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随着我国排球运动领域的不断发展变化，不

断有新的训练理念与实践方式引入，推动了我国

排球运动的发展。当今科学技术与多学科知识在

体育运动中的高度渗透，排球运动的发展越来越

需要扎实的科研基础与丰富的科研成果作为有力

支撑。当前，评价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是以被国

内专业期刊收录的专业文章的多寡等其他方面的

指标来衡量一个领域研究水平及科研能力 [1]。基

于此，本文以CNKI中文全文数据库的核心期刊为

数据来源，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对排球运动领域的

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排球运动领域研究

发展的现状，并利用软件绘制出排球运动领域的

可视化谱图，清楚地反映该主题的研究热点与未

来发展趋势。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主要是CNKI中文全文数据库

的核心期刊为数据库，检索近20 a来排球运动领域

的期刊文献，通过CNKI高级检索选择期刊页面，检

索时间为 2000—2019 年，期刊选择体育学科 17 种

核心期刊，包括《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北京

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首都体育学

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刊》《体育学研究》《沈

阳体育学院学报》《山东体育学院学报》《体育文化

导刊》《广州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与科学》《天津体

育学院学报》《中国运动医学杂志》，主题词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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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1 067篇文献，通过浏览题

目及摘要，去除不相关文献、征稿启示、会议等，最

后共得到文献 982 篇，将 982 篇文献参考文文献格

式（EndNote）导出。

1.2 分析工具

本 文 采 用 文 献 题 录 信 息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SATI3.2。SATI3.2是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刘启

元开发的文献分析工具，可有效处理中国知网、万

方及CSSCI等数据库的数据，其主要功能模块有 3

部分，分别是字段信息抽取、条目频次统计及共现

矩阵构建 [2]。另外，本研究还使用 Excel、Ucinet、

Netdraw与SPSS22.0软件，对SATI3.2提取的信息进

行了统计分析，并生成可视化的网络结构图。

2 研究结果

2.1 排球运动研究论文年发表量

文献的年度变化趋势与文献知识量的增长有

着密切关联，能揭示该领域研究发展趋势。因此，

文献的数量是衡量文献研究热点的重要指标之

一 [3]。从图 1 可看出，2000—2004 年间发展较为平

稳，总发文量为 4 432 篇，年均发文量为 86.4 篇；

2005—2019年相比上一阶段有明显下降趋势，这期

间总发文 270 篇，年均发文 54 篇；2010—2014 年总

发文160篇，年均发文32篇；2015—2019年发文111

篇，年均发文 22.2篇。总体而言，我国排球运动领

域发文量持续走低，体现出体育科研者对排球运动

领域关注热度不如以往。

2.2 期刊分布情况

选取的样本文献共涉及国内17种核心期刊，对

其2000—2019年排球运动领域的发文量进行统计。

其中，《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发文量位居第 1，（占比

14.8%），《中国体育科技》发文量第 2（占比 11.5%），

《西安体育学院》发文量第3（占比7.5%）（图2）。而

表2 显示的各年期刊分布情况，发现载文比呈现出递

减态势，说明排球运动领域发展遇到瓶颈。从期刊

种数来看，整体也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说明体育科研

者对排球运动领域的关注热度逐渐减少。

图1 2000—2019年17种核心期刊排球运动论文年刊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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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0—2019年我国排球运动研究期刊载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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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2019年我国排球运动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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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作者发文及合作情况

对我国排球运动领域作者发文与合作团队发

文情况进行分析，可有效识别近20 a我国排球运动

领域的中坚力量。根据普赖斯理论，确定排球运动

领域核心作者发文量，公式为N1=0.8（Nmax）1/2，其中

N1代表核心作者发文量最少数量，Nmax表示发文量

最多的作者，即 Nmax=40，N1=5，因此在排球运动领

域发文量不低于 5 篇的作者才可被纳入核心作者

群。通过统计得出，我国排球运动领域研究核心作

者为 57人，共计发文 462篇，占总发文量的 49.1%，

与普莱斯定律的50%相差无几，说明我国排球运动

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以葛春林为首的核心作者群

（表2）。

利用 SATI3.2 生成 57×57 核心作者矩阵，结合

UCINET6生成核心作者网络结构图（图3）。从图3

可看出，整个核心作者网络结构图并不是完全连

通，57位核心作者中有 13位作者处于独立状态，说

明这 13位作者未和核心作者群任何一位作者进行

过科研合作；葛春林与张萍的点最大，说明他们与

其他核心作者合作频率较高；葛春林与其他作者连

线较多，但连线粗细程度一般，说明葛春林与多位

核心作者合作范围较广，但还缺乏持续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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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机构分析

