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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入了解我国运动项目文化研究现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 1988 年至 2021

年收录的 154 篇中文文献为数据来源，运用 CiteSpace（5.8.R3）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绘制了我国运动项目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描述并分析了研究主题、研究热点。

结果显示：（1）运动项目文化研究领域发文量较高年份文献受政策导向性影响明显；

（2）民族传统运动项目文化、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冰雪运动项目文化以及运动项目文

化的概念及特征是该领域的研究主题；（3）我国对于运动项目文化研究“泛”而不“精”，

研究层次较浅，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并不多见。建议：不断深化研究层次，提升研

究的科学化水平，构建起特色文化体系，以推动我国运动项目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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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al Research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LI Min1，YANG Ling2,3

(1. Hubei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chool, Jingmen 448000, China; 2. Hubei Leisure Sport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62, China;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ports sports culture in China, 154 Chinese 

literatures collected in CNKI database from 1988 to 2021 were used as data sources and CiteSpace (5.8.R3) software 

was used for visual analysis to draw the knowledge map of sports sports culture research in China. The research 

topics and hot spots are describ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literature in years with high 

publication volume in sports cultural research field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policy orientation. (2)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competitive sports culture, ice and snow sports culture and 

sports culture are the research topics in this field. (3) The cultural research of sports events in China is “extensive” 

rather than “precise”, the research level is relatively shallow, and there are few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Suggestions: 

Deepen the research level,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research, build up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e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ul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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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5 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新时期我国体育发展的五大主

要目标，其中包括体育文化发展。规划将体育文化建设

列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并重点提出要突破以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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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项目文化于2012年进入学术界的视野，这与十七届六中

全会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思想密切

相关。国家体育总局为深入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思想，于

2011年 7月20日，举办了首届全国体育文化工作会议；于

2011年 10月，召开了中国首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大

会；《关于加强体育文化建设的意见》进行了14次修改，

于2011年 11月上报国家体育总局。于2011年 12月 15日

至18日举办了首届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

图 1  年发文量折线图

综上表明，其一，我国有关运动项目文化的研究热度并

不高，自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文献的发文量也有了

一定增长，但从整体上看，文献数量依然不多；其二，发文

量较高的年份主要与国家政策有关，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

2.2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研究主题的概括和核心观点的浓缩，

Citespace软件通过高频词、高中心性的关键词来识别研究

领域的热点主题［2］。对运动项目文化领域文献样本进行

关键词聚类分析，聚类算法采用“LLR”方式，得到知识

图谱（图 2）。一般认为聚类模块值（Q）>0.3 意味着聚

类结构显著；S>0.5意味着聚类结果合理［2］。由图2可知

该图谱的结构显著且聚类合理（Q=0.8574，S=0.9513）。

图 2  运动项目文化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建设的大概念，从每一个运动项目文化入手进行体育文

化建设，以提升我国体育文化软实力，推动体育强国梦

的实现。2021 年 10 月 25 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

育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新时代在体育文化建设

方面，要创作一批优秀体育文化作品，培育一批体育文

化品牌。运动项目文化作为体育文化组成的核心部分，

在促进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上，运动项目

文化建设深入推进，运动项目文化价值作用逐渐彰显，

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力显著提高。本研究对我

国运动项目文化研究进行梳理，分析热点与主题，旨在

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信息与参考，促进运动项目文化理论

研究与实践应用，为文化强体做积极贡献。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收集到的文献均来自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以“运

动项目文化”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文献来源类别为“期刊”

和“学位论文”，共检索到154篇文献。检索结果中第一

篇与运动项目文化的相关文献起始时间为1988年，因而

将本研究的时间跨度限定为1988年—2021年。检索时间

为2022年3月5日。检索数据来源及检索主题词详见表1。

表 1  数据来源情况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

检索式 主题 = 运动项目文化

文献时间跨度 1988 年—2021 年

文献类型 期刊、博硕论文

检索日期 2022 年 3 月 5 日

精炼结果 154 篇（137 篇期刊、17 篇博硕士论文）

1.2  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工具为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博

