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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与社会转型、公众健康意识提升的宏观背景

下，休闲体育作为一种集身体锻炼、心理放松和社会交

往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其研究价值愈发显著。休闲体

育不仅对个人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在推动社会和

谐、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方面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学术界

对休闲体育的讨论，不仅涵盖体育学、社会学、心理学

等多个学科领域，而且与国家政策导向紧密相关。中国

政府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推动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这为休闲体育研究提供

了政策支持和实践指导。《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等政策文件的发布，进一步确立了休闲体育在国

家体育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为相关学术研究指明了

方向。本综述旨在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休闲体育

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系统梳理2011—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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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大力推进体育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休闲体育作为体育科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发展规律的探究

对于科学把握我国休闲体育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休闲体育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梳

理，有助于揭示我国休闲体育研究工作的演变规律。此外，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功能在对休闲体育研究现状进行

数据整理和统计时，不仅能够清晰地展示我国休闲体育科研工作的发展历程，而且对于构建我国体育科学研究

的知识体系也具有积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文献计量法，利用CiteSpace 6.2R6工具

对休闲体育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可视化展示。结果表明：（1）2011—2024年在核心期刊上的休闲

体育发文量呈现波浪式的下降趋势；（2）科研机构合作关系较为单一，关系网络不强，以地区化合作为主；

（3）核心作者较少，团队规模小，作者之间联系不紧密；（4）休闲体育行为、建成环境、体育旅游、深度休

闲等主题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5）深度休闲、深度休闲特质、建成环境等主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保持较大的

研究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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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研究热点、发展趋势及学术网络结构［1］。通过关键

词共现、聚类及突现分析，本研究力求揭示休闲体育领

域的研究前沿，评估政策引导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并探

讨跨学科研究的潜在价值。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背景

下，休闲体育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的

结合，以及科技融合与创新发展的探索。本综述旨在为

休闲体育学术研究提供文献回顾，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

策参考，推动学科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2.1.1  知识图谱法 

借助Excel和数据分析软件CiteSpace 6.2R6。CiteSpace

是美国德雷塞尔（Drexel）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

美博士开发的适用于多元、分时、动态复杂网络分析的

可视化应用软件［2］。利用CiteSpace 6.2R6对我国研究休

闲体育的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与处理，并将得出的

信息进行归纳、总结，明确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

其演化进程［3］。

2.1.2  文献计量法 

文献计量法是指利用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对文献的

数量、特征和模式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

对483篇核心文献的计量分析，可以反映我国休闲体育的

研究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学术影响力等。

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检索时间跨

度为2011—2024年，以“休闲体育”为主题词进行

检索，文献期刊类型为“核心期刊”，学科为“体

育”。检索时间为2024年12月1日，后经筛选，最后确

认483篇核心期刊文献为本文研究数据，并进行可视化 

分析。

3  我国休闲体育研究基本情况

3.1  年度发文趋势分析

通过使用Excel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

直观地看到2011—2024年的休闲体育核心期刊发文量趋

势变化及研究热度变化，识别出该研究领域发文情况。

如图1所示，这14年间，共计发表核心期刊文献483篇，

平均每年发表约34篇。从2011年到2017年为快速成长

期，年发文量整体呈现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并于2017

年发文量达到阶段性顶峰，为57篇。2017年至2024年，

发文量出现下降并逐步趋于稳定，开始进入研究成熟

期。这说明近些年研究人员对休闲体育方面的研究已经

形成较为稳定的势头，需要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来开展

新的研究。

图 1  2011—2024年休闲体育年发文量

Figure 1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issued on leisure 
sports from 2011 to 2024

3.2  核心作者分析

运行CiteSpace 6.2R6软件进行作者分析，得到如图

2所示的分析结果。其节点的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的多

少，节点连线则表示合作作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以朱

肖肖为中心的作者合作网络最大；排在第二位的是以石

振国等人形成的合作网络；以吕然和刘英伟为中心的合

作网络较小。其余作者分布较散，连线较少（E=186），

作者合作不密切（Density=0.0031）。目前，针对休闲体

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体规模较小，研究团队的构建

亦未形成较大规模，大多数研究者以个人为主体开展研

究，这导致该研究方向的文献产出量相对较低，研究成

果的广度与深度亟须进一步拓展。

图 2  2011—2024年休闲体育研究领域TOP20作者合作图谱

Figure 2 A Co-authorship network of the top 20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leisure sports research from 2011 to 2024

