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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休闲体育研究热点与演进分析 

韩勤英，邹骐阳 

(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 ：利用知识图谱绘制软件CiteSpace3，以CSSCI数据库中所收录的351篇休闲体育相关论文为数据来 

源，对我国休闲体育研究论文的基本分布情况、研究热点、研究理论演进等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的绘制与分析．得出 

结论：我国休闲体育文献的时间分布趋势符合普莱斯文献增长观点，文献机构分布主要集中于专业体育院校，各机 

构发表科研论文数量差距明显，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规模较小；作者之间未形成大规模的合作群．休闲体育研究热 

点不断拓展，逐渐由宏观层面研究转向精细化的微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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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体育是一种集休闲、健康、科学与文明为一体的生活方式Ⅲ．进入 21世纪，我国学者针对休闲体育 

的概念、结构、发展现状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产生了内容丰富的科研文献．针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 

析能反映出我国休闲体育研究的真实状况，为我国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利用可视化知识图谱 

绘制技术，以CSSCI数据库中所收录的休闲体育科研文献为数据来源，绘制出我国休闲体育研究可视化知 

识图谱，力求探索出我国休闲体育的研究热点与演进脉络．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数 据 来源 

本文依据布拉福德文献离散规律，选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进行休闲体育研究文献检索．该 

数据库具有层次高，涵盖面宽的特点，其英文简称为 CSSCI，收录了包括体育学等 25大类 500多种学术期 

刊，来源文献近 100余万篇，引文文献 600余万篇_2]．根据学者孔垂辉对“休闲体育”概念的定义，结合研究目 

的将检索式设定为：“所有字段==：休闲体育+体育休闲+余暇体育”，其意义在于能准确并最大限度囊括休闲 

体育相关科研文献．根据上述设定，共检索出文献 371篇．经标准化处理后得到文献 351篇，将这些文献的信 

息属性(题目，作者，机构，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进行下载并保存，便于分析使用．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研究工具为 CiteSpace3(版本 3．8．R1．32一bit．1．29．2014)可视化知识 图谱绘制软 件． 

CiteSpace3是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基于 JAVA平台的一种适于多元、分时、动态的复杂 

网络分析的新一代信息可视化技术软件．该软件将信息可视化方法、文献计量方法和数据挖掘算法有效结 

合，主要用于分析某一知识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及前沿问题，并将该知识领域中的海量庞杂的文献数据转化为 

图像，显示在电脑屏幕上，使科研工作者能直观观察到文献数据所隐藏的信息口]．本文以休闲体育研究文献 

为分析对象，采用该工具，可以直观显示出我国休闲体育研究在动态发展网络中的研究热点及演进过程． 

2 结果与分析 

主要从我国休闲体育科研文献的基本分布情况、研究热点、研究演进 3个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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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研究为 21世纪我国休闲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开创性意义，属于我国休闲体育研究的 

“萌芽阶段 ”． 

表 2 休 闲体育科研文献各聚类中高中心性 节点代表 文献信息 

2．3．2 聚类 C2：我国休闲体育研究“拓展阶段” 

聚类 C2中，学者卢锋对休闲体育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休闲体育是人们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生活环境和 

条件下，自愿选择并从事的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的统称，是体育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体育的一种存在形态， 

是社会休闲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时卢峰还对休闲体育的社会功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休闲体育 

自身的特点应与社会的发展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休闲体育具有：社会化，促进个人发展，社会象征，社会时尚 

传播，社会人群组织五大功能．学者李仲广围绕着“休闲学”进行了阐述，是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本系统 

阐述休闲的著作，从“休闲学概述”、“闲暇理论”、“休闲和休闲活动”、“个人休闲”、“社会休闲”、“休闲资源和 

组织”等 6个方面强化休闲学的理论基础，构建出休闲学的完整框架．学者刘华平在《21世纪初的中国休闲 

体育》中认为影响国人参与休闲体育发展的因素在于人口、余暇时间、生活方式与水平，并提出了21世纪休 

闲体育将进入课堂，以休闲体育作为营利性的机构会大为增加，休闲体育主要内容会更加多样化． 

综上所述：聚类 C2中的文献发表时间集中于 2000年前后，该阶段我国学者对休闲体育的研究有了全 

新认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究竟什么是“休闲体育”产生了讨论，该时期休闲体育研究的文献的研究范围 

