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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以中国知网渊CNKI冤收录的近三十年来有关我国武术教学的 2 497 篇研

究为基本数据来源袁运用文献资料法尧可视化分析等方法对近三十年来我国武术

教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尧变化规律尧研究机构尧研究者尧研究热点等进行综合分析遥研

究表明院近三十年来我国武术教学经历了积极探索尧迅速发展尧平稳发展 3 个发展

阶段曰研究机构与研究者呈现相对分散与相对独立的状态曰研究内容由单一化向

多维度尧深层次方向发展袁且未来研究的热点将主要集中在武德教化尧传统文化的

传承等方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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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2 497 papers of wushu teaching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cited by CNKI as the

basic data sourc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changing

rul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researchers and heated topics of wushu teaching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by using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visu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past 30 years, Chinese wushu teaching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active exploration, rapid de-

velopment and stable development; that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ers are relatively decen-

tralized and independent; that the research content has developed from single to multi-dimensional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in-depth, and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will mainly focus on wushu 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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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中国武术教学研究 30 年
———基于 1988-2017年中国武术教学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姚晓芳袁李 龙 *袁马渊源

198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

的叶全日制小学体育教学大纲曳中明确提出袁武术作

为我国传统的民族体育形式和健身方法袁应成为学

校体育的基本教材之一 [1]袁这无疑为中国武术教学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遥 在 1988 年至 2017

年的整整 30 年里袁随着中国武术教学的不断发展袁
学术界对武术教学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化尧 系统

化尧深入化遥 为更清晰地审视我国武术教学研究的

发展态势袁助力实现武术野强身健体尧防身自卫尧修
身养性尧立德树人冶的教育目的袁本文以野武术教学冶

为关键词袁以 1988 至 2017 年为时间区间袁以在中国

知网 渊CNKI冤 全文数据平台检索到的共 2 497 篇期

刊文献为研究对象袁 对近三十年我国武术教学研究

进行分析与探讨遥

武术教学研究的发文量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反映我国武术教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遥 近三十年

来 袁 我国武术教学研究大致经历了 3 个发展阶

段渊见图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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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课程改革的步伐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加

快遥 同年袁中央政治局委员尧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强

调院野武术是国宝袁 要把武术等民族体育纳入各级学

校的正规教育袁要编写教材袁作为正式课程开课遥 冶[2]

因此袁作为实现武术教育最重要途径的武术教学袁成
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遥 在 1988 年至 1999 年的十

多年中袁 我国武术教学研究文献量呈现逐年增长态

势渊见图 1冤遥 这表明袁此阶段学者们针对我国武术教

学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与探讨遥
通过进一步对文献进行分析后得知袁 此阶段我

国武术教学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教学方法尧 教学

内容尧教材内容尧教学模式以及教学的考核评定等基

础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面遥如院谢坚针对当时武术教

学内容的单一性袁提出加强武术基本动作教学袁走自

选套路与规定套路相结合的路 [3]曰曹湘英根据系统

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控制论原理袁 结合传统教学法和

程序学习法的优点袁提出武术教学的野即时反馈强化

控制冶教学模式 [4]曰王健主要针对武术教学中野示范冶
教学方法进行形式尧目的尧内容尧方法等方面的探讨[5]曰
瞿云桃针对高校武术专项课教材设置不合理问题袁
提出制定以野中西结合袁以中为主袁难度不大袁易于速

成冶为宗旨的教材内容和教学计划的建议 [6]遥

伴随着叶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曳的出

台袁自 1999 年开始袁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

式启动遥 教育界由此掀起了从国家到地方的教学改

革与课程改革袁 我国武术教学研究随即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遥 在 2000 年至 2008 年间袁我国武术教学研

究文献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渊见图 1冤遥
通过对文献进一步分析后得出袁 此阶段我国武

