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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旅游研究主题演进分析

张晓亮

(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运用科学计量知识图谱方法,以CSSCI(1998-2017年)数据库中收录的343篇体育旅游相关文献为

原始数据,分析近20年体育旅游研究的热点和趋势.研究发现:中国体育旅游发展轨迹与经济发展水平、大型体育赛

事的举办、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呈波浪式上升趋势.专业体育院校或综合类大学的体育学院

是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主要力量,于素梅、姜付高、韩丁等作者是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中坚力量.中国体育旅游的研

究主要受经济、政治、体育赛事的影响,在不同时期研究的主题、热点领域不同,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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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合作协议》《关于大

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等明确指出我国体育旅游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但体育旅游的发展现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旅游需求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积极培育体育旅游

消费市场,优化体育旅游的供给体系,提升体育旅游在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中的比例,充分发挥体育旅游的

重要作用.体育旅游相关研究对于指导体育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体育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

有哪些? 研究的发展趋势又是什么? 理论研究如何指导体育旅游实践? 本文为解答这些问题,对CSSCI收

录的体育旅游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探索我国体育旅游研究的热点领域及发展趋势,为我国体育旅

游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将检索条件设置为:“关键词=体育旅游”,“期刊来源=CSSCI”,检索时间为

1998—2017年,共检索到体育旅游相关文献343篇.将检索到的343篇有效文献下载保存.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美国陈超美博士发明的CitespaceⅢ软件对体育旅游研究主题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该软件是一款应用于科学文献识别并显示科学发展趋势和热点的软件”[1].在JAVA环境下运行该软件,对
下载的体育旅游原数据进行转化,时间切片定为“1”,其他设置均选择默认值,对相关指标进行知识图谱的绘

制,对其相互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体育旅游研究发文量分布

对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发文量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客观地反映出该领域的发展速度和理论水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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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CSSCI数据库在1998-2017年间

共收录343篇体育旅游文献.图1显示,中国

体育旅 游 研 究 发 文 量 呈 波 浪 式 增 长 趋 势.
20世纪90年代末期,学者开始对体育旅游进

行研究.进入21世纪后相关研究文献逐渐增

多,体育旅游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
同时也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这与我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旅游产业快速崛起密不可分.
从研究时段分析,中国体育旅游研究可

以划分为5段.1)萌芽期(1998-2001年).该
阶段中国体育旅游文献从无到有,年均发文

量较少.这与我国体育旅游刚起步及旅游相关

基础配套设施不齐全有一定关系.2)初步发展期(2002—2004年).随着国庆“黄金周”的实施,国民对旅游的

需求逐渐增多,加之2001年我国申奥成功,为我国体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年发文量由2001年的2篇

增至2002年的7篇.2003年由于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国民的旅游热情降低,我国旅游产业收到巨大冲

击.我国体育旅游研究成果也略受影响.3)加速发展期(2005-2007年).该阶段体育旅游研究逐渐成为研究

重点,相关成果较多,年均发文量超过17篇.4)快速繁荣期(2008年-2013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

广州亚运会和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的举办大大提高了中国体育旅游的发展速度.学者对体育旅游的研究热

情进一步升温.该阶段体育旅游研究发文量出现“井喷”现象.年均发文量超过26篇.2009年出现峰值36篇.
5)平稳期(2014-2017年).该阶段年均发文量较为平稳,波动较小.综上所述,中国体育旅游研究发文量与中

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型体育赛事、国家相关政策密切相关.
2.2 中国体育旅游研究作者分布

中国体育旅游研究文

献的作者是我国体育旅游

研究活动的主体人群.在
该领域具有卓越研究成果

的作者通常能够引领该学

科 的 发 展 方 向[3].运 用

CitespaceⅢ软件对343篇

体育旅游文献作者进行分

析,将TermType设置为

“Burst Terms”,Node
Types设置为“Author”,
生成中国体育旅游研究作

者知识图谱(图2).图2中

共 有 节 点 527 个,连 线

255条,网络密度0.0018,
于素梅、姜付高、韩丁等作者的节点较大,即发文量较多,是该领域研究的中坚力量.作者之间的联系度不够,
仅以几名高产作者为中心,形成了小型的合作研究网络,并且研究者多来自高等学校.依据普莱斯对“核心作

者”的定义:“核心作者是指在同一主题中,50%的论文为一批高生产能力作者所作,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约

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用公式表达为N=0.749 ηmax
,发表N 篇以上的作者称为核心作者,ηmax为在

所统计的年限内最高产作者的论文篇数.”[4]表1中的作者均为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核心作者,引领了中国

