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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热点分析

何悦，曾子瑶，吴霜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2002—2021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330篇关于残疾人体育

研究的文献为研究样本，对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并借助CiteSpace软件对作者、机构以

及关键词进行分析，探讨出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与前沿。结果

显示：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可分为奠基期、繁荣期、稳定期三个阶段；各研究作者之

间、机构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术合作网络；我国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为：残疾人体

育管理、残疾人竞技体育、残疾人体育教育、残疾人群众体育；我国该领域的研究前

沿为残疾人的体育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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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Disabled Sports in China Based on Knowledge 
Map

HE Yue，ZENG Zi-yao，WU Shu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Taking 330 articles on sports research of disabled people published in core journals from 2002 to 2021 

included by CNKI as research samples, this paper make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ocuments, and analyzes the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 words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softwar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research 

hotspot and frontier of sports research of disabled people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n sports for 

the disabled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oundation period, the prosperity period and the stability 

period; A relatively stable academic cooperation network has been formed among research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in China are: sports management for the disabled, competitive sports for the 

disabled, sports education for the disabled and mass sports for the disabled; The research frontier in this field in China 

is the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the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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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残疾人体育不仅是发展残疾人事业的一部分，同

时也是实现我国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国务院于

2021年7月21日发布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中，明确指出，我国残疾人有8500多万，在“十四五”期间，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残疾人数会持续攀升，这一庞大

的数据给我国残疾人事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1］。残疾人

事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并制约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面对疾人口基数大，特性突出，

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寻求“体育”这一突破口，促进残

疾人体育全面、持续发展。为此，本文借助 CiteSpace 可

视化软件，以文献数据为基础，了解我国残疾人体育领域

的研究现状，探索和挖掘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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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残疾人体育的研究重点和方向提供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样本均来自中国知网（CNKI）数