术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改革尧 高校武术教学等

方面袁且研究内容逐渐向武术教学中的德育教育尧意
识能力培养等深层次化方向发展遥如院杨啸原对武术

教学的培养模式尧教育内容尧教育模式和方法等方面

改革进行了探讨 [7]曰薛龙认为武德教育在武术教学

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袁 提出应在武术教学与训练

中加强武德教育 [8]曰张明强对在如何普通高校武术

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进行了深

入探讨[9]遥

经历了最初的积极探索阶段袁 改革时期的迅速

发展阶段后袁 我国武术教学研究进入了平稳发展阶

段遥 在 2009 年至 2017 年的 8 年里袁我国武术教学研

究的发文量表现出在一个相对较高水平上平稳发展

的态势 渊见图 1冤遥 经过进一步对文献进行分析后得

知袁此阶段我国武术教学研究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遥
渊1冤研究视角由相对单一性向着多元化方向发

展遥 特别是近年来袁随着社会学尧人类学等理论在武

术教学领域的运用袁 研究者对我国武术教学的技术

层面尧 文化传承层面等进行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考和

实践探索遥如院张继生从具身认知视角对武术教学进

行相关性研究袁 认为具身认知理论将成为现代武术

教学认知思维尧教学理念尧教学方法及教学话语等发

展的重要参考 [10]曰李本一从人学理论视角对我国学

校武术教学进行审视袁 认为我国学校武术教学发展

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忽视了野人冶的主体地位袁并提出

图 1 1988要2017 年我国武术教学研究年度发文量

年度发文量趋势

回顾与展望院中国武术教学研究 30 年要要要基于 1988-2017 年中国武术教学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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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图中节点较大者为发文较多的院校袁节点之间的连线表明发文院校之间存在的合作关系遥
图 2 1988-2017 年我国武术教学研究发文机构分布图

武术教学应注重人本价值回归[11]遥
渊2冤道德培养尧文化传承等成为武术教学研究的

重要内容之一袁如院王柏利站在当今文化全球化境遇

下袁 对我国武术教学中文化教育的缺失问题进行审

视袁提出武术教学应该以传承传统文化为任务袁以传

统武术为主要教学内容袁 以重视身体体悟为教学途

径袁在武术教学中实现文化教育 [12]曰向宝国结合当前

中国发展实际袁 探究高校武术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

的内在联系袁认为武术精神是高校武术教学的核心袁
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途径等[13]遥

由图 2 可见袁近三十年来从事我国武术教学研究

的机构主要分布在全国各体育院校遥 同时本文发现袁
近三十年来上海体育学院在此领域的研究以绝对的

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院校遥 且从研究机构的聚集与

分散状况可知袁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者袁如苏州大学体

育学院尧 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等与其他研究机构

存在相互协作关系曰相反袁研究成果较少的机构的相

对分散的分布状态袁 表明其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协作

关系相对缺乏遥 为更清晰地对我国武术教学研究机

构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袁研究根据最初发文年份尧发
文量袁 及机构所属区域对排名前 10 名的研究机构进

行了统计渊见表 1冤遥
从发文量来看袁上海体育学院在武术教学研究领

域的发文量最多遥 这表明袁30 年来上海体育学院在武

术教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不懈的研究袁并取得

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遥 除此之外袁我们亦可以看出研究

成果排名居前的研究机构大都为中东部地区经济尧文
化尧教育等较为发达的城市袁如上海尧苏州尧郑州等遥因

此袁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袁特别

是成果较少的研究机构要主动向研究成果显著的机

构学习袁取长补短曰而研究成果较多者应该充分发挥

引领带头作用袁为其他研究机构提供经验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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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8-2017 年我国武术教学研究成果排名前 10 所研究机构统计

排名 发文机构 最初发文年份 发文量 / 篇 所在城市

1 上海体育学院 2006 年 39 上海市

2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2000 年 16 江苏省苏州市

3 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1997 年 16 山东省济南市

4 吉林体育学院 2006 年 15 吉林省长春市

5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2005 年 14 河南省郑州市

6 陕西理工学院体育学院 2006 年 12 陕西省汉中市

7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04 年 12 山西省临汾市

8 齐齐哈尔大学体育学院 2006 年 1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9 湖北大学体育学院 2001 年 10 湖北省武汉市

10 沈阳体育学院 1996 年 10 辽宁省沈阳市

注院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名作者袁发文量较多的作者袁图中显示的节点和字体较大遥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间存

