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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体育公园是以体育健身为重要元素ꎬ与自然生

态融为一体ꎬ具备改善生态、美化环境、体育健身、
运动休闲、娱乐休憩、防灾避险等多种功能的绿色

公共空间ꎬ是绿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体育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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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发展建设已经有近 ３０ ａ 的历史ꎬ但目前还处

于发展中阶段ꎬ对我国体育公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１９９２ 年发表的«城市公园规划设计规范»一书ꎬ其中

体育公园被明确划分为城市绿地项目[１]ꎮ 通过

ＣＮＫＩ 数据库检索发现ꎬ最早对我国体育公园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 １９９８ 年学者张霞在“东营市

体育公园的绿化规范设计”一文中对体育公园的功

能分区及道路系统规划等进行阐述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我国学者对体育公园的研究逐渐起步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中指出ꎬ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

略ꎬ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ꎬ
在此之后ꎬ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更加关注体育公园的

建设发展ꎬ从不同的领域ꎬ用不同的方法对体育公

园的建设发展进行了分析与阐述[２]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等 ７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

见»ꎬ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ꎬ全国新建或改扩建 １ ０００ 个左

右体育公园ꎬ逐步形成覆盖面广、类型多样、特色鲜

明、普惠性强的体育公园体系[３]ꎮ 这一文件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牵头ꎬ对体育公园的建设提供政策支

持ꎬ体育相关部门积极配合ꎬ这体现出ꎬ建设体育公

园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ꎬ体育公园的发展将成为建

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ꎬ同时对体育公园的研究也

将成为热点领域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十四五”体育发

展规划»中指出组织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

工程ꎬ重点推进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

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４]ꎬ这充分证明体育公园建

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ꎬ对体育公园的研究将具

有重要意义ꎮ 但经过查阅文献发现ꎬ较多学者研究

的是体育公园的建筑设计ꎬ较少学者对全民健身背

景下体育公园的建设发展进行研究ꎬ缺乏系统、量
化的研究ꎮ 因此ꎬ本文运用文献计量等方法对中国

知网(ＣＮＫＩ)收录的关于“体育公园”为主题的中文

核心期刊进行分析ꎬ总结出我国体育公园研究的当

前现状以及研究热点ꎬ以此掌握未来我国体育公园

研究的发展趋势ꎬ为今后我国学者在体育公园的理

论研究层面提供借鉴[５]ꎮ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通过中国知网(ＣＮＫＩ)“高级检索”进行文献筛

选ꎬ以“体育公园”为主题词点击中英文拓展进行检

索(检索截止时间为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共得出

１ ７７３条结果ꎬ由于文献较多且文章质量参差不齐ꎬ

为提高本研究文献的代表性与典型性ꎬ提高研究质

量ꎬ故排除会议、报纸、学位论文等文献ꎬ选定来源

于 ＳＣＩ 来源期刊、ＥＩ 来源期刊、北大核心、ＣＳＳＣＩ、
ＣＳＣＤ 的 １０４ 篇文献ꎬ经查阅发现对体育公园研究

的核心期刊全部为中文核心期刊ꎬ故本文以 １０４ 篇

关于体育公园研究的中文核心文献作为研究对象ꎮ
１.２ 研究方法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对查阅的关于体育公园的

１０４ 篇中文核心文献ꎬ运用文献计量、数理统计等方

法从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刊载媒介、核心作者等方

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展示出我国体育公园研究

的现状以及研究热点ꎮ

２ 我国中文核心期刊体育公园研究的概况

２.１ 发文量年度趋势分析

最早对体育公园的研究出现在 １９９８ 年ꎬ因此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开始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从体育公

园中文核心期刊的发文概况展示出: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

体育公园研究的文献数量呈低数量的萌芽发展状

态ꎬ年度平均发文量仅仅 １.４ 篇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体

育公园研究的文献数量呈中数量的平稳发展状态ꎬ
年度平均发文量为 ５.７ 篇ꎬ该阶段发文量的增加与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相关联ꎮ 奥运会举办后ꎬ
我国学者开始关注体育场馆、体育公园、体育公共

设施的合理可持续利用ꎬ故 ２００８ 年后对体育公园的

研究逐渐增多ꎮ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体育公园

研究的文献数量呈现出迅速上升趋势ꎬ该阶段与我

国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及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相关