体育旅游研究的发展方向,是体育旅游研究领域的带头人,其发表的文献值得研究体育旅游领域的学者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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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5].
表1 中国体育旅游核心作者分布表

Tab.1 DistributionofChinesesportstourismcoreauthors

序号 核心作者 被引次数 研究起始年份 单位 研究方向

1 于素梅 205 2006 河南大学 体育旅游、社会体育

2 姜付高 8 2014 曲阜师范大学 体育旅游

3 韩丁 446 1999 天津体育学院 体育旅游、休闲体育

4 周珂 31 2006 河南大学 体育旅游、体育人文

5 崔继安 369 1999 天津体育学院 体育旅游

6 柳伯力 110 2002 成都体育学院 体育旅游、体育教学

7 韩鲁安 369 1999 天津体育学院 体育旅游

8 和平 369 1999 天津体育学院 体育旅游、体育教学

  表1显示,核心作者关注的研究热点领域与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前沿动态基本吻合,相关研究成果对中

国体育旅游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引领了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发展趋势.如于素梅、周珂等核心作者的主要

研究方向除了体育旅游外还注重社会体育、体育人文等领域的研究,对中国体育旅游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核心作者的被引频次可以反映出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反映出作者对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贡献.而韩丁、
周继安等均来自专业的体育院校,研究侧重于体育旅游人才培养模式、体育旅游课程设置等方面.对中国体

育旅游研究的核心作者进行分析,可以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合作与交流的方向,从而拓宽中国体育旅

游研究的渠道,使相关学科知识融入体育旅游研究.
2.3 中国体育旅游研究机构分布

研究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知识产生、创造和传播扩散源,对其进行研究可以准

确把握其研究实力及在中国体育旅游研究领域的影响力[6].运用CitespaceⅢ软件对体育旅游文献机构进行

分析,将NodeTypes设置为“Institution”,生成中国体育旅游研究机构知识图谱(图3).图3中共有节点357
个,连线99条,网络密度为0.0016.河南大学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所、成都体育学院等机构的节点较大,即发

文量较多,是该领域的核心机构.而各机构间连线的粗细程度反映了机构间合作研究的程度.
从研究机构的发文量来看,河南大学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所(6篇)、成都体育学院(6篇)、河南大学体育学

院(5篇)、曲阜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5篇)等机构的发文量较多.以曲阜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成都体育

学院等机构为中心的网络连线较多,上述机构在体育旅游研究领域较注重合作研究.图3中孤立的节点也较

多,这些机构在体育旅游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合作网络.但是,各机构间的99条连线也说明体育旅游合作的研

究也在初步形成,各机构的合作研究有助于体育旅游研究的资源共享,从而使体育旅游研究更加丰富完善.
  从 研 究 机 构 来 看,共 有

357个机构对体育旅游领域进

行研究.这些机构主要分布在

专业体育院校或综合类大学的

体育学院.表2显示,河南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

综合类大学的体育学院和体育

科研所是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

主力军;体育院校在体育旅游

研究领域也有较强的研究实

力,对中国体育旅游研究做出

了较大贡献.

表2 中国体育旅游核心机构分布

Tab.2 DistributionofChinasportstourismcoreorganizations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省份 区域分布

1 河南大学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所 6 河南 华中地区

2 成都体育学院 6 四川 西南地区

3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5 河南 华中地区

4 曲阜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5 山东 华东地区

5 海南大学体育部 4 海南 华南地区

6 山东农业大学体育与艺术学院 4 山东 华东地区

7 南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4 河南 华中地区

8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4 吉林 东北地区

  从研究机构的区域分布来看,对一个地区的科研水平进行区域分布的分析可以发现各区域之间的研究

差异,能够准确反映出某领域科研成果的分布状况[5].表2显示,中国体育旅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华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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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由于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核心作者多数分布在这些地区的高校,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占据重要地

位,旅游景点较多,使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为这些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契机.

2.4 中国体育旅游研究主题演进分析

定量分析,引文分析,关键词分析是对某领域前沿和趋势研究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7].关键词是某研究

领域知识点的重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研究领域知识扩张的态势[8].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和内容的

高度提炼.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对整体上把握中国体育旅游研究主题的演进意义重大[9].研究运用Citespace
Ⅲ软件对中国体育旅游5个阶段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
2.4.1 萌芽期(1998-2001年)主题演进分析

1998-2001年是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萌芽期.该阶段学者的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关系密切.萌芽期

学者在CSSCI期刊上共发表文献9篇,使用有效关键词41个.使用次数较高的关键词有“体育旅游”(9次),
“体育消费”(2次),“体育产业”(2次)等.“体育旅游”和“体育消费”2个关键词的使用次数和中心度均为最