在合作关系袁连线越多代表合作频率越高袁且连线的颜色表明合作的时间袁从左向右蓝尧绿尧黄尧红袁逐渐加深袁表示合作时

间越来越长遥
图 3 1988要2017 年我国武术教学研究者分布图

本文以野作者渊author冤冶为节点袁时间间隔为野1
年冶袁TOP n%为野10%冶袁以关键路径算法渊Pathfinder冤
对研究者进行知识图谱设置袁 生成了武术教学研究

领域的作者网络共现图谱渊图 3冤遥

回顾与展望院中国武术教学研究 30 年要要要基于 1988-2017 年中国武术教学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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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8-2017 年我国武术教学研究作者相关信息统计表

排名 数量 / 篇 作者 初始发表文章的年份 所属单位 主要研究方向

1 9 李振东 2016 年 赤峰学院 武术教学尧高校武术

2 7 徐现峰 2003 年 河南科技学院 武术教学尧民族文化

3 6 陈 龙 2010 年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武术教学尧健身气功

4 6 姚大为 1997 年 齐齐哈尔大学 武术教学尧传统体育

5 5 刘旭东 2005 年 许昌学院 体育教育尧武术教学

6 5 刘志勇 2005 年 福建江夏学院 武术教学尧学校体育

7 5 周建新 2003 年 南京晓庄学院 武术教学尧课程模式

8 5 曹庆华 2003 年 新疆师范大学 武术教学尧武术教育

9 5 刘 鹏 2000 年 济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武术教学尧体育教师

10 5 田芳兵 2002 年 荆州师范学院 武术教学尧体育教学

由图 3 可知袁 近三十年来李振东在武术教学研

究领域成果最为丰富袁其次为徐现峰尧陈龙尧姚大为

等人遥 同时本文发现袁研究者分布呈现分散状态袁这
表明在武术教学研究领域袁 研究者之间的互助协作

较少遥 这种单独进行研究的情况也是目前我国社会

科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遥因此袁须进一步加强

研究者之间的协同合作遥 为进一步了解武术教学研

究者的相关情况袁 本研究将近三十年来发文量排名

前 10 名作者的所属院校尧 初始发表文章的年份尧主
要研究方向等进行统计渊见表 2冤遥

可见袁 近三十年来我国武术教学的研究者对本

领域的关注大都开始于武术教学研究的迅速发展

时期 渊2000 至 2008 年之间冤遥 研究者大多集中在大尧
中尧专院校袁且他们的主要研究方向都包括野武术教

学冶遥相比之下袁从事基础教育阶段教学的研究者数量

就相对缺少遥但同时发现袁发文量排名前 10 名作者的

所属单位并非发文量较多的研究机构袁如李振东尧徐现

峰尧陈龙等分别属于赤峰学院尧河南科技学院尧中国环

境管理干部学院等袁而并非出自上海体育学院尧苏州大

学体育学院等研究机构袁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遥
渊1冤研究发文量较多作者的分布突现鲜明的区域

性特征遥 发文量较多的研究者所属的研究机构袁多处

于拥有较为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区域袁如内蒙

古渊赤峰学院冤尧河南渊河南科技学院尧许昌学院冤尧福建

渊江夏学院冤尧新疆渊新疆师范大学冤尧山东渊济宁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冤等地遥 而武术作为这些地区民族传统

体育的重要内容袁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

整个区域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遥 因此袁研究者将武

术教学作为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进行持续性的分

析与探讨遥
渊2冤研究者的持续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

究发文量的多少遥 除此之外袁 国家对高校教师的选

聘尧任用尧薪酬尧奖惩等考核评价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

响着研究者的发文数量遥 因为仅从研究发文量位居

前 10 名的研究者所发文献的刊载期刊来源可见袁这
些期刊大多为一般的省级期刊袁 这表明高产作者在

对发表文章数量的追求一定程度上超过对文章质量

的追求遥
渊3冤研究者的集中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

究机构的发文量遥研究者的集中尧研究成果的积累直

接影响着研究机构发文量的累计遥 如发文量排名第

一的上海体育学院是研究者较为集中的机构之一袁
近三十年来其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武术套路尧太
极拳尧竞技武术尧体育工作者尧传统武术尧武术传播等