联ꎬ当前在政策支持及宏观背景下ꎬ学者对体育公

园的研究较为热门ꎬ研究热度持续上升ꎮ 体育公园

中文核心期刊发文量总体趋势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体育公园中文核心期刊发文量总体趋势　
２.２ 刊载媒介

表 １ 是我国关于体育公园研究的中文核心期刊

发表源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我国关于体育

公园研究的中文核心文献共有 １０４ 篇ꎬ由表 １ 可知ꎬ
将发表文章为 １ 篇的刊物统称为其他ꎬ共有 ６１ 家ꎮ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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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ꎬ对于体育公园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建

筑结构建筑学报期刊ꎬ学科分类属于工程科技类、
建筑科学与工程类ꎮ 其次文献在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期刊中ꎬ学科分类属于体育类ꎮ 中国 １６ 家体育类

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体育公园的文章仅有 １５ 篇ꎬ
占比 １４.４２％ꎮ 这表明我国学者对体育公园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建筑、场馆建设等方面ꎬ而真正与体育、
健身方面相结合的研究较少ꎬ有待提升ꎮ

表 １　 体育公园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源

序号 刊物名称 数量 /篇 所占比例 / ％
１ 建筑结构 １１ １０.５７
２ 建筑学报 　 ８ ７.７０
３ 中国园林 　 ６ ５.７７
４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４ ３.８４
５ 规划师 　 ４ ３.８４
６ 体育与科学 　 ３ ２.８９
７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３ ２.８９
８ 体育学刊 　 ２ １.９２
９ 城市规划 　 ２ １.９２
１０ 其他 ６１ ５８.６６

合计 １０４ １００ 　

２.３ 高被引作者

对关于体育公园的 １０４ 篇中文核心文献进行分

析ꎬ得出表 ２ 有关体育公园研究的高被引作者及论

文信息ꎬ目前关于体育公园核心文献被引频次最高

的是学者郑华[６]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发表在«体育

与科学»的“后奥运时代我国城市休闲体育空间发

展趋势探讨”一文ꎬ文中主要阐述了后奥运时代我

国城市休闲体育空间发展的基本特征ꎬ提出体育公

园作为城市休闲体育空间之一ꎬ具有多元化、生态

化、人性化等特点ꎮ 其次是学者陈冬平等[７]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发表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的“体育公园的分类及可持续发展方向研究”
一文ꎬ文中主要解释了体育公园的概念ꎬ从多方面

阐述了体育公园的作用ꎬ同时从“区域”“生态环保”
和“全民健身”３ 个方面进行考虑ꎬ将体育公园进行

分类ꎬ提出体育公园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ꎮ 上述 ２
篇文章被引频次高的原因是基于对体育公园的基

本概念、功能、作用、分类以及可持续发展路径等基

础理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ꎬ因此大多数学者借鉴、
引用上述文章ꎮ

表 ２　 高被引作者及其论文信息一览表

序号 题目 作者 载文媒介 发文日期 被引频次

１ 后奥运时代我国城市休闲体育空
间发展趋势探讨

郑华 体育与科学 ２００９－０３－２５ ６８

２ 体育公园的分类及可持续发展方
向研究

陈冬平ꎬ张军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０７－０５ ６７

３ 温州高教园区体育资源开发和合
理共享研究

王春生ꎬ陈立ꎬ等 中国体育科技 ２００４－０６－１５ ３５

４ 我国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的发展
模式与推进策略

王家宏ꎬ蔡朋龙ꎬ陶玉流ꎬ等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０７－１５ ２８

５ 基于生态需求视角下的城市体育
公园发展脉络

张晓玲ꎬ景慎好 中国园林 ２０１３－０５－１５ ２８

６ 我国与发达国家城市体育场馆建
设的比较研究

窦海真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０３－２０ ２５

７ 山东休闲体育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构建研究

卢青ꎬ颜秉峰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１１－１２ ２４

８ 基于城市的体育建筑设计 汪奋强ꎬ一民 建筑学报 １９９９－０６－２０ ２４

９ 美国城市社区体育供给模式及其
启示———以盖恩斯维尔市为例

游茂林ꎬ樊荣 体育学刊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１８

１０ 基于 ＳＢＥ 法的上海市闵行体育公
园植物景观评价

杜红玉ꎬ张志颖ꎬ蓝悦ꎬ等 福建林业科技 ２０１４－０６－２５ １５

２.４ 研究机构

对关于体育公园研究的 １０４ 篇中文核心文献进

行统计ꎬ通过文献计量得出图 ２ꎬ由图 ２ 可见ꎬ发文

量排在前 ５ 名的依次是: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林业大学、同济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农

