视化软件将获取到

的关键词进行频率的高低排列，以便探寻红色体育研究

的热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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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体育的重视和关注程度加深，且国家相关政策及文件

可以更好地支持红色体育的发展。

2）研究作者分析

作者发表的文献数量是衡量该作者科研效率、科研

水平的客观标准之一，作者的相关成就与其发表的论文

数量高度相关［4］。将数据带入 Cite Space 软件，得到作

者合作图谱（图 2）。图中圆圈越大，字体颜色越深，

表明该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

相关作者有合作关系。

表 2  2001—2021 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作者发文量排列表 

（发表量大于等于 4）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 篇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 篇

1 杨海涛 21 10 史进 5

2 曹纯菲 21 11 杜志娟 5

3 王翔宇 17 12 刘波 4

4 邹丽 10 13 王柯 4

5 郝红军 10 14 罗洪 4

6 黄正廪 10 15 范维 4

7 常保荣 9 16 王珂 4

8 党挺 8 17 陈亮 4

9 丁勇 5 18 郭宏 4

图 2  2001—2021 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如表 2 和图 2 所示，近二十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

领域的高产作者有曹纯菲（21）、杨海涛（21）、王

翔宇（17）、邹丽（10）等。其中，最大的合作网络

是由黄正廪、丁勇和范维等老师组成的多人团队，该

团队已成为该领域最活跃的研究团队，主要涉及红色

旅游与红色体育融合发展、红色体育资源、品牌体育

特色课程等。此外，红色体育研究领域内的作者合作

还包括常保荣、牛秀燕、韩学民团队，以及史进、王

珂、吕欣微、王学岭等团队。以常保荣为核心的合作

团队研究的主题是红色体育运动会。以史进为核心的

合作团队研究红色体育的定义、发展时期和发展路线。

独立研究者王翔宇关注红色运动会；郭宏研究主题涉

及体育组织、红色体育国际。

综上可知，我国红色体育研究领域的作者合作团队

正在形成，但这些作者之间交流合作很少，有合作关系

主要体现在校友与同事之间的合作，研究的领域基本一

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红色体育研究发展。

3）研究机构合作分析

对研究机构发文情况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学科领域

内的前沿机构、各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现状［5］。通过整

理（CNKI）数据库，得到发文量 5 篇以上（含 5 篇）的

机构有 15 个，共发表文献量为 207 篇，占总发文量的

64.5.5%。由表 3 可知，上海体育学院对红色体育研究的

贡献是最大，发文量 23 篇；接着是赣南师范大学体育学

院、延安大学体育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

源研究中心苏区红色体育研究所、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山西财经大学体育学

院发表论文数量均为 21 篇；剩下的发文机构分别为：遵

义师范学院体育学院、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遵义师范

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西

安体育学院体育经济与体育管理系、北京体育大学和百

色学院。

表 3  2001—2021 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机构发文量统计表（篇数大于等于 5）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量 / 篇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量 / 篇

1 上海体育学院 23 9 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 10

2 赣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1 10 遵义师范学院 6

3 延安大学体育学院 21 11 西安体育学院 6

4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苏区

红色体育研究所
21 12 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

5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21 13 西安体育学院体育经济与体育管理系 5

6 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 21 14 北京体育大学 5

7 山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21 15 百色学院 5

8 遵义师范体育学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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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1—2021 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节点的大小表示机构发文数量的多少，节点与节点

之间的连线反映机构之间合作强度的疏密［6］。通过 Cite 

Space 对研究机构合作关系发现（图 3），国家体育总局

科研所与赣南师范大学为代表的综合类体育院校构成该

领域核心机构；以这些机构为节点附近还围绕着其他合

作机构，例如，上海体育学院与以上海体育学院为首与

附近围绕的西安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成都体育学院、

山东体育学院等机构合作群。

综上所述，红色体育研究机构构成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高校成为红色体育研究机构主阵营，且大多学校

都是师范院校和重点体育院校；二是，机构合作群体还

比较分散、规模相对较小，未能够形成大规模的组织合作；

三是，科研所与高校的合作与交流较少。

2.2  近二十年我国红色体育的研究热点与前沿演变分析

1）高频关键词与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内容高度的概括和提炼，如某一

关键词在文章中重复出现，则可反映出该关键词为研究领

域的热点话题。通过对关键词的统计分析发现，红色体育

研究文献中频次大于等于 5 的关键词有 20 个。基于表 4

可知，红色体育研究领域（2001—2021 年）文献中出现频

次排列前 10 位的关键词分别是红色体育（102 次）、体育

旅游（39 次）、红色文化（24 次）、红色旅游（23 次）、

红色体育文化（17 次）、可行性（9 次）、中央苏区（9 次）、

体育（9 次）、开发（8 次）、体育文化（8 次）。

表 4  2001—2021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主题高频关键词（前20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102 红色体育 1 7 价值