据库。检索主题为“残疾人体育”“残障人体育”“伤

残人体育”“特殊体育”，时间范围为 2002—2021 年，

期刊类别为“北大核心”，共获得 355 条结果，通过查

看篇名和摘要剔除与本研究无关文献 25 篇，最终纳入

330 篇为样本数据。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对样本数据进行量化分

析，梳理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的基本现状，并结合

CiteSpace5.8.R3 可视化软件对样本文献的作者、科研机构

进行分析，以直观展示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领域的动态、

热点以及演变趋势。

2  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领域的外部特征
2.1  时间分布

通过文献数量的时序变化，能够直观了解残疾人体

育研究领域的总体概况和研究进展，这也是衡量研究成

果的重要指标。2002—2021 年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的文

献数量呈现出“波浪式”增长，大致可划分为奠基、爆发、

成熟三个阶段（如图 1 所示）。

图 1  2002—2021 年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的年发文量

（1）奠基阶段（2002—2004 年）：发文量较少，且

发展缓慢。主要由于我国当时社会经济以及科研技术的

发展相对落后，导致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起步较晚，尚

未引起国内科研人员的足够重视。

（2）繁荣阶段（2005—2013 年）：研究成果剧增，

2008 年出现峰值。这得益于 2007 年特奥会和 2008 年北

京残奥会的顺利举办，以竞技体育为主的残疾人体育参

与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空前关注，激发了学术界对该

领域的研究兴趣与热情。

（3）成熟阶段（2014—2021 年）：发文量呈现下降

趋势，但有两个明显的增长点，分别是 2014 年和 2017

年。在此期间，国家和政府出台了大量的利好政策（如：

2014 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 年）》

以及 2016 年出台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残疾人体育的发展。以群众体育、体

育教育为主衍生出了残疾人群体对体育的多元需求，吸

引了学者们的研究视线。

2.2  来源期刊分布

经统计，残疾人体育研究文献在 51 种核心期刊上

均有刊载，表 1 显示了 2002—2021 年关于我国残疾人

体育研究的发文量和复合影响因子（2021）排名前 10

的期刊。从期刊类别来看，除了《中国特殊教育》《求

是》以外，均为体育类期刊；从发文量来看，《体育

文化导刊》明显高于其他刊物，位列第一（59 篇），

其次是《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7 篇），第 3 是《北

京体育大学学报》（25 篇）；从影响因子来看，在《体

育科学》（6.468）、《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414）、《求

是》（3.727）等有影响力的刊物中均有刊载。分析表

明，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已成为各界学者关注的焦点，

不拘囿于体育类期刊，这些期刊为我国残疾人体育的

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知识交流平台，吸引了更多的研究

者推动残疾人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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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主要来源期刊分布一览表

排名 按期刊发文量排序
按（2021 年）期刊复合影

响因子排序

1 《体育文化导刊》59 篇 《体育科学》6.468

2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7 篇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414

3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5 篇 《求是》3.727

4 《中国特殊教育》22 篇 《体育学研究》3.405

5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 篇 《体育文化导刊》3.098

6 《体育学刊》19 篇 《体育学刊》2.94

7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17 篇 《中国体育科技》2.923

8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5 篇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917

9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5 篇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896

10 《体育科学》15 篇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852

2.3  作者分布

作者是科研的直接参与者，同时也是推动科研的进

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通常发文量可作为衡量作者科研

能力的一种依据［2］。在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领域中，发

表系列论文最多的作者是福建师范大学的吴燕丹教授（29

篇），其次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刘洋教授（9 篇）；第三

名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健教授（8 篇）和北京体育大学

的卢雁（8 篇）。根据普莱斯定律，发文量在 4 篇及以

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共有 18 人，他们都是我国残疾人

体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利用CiteSpace软件，在Node Types中勾选“Author”，

绘制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见图 2）。

可以看出，吴燕丹既是核心作者，也是该领域作者合作

较多的人，以她为中心，与吴丽芳、李春晓、黄汉升等

作者组成了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领域最大的研究团队，

其次是以刘洋、陶玉流、王家宏、Martin 和 Kudlacek 等

组成的合作团体，说明了在残疾人体育研究领域，合作

密度较高、范围广泛，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合作团队。整

体来看，我国关于残疾人体育研究呈现出“大集中、广

分散”的特点，团队合作氛围较好，但仍需增强合作强

度和力度，不断拓展残疾人体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图 2  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作者合作关系图谱

2.4  科研机构分析

科研机构一般为作者的工作单位，是作者进行科学

研究的重要载体。通过研究科研机构的文献产出情况可

以评估其对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的贡献程度，以及该机

构在残疾人体育研究领域中的科研实力。对此，在 Node 

Types 中选择“Institution”，构建出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

机构共现图。在对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机构进行分析时，

发现一级机构下有多个二级机构，需将同属于一个一级

机构的进行整合。如“华侨大学法学院”“华侨大学体

育学院”等均合并为华侨大学，按照这种方法，对所有

的科研机构进行合并与汇总。根据统计资料，近20年来，

高校是我国残疾人体育领域的研究主体。我国残疾人体

育研究的前 10 位高产机构均是来自师范类、体育类、

综合类院校的知名大学，共发文 138 篇，占总发文量的

41.82%。师范类院校共有 4 所大学位列其中，成果产出

量占本研究数据样本总量的 18.79%（见表 2），充分反

映了我国师范类院校 20 年多年来在残疾人体育领域做出

的杰出贡献。

表 2  2002—2021 年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机构分布一览表（前 10）

排名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1 福建师范大学 32 6 首都体育学院 13

2 北京体育大学 17 7 天津体育学院 10

3 上海体育学院 14 8 江西师范大学 9

4 苏州大学 14 9 湘潭大学 8

5 华中师范大学 13 10 杭州师范大学 8

除此之外，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机构之间出现了以

福建师范大学为核心，与天津体育学院等组建的院校合

作团队；以北京体育大学为核心，与首都体育学院、华

侨大学等组建的院校合作团队。可以看出，各机构间合

作较为深入，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学术合作网络。其他

高校如上海体育学院、湘潭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等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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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各自与周边院校进行合作（见图 3）。