林大学ꎮ 可以看出发文量前 ５ 名主要以设计院、农
林类院校为主ꎬ研究方向主要为体育公园工程设

计、建筑设计、风景园林设计等ꎮ 发文量前 ５ 名没有

６８



第 ２ 期 秦振翼ꎬ朱亚成ꎬ丁向东:基于文献计量的体育公园研究现状及热点分析

体育院校ꎬ对体育公园的体育功能、健身功能研究少

之又少ꎬ因此体育院校有待加强对体育公园的研究ꎮ

图 ２　 体育公园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机构分布　
２.５ 高频关键词

高频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的研究

热度ꎮ 由图 ３ 可知ꎬ我国对体育公园研究主要围绕

“体育公园” “结构设计” “社区体育” “公园设计”
“全民健身” “体育场”等关键词进行研究ꎮ 结合当

前疫情常态化及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背景下ꎬ今后体

育公园、全民健身、社区体育、生态体育园可能会成

为未来的研究趋势ꎮ

图 ３　 关于体育公园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分布　

３ 我国中文核心期刊体育公园的研究热点

分析

　 　 对关于体育公园研究的发文机构、高被引文

章、高频关键词进行归纳总结ꎬ可将体育公园的研

究热点分为以下 ３ 个方面:体育公园的基础理论研

究ꎻ体育公园的规划设计研究ꎻ体育公园的健身功

能研究ꎮ
３.１ 体育公园的基础理论研究

当前我国学者对体育公园的理论研究主要围

绕体育公园的概念、分类、文化内涵、外延价值等方

面进行研究ꎮ 付群等[８] 对体育公园的基本概念进

行了阐述ꎬ认为生态体育园是以“人－体育－环境”３
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和谐发展ꎬ以体育运动项目与

生态环境为载体ꎬ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ꎬ以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为诉求ꎬ集体育竞赛、健身锻炼、娱
乐休闲、旅游观光、生态保护、体育商业等于一体的