从表 3得知，北京体育大学（含二级学院）以 65

篇发文量排名第 1，说明北京体育大学较为重视排

球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他的高校科研机构参

与度相对较低，这也是近年来排球运动领域科研成

果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图 4可看出，我国排球运动研究领域大型合

作团体机构仅有 1个，以北京体育大学为核心机构

形成与之有联系的合作团体机构，是我国排球运动

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机构合作团体。

2.5 高频关键词与相似矩阵构建

关键词能够表达论文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

结果等，关键词的频数多少，是能够反映某一时期

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4]。基于此，笔者在表 4 列出

2000—2019年高频关键词，从而了解我国排球运动

研究领域的热点。根据多诺霍等[5]提出确定高频词

汇边界公式（I1=关键词频次为1的数量）确定关键词

的数量[5]：T=（-1+ ）/2，通过SATI软件统计得

出 I1=138，因此 T≈51。考虑到第 51 个关键词后续

的关键词频数相同有4个，故关键词取前56个。通

过表4看出，当前沙滩排球、运动员、软式排球、技战

术等是该领域的侧重点。为了更好挖掘关键词之

间的关系，本研究利用 SATI软件对 56个关键词生

成56×56相似矩阵（表5）。

表2 作者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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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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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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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作者合作网络

表3 研究机构（列举前20）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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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机构合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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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高频关键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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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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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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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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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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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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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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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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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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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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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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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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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运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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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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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主要功能是在众多的研究指标中

找出少数几个综合性指标, 来反映原来指标所反映

的主要信息[6]。利用SPSS22.0软件，将相似矩阵导入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