3.3  来源机构分析

借助CiteSpace 6.2R6绘制出科研机构共现图谱，如图3

所示。2011—2024年我国休闲体育相关科研机构共有299所

（N=299），其中，146所存在合作关系（E=146），并且这

些科研机构分布较为分散（Density=0.0033）。这表明各个科

研机构合作关系单一，以区域合作为主。广州体育学院无

论是在图谱节点大小，还是在发文量上，都具有比较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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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性，其所处地区较为发达且临海，休闲项目开展较

好，使其在休闲体育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对我国休闲

体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必须加强各研究机

构之间的合作，通过召开休闲体育研究的主题会议或者举

办相关专题报告等形式，组织相关机构相互学习交流，提

高合作程度，推动我国休闲体育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图 3  2011—2024年我国休闲体育研究机构共现网络

Figure 3 Co-authorship network of leisure sports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4

4  我国休闲体育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作为文章核心内容的精华，其重复出现的频率

较高时，能够反映该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主题，使该主题

成为该领域的焦点问题［4］。使用CiteSpace 6.2R6软件基于

483篇文献生成关键词热点分析图谱（如图4所示），每个

节点代表一个共现词，文字的大小与其出现频次成正比。

图 4  2011—2024年休闲体育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leisure 
sports research from 2011 to 2024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本项研究利用CiteSpace 6.2R6工具对2011至2024年

间中国休闲体育学术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关键词聚类分析

（如图5所示）。研究界定了2011—2024年的时间范围，

依次对Time Slicing（时间切片）、Node Types（节点类

型）选择“Keyword”等功能进行设置，然后运行软件。

分析结果构建了一个包含378个节点和683条边的网络，

网络密度为0.0096，表明尽管节点间的直接联系较少，但

聚类分析能够揭示潜在的研究主题和趋势。聚类质量指

标显示，Harmonic Mean（Q，S）为0.7868，Weighted Mean 

Silhouette S为0.9441，Modularity Q为0.6743，这些数值均

表明聚类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显著性。这些指标的

高值意味着聚类内部的关键词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而不

同聚类之间的关键词则相对独立，为研究者提供了清晰

的研究领域划分［5］。分析结果揭示了休闲体育研究的两

个主要聚类类别。第一类以“休闲体育”为核心，包括

“休闲体育产业”和“休闲体育专业”，这些聚类反映

了休闲体育产业化的重要性。特别是“休闲体育产业”

聚类，它与经济、市场和消费行为紧密相关，显示出休

闲体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二类以“群众体育”为

核心，包括“休闲体育产业”和“休闲体育专业”，这

些聚类反映了休闲体育产业化的重要性。特别是“休闲

体育产业”聚类，它与经济、市场和消费行为紧密相

关，显示出休闲体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休闲体

育专业”聚类则涉及教育和培训，强调了专业人才培养

在休闲体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建议进一步探索休

闲体育产业的发展潜力，以及如何通过体育教育提升大

学生的体质健康，同时关注体育活动在缓解学业压力和

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作用。此外，研究还建议关注体育

教育的创新方法，如利用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平台，以提

高体育教育的吸引力和有效性。通过CiteSpace软件的聚

类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休闲体育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之

间的关系，以及不同主题的研究内容和重点［6］。这种分

析有助于科研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研究

趋势和需求，从而制定更有效的策略和措施。未来的研

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各个聚类的具体内

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潜在的交叉领域。

图 5  2011—2024年我国休闲体育关键词聚类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in leisure sports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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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关键词突现分析

研究前沿是指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中最先进、最前

沿、最具创新性的研究方向和课题，这些研究方向通常

代表了当前学术界和科研人员正在集中力量探索的热点

和难点问题［7］。借助于CiteSpace 6.2R6软件选择突现词

分析得到如图6所示的分析结果，对我国休闲体育的研究

前沿与演化进行探寻。“Strength”表示关键词突变的程

度，数值越大突变程度越高，关键词越有可能成为研究

前沿；“Begin”和“End”分别代表关键词突变开始和结

束的时间，突现时间越久，关键词热度持续时间越久，

研究前沿性越强［8］。 

第一阶段，2011—2014年研究热点：对策、体育社

会学、体育休闲、体育专业、体育史、体育文化。2011

年5月28日，首届全国休闲体育大会在银川开幕；2012

年全国休闲体育大会在浙江舟山盛大开幕；2014年中国

运动休闲大会主题交流活动举行，主题为“运动休闲产

业突破与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旨在进一步落实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2011年到