体育园区或场所ꎮ 严强[９] 对体育公园的文化内涵

进行了解释ꎬ体育公园文化内涵包括公园物质文化

的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ꎬ公园体育精神文化的无形

形态和有形形态ꎮ 陈冬平等[７] 按区域空间类型将

体育公园划分为:社区型、县域型、市域型、地域型 ４
种类型的体育公园ꎮ 张静等[１０] 将华南地区的体育

公园发展分为 ３ 个阶段: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及以前

归于第 １ 阶段ꎬ该阶段的体育公园建设主要是为举

办大型体育赛事ꎬ也称体育中心ꎬ着重强调的是比

赛时场馆及建筑本身的特色ꎬ后期体育场馆设施利

用率较低ꎻ将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年归于第 ２ 阶段ꎬ该阶段

的体育公园建设较少地为了大众休闲体育健身ꎬ主
要还是为了大型赛事而建ꎬ对城市整体规划以及后

期可持续利用考虑ꎬ开始从大众健身需求角度考

虑ꎬ开始体现出人性化的设计理念ꎻ将 ２００２ 年至今

归于第 ３ 阶段ꎬ随着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成功

及国内外各大体育赛事在国内的举办ꎬ该阶段不仅

体育公园建设的数量增多ꎬ且种类也开始增多ꎬ体
育公园的建设逐渐达到高潮ꎮ 这一类的研究主要

对体育公园进行了宏观、基础、概念性的研究ꎬ为后

期关于体育公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３.２ 体育公园的规划设计研究

对体育公园的规划设计研究主要围绕景观设

计、体育场馆建筑结构设计、风景园林设计等方面

进行研究ꎮ 李宇珅[１１] 阐述了城市体育公园景观设

计应该体现出新颖性、实用性ꎬ通过园林植物为体

育公园增添色彩ꎬ让人们在视觉上有更好的感受ꎮ
王晓晓等[１２]认为城市体育公园应该将自然与体育

相结合ꎬ依托自然景观ꎬ创新城市体育公园模式ꎮ
张霞[１３]指出体育公园的运动区绿化带设计要有气

势ꎬ以此来烘托比赛热烈向上的气氛ꎮ 苏州设计研

究院主要针对体育公园体育场馆的房屋建筑设计、
场馆盖顶的采光、馆内运动的舒适度进行研究ꎬ确
保体育场馆建筑设计的安全、合理、经济性ꎬ寻求体

育公园、场馆的最佳设计方案[１４]ꎮ 宋铁男等[１５] 从

受众满意度视角出发ꎬ以沈阳奥林匹克公园为案

例ꎬ探讨大众对于城市体育公园使用后的评价满意

度ꎬ同时从多角度提出体育公园设计改进措施ꎮ 当

前学者对体育公园的规划设计研究主要从景观设

计、建筑结构、场馆设计等方面展开论述ꎬ这将为未

来体育公园的建设规划提供理论基础ꎮ
３.３ 体育公园的健身功能研究

我国学者关于体育公园健身功能方面的研究

相对较少ꎬ主要以全民健身背景下体育公园的设计

研究为主ꎬ缺少对体育公园具体的体育健身价值及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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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方面的研究ꎬ黄永天[１６] 在“全民健身背景下的

社区体育公园设计与规划”中宏观地阐述了体育公

园功能区域的划分、运动器材的摆放、绿色植物的

种植等内容ꎮ 冉红军[１７]在全民健身视域下ꎬ对体育

公园的设计进行了阐述ꎬ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的自然

生态环境、空间构成ꎬ以及人们在健身活动方面需

求的差异性ꎬ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设计方案ꎬ并通过

体育公园展现城市积极、健康的良好形象ꎮ 黄琦

等[１８]认为体育公园服务的对象不同ꎬ其健身功能设

计应该进行差异化调整ꎬ根据场地器材、空间、受众

人群进行针对性的规划设计ꎬ从而满足大众健身需

求ꎮ 张志武等[１９] 阐述了在全民健身背景下体育公

园应该以人为本ꎬ发挥体育公园的自然环境优势ꎬ
将运动休闲与生态环境相融合ꎬ以此来提高运动健

身的舒适度ꎮ 这类研究虽然结合了全民健身背景ꎬ
但研究内容依然是体育公园的设计规划ꎬ缺少对体

育公园的健身价值、健身功能的研究ꎮ 如何发挥体

育公园的健身功能需要深入剖析ꎬ结合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来探索体育公园的发展路径ꎬ满足群众健身

的需求ꎬ发挥体育公园的实用性、功能性是未来的

研究目标ꎮ 各专家学者主要从全民健身、健康中国

背景角度对体育公园的规划与设计进行阐述ꎬ对体

育公园的健身价值及功能研究较欠缺ꎮ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经过近 ３０ ａ 的发展ꎬ体育公园理论研究已取得

一定的成果ꎮ 这要归功于长期奋斗在体育公园理

论创新第一线的广大体育科研工作者的辛勤耕耘ꎬ
以及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ꎮ

１)目前我国对体育公园的研究还处于发展中

阶段ꎮ 虽然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及体育公园相关

政策的支持下ꎬ但研究成果偏向于体育公园建筑结

构设计方面ꎬ与全民健身结合不够密切ꎬ在发文质

量上有待提高ꎬ应充分结合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进行

研究ꎮ
２)近年来对体育公园的研究发文量呈上升趋

势ꎬ但总体发文量还是处于较低水平ꎮ 后续研究应

重点把握国家政策ꎮ
３)高被引作者、单位及学科分布比较分散ꎮ 高

被引作者受学科局限ꎬ主要以建筑科学与工程为

主ꎬ体育学科少之又少ꎮ 同时ꎬ发文机构主要以设

计院、农林类院校为主ꎬ体育院校较少ꎬ导致对体育

公园的研究出现了片面化ꎬ学科分布限制了各学

科、各院校的交流合作ꎮ
４.２ 建议

１)在对体育公园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ꎬ结
合当下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以及“十四五体育发展规

划”等政策背景ꎬ对体育公园进行量化、系统化的

微观深入剖析ꎬ充分挖掘体育公园的健身价值与

功能ꎮ
２)从事体育公园研究的高被引作者们应加强

交流合作ꎬ各院校之间相互合作ꎬ各学科之间相互

交流ꎬ形成以体育学科为基础ꎬ全方位、多领域、多
学科的交叉性研究ꎬ促使体育公园良性健康发展ꎮ

３)加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分析ꎬ同时抓住

时代背景以及研究热点ꎬ后续研究应围绕体育公

园、全民健身、社区体育、生态体育园、公共体育设

施等方面进行研究ꎬ为未来体育公园的研究方向提

供更好的参考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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