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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数据库院主题为野耶新课改爷并含耶体育爷冶或
含野耶新课程改革爷并含耶体育爷冶曰设定出版年限为 2013 年

6 月之前遥 检索结果袁 各类文献数量院 含体育的期刊 758

篇曰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303 篇曰报纸 45 篇曰会议 43 篇曰年
鉴 36 篇曰学术辑刊 10 篇曰优秀博士论文 6 篇曰国际会议 1

篇遥选择有效研究对象 757 篇期刊论文中在体育核心期刊

上的文章不足 10 篇曰经过对文献的发掘袁发现期刊论文的

质量良莠不齐袁难以代表目前的新课改研究现状遥 而硕士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1]袁其选题往

往是本学科前沿部分袁是本学科的研究热点和重点 [2]遥 剔

除与研究无关的内容袁最终确定有效研究对象院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 234 篇遥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对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相

关课改的藏书进行较为系统的搜集和整理袁了解中小学体

育新课改的相关研究成果尧研究热点尧研究动态尧研究重点

等方面遥 对国内近十年出版的 234 篇有关体育新课改的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论文的高产指导教师分布尧高产单位

分布尧发表时间情况尧研究类型划分尧研究方法使用情况等

方面通过 EXCEL尧共词分析软件等进行统计分析袁了解相

关的研究状况袁并通过 BICOMB 软件对高频关键词进行选

择尧提取尧统计并形成词篇矩阵尧相似矩阵尧相异矩阵等 [3]袁
借助 SPSS 软件进行知识图谱的生成绘制袁了解研究热点遥

从图 1 可以看出袁选取研究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发表

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尧文献计量法尧共词分析法尧专家访谈法尧数理统计法尧逻辑分析法

等方法袁借助 BICOMB尧SPSS 等软件袁通过对近年来有关国内体育新课改的 234 篇硕士学位

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尧共词分析尧知识图谱的绘制和解读袁得出体育新课改研究热点不显

著但已初见端倪院新课改背景下体育教学的一些研究曰体育课与课程标准的研究曰围绕体育

新课改现状尧对策的研究曰有关体育教师尧体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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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methods of document study, literature metrology, word analysis, expert interview, statistics

and logic analysis,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software BICOMB and SPSS, the author made a literature metrol-

ogy, word analysis and the draw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knowledge map on the 234 master theses in the

recent domestic sports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hot research points have emerged

though they are not distinct. Those points are: study on PE teaching with the background of new curriculum

reform, study on PE class and curriculum standard, study on the status of PE new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study on PE teacher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por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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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34 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中的 876 个关键词袁进行

词频统计与分析遥 依据累计百分比约为 40%的要求袁抽取

出阈值大于等于 4 的 32 个高频关键词袁排序如表 3遥 据此

我们可以认为袁2003要2012 年与体育新课改联系最为紧

密的关键词或者主题依次是院高中渊25冤尧现状渊25冤尧中学

渊24冤尧体育课 渊24冤尧新 课改 渊23冤尧对 策 渊22冤尧 体育 教师

渊17冤尧体育教学渊17冤尧体育渊16冤尧初中渊15冤等遥 单从词频分

析的表象来直观地分析袁仍然不容易把握词与词的作用及

相关情况袁共现分析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挖掘遥

年度除近两年连续下降以外袁基本上是呈增长趋势的遥 近

两三年数量下降袁这主要是因为院第一袁这与硕士学位论文

被数据库收录的特点有关(大多数院校会在学生毕业 1 年

以后袁将硕博士论文放入数据库袁个别除外)曰第二袁这也符

合普赖斯曲线袁即文献增长趋势规律曰第三袁新课改的研究

方向出现了改变遥

图 1 年代分布图渊P10冤

此外袁硕士论文数量与相关研究的期刊文献数量在增

长趋势上基本保持一致袁这也能印证所选取研究论文的有

效性遥相比期刊文献数量袁硕士论文数量偏少袁但增长幅度

更为趋于稳定遥 博士论文每年平均不到一篇袁说明博士的

数量仍较少曰 而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普及袁硕
士研究生越来越多的事实也难也忽略袁 因而硕士论文较

多遥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袁基础性研究依旧是体育新课

改硕士选题的最主要方面遥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近年来

有关体育新课改研究的突破并不大际袁体育尧新课改都应

受到更多的重视是不争的事实遥应用性研究和综合研究应

当加强遥
表 1 论文研究内容的主要特征渊N=234冤

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出袁南京师范大学的周兵老师指

导了 11 篇有关体育新课改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袁遥遥领先遥
其次是张志勇尧季浏尧吴海宽尧舒盛芳尧汪晓赞等老师袁分
别是 5 到 4 篇不等遥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得出袁师范类院

校在体育新课改的硕士论文贡献最大袁这与师范类院校自

身教育学研究水平高是分不开的遥今后更多的硕士研究生

毕业后还是要到中小学任教袁因而他们研究与新课改有关

的内容也是有利于他们今后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的成长

和发展的遥

研究取向           数量        所占比例/% 

1        基础性研究          148            63.2 

2        应用性研究           62            26.5 

3         综合研究            5             2.1 

4         其他研究            19            8.2 

 