士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CiteSpace 是应用 Java 语言开

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使用它可以对特定领域的文

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

并通过绘制一系列可视化图谱来形成对学科演化和学科

发展前沿的分析。”［1］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发文量分析

据图1可知，我国运动项目文化的相关研究热度并不

高，年发文量最高仅为18篇，且高质量的文献也较少。结

合文献发文时间来看，我国有关运动项目文化的研究开始

于1988年，1988年—2011年年均发文量不超过5篇，2012

年发文量有了较大提升，并于2019年发文量达到顶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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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2的关键词聚类和表2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归纳，

发现目前我国关于运动项目文化的研究共有 4 个热点方

向，分别是：民族传统运动项目文化的研究、竞技运动

项目文化的研究、冰雪运动项目文化的研究、运动项目

文化概念及特征方面的研究。

表 2  运动项目文化研究高频关键词（前 10位）

关键词 频次 排名

体育文化 25 1

运动项目 13 2

冰雪运动 7 3

文化 6 4

体育运动 5 5

体育 5 5

高校 4 7

文化内涵 4 7

传统文化 4 7

文化建设 4 7

2.3  研究主题分析

1）运动项目文化概念及特征的研究

对运动项目文化概念及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动

项目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研究上。陈辉和田庆［3］对运

动项目文化建设路径的探究中将运动项目文化定义为，运

动项目文化是人们在参与不同体育项目中，以其本体特征

为核心，在不断演化发展中塑造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物

质与精神的、内容与形式方法的统称。陈刚和张婧［4］认

为运动项目文化具有共有性、差异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征；

自由、平等、友谊、进步的人类梦想，是运动项目文化内

涵的最高境界，成为一切运动项目的根和魂，也成为贯穿

运动与人的精神、气质和神韵。荆雯［5］在其论文中提到，

“乒乓球运动项目文化”是指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各个层

面所衍生出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层次，以及其所展现出的“影

响力”，也就是“乒乓球运动项目文化软实力”。

总体而言，我国有关运动项目文化概念及特征研究的

文献数量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运动项目文化整体性概念

及特征、民族传统运动项目特征以及其他个别运动项目文

化的概念及特征。研究深入不足，仅有极少数学者进行了

从不同角度浅析，没有统一定论。按照文化的四分法可以

将运动项目文化划分为四个层次，目前有关其特征的研究

没有深入到各个层次中，尚需更多地发掘各类运动项目的

文化要素，探寻运动项目的精神、行为、制度、物质文化

特征，从而丰富和完善我国运动项目文化体系。

2）民族传统运动项目文化的研究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少数民族传统运动项目的保护与

发展，有关民族传统运动项目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项

目文化的特征、价值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许韶明和程

建南［7］从人类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创新性地将我国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划分为了三个区域，并对我国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项目的特点和功能进行了总结，丰富了民族传统

运动的文化内涵，完善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相关

理论。王琳和谢智学［7］对西北少数民族体育运动项目文

化类型的特征进行了总结，认为其具有典型的地域性、

多元性和文化认同等特征。常超［8］总结了我国传统体育

文化的内涵和发展现状，提出了新时期我国传统体育文

化价值的建构路径，对推动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具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对于民族传统运动项目文化