图 3  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机构合作关系图谱

3  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的内容特征
3.1  我国残疾人体育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在一篇文献中所占比重虽小，却最能反映出

文献研究的精髓，对其进行聚类分析，能清晰地掌握某

一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3］。在关键词网络共现关系分析

的基础上，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残疾人体育

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得到残疾人体育关键词聚类图谱。

从图4来看，生成了“体育”“特殊体育”“体育管理”“残

奥会”“特殊教育”“体育教育”“现状”“体育权利”“体

育活动”及“生命关怀”共 10 个聚类标签。

图 4  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基于关键词聚类图谱，从“Cluster”菜单栏上选择

“Cluster Explorer”，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见表3）。

表 3  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

聚类号 聚类大小 标签词（选取前五个）

0 56 体育；残疾人；体育参与；体育教育；特殊教育

1 46 特殊体育；中国；残疾人；体育教师；适应体育

2 42 体育管理；日本；全民健身；体育政策；体育组织

3 36 残奥会；竞技体育；项目设置；影响；运动生物力学

4 24 特殊教育；学校体育；发展对策；分析；调查

5 24 体育教育；体育权；人权；终身体育；国际体育运动宪章

6 23 现状；对策；体育运动；健身；上海市

7 16 体育权利；保障；义务视角；法律保障；法理分析

8 12 体育活动；湖北省；影响因素；锻炼方式；概念

9 10 生命关怀；大学；自我关怀；特殊体育教育；人际关怀

对各聚类中的标签词进行分析发现，各聚类研究内

容存在相互重叠的现象，因此可将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

归纳为“体育管理”“竞技体育”“体育教育”“群众

体育”4 个主流知识群，他们组成了当前我国残疾人体

育的研究热点。

知识群 1：残疾人体育管理。我国残疾人体育管理

机构以国家残奥会为依托，直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业务上由国家体育总局进行指导，属于典型的准行政

管理模式，主要涉及健身、康复、竞技三大领域［4-6］。 

但现行的体育管理模式已显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一方

面是残奥会中心内部结构过于松散，各级残联职责划

分模糊；另一方面残疾人参与供给不足、体育公共管

理机制缺乏活力、残疾人体育指导员队伍不健全等［4，7］。 

应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作用，提高残疾人体育治理能

力和治理效率；将残疾人体育管理纳入群众体育体系

中；此外，改革残奥中心内部结构、培养残疾人体育

指导员、建设全民共享的综合体育俱乐部、优化社会

文化环境［5，8］。

知识群 2：残疾人竞技体育。与西方体育强国相

比，我国残疾人竞技体育起步较晚，底子较薄，参加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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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会等重大残疾人体育赛事的人员、项目、经验均较

少，而参赛的新手却很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

近些年在残奥会上取得了辉煌成绩［9］。但体制隐患、

国外竞争严峻、区域发展不均衡、项目结构不合理、集

体项目水平不高、特定项目人才缺乏等，给我国继续赶

超体育巨头并蝉联残奥会奖牌第一的宝座带来了重重困 

难［10，11］，针对这些困难，我国应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化项目布局、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提升训练科学化水平、加速残疾人队伍建设、

健全保障体系、积累比赛经验等［12，13］。

知识群 3：残疾人体育教育。随着我国教育公平理

念的不断深化和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残疾

学生走进校园，然而，这些弱势群体享受高等教育的情

况并不乐观。在当前主流的体育教育框架下，我国残疾

人体育教育仍处于“分离”状态，残疾人接受高等体育

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均不平等、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普