出，在第32个成分后，便没有旋转平方和载入。第32

个成分的旋转平方和累计率为63.608%，说明将56个

关键词分为32个类别，能够解释排球运动领域研究

热点的63.608%的信息。如若这样分类不利于归纳

总结。因此，结合表6与图5，根据碎石图发现，前6个

碎石因子非常明确，到第7个碎石因子逐渐平缓，表

明对原有变量的解释贡献力减弱，可忽略。故我国排

球运动领域研究主题分为6类较为合理。

2.6.2 聚类分析

将关键词相似矩阵导入 SPSS22.0 软件进行聚

类分析，通过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图（图6）。从图6

可以看出，关键词聚类大致分为了6类。

聚类1为排球运动员相关研究，主要由运动员、

体育工作者、排球运动、球类运动组成；相关学者主

要探讨了排球运动员体能[7-8]、接发球视觉搜索[9-10]、

扣球动作[11]、身体形态[12]、运动损伤[13]等，通过研究

此类主题印证各类训练方法手段的有效性，在体能

评估、训练计划等方面为排球运动员提高竞技能力

提供理论依据参考。

聚类2为排球技战术研究，主要关键词有男子、

中国、优秀运动员、女子、排球、奥运会、现状、对策、

技术、战术。技战术研究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末

与21世纪初，相关学者探讨了新规则对技战术的影

响[14-15]、技战术的特点[16]等，学界对该主题研究呈现

淡化趋势，也是由于排球规则与技战术发展的日益

完善，研究的数量逐渐减少。

聚类3为排球后备人才与运动员身体素质相关

研究，关键词有分析、比较、中国女排、世界杯、后备

人才、身体形态、身体素质、竞技排球、技战术、排球

比赛、新规则、联赛和男子排球。后备人才研究是

发展排球运动的基础，直接关系到排球运动的未来

排球

中国

沙滩排球

运动员

女子

排球运动员

排球运动

排球

1

0.093 6

0

0.033 7

0.081 6

0.000 1

0.002

中国

1

0.011 5

0.008 9

0.109 5

0

0.000 3

沙滩排球

1

0.013 1

0.013 1

0.000 4

0

运动员

1

0.013 8

0

0.004 1

女子

1

0

0.000 5

排球运动员

1

0

排球运动

1

表5 关键词相似矩阵（部分）

表6 解释总方差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合计

1.729

1.605

1.347

1.289

1.238

1.200

1.115

1.109

1.105

1.089

1.084

1.075

1.073

1.068

1.063

1.057

1.050

1.046

1.045

1.035

1.031

1.026

1.025

1.023

1.021

1.019

1.017

1.014

1.011

1.006

1.005

1.001

0.997

方差/%

3.087

5.953

8.359

10.661

12.872

15.015

17.007

18.988

20.961

22.906

24.842

26.761

28.677

30.584

32.482

34.370

36.244

38.113

39.978

41.826

43.667

45.499

47.330

49.157

50.980

52.799

54.615

56.425

58.231

60.027

61.821

63.608

65.389

累积/%

3.087

5.953

8.359

10.661

12.872

15.015

17.007

18.988

20.961

22.906

24.842

26.761

28.677

30.584

32.482

34.370

36.244

38.113

39.978

41.826

43.667

45.499

47.330

49.157

50.980

52.799

54.615

56.425

58.231

60.027

61.821

63.608

65.389

合计

1.729

1.605

1.347

1.289

1.238

1.200

1.115

1.109

1.105

1.089

1.084

1.075

1.073

1.068

1.063

1.057

1.050

1.046

1.045

1.035

1.031

1.026

1.025

1.023

1.021

1.019

1.017

1.014

1.011

1.006

1.005

1.001

方差/%

3.087

5.953

8.359

10.661

12.872

15.015

17.007

18.988

20.961

22.906

24.842

26.761

28.677

30.584

32.482

34.370

36.244

38.113

39.978

41.826

43.667

45.499

47.330

49.157

50.980

52.799

54.615

56.425

58.231

60.027

61.821

63.608

累积/%

3.087

5.953

8.359

10.661

12.872

15.015

17.007

18.988

20.961

22.906

24.842

26.761

28.677

30.584

32.482

34.370

36.244

38.113

39.978

41.826

43.667

45.499

47.330

49.157

50.980

52.799

54.615

56.425

58.231

60.027

61.821

63.608

合计

1.461

1.439

1.382

1.348

1.320

1.290

1.095

1.094

1.086

1.077

1.074

1.072

1.070

1.068

1.067

1.067

1.065

1.064

1.060

1.042

1.039

1.039

1.038

1.036

1.033

1.031

1.031

1.029

1.027

1.025

1.025

1.025

方差/%

2.609

2.571

2.468

2.408

2.357

2.304

1.955

1.954

1.939

1.924

1.918

1.915

1.912

1.907

1.906

1.905

1.901

1.899

1.894

1.861

1.855

1.855

1.853

1.849

1.845

1.841

1.840

1.838

1.834

1.831

1.831

1.830

累积/%

2.609

5.179

7.647

10.054

12.412

14.716

16.671

18.625

20.564

22.488

24.406

26.321

28.233

30.139

32.045

33.950

35.851

37.751

39.644

41.505

43.360

45.215

47.068

48.918

50.763

52.604

54.444

56.282

58.116

59.947

61.778

63.608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转入

图5 高频关键词因子分析图

特
徵

值

元件号码

陡坡图

成分

·· 80



第2期

发展走向，学者们主要探讨后备人才培养现状[17]与

培养方式路径[18]。运动身体素质研究方面，学者们

主要对运动员身体素质与身体形态特征[19-20]进行了

探讨。

聚类4为沙滩排球相关研究，主要由沙滩排球、

扣球、特征、高校、体育教育、排球运动员和青少年

构成。学者们探讨了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态[21]与

身体素质[22]、体能训练[23]、运动损伤[24]等。

聚类 5为排球运动损伤与软式排球相关研究，

关键词包括竞技体育、女子排球、运动损伤、软式排