近 20 个方面渊见图 4冤袁且在大多数研究领域其研究

的发文量都位居前列遥

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反映着研究领域的热

点遥 本文运用 CiteSpace5.0 软件袁通过野突变侦测算

法 冶 渊Burst Detection Alorithm冤袁 选择关键词 渊Key-

words冤和短语渊Term冤袁生成研究热点图谱渊如图 5冤遥由
图可见袁近三十年来我国武术教学研究以武术教学为

核心袁展开了对教学方法尧教学改革尧教学模式尧武术

套路尧高校武术尧武德教育尧武术文化等方面的探讨遥
为更清晰地了解近三十年来我国武术教学研究

热点的演变过程袁本文以关键词渊Keywords冤为节点袁
以 1 年为一个分割线袁生成关键词热点时区图渊Time

Zone冤渊如图 6冤遥 可见袁近三十年来我国武术教学研

究领域围绕野武术教学冶这一中心热点袁展开了多层

次尧多视角的探索与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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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88要2017 年上海体育学院相关研究领域分布图

注院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在图中显示字体越大袁反之亦然遥
图 5 1988-2017 年我国武术教学研究热点图谱

回顾与展望院中国武术教学研究 30 年要要要基于 1988-2017 年中国武术教学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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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对近三十年来我国武术教学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出现的起始年度尧 出现频次等信息再次运算

后得出院在 1988 年至 2017 年的 30 年间袁我国武术教

学研究热点大致经历了两次阶段性变化渊见图 7冤遥

注院图中节点的大小表示相应领域的受关注程度袁横坐标方向代表时区变化过程遥
图 6 1988 至 2017 年中国武术教学研究热点关键词图谱

图 7 1988 至 2017 年中国武术教学研究热点关键词变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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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袁在国家不断地对课程标准尧教学改革等

进行探索的背景下袁 我国武术教学研究者始终站在

教学改革的前沿袁与时俱进地对武术教学的方法尧教
学内容尧教学模式等进行探究遥 如 2001 年在全国基

础教育课程的改革中明确提出要从以野示范法冶为主

要教学方法逐渐向野表象法冶转变的要求后袁武术教

学研究领域着重针对武术教学过程中示范法尧 分解

法等教学方法的研究与运用进行了探讨袁如野运用学

生造型示范进行武术教学的研究冶野武术套路图示教

学法的尝试与阐释冶等 [14,15]曰在国家推行了新的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之后袁 武术教学研究领域结合自身

的教学内容袁 在教学过程中开始了新的教学方法的

探究,如野高师武术专业课耶三自爷教学模式探析冶野武
术套路运动技能教学改革研究要要要多功能组合式教

法的创新模式冶等[16,17]遥

在经历了基础性研究阶段后袁 我国武术教学研

究领域开始了纵向系统反思与横向深层研究相结合

的发展阶段遥研究不仅对小学尧中学直至大学武术教

学发展现状进行系统反思袁同时袁此阶段中我国武术

教学研究领域的关注点还主要集中在武德教育尧素
质教育尧文化传承等方面袁其中武德教育成为武术教

学研究的重点内容遥因此袁此阶段的武术教学研究除

继续对基本的教学理论进行反思与探究外袁 更加倾

向于在武术教学中实现道德教育尧精神培养尧文化传

承等目的遥 研究者普遍认为袁武术作为集思想性尧知
识性尧文化性于一身的文化袁在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遥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境遇中袁武术教学更应