高,中心度分别为0.87和0.39.关键词中心度的大小与其在网络中的影响程度呈正比[10].图4显示,萌芽期

9篇文献的研究内容较为集中,多围绕体育旅游、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3方面进行研究.图4中节点的大小与

关键词出现的次数成正比关系,节点越大次数越高[11].共有41个节点,3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463.以孤

立的节点出现的关键词较少,绝大多数关键词与“体育旅游”“体育消费”“体育产业”这3个主要关键词相关

联.“体育消费”可以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二者均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在萌芽期中国体育旅游

的研究重点以“体育产业”“体育消费”为主.
对萌芽期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图5),共有“发展方向”“旅游大省”“云南民族村”“专业方向”“体育产业”

5个聚类.这些聚类是该时期学者研究的热点.他们开始对某地方的传统旅游业对体育旅游业的影响进行研

究.萌芽期中国体育旅游研究关键词聚类中,半数以上的文献与“发展方向”相关.说明该阶段学者对体育旅

游的未来发展找出了努力方向,对体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中国体育旅游的发展提出

了相应的对策.还有部分学者将研究领域放在国外体育旅游方面,如何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来开发我国的体

育旅游资源是其研究重点.
2.4.2 初步发展期(2002-2004年)主题演进分析

2002-2004年是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初步发展期.该时期共发表19篇文献,其中“体育旅游”出现

17次,次数最高,其他高频关键词还有“可行性”(3次),“对策”(2次),“体育旅游资源”(2次),“资源开发”(2
次),“人才培养”(2次)等.该阶段学者对体育旅游的研究逐渐由“发展方向”向“资源开发”“人才培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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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向“产业型”转变.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有“体育旅游”(0.28),“中国体育产业”(0.15),“可行性”(0.14),
“人才培养”(0.14)等.该时期“体育旅游”仍是研究的重点,此外“中国体育产业”“人才培养”等中心度较高关

键词的出现说明学者对体育旅游的研究集中在如何使其产业化,而“人才培养”是促进我国体育旅游产业化,
加速体育旅游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图6共有61个节点,53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29,相比于萌芽时期网

络密度有所下降.图6中除了“体育旅游”外,“中国”“体育”“对策”“旅游”等关键词均出现了2次.“中国”作为

关键词出现,说明学者对体育旅游的研究和“中国”紧密联系起来.中国体育旅游研究在该时期初步得到发

展,研究倾向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人才培养.“可行性”“对策”等高频关键词的出现说明体育旅游的发展在该

时期仍是学者的研究热点,在发展中探索可行性的对策.

利用软件对初步发展期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图7),共有“中国地域”“项目”“对策”“体育业”“山西”等

17个聚类.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旅游的需求日渐增大,成为我国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潜在

优势.该阶段对中国体育旅游的研究与时代背景紧密联系.

2.4.3 加速发展期(2005-2007年)主题演进分析

2005—2007年中国体育旅游研究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体育旅游研究规模逐渐成熟.随着2008年北京奥

运会的临近,体育旅游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体育旅游的发展迎来黄金期.体育

旅游发展速度呈现激增态势[12].该时期发表文献52篇,以“体育旅游”(39次)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最多.图8
显示,高频关键词还有“开发”(7次),“资源”(6次),“对策”(4次),“体育旅游资源”(3次),“旅游资源”
(3次)等.而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有“体育旅游”(0.09),“资源”(0.05),“中国”(0.05),“开发”(0.04),“体育产

业”(0.02)等.该时期学者对我国体育旅游的发展及资源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我国体育旅游总

体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如何处理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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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环境污染问题、体育旅游产业发展问题、体育旅游人才培养与引进问题等[13].因此,中国体育旅游的发

展对策、资源开发等仍是该时期的研究热点.
利用软件对加速发展期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图9),共有27个聚类,其中“资源”“体育行为”“开发”“环境

条件”等聚类群较大,所包含的节点较多.“开发”“环境条件”是在为我国体育旅游的发展寻找发展道路.“少
数民族”“民族体育旅游”等聚类也说明发展体育旅游要优化产业结构,注重协调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发展,
注重经济效益,使民族品牌大众化[12].“体育行为”为体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可行性,“不同年龄群体”“市场”
“文化品位”都与“体育行为”相关联.对其深入分析可以准确把握人们的需求,以便与旅游业结合,使体育旅

游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高等教育”等聚类说明学者已经开始重视体育旅游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