球、教学、发球、拦网、每球得分制。排球运动损伤

研究方面，学者们探讨了运动员损伤致因及预

防措施 [25-26]。软式排球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探讨

了软式排球教学现状[27]、软硬排球实证对比[28]、软式

排球技术[29]等。

聚类 6为排球教学与排球赛事相关研究，关键

词有影响因素、排球联赛、排球教学、俱乐部、教练

员、比赛、发展、女排、接发球、运用、进攻战术、排球

技术、教学效果和训练。相关学者主要探讨了排球

教学方法[30]、排球教学训练[31]、排球教学现状[32]、排

球教学模式[33]、排球教学改革[34]等。排球联赛研究

方面，学者们探讨了赛事运作管理[35]、联赛发展[36]、

联赛实证研究[37]等。

2.7 社会网络分析

2.7.1 关键词网络结构图与网络密度分析

利用SATI软件生成关键词共现矩阵，再将共现

矩阵导入UCINET软件，用Net Draw功能绘制出社

会网络图（图 7）。网络图内排列越接近中心的节

点, 表明在整个关系网络中跃居于核心地位, 节点

越大的关键词频次越高[31]。可以发现，排球处于网

络图中最核心位置，节点面积也最大。次中心关键

词为沙滩排球、运动员、女子等，它们与最核心关键

词连线较为密集与紧密，说明学术界对排球运动

员、女子排球、沙滩排球等做了较多的探讨。处在

边缘的关键词，说明学界对其关注度较低，但从某

种程度来说，代表新兴或亟待突破的研究领域。如

新规则、俱乐部、青少年等。利用UCINET进行网络

密度分析，网络密度为0.272 1，标准差为0.445 0，网

络密度取值范围为[0,1]，越接近 1表面研究较为深

入，越接近0则表示研究不够深入，结果证实网络不

够密集，反映排球运动领域尚未成熟。

2.7.2 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分析主要包括点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

与接近中心性。它们既可以反映某个研究领域的

当前研究热点，也能够预测某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

运动员
体育工作者
排球运动
球类运动

男子

优秀运动员

中国

女子

排球

奥运会

现状

对策

技术

战术

分析

比较

中国女排

世界杯

后备人才

身体形态

身体素质

竞技排球

技战术

排球比赛

新规则

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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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排球
扣球
特征
高校
体育教育
排球运动员
青少年构成

竞技体育

女子排球

运动损伤

软式排球

教学

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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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联赛

排球教学

俱乐部

教练员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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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

接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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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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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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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关键词社会网络图

图6 关键词聚类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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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某学科领域中，点度中心性较高意味着是当

前研究的重点；点度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较低，而

中介中心性较高的点则代表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

势。利用UCINET6软件分析出点度中心性，中介中

心性、接近中心性的数值（表 7）。从表 7可看出，沙

滩排球、运动员、女子、男子是当前研究的主要内容

与对象；点度中心性与接近中心性较低而中介中心

性较高只有关键词“排球”“中国”，这 2关键词意义

不大，可忽略不计。因此，排球运动领域并未形成

发展趋势，这也与近年来排球发文量持续走低相符

合。

3 讨论与分析

排球运动研究领域年发文量呈现下降趋势，体

育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热度也不如以往。此情

况可能是：（1）根据文献增长 4 个阶段理论 [39]，现阶

段发文量处于第4个阶段，即随着理论的完备，文献

逐渐减少，或出现不规则各类振荡。（2）21世纪初期

我国正积极备战北京奥运会，受到重大赛事的影

响，相关的排球理论与实践研究多于当下这个时间

段。在期刊刊载方面，《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刊载排

球运动领域论文最多，从期刊载文比与种类来看，

排球运动领域科研成果递减态势，发展遇到瓶颈，

说明体育科研工作者对该领域关注热度减少。

核心作者方面，排球运动领域基本形成以葛春林

等为首的核心作者群体，从作者合作网络结构图来

看，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体合作广度一般，具有合作

关系的作者合作强度不够，这也是影响该领域科研成

果产出的因素之一。从研究机构来看，排球运动领域

中坚力量为北京体育大学，且北京体育大学为机构合

作的关键联系点，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北京作为

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吸引了大批高质量的科研人才

以及先进的科技，搭载高层次的交流平台，合理地分

配人力资源，自然会高产科研成果。

根据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得出，我国排球运动

研究领域主题热点大致分为这6类：排球运动员相关

研究；排球技战术研究；排球后备人才与运动员身体

素质相关研究；沙滩排球相关研究；排球运动损伤与

软式排球相关研究；排球教学与排球赛事相关研

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从关键词网络结构图密度

来说，网络不够密集，反映排球运动领域尚未成熟；

从中心性来看，排球运动领域未来发展趋势并未非

常明显，说明排球领域研究的热点转化较快，在同一

个研究方向开展持续性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与科研机

构较少，未形成相关研究的学派与流派。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研究主要运用UCINET、SPSS22.0、Sati3.2等

