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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７.Ｒ５Ｗ 软件ꎬ对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 ＣＮＫＩ 数据库收录的 １ ５８７ 篇关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核心期刊

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ꎮ 结果表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刊文量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总体呈下降趋势ꎻ已基本稳定形成本领域

的核心作者、刊载媒介和研究机构ꎻ研究热点以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传统体育、民族体育、武术和少数民族等为主ꎬ研究

热点较为集中ꎻ突现词出现了“体育文化传播”“学术带头人”“群众体育”“体育史”等关键性词汇ꎻ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民族

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４ 个方面ꎮ 建议: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各核心作者之间

应加强合作联系、积极进行跨学科多领域多方法的交叉性研究ꎬ进一步加深挖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ꎬ实现民族传统体

育与各方向领域之间的良性互动ꎮ
关键词: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ꎻ民族传统体育ꎻ知识图谱ꎻ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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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２０１１－２０２１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ｏｒｔｓꎻ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ꎻ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０ 引言

民族传统体育流传 ５ ０００ 年ꎬ源远流长ꎬ博大精

深ꎬ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ꎬ更是各民族在历史长

河中探索与改造的结晶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ꎬ国家民委、

国家体育总局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

的意见»中就指出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ꎬ但文件主

要由国家民委牵头ꎬ导致政策保障不足、力度较小ꎮ
随着党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

重视ꎬ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前后出台与发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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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传统体育相关的重大战略部署ꎬ在这一背景下ꎬ
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就显得尤为必要ꎮ ２０１８ 年国家

体育总局、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通知中ꎬ主要任务提出“办
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 [１]ꎮ 这一文件由体育总

局牵头ꎬ政策保障充足ꎬ体育部门更会积极配合ꎮ
这表明ꎬ国家层面已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作为体

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后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以来ꎬ更加关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

展ꎮ 各领域专家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

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进行了阐述与论证ꎬ但经过

查阅ꎬ发现近几年并未有学者系统地、量化地、科学

地对新时代以后民族传统体育的热点进行研究ꎮ
因此ꎬ本文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７.Ｒ５Ｗ 软件ꎬ利用知识图

谱这一方式分析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文献的发文量

总体趋势、刊载媒介、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

共现知识图谱、突现词分析和聚类分析等关键要

素ꎬ梳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热

点ꎬ把握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基本现状及未来走向ꎬ
对未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参考ꎮ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文献发表时间范围选定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ꎬ检索截止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采用“高级

检索”方式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进行文献筛选ꎮ 检

索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主题词进行ꎬ共检索出６ ９９９
条记录ꎮ 鉴于初始文献过于广泛ꎬ为提高本研究文

献的代表性ꎬ因此选定范围为 ＳＣＩ 来源期刊、ＥＩ 来

源期刊、核心期刊、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 等文献进行提炼收

集ꎬ得到 １ ５８７ 条有效的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 核心文献作为本

研究的对象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可视化分析法ꎮ 研究所使用的分析软件是

基于 Ｊａｖａ６４ 位运行平台环境下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 ７.
Ｒ５Ｗꎮ 它是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适用多元、分时、
动态的新型 复 杂 网 络 分 析 软 件[２]ꎮ 研 究 通 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７.Ｒ５Ｗ 软件把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

１ ５８７篇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 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ꎬ并根据

分析内容的不同ꎬ拖动网络节点ꎬ绘制关于民族传

统体育核心期刊的共现知识图谱ꎬ从而一目了然地

展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整体发展态势ꎮ
２)数据处理ꎮ 运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软件对发文