2 39 体育旅游 2 7 中国共产党

3 24 红色文化 3 6 学校体育

4 23 红色旅游 4 6 对策

5 17 红色体育文化 5 5 红色基因

6 9 可行性 6 5 江西省

7 9 中央苏区 7 5 发展

8 9 体育 8 5 全民健身

9 8 开发 9 5 当代价值

10 8 体育文化 10 5 大学生

在 Cite Space 中，网络节点选择 keyword，使用路径

（pathfinder）算法，并选取“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方式剪裁，点击“Go”，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4）。

生成 346 个关键词节点，共 529 条连线。图中的每一个

节点对应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显示其频率的高低。

节点越大，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反之，节点越小，

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也越低。

图 4  2001—2021 年我国红色体育动态演进研究关键词共现

网络图谱

从图4红色体育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可以看出，

关键词有五个相对较大的节点，这些节点代表我国红色

体育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此外，“红色体育”作为本

研究检索的主题词，故在文章中不进行相应的分析。

第一大节点是“体育旅游”，与它直接相连的关键词“ 

红色旅游”“延安”及“可行性”。常保荣，李广帅等［7］

（2018）提到延安红色体育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资源优势，

指出红色体育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现状，并提出相关对

策，以推动当地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崔碧玉［8］（2018）

分析了武乡县红色旅游和体育旅游的发展现状，阐述了

其可行性的方案，比如：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地理位置

优势明显、打造红色旅游品牌、雄厚的群众体育基础。

第二大节点是“红色文化”，其关键词“文化视域”“红

色文化资源”和“体育类学生”与之密切相关。戴征俊［9］

（2014）文章中提到通过红色文化可以加强体育类大学生

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提

高思想道德素质。文理中、唐艳霞［10］（2016）认为利用

自身红色文化资源和特色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吸引游客，进

一步深化这些资源的开发，实现武陵山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大节点是“红色旅游”，与它紧密相连的关键

词“休闲健身”“革命老区”“融合发展”。李宗键等

人［11］（2017）谈到将健身和红色旅游两大产业融合起来

发展，完善红色旅游产品和服务，提升红色旅游文化品位，

促进红色旅游和休闲健身可持续发展。

第四大节点“红色体育文化”作为其核心，与“传

承价值”及“历史意义”之间构建起一个关系紧密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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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网络。刘波［12］（2019）详细总结了红色体育文化传

承与其发展的历史意义，即我们需要有效地保证劳动者

和民族大众的基本体育人权，又需要有效地为革命战争

及红色政权的建设提供大量人才。

2）突显词分析

此外利用 Cite Space 中的 burst detecting 功能，通过探

测 24 个突发词，展现出红色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研究前沿

和发展趋势。同时，通过追踪突变词的变化，能够较好

地发现该研究领域主题在不同时段的变化趋势。

图 5  2001—2021 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突显词探测网络图谱

由红色体育研究文献关键词分析中得到了前 24 位突

显词可知（图 5），我国红色体育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

一直在为红色体育文化发展服务。具体来看，关键词红

色体育文化的不仅突现强度最强，而且持续时间也较长。

其次，红色基因和新时代突现强度较强，但持续时间过短。

最后，体育游戏、体育实践、历史意义在红色体育研究

领域持续时间较短，突现强度适中。总之，通过图 5 可

以看出 2001—2021 年突发词是红色体育文化、红色基因、

新时代、体育游戏、体育实践、历史意义，说明在未来几年，

这些方面将会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成为研究的热点。

综上可知，我国红色体育领域的研究重点随着时间不断

深入，研究内容也更加广泛。

3  总结
（1）我国红色体育研究呈现出波浪状的增长趋势，

可分为发展阶段、快速发展和稳定发展三个阶段。随着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政策文件的不断发布，预计未来发

文数量将大大增加。（2）科研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机

构间合作很少、规模也小。建议国家相关机构、科研所、

高等院校等形成交叉合作的研究链，增强科研合作的深

度和广度。（3）代表作者主要有杨海涛、曹纯菲、王翔宇、

黄正廪等学者。（4）研究热点和前沿主要围绕红色体育、

体育旅游、红色文化、红色旅游、红色体育文化、红色

基因、新时代、体育游戏、体育实践、历史意义等领域。 

（5）通过对我国红色体育研究知识图谱的绘制与分析，

为科研人员明确此领域研究知识基础、把握研究热点与

前沿，为学者们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参考，同时对红色

体育研究领域学科构建、相关部门制定科研规划以及推

动全民健身时代背景下我国红色体育纵深发展具有重要

的导向和指导作用。（6）红色体育的出现和发展，不仅

推动红色旅游、体育、教育一体化发展，而且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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