更加宽泛，并形成了独立的休闲体育理论研究体系，为下个阶段我国休闲体育深化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属于我国休闲体育研究的“拓展阶段”． 

2．3．3 聚类 C3，C4：我国休闲体育研究“深化发展阶段” 

聚类 C3，C4共同体现出我国休闲体育研究的全面深化发展，该阶段我国休闲体育的研究呈现出全方 

位，多视角特点．该聚类中影响力较大的节点性文献有美国学者杰弗瑞 ·戈比所著《Leisure in Your Life}和 

《Leisure and Leisure Services in the 21st Century}的两部著作．前者从时间，心态，生存状态及行为的角度 

阐述了什么是休闲，认为休闲即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界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并 

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讨论休闲问题，最终得出结论：休闲是对生命意义和快乐的探索；后者则以上个世纪 

末期的美国的休闲发展为实证材料，以美国的休闲发展为出发点，放眼全球，从整个世界的环境，生产力的发 

展，价值观念，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时间因素及管理方式等要素的变化中预见到 10年之后休闲的地位将得 

到提升，人的休闲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休闲将带动经济的增长，休闲服务则发展为标准化，个性化的服务． 

通过对国外经典休闲思想的借鉴，我国休闲体育研究学者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休闲体育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同一时期国内影响力较大的文献节点有学者马惠娣，张景安主编的《中国 

公众休闲状况调查》．该著作前后历时 3年，调查了我国各个阶层参与休闲的现状，认为我国低薪阶层，弱势 

群体，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以及失业人群的休闲状况形势严峻，不容乐观．学者田慧的《休闲、休闲体育及其 

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全面分析了休闲体育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认为休闲体育应包含：指导性体育、非正式体 

育、单位内体育、单位间体育、俱乐部体育这 5种形态．并提出了我国休闲体育的 6个发展趋势：休闲体育将 

为全民健身提供更大的空间；将从锻炼身体模式发展为身心健康模式；高校中相关专业的设置将不断深入； 

29届奥运会将推动休闲体育在中国发展；电视网络等新传媒将促进休闲体育的发展；休闲体育产业将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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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学者胡小明在《休闲理论与体育的娱乐化》中以休闲能弥补体育的娱乐缺失为逻辑出发点，介绍了休闲 

的 3种形态：即时间意义、活动意义和存在意义，并归纳了休闲的作用在于补偿工作辛劳，完善个人发展，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体育娱乐化将成为体育发展潮流的观点，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所述：聚类 C3，C4所包含的文献主要集中发表于 2000年至今 ，该阶段众多学者基于各 自的研究领 

域与知识背景，借鉴国外先进的休闲理论，针对我国的社会实际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究，其内容 日臻完 

善，应用性文献和实证性文献比例明显增多．另一方面我国休闲体育研究逐渐从单一的体育学研究视角发展 

到主动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形成了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稳步 

发展，休闲体育研究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深化拓展，该阶段属于我国休闲体育研究的“深化发展阶段”． 

3 结 论 

1)我国休闲体育文献时间分布趋势符合普莱斯文献增长观点；文献机构分布主要集中在专业体育院 

校，各机构发表科研论文数量差距明显，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规模较小；作者之问未形成大规模的合作群． 

2)我国休闲体育研究热点不断拓展，逐渐由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转向微观层面的操作研究，研究内容 

不断精细深化，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3)我国休闲体育研究演进经历了“萌芽阶段”、“拓展阶段”、“深化发展”3个阶段，符合事物前进性和曲 

折性相统一的发展趋势，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休闲体育研究仍将会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其 

研究将呈现精细化 ，实用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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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search Hotspot and Evolution about Leisure Sports 

HAN Qinying，ZOU Qiyang 

(College of P．E．，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literature studies on“Leisure Sports”as the subject of the analysis and CSSCI as data sources，and 

using the Cite Space III as Co—Citation analysis and clustering analysis，this paper visualized the distribution of time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representative persons and hot topics of the researches SO as to reveal the research status of leisure sport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earch on leisure sports is mainly in colleges．The research field is broadening and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tending tO diversification and in depth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s，the evolution of study goes 

through three stages：foundation，expansion and deepness，in which the focuses are different． 

Keywords：leisure sports；mapping knowledge domain；research hot spot；theory 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