量、刊载媒介、研究机构、核心作者和关键词共现等

数据进行处理分析ꎮ

２ 近 １０ ａ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概况

２.１ 发文量总体趋势分析

在中国知网检索 １９９２—２０２１ 年 ４ 月民族传统

体育核心期刊发文情况可以发现:２０１１ 年知网刊发

相关核心期刊 ２２５ 篇ꎬ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

一个峰值状态(图 １)ꎮ 从峰值状态开始研究它的下

滑趋势就凸显了本研究的重要性ꎮ 而近 １０ ａ 中国

民族传统体育核心期刊发表数量如图 ２ 所示(检索

时间截止到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从中看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文献数量分段呈下降趋势ꎮ
并且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２０１７ 年至今学者关注度稍

降低ꎬ研究热度持续遇冷ꎮ

图 １　 １９９２—２０２１ 年民族传统体育核心期刊发文量总体趋势

图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民族传统体育核心期刊发文量总体趋势

２.２ 刊载媒介

表 １ 是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民族传统体育”类 １６ 家

体育类核心期刊发表源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核心期刊共有 １ ５８７ 篇ꎬ其中

体育类核心期刊 １ ０４１ 篇ꎬ平均每种体育类核心期

刊发表 ６５ 篇论文ꎬ平均每年每种体育类核心期刊发

约 ５ 篇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论文ꎮ 再看表 １ 这

１６ 家体育类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及占比可知:
«体育文化导刊»共发表文章 ４７０ 篇ꎬ占比 ２９.６２％ꎬ
«体育学刊»共发表文章 ８９ 篇ꎬ占比 ５.６１％ꎬ«武汉

体育学院学报»共发表文章 ６９ 篇ꎬ占比 ４.３５％ꎮ 由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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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ꎬ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文章主要发表在

较为关注 “民族” “传统” 和 “文史” 方面的核心

期刊ꎮ
表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民族传统体育 １６ 家体育类核心期刊

发表源统计

刊物名称 数量 /篇 百分比 / ％
体育文化导刊　 　 ４７０ ２９.６２
体育学刊　 　 　 　 ８９ ５.６１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６９ ４.３５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６６ ４.１６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６３ ３.９６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６０ ３.７８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４２ ２.６４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４０ ２.５２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３１ １.９５
体育与科学　 　 　 ３０ １.８９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２６ １.６４
体育科学　 　 　 　 ２１ １.３２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１４ ０.８８
中国体育科技　 　 １１ ０.６９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６ ０.３８
体育学研究　 　 　 　 ３ ０.１９
其他　 　 　 　 　 　 ５４６ ３４.４０

２.３ 核心作者

将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视图面板 Ｂｙ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中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设置为 ８ꎬ经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数据转换ꎬ可以得出近

１０ ａ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核心作者情况(表 ２)ꎮ 从

表 ２ 可以看出ꎬ目前关于民族传统体育被引频次最

高的作者是来自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的白晋湘ꎮ
表 ２　 近 １０ 年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核心作者表

(词频前 １５ 位)

Ｒａｎｋ Ｙｅａｒ Ｃｏｕ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１ ２０１１ １５ 白晋湘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２ ２０１２ １２ 孙庆彬 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健康学院

３ ２０１４ １１ 谭广鑫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４ ２０１４ １０ 李晓通 文山学院体育学院

５ ２０１２ １０ 陈炜 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

６ ２０１５ ９ 王岗 武汉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７ ２０１６ ８ 周家金 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健康学院

８ ２０１１ ８ 孙德朝 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９ ２０１６ ８ 尹继林 钦州学院、北部湾大学

１０ ２０１３ ８ 丁玲辉 西藏大学师范学院

１１ ２０１１ ８ 万义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１２ ２０１３ ８ 李乃琼 钦州学院体育学院

２.４ 研究机构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机构发文量在 ２０ 篇以

上的有:成都体育学院(５５ 篇)、北京体育大学(４９
篇)、上海体育学院(４９ 篇)、华南师范大学(４４ 篇)、
吉首大学(３５ 篇)、武汉体育学院(３２ 篇)、天津体育