2014年间显示出强烈的突现，与政策的关系密不可分，

当时全国性的休闲会议举办表明这一时期研究者对体

育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对策给予了较多关注。2013—

2015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里指出休闲活动在社会文化中

的地位，不少学者因此撰写了相关休闲文化的文章。

第二阶段，2015—2017年研究热点：群众体育、休

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在此期间，国务院发布了《全

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2017年国家体

育总局发布了《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

通知》。相关政策的出台极大地促进了“休闲体育”的

发展，这些关键词在2015年到2016年间突现，反映了对

群众体育活动和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视。“公园”在

2015年到2016年间突现，是与城市化进程中群众体育对

公共绿地和休闲空间的需求增加有关。“茶文化”在

2016年到2017年间突现，可能与茶文化在社会中的复兴

和推广有关。

第三阶段，2018—2020年研究热点：传播、体育经

济、体育旅游、体育产业、体育学。《关于大力发展体

育旅游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快体育旅游发展，包括引

领健身休闲旅游发展、培育赛事活动旅游市场、培育体

育旅游市场主体、提升体育旅游装备制造水平以及加强

体育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显示了对体育经济、旅游

和产业发展的关注，以及对体育学科建设的重视。“优

化路径”在2019年到2021年间突现，可能与寻求体育领

域内效率提升和路径优化的研究有关。

第四阶段，2021—2024年研究热点：深度休闲、

深度休闲特质、休闲体育旅游、建成环境、休闲体育行

为。这些关键词在2021年到2024年间突现，表明研究者

对休闲活动的深度体验、特质分析、旅游发展、城市

环境对休闲活动的影响以及休闲体育行为的研究兴趣

增加。

综上所述，未来研究趋势预测如下：（1）深度休闲

和特质：随着人们对休闲活动质量的追求，深度休闲及

其特质可能会成为未来研究的持续热点；（2）休闲体育

旅游：结合旅游和体育的休闲体育旅游可能会继续吸引

研究者的关注，特别是在探索如何通过体育活动促进旅

游发展方面；（3）建成环境与休闲体育行为：城市环境

对人们休闲体育行为的影响可能会成为研究的新焦点，

尤其是在城市规划和公共空间设计方面。这些关键词的

突现不仅反映了学术界对特定主题的兴趣变化，也可能

预示着社会、经济和文化趋势的变迁。研究者可以利用

这些信息来指导他们的研究方向，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

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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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1—2024年我国休闲体育关键词突现图谱

Figure 6 Keyword emergence network in leisure sports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4

5  研究结论

（1）2011—2024年在核心期刊上的休闲体育发文量

呈现波浪式的下降趋势，尤其是2017—2019年发文量明

显下降。应通过增加资金投入、鼓励跨学科研究和举办

学术会议来激发研究兴趣，提高发文量。

（2）科研机构合作关系较为单一，关系网络不强，

以地区合作为主。体育学院和各大高校的体育学院或体

育部是研究休闲体育的主要力量，但彼此间的合作关

系、拓展科研机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加强。可通过

参与国际会议、建立联合研究项目和学术交流平台来加

强合作网络。

（3）核心作者较少，团队规模小，作者之间联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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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以朱肖肖、石振国等为该领域的研究团队代表。

可通过建立研究团队、提供研究资助和建立研究合作网

络来培养和扩大核心作者团队，同时鼓励年轻学者参与

研究，以增加团队规模和活力。

（4）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休闲体育行为、建

成环境、体育旅游、深度休闲等主题是研究休闲体育领

域的研究热点。

（5）通过分析2011—2014年、2015—2017年、

2018—2020年以及2021—2024年这四个阶段我国休闲体育

研究的热点趋势变化，深度休闲、深度休闲特质、建成

环境等主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保持较大的研究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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