研究的内容对于推广和发展民族传统运动项目具有明显

的现实意义，但综合来看，对于民族传统运动项目文化

研究的科学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对于某一项民族传统运

动的针对性研究较少，且研究不够深入。

3）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研究

我国竞技运动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却没能带来运

动文化的繁荣发展。我国有关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研究主

要围绕国际经验、国内现状问题及建设策略展开。纪成龙、

杨国［9］总结了国外有关竞技运动项目组织文化的治理经验，

并得出了我国竞技运动项目组织文化建设的策略，为我国

竞技运动项目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建议。杨国庆［10］从社会文

化土壤、制度保障、大众生活参与三个方面反思了我国竞

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存在的文化缺失问题，其认为竞技运

动的项目本身是文化的载体与核心，基于项目本身实施行

为文化层的建设，能够极大地推动它生命力的绵延，所以

要开展以运动项目为核心的体育文化建设。孙科，杨国庆［11］

提出，中国竞技运动文化建设的主体至关重要，不能过于

强调行政的力量和钱的决定性，需要有生活休闲的功能，

还要使群众体验到非功利性的，自愿自主的游戏功能。刘

彬等［12］认为，加强国家运动项目文化软实力建设，要培育“授

技育人，普惠民生”的运动思想，要研究由“项目训练”

到“项目教育”的运动方式，要探索具有育人性、竞技性、

健身性、产业性统一的运动特性。张建会，钟秉枢［13］指出，

明星运动员是运动项目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能对运动

项目文化建设起到形塑作用，未来体育明星运动员项目文

化形象的塑造应从精湛的运动项目技术、完美的赛场形象、

专业的媒介素养、高尚的文化生活品位四个途径来培养。

研究分析，我国运动项目的发展带着浓厚的政治色

彩，西方国家带有商业属性和高度的自治权，很少受政

府的干预；我国竞技运动项目缺少群众的参与，从而导

致运动项目文化发展不够深入广泛。研究显示，我国迫

切地想要改变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缺失的发展现状，部分

知名专家学者对竞技运动项目的建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探究，研究重在围绕着我国的优势竞技运动项目，其他

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研究较少，同时竞技运动项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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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内涵等方面的研究较少，这不利于我国竞技运

动项目文化的均衡发展。

4）冰雪运动文化的研究  

以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我国开始重视冰雪运

动的普及与推广，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冰雪运动文化

价值的探寻以及高校冰雪运动文化的建设这两个方面。孙

佳杰和华立君［14］认为冰上雪橇运动具有独特的优势，分

析总结了冰上雪橇运动的健身价值，得出了冰上雪橇运动

能够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做出一定贡献等结论。

李岫儒和柴娇［15］认为，冰雪体育文化是冰雪运动发展的

产物，是多元化体育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产物

的总和；我国冰雪体育文化具有民族地域性、娱乐健身性

的特性。栾健和刘俊一［16］认为滑冰运动文化具有提升体

质健康水平、丰富滑冰运动竞赛、满足生活休闲需要等当

代价值；提出了弱化竞技规则意识，健全滑冰运动制度文

化的内容等发展策略。刘万鹏和丁日宁［17］认为冰雪体育

运动在高校体育文化中占有极大的份额，是冬季体育文化

的主体；各大高校要抓住机遇，从构建校园冰雪体育文化

着手，探索实现“冰雪运动进校园”战略的路径。

研究显示，许多学者分析和总结了冰雪运动文化的

价值并提出了在高校中普及和推广冰雪运动的路径，但

结合研究内容进一步分析了解到，学术界对于某一项冰

雪运动文化的专门化研究较少，所提出的有关推动冰雪

运动文化建设的策略缺乏创新，且整体研究的层次较浅，

科学化水平较低。

3  结语
根据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政策导向

对于我国运动项目文化研究热点变更具有显著影响，结

合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对研究内容进一步了解到，

我国对于运动项目文化研究“泛”而不“精”，文化建

设策略多为宏观性的指导，缺乏实质性的解决方案；研

究领域较窄，大多主要集中在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和少数

民族项目上；研究层次较浅，研究方法和内容都较为单一，

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不利于我国运动项

目文化体系的构建和运动项目文化的均衡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精神的家园。关于运动

项目文化研究，尚需深入贯彻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思想，不断深化各运动项目文化（尤其是民族

传统运动项目）的研究层次，提升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构建起特色文化体系，为我国运动项目文化的发展打下

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逐步提升我国运动项目的文化软

实力，为我国各运动项目营造出优质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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