学院(２５ 篇)、贵州师范大学(２５ 篇)、西安体育学院

(２２ 篇)、中央民族大学(２１ 篇)、玉林师范学院(２０
篇)ꎻ这 １１ 家研究机构共发表文章 ３７７ 篇ꎬ占发文总

量的 ２３.８％ꎬ表明这些研究机构在本领域研究实力

雄厚(图 ３)ꎮ

图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民族传统体育核心期刊发表机构

３ 近 １０ ａ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热点分析

３.１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本文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７.Ｒ５Ｗ 制作关键词共现知

识图谱和三线表ꎬ对近 １０ ａ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中

国知网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聚类展示和统计[３]ꎮ
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 １ ５８７ 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

析ꎬ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视图面板 Ｂｙ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中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设置

为 ２５ꎬ生成可视化图谱并拖动节点进行调整ꎮ 图 ４
中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的节点越大说明在一定

时间内受到的关注度越高ꎬ发文量越多ꎬ研究热度

越高ꎮ 其中“民族传统体育” “体育文化” “传统体

育”“民族体育” “武术” “少数民族”等关键词节点

较大ꎬ出现频次较高ꎬ说明当下民族传统体育的研

究主要围绕以上关键词来展开ꎬ而这 ６ 个关键词也

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ꎮ
３.２ 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就是在某些年份出现关键性转折点的

词ꎬ例如新概念的出现ꎮ 在整个聚类的发展过程中

突现词就代表某一年份所出现的标志性词汇ꎮ 其

工作原理在于依据 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 最早提出的突现词监

测算法对特定时期内高频增长的关键词汇准确识

别得到突现词[４]ꎮ 表 ３ 中的高被引关键词和图 ２ 所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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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时间线图尽管可以准确展示并梳理近 １０ ａ 中国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热点及演进历程ꎬ但仍难以预

测未来研究前沿ꎮ 因此ꎬ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这一软件ꎬ
在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ｎｅｌ 面板中 Ｂｕｒｓｔｎｅｓｓ 的希腊字母[０ꎬ１]
的阈值范围内设置突显词ꎬ点击 Ｖｉｅｗ 显示出近 １０ ａ
的标志性突显词ꎬ可以对未来研究的方向与价值进

行预测ꎮ
表 ３　 近 １０ ａ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表

(词频前 １５ 位)

序号 被引频次 被引关键词

１ ８７６ 民族传统体育　 　

２ １３０ 体育文化　 　 　 　

３ １１０ 传统体育　 　 　 　

４ １０２ 民族体育　 　 　 　

５ ９９ 武术　 　 　 　 　 　

６ ８３ 少数民族　 　 　 　

７ ７２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８ ６２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９ ５８ 传统体育文化　 　

１０ ５１ 体育史　 　 　 　 　

１１ ５１ 传承　 　 　 　 　 　

１２ ４７ 非物质文化遗产　

１３ ３６ 发展　 　 　 　 　 　

１４ ２８ 民俗体育　 　 　 　

１５ ２６ 民族体育　 　 　 　

图 ４　 近 １０ ａ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文献进行突现词检

索[５]ꎬ经过研究需要对 Ｉｎｐｕ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阈值进行设

定ꎬ设定值＝ １０ꎬ且与下文时间线图的聚类展示相吻

合ꎬ即得到前 １０ 位主要突现词ꎬ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在蓝色线段中红色加粗的线段代表在本研究时间

跨度内的相应年份出现频次最多且频率最高的突

现词ꎬ即本时间区域内的研究热点ꎬ例如“体育文化

传播”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出现的

标志性词汇ꎬ“群众体育”是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出现的

标志性词汇ꎮ 每一年突现词的变化与当年国家政

策的出台是相互关联的ꎮ 以“文化自信”词汇为例ꎬ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

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提到:“坚定文化自信ꎬ弘
扬民族精神ꎮ 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弘扬

民族精神扩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影响

力ꎬ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１]ꎮ 与其对应ꎬ“文化自信”
这一突现词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研究频率激增(图 ５)ꎮ
结合图 ５ 中 １０ 个关键词 Ｂｅｇｉｎ 与 Ｅｎｄ 这 ２ 个因素ꎬ
可知 ２０１８ 年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主要围绕