该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任遥如院陈钢认为

文化性是武术的基本属性袁 应在武术教学加强对文

化的关注袁突出文化取向尧融合文化内容尧实践文化

教学袁使传统文化更多地渗透到武术教学中 [18]曰杨啸

原从高校对外武术教学的学情调查分析入手袁 就武

术文化传导问题进行探讨袁 认为高校对外武术教学

应突出民族传统文化特色袁 注重对中国武术文化的

传播 [19]曰郭利利认为学校武术教学要以武术文化传

播为己任袁让学生在武术学习中了解学习尧体验民族

文化袁真正实现武术文化的传播等 [20]遥

野天下之事袁因循则无一事可为曰奋然为之袁亦未

必难冶遥 近三十年来袁我国武术教学研究始终跟随时

代发展脉搏不断向前遥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袁从事武

术教学研究的专家尧 学者以及在教学一线的广大教

师将会一如既往地在野强身健体尧防身自卫尧修身养

性尧立德树人冶教育目的指引下 [21]袁不断地对武术教

学现状进行审视与反思袁 对武术教学相关问题进行

优化与改革遥因此袁我国武术教学研究将会沿着持续

化尧深入化方向发展遥

武术作为一种野生命文化冶[22]袁孕育产生尧衍化发

展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袁它将中华野民族精

神尧民族心理尧民族气质熔铸其中冶[23]袁形成了内容丰

富的武术伦理道德遥 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 野教化育

人冶袁那么武术教学的最终目的也并非简单意义上的

技术传授袁而更多地应该是以技术为手段的野武化育

人冶袁即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遥因此袁武术教学

研究的学者们将会把传统文化尧 武德培养等作为研

究的重要内容袁让武术教学真正实现由外及内袁由内

而外教化育人的目的袁以助力我们民族自信尧文化自

信尧文化自觉的回归遥

在 30 年的发展历程中袁武术教学研究视角已由

相对单一性逐渐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袁 特别是近几

年人类学尧社会学等理论在研究中的凸显袁在一定程

度上激发了武术教学研究的创新意识遥因此袁在未来

的发展历程中袁 我国武术教学研究的视野将会沿着

更加开阔化方向发展袁 这在为本研究领域营造良好

学术交流氛围的同时袁 进一步推动武术教学研究的

向前发展遥

中国武术教学研究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取

得了丰硕的成就袁同时也带给我们诸多的启示遥
启示一院武术教学研究应与时俱进遥我国武术教

学研究的 30 年是紧跟时代不断发展前行的 30 年袁
作为学校武术教育中的核心内容袁 武术教学在今后

的发展过程中仍旧占据重要地位遥因此袁武术教学研

究领域的研究机构与研究者要一如既往地站在时代

发展的潮流中袁不断地发现新问题尧运用新理论尧拓
展新思路袁审时度势地对武术教学进行探索与反思袁
研究出更多既具理论意义袁又具实践意义的成果袁以
助力武术教学目的的顺利实现遥

启示二院武术教学研究应加强协同合作遥科研人

员及科研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袁 有助于横向研究广

度的拓展与纵向研究深度的挖掘袁 而目前在武术教

学研究方面袁 研究机构与研究者大都是单独进行研

回顾与展望院中国武术教学研究 30 年要要要基于 1988-2017 年中国武术教学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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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袁且研究成果存在区域差异性遥 因此袁在未来的研

究进程中应加强科研人员及科研团队之间的相互协

作遥特别是拥有丰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地区袁
应取长补短袁加强先进经验的学习与借鉴袁实现我国

武术教学的均衡化发展遥
启示三院 要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工

作者的科研水平遥 目前我国武术教学研究的研究者

多为大中专院校教育工作者袁 而基础教育阶段研究

者相对较少遥因此袁工作在中小学教学一线的教育工

作者应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袁 注意教学与科研的紧

密结合袁以助力基础教育阶段武术教学研究的发展袁
最终实现我国大尧中尧小尧幼武术教学研究的平衡化

发展遥

本研究以近三十年来我国武术教学研究文献为

基本数据库袁对我国武术教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尧研究

主体尧 研究热点等进行梳理后发现院30 年来我国武

术教学研究既有教学内容尧 教学方法等基础理论的

研究袁 也有对武德教育尧 文化修养等深层价值的挖

掘曰既有宏观意义上的整体性研究袁也有微观意义上

的个案研究曰 研究由单一性学科理论向着多元化方

向发展袁特别是目前人类学尧社会学研究理论的应用

为武术教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遥但是袁本研

究也发现一些问题袁如院武术教学研究中存在区域间

发展不平衡袁研究人员多集中在高校等现象遥 因此袁
在未来的武术教学研究中应该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协

同合作袁注重学科交叉研究袁加强中小学武术教学的

研究力量袁努力缩小区域间研究水平发展的差距袁推
动我国武术教学研究的更好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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