2.4.4 快速繁荣期(2008-2013年)演进分析

2008-2013年中国体育旅游研究达到了顶峰,迎来了体育旅游发展的黄金时期,共发表文献181篇.高
频关键词有“体育旅游”(128次),“体育经济”(38次),“对策”(8次),“旅游”(7次),“可持续发展”(6次),
“现状”(6次)等.高中心度关键词有“体育旅游”(0.22),“可持续发展”(0.15),“体育产业”(0.15),“中部地区”
(0.11),“体育经济”(0.10)等.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促进了体育经济的飞速发展,针对体育经济的相关研究也在

不断增加.此外,“河南省”“中原城市群”“上海”等关键词的出现说明学者对我国体育旅游的研究更加具有针

对性、区域性,结合区域自身的旅游优势,开发独具特色的体育旅游项目,从而促进中国体育旅游业的健康

发展.
利用软件对快速繁荣期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图11),共有51个聚类,其中“体育旅游资源”“SWOT分析”

“战略”“可持续发展”等聚类群较大,所包含的节点较多.该时期已有学者对体育旅游文献进行较为深入的综

述分析,总结体育旅游研究现状,并对中国体育旅游发展进行了展望.“生态体育旅游”“都市旅游”“体育旅游

带”“城市旅游业”等聚类的出现说明学者在传统体育旅游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创新,尝试一些新型体育旅游形

式,从而使后奥运时期的中国体育旅游业良性发展.
2.4.5 平稳期(2014-2017年)演进分析

经过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会后,中国体育旅游研究进入了平稳期.该时期共发表文献82篇,图12中共

有节点176个,连线132条,网络密度为0.0086.该时期网络密度较低,说明各关键词的联系不强,学者的研

究较为广泛.高频关键词有“体育旅游”(62次),“体育经济”(26次),“旅游资源”(8次),“体育旅游产品”
(4次),“体育管理”(2次)等.该时期中国体育旅游总体发展水平接近西方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形成了中国特

色的体育旅游发展理论体系.另外,如何借助已有的旅游资源促进体育旅游产品开发,以保持我国体育经济

的持续增长也是该时期研究的热点.
利用软件对平稳期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图13),该时期关键词共有41个聚类,其中“旅游资源”“交通状

况”“特色体育”“产品开发”等聚类较大,所包含的节点较多,上述成果表明该阶段的体育旅游主要朝着特色

体育产品开发方面发展.为了进一步优化体育旅游结构,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和出路,促进我国体育旅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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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人们更加注重体育旅游的特色性、时效性和服务性.“交通状况”“消费动机”等聚类也说明这些领域

已成为学者的研究热点领域.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体育旅游产业开发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于发展我国体育旅

游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3 结 论

我国体育旅游发展轨迹与经济发展水平、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研究成

果数量呈波浪式上升趋势.
专业体育院校或综合类大学的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旅游研究的主要力量,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

流不够深入;于素梅、姜付高、韩丁等作者是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高产作者,也是研究的中坚力量,相互之间

的联系度不够.
研究机构多分布在华中和华东地区,河南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综合类大学的体育学院或体

育科研所是中国体育旅游研究的主力军;成都体育学院等体育院校在体育旅游研究领域也有较强的研究实

力;曲阜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成都体育学院等机构较注重合作研究.
我国体育旅游的研究主要受经济、政治、体育赛事的影响,在不同时期研究的主题、热点领域不同,具有

一定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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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uponthethematicchangesoftheresearchofPErelatedtotourisminChina

ZhangXiaoliang

(CollegeofPhysicalEducation,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Byoperatingthemethodologiesrelatedtodocumentalanalysis,mathematicalanalysisandlogicalanalysis,343
documentsrelatedtophysicaleducationandtourismincludedintheCSSCIdatabasefrom1998to2017hasbeenanalyzed,

whoseresearchsubjecthasalsobeenanalyzedfromthepointofitsdevelopmentwithasoftwarenamedCitespaceⅢ.According
totheresearchresult,thetrendofthedevelopmentofphysicaleducationandtourisminChinaiscloselycorrelatedtotherele-
vantpoliciesconductedbytheauthorityandthequantityoftheoutcomeisontherise.Whilespecializedphysicaleducationuni-
versitiesorfacultyofphysicaleducationinthoseintegrateduniversitiesaremajorforcesfortheresearchofphysicaleducation
andtourisminChina,authorslikeYuSumei,JiangFugao,HanDingandmanyothersaremainforcesinthatfield.Neverthe-
less,thecooperationandcommunicationamongresearchinstitutionsremainstobeenhanced,thecooperativeresearchlevela-
mongauthersremainstoberised.Furthermore,theresearchofphysicaleducationandtourisminChinaislargelyinfluencedby
factorsaseconomy,politicsandraces,anditssubjectandfocusedfielddifferindifferentperiod,resultinginthedependenceup-
ontime.

Keywords:physicaleducationrelatedtotourism;researchsubject;visible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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