“文化自信”“新时代”这 ２ 个热点展开ꎮ

图 ５　 突现词图谱　
３.３ 聚类分析

聚类视图侧重于体现聚类之间的结构特征ꎬ突
出关键节点以及之间的关系ꎬ并对其研究热点进行

分类汇总ꎮ ２ 个节点之间的连线即代表 ２ 个关键词

之间的关系ꎬ连线的粗细即代表关键词之间联系紧

密程度[６]ꎮ 聚类中每个类团的名称都是共现网络

中关键词的名称ꎬ而同一聚类中值最大的就当选为

该类的代表ꎬ即这个类的类别ꎮ 据此ꎬ本文运用聚

类视图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选定 Ｃｌｕｓｔｅｒ 面板进行分

析ꎬ设置阈值 Ｋ ＝ ４０ꎬ聚类来源选择面板中的“Ｋｅｙ￣
ｗｏｒｄ”ꎬ进行自动聚类ꎬ操作运行后软件自动识别出

１０ 个聚类ꎮ 根据研究需要ꎬ笔者将 １０ 个聚类归纳

为 ４ 个大类:第 １ 类是民族传统体育基础理论研究ꎻ
第 ２ 类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ꎻ第 ３ 类是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相关研究ꎻ第 ４ 类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研究ꎮ
１)民族传统体育基础理论研究ꎮ 这一类包括＃

０(民族传统体育)、＃１(传统体育)、＃３(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ꎮ 当前很多专家学者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

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ꎮ 白晋湘[７] 归纳梳理了我国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改革发展 ４０ 年的成就ꎬ并对新时

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路径进行展望ꎮ 汤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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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许等[８]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核

心期刊进行分析ꎬ将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主题分为

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ꎮ 陈瑶瑶等[９] 运用可视化分

析法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核心期

刊进行分析ꎬ将当时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热点分为

民族传统体育基础理论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

究、体育人类学视角下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研究、民
族传统体育发展趋势研究、武术教育与学校体育的

相关研究和区域性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等 ６ 个方

面ꎮ 倪依克等[１０]认为东方学者应扬长避短ꎬ运用科

学的方法深入挖掘与改进养生保健文化ꎬ结合西方

体育文化的发展优势等ꎬ从而构建新的体育发展

之路ꎮ
这一分类研究主要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进行

宏观研究ꎬ为后续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提供理

论依据ꎮ
２)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ꎮ 这一类包括＃２(体

育文化)、＃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５(体育人类

学)、＃６(采茶舞)和＃８(体育文化传播)ꎮ 张建华

等[１１]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进展大致分为文

化学解读阶段、发展探索阶段和深化拓展阶段 ３ 个

阶段ꎮ 王智慧[１２] 揭示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

本源与传承方式并从传承方式的角度提出怎样弘

扬、繁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ꎮ 陈建峰等[１３] 通过

透视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困境和阐释陷落归因ꎬ从
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新时代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策略ꎮ
当前专家学者主要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

源、特征、传承方式、价值、发展、危机与都对策等方

面为研究方向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ꎬ这也为未来更

加具体的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奠定理论根基ꎮ
３)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相关研究ꎮ

这一类主要为＃７(民族传统体育专业)ꎮ
马文国[１４]认为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ꎬ博

大精深ꎬ传统优良ꎬ面对洋文化的冲击ꎬ传统体育文

化更应坚定的守护与传承ꎮ 为此开展学校武术教

育ꎬ寻求全球化背景下学校武术教育的应对策略就

显得尤为必要ꎮ 邱丕相等[１５] 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

由武术学拓展而成ꎮ 郝家春等[１６]将新中国 ７０ 年民

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分为 ４ 个时期:萌芽与

起步期、调整与发展期、改革与推进期和繁荣与创

新期ꎮ 这一分类的研究更加具体深入ꎬ主要包括对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回顾、梳理、建设、理论体系研