适性的教学指导纲要缺乏、教师专业化水平低、场地器

材以及资金短缺等［14-16］。另外还有学者们认为现代残疾

人体育教育已失去初心，脱离了残疾人的现实生活，逐

渐陷入物化状态，忽视残疾人体育教育以人文本的价值

所在［17，18］。建议制定并落实相应政策法规、改善社会

对残疾人的态度、深化对“融合体育”的认知与实践、

完善学校体育设施；除此之外，我国残疾人体育教育的

对象应全面化、课程标准中国化、教学理念终身化、师

资培养专业化［14，16，19］。

知识群 4：残疾人群众体育。相较于竞技体育，我

国残疾人群众体育的关注度较低，导致竞技体育事业在

蓬勃发展之际，残疾人群众体育却发展乏力［13，18］。在

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残疾人新旧观念更迭不彻底、相关法

律法规权威性不足、物质文化保障体制不健全、资源配

置机制缺乏交流合作、健身指导员专业化程度偏低、宣

传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21］，需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资源共享、社区协助”，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实现残、

健融合以及体育运动共享；借用各种多媒体平台加以宣

传残疾人体育，促使正确残疾人体育价值观的形成；增

加经费投入；加强残疾人运动场馆设施建设；加快残疾

人社会指导员队伍建设［21，22］。

3.2  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发展趋势

关键词突现通过探究主题词词频的时间分布，可以

了解到某个时段关注度较高的研究领域，以及预测到今

后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23］。本文通过突现

词探测得到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领域前 22 个突现词（见

图 5）。

图 5  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谱（前 22个）

从突现度来看，前5位的关键词依次为：特殊教育、

群众体育、体育、体育管理和大学。从时间序列来看，

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4 年全民健身为节点，

2008 年以前学者们主要以残疾人体育活动和教育为核

心；2008—2014年间关注更多的是残奥会和群众体育；

2014 年之后，对于残疾人体育研究呈现多元化。首先，

研究重点的突出。残疾人体育研究紧扣国家政策方针，

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残疾人体育组织与管理成为

该阶段的研究重点。其次，研究主体的延伸。不再单

单是残疾人群体，而是将体育教师这一群体纳入残疾

人体育的研究之中。再次，研究视野的拓展。不局限

于国内，开始探索国外残疾人体育的发展以及对我国

的启示。最后，研究层次的细分。对残疾人体育的研

究细分到各个领域，不止步于竞技体育，还细化到残

疾人体育的培养模式。从突现词的生命周期来看，“体

育管理”领域持续时间最长（8年），“中国”“美国”“全

纳教育”为 7 年，“体育权利”“体育教师”为 6 年，

“体育活动”“群众体育”为 5 年，其他大多集中在

3 ～ 4 年，可以看出，残疾人的体育活动始终与国家

对残疾人的合理管理制度密不可分。在 2018 年以后，

残疾人体育参与的主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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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研究展望
4.1  结论

（1）国内残疾人体育领域的研究经过了奠基期、繁

荣期、稳定期三个阶段，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度逐渐提高，

研究成果多元化。

（2）高校是我国残疾人体育领域的研究主体，无论

是研究作者之间还是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密度较高，并

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团队。

（3）我国残疾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为残疾人体育

管理、残疾人竞技体育、残疾人体育教育以及残疾人群

众体育。

（4）残疾人的体育参与是目前的研究前沿。

4.2  研究展望

（1）加强对各个地区、各个运动项目、各个年龄段

的不同残疾人群体展开研究，将处于研究边缘的农村、

偏远地区的残疾人纳入研究视野，从根本上实现残疾人

体育研究范围全覆盖，推动残疾人体育发展。

（2）强化“体医融合”。体育是生命重建的形式，

也是残疾人康复的重要手段，应打破学术壁垒，加强校

际学术交流，构建信息资源共享格局。

（3）推动“残健融合”的发展。使残疾人通过体育

融入社会，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创造出残疾人与健全

人一样的体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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