软件，对排球运动领域高频关键词统计、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和共词分析来探索我国排球运动研究领

域的热点和特征；再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绘制出高

频关键词网络结构图，并对其进行密度与中心性分

析得出：排球领域科研论文成果呈下降趋势；核心

作者群体合作深度与广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北京

体育大学是排球领域科研成果产出的中坚力量，也

是该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机构。虽然排球领域

已形成以排球领域为中心的相关热点主题，但在具

体某一方向或某一热点主题研究的深度不够，同时

排球领域发展趋势也并不是非常明显。

4.2 展望

1）加强核心作者的交流合作。排球运动研究

领域基本形成核心作者群体，但作者之间相对缺乏

紧密的合作，说明作者之间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

够，导致该领域发展受限。核心作者群整体情况能

够反映学科是否相对成熟，也影响着学科的发展方

向与发展速度。对此，在未来研究过程中，具有高

影响力的科研工作者应增加发文量，以合作的形式

提升作者之间的合作广度与深度；也要大力扶持一

些潜在作者，多举措培养新生力量，推动该领域快速

发展。同时，未来排球运动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应发

挥合作网络中关键学者的作用（如葛春林、张萍等），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60

表7 高频关键词中心性分析表

关键词

排球

中国

女子

沙滩排球

运动员

分析

男子

现状

世界杯

软式排球

球类运动

发球

后备人才

联赛

排球运动

俱乐部

点度中心性

50.00

37.00

30.00

27.00

26.00

22.00

20.00

20.00

20.00

18.00

18.00

18.00

18.00

17.00

17.00

4.00

中介中心性

335.890

100.670

56.467

54.530

39.432

28.173

14.573

15.863

21.648

30.159

26.435

22.820

18.456

14.943

24.746

0.369

接近中心性

60.00

73.00

80.00

84.00

84.00

88.00

91.00

90.00

90.00

92.00

93.00

93.00

92.00

93.00

93.00

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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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长期合作团队关系，注重师生与同事之间的合

作，以此提高科研合作的效率以及网络的凝聚力。

2）加强研究机构合作，促进资源共建共享。我

国排球运动研究领域缺乏有效的组织及合作，因

此，要加强研究机构的合作，鼓励不同单位进行联

合协作，申报国家、省市基金项目，要求项目承担单

位、科研人员及其他相关单位共同制定条约，共同

遵守执行，履行相应职责，从而促进资源共建共

享。同时，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

研究机构在加强区域内部科研合作以及区域之间

科研合作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的研究机构特有优势，拓展合作途径，加强各研究

机构合作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3）加强对排球运动热点主题的关注与重视。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发现，排球运动领域主题热度

“不够热”现象较为明显，主题热点转化较快致使某

个主题或某个方向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因此，要

对现有热点主题给予关注重视，使该领域形成研究

主题之间关系密切、研究主题深入、研究结构稳定

的良好局面。首先，现阶段“沙滩排球”作为热点话

题，未来可加强沙滩排球运动员研究，如沙滩排球

运动员体能、运动员训练水平、运动员核心稳定性

以及后备人才等主题；其次，中国女排以十一连胜

的成绩，成为首个女排世界杯“五冠王”，因此，中国

女排研究值得关注，如中国女排精神内涵、中国女

排与体育强国等主题；最后，中国排球的发展离不

开后备人才的培养，未来定要加强青少年排球人才

培养、青少年排球训练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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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生内部动机。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大学生使用运动 App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

成学校或老师布置的任务、监督自我运动以及监测

锻炼数据。

2）大学生获取运动 App 的主要渠道是学校或

老师要求，其次是朋友介绍和微信、微博推荐。

3）多数大学生使用运动App的持续时间 0.5～

1 a，每周使用频率在3～4次，每次使用时长在0.5 h

左右。

4）学生使用运动 App 进行锻炼的内部动机较

强烈，外部动机较弱。在内部动机中，能力动机是

学生使用运动 App 的主要动机；在外部动机中，学

生使用运动App的制度动机高于服从动机。

3.2 建议

1）各高校教师可向学生推荐运动 App，鼓励

学生长时间坚持使用运动 App，增强体育锻炼

动机。

2）运动 App 中可再加入一些趣味性的运动设

计，增加学生持续使用运动App时长和频率。

图6 大学生使用运动App对其锻炼动机各维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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