究、发展、新时代展望以及多维学科的综合研究等ꎬ
其研究结果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ꎮ
４)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

展研究ꎮ 这一类主要为＃９(非物质文化遗产)ꎮ 伍

娟等[１７]通过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教育价值、当代危机和保护传承的策略等 ４ 个方面ꎬ
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问题

进行了探究ꎮ 王卓[１８] 提出从法律的角度提出民族

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思考ꎬ以期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可参考的理论

依据ꎮ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ꎬ刘雨等[１９] 基于数字

化保护视角ꎬ从文档保护的操作路径与活态传承的

文化思路 ２ 个维度出发ꎬ通过建立开放的数字化平

台等方式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保护与探索ꎮ
各专家学者主要从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方面对

其开展论述ꎬ并提出有针对性的传承路径ꎮ

图 ６　 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图谱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成果丰富ꎮ 各专家学

者从如何传承弘扬保护的角度出发对我国民族传

统体育进行研究ꎮ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除本研究主

题之外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ꎬ研究的热点是“民族

传统体育学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２ 大主题ꎮ 经

过本研究的统计分析发现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践

研究ꎻ既有宏观的回顾梳理研究也有微观的具体项

目研究ꎻ既有对中国某一主题的研究也有对某一地

区的研究ꎮ 总之ꎬ基础理论研究多ꎬ数据量化研究

少ꎻ本学科研究多ꎻ跨学科研究少ꎮ 据此ꎬ在今后的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应在基础理论与本学科研究

的基础上ꎬ深入直观科学的数据研究与跨学科多领

域的交叉研究ꎬ并结合当下政策背景与研究背景ꎬ
对民族传统体育领域进行更加微观深入的探讨ꎮ

４ 结论

本研究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７.Ｒ５Ｗ 软件ꎬ对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１ 年 ＣＮＫＩ 数据库收录的核心期刊文献生成共现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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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与不同视角的分析ꎮ 主要从

研究概况与热点分析 ２ 大方面得出以下结论:
１)从研究概况来看ꎮ (１)近 ４ ａ 学者对民族传

统体育研究的关注度降低ꎬ研究热度持续遇冷ꎮ
(２)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文章主要发表在较为

关注“民族” “传统”和“文史”方面的核心期刊上ꎮ
(３)研究的核心作者主要以白晋湘、孙庆彬、谭广鑫

等为代表ꎬ核心作者呈现“百家争鸣”局面ꎬ合作程

度较不密切ꎮ (４)１１ 家研究机构在本领域研究实力

雄厚ꎬ共发表文章 ３７７ 篇ꎬ占发文总量的 ２３.８％ꎮ
２)从研究热点来看ꎮ (１)由关键词共现知识图

谱发现“民族传统体育” “体育文化” “传统体育”
“民族体育”“武术”“少数民族”等是民族传统体育

研究者宏观关注的主要热点ꎮ (２)由突现词分析发

现“体育文化传播”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的标志性词

汇ꎻ“群众体育” 是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的标志性词汇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突现词是“文
化自信”新时代”ꎮ (３)由聚类分析发现我国民族传

统体育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４ 个方面ꎬ其研究成果丰硕ꎬ但基础理论研究较多ꎬ
数据量化研究较少ꎻ本学科研究较多ꎻ跨学科研究

较少ꎮ
针对以上问题ꎬ建议:(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

究各核心作者之间应加强合作联系、积极进行跨学

科多领域多方法的交叉性研究ꎬ进一步加深挖掘我

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ꎬ实现民族传统体育与各方

向领域之间的良性互动ꎮ (２)进一步采集前人研究

成果以及客观合理的数据分析ꎬ结合当下背景以及

各地区相关研究ꎬ更好地分析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

育研究的概况及热点ꎬ为未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实

现更全面的诠释和论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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