表 2 论文作者指导教师指导次数渊出现频次逸3冤

序号        指导教师姓名          出现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所在单位 

1              周  兵                   11 4.7                 4.7                   南京师范大学 

2              张志勇                   5                  2.1 6.8                   山东师范大学 

3              季  浏                   5                  2.1                      8.9                   华东师范大学 

4              吴海宽                   4                  1.7 10.6                  东北师范大学 

5              舒盛芳                   4                  1.7                     12.3                  上海体育学院 

6              汪晓赞                   4                  1.7                     14.0                  华东师范大学 

7              何敏学                   4                  1.7 15.7                  辽宁师范大学 

8              葛书林                   3                  1.3                     17.0                  山东师范大学 

9              程传银                   3                  1.3 18.2                  南京师范大学 

10             李健隆                   3                  1.3                     19.5                  河南师范大学 

11             黄爱峰                    3                  1.3 20.8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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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BICOMB 软件的矩阵功能袁 可以定义关键词频次

的阈值袁如频次大于等于 4 并且小于等于 25渊本研究中关

键词最高频次冤的关键词袁生成高频关键词词篇矩阵袁如
表 4遥

表 3 高频关键词排序渊频次逸4冤渊N越876冤
逸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累计/％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累计％ 

1          高中             25          2.89             17            新课标         8           32.6 

2          现状             25          5.79             18            调查研究         7            33.4 

3          中学             24          8.49             19            体育课改         6           34.1 

4          体育课            24          11.2             20            小学               6           34.8 

5          新课改            23          13.8             21            问题                6           35.5 

6          对策             22          16.3             22            实施现状         6           36.2 

7          体育教师            17          18.3             23            对策研究         5            36.8 

8          体育教学            17          20.2             24            新课程         5           37.3 

9          体育             16          22.0             25            实验研究         5           37.9 

10          初中            15          23.7             26            发展对策         5           38.5 

11          研究            13          25.2             27            合作学习         4           38.9 

12          中学体育教师      13          26.7             28            继续教育         4           39.4 

13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12          28.1             29            课改               4           39.8 

14          中小学            12          29.5             30            开发               4           40.3 

15          现状调查            11          30.7             31            开发与利用          4           40.8 

16          学校体育            9          31.7             32            课程标准          4           41.2 

 

表 4 高频关键词渊4臆频次臆25冤词篇矩阵渊部分冤
臆 臆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高中 0 0 0 0 0 0 1 0 1 00 1 

现状 1 0 0 0 1 0 0 0 0 0 0 

中学 0 0 0 0 1 0 0 0 0 0 0 

体育课 0 0 1 0 0 0 0 1 0 0 0 

新课改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对策 0 0 0 0 0 0 0 0 0 0 0 

体育教师 0 0 0 0 0 0 0 0 0 0 0 

体育教学 0 0 0 0 0 0 0 0 0 0 1 

体育 0 0 0 0 0 0 0 0 0 0 0 

初中 0 1 0 0 0 0 0 0 0 1 0 

研究 0 0 0 0 0 1 0 1 0 0 0 

 注院01尧02 分别表示来源文献 1尧文献 2袁依此类推曰1 表示关键词在该文出现过袁0 未出现遥

高频关键词的 Ochiai 系数相异分析的含义是袁相异矩

阵中的任意一个数字表明相应的两个词之间的相异性袁当
数值越是接近 1 时袁说明这两个词之间的距离越大尧相似

度越小 [4]遥
根据表 5袁各关键词之间的远近关系较为清晰的呈现出

来袁以关键词野新课改冶为例袁其他关键词和它的相异性具体

为院初中渊1冤尧中学渊0.957冤尧体育课渊0.957冤尧研究渊0.942冤尧现
状渊0.917冤尧体育教学渊0.899冤尧对策渊0.867冤尧体育渊0.844冤尧高
中渊0.833冤尧体育教师渊0.747冤遥 由此可以发现袁人们在研究新

课改时袁体育教师被予以更多关注袁而初中尧中学尧体育课等

相比之下较少遥 同理袁表 5 中其他关键词间的距离远近可以

依次发现遥 从表 6 看出院当前新课改的主要研究成果与体育

课尧中学尧初中现状相关的甚少袁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体育新

课改中体育教师尧高中尧对策和体育教学等方面遥

基于关键词共词分析的我国新课改热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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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相似矩阵渊部分冤

表 6 相异矩阵渊部分冤

关键词聚类结果反映词间的亲疏袁进一步反映新课改

研究的热点 [5]遥 关键词聚类分析的原理是以它们成对在同

一篇文章中出现的频率渊共词冤为分析对象袁利用聚类的统

计学方法袁把关联密切的关键词聚集在一起形成类团 遥 关

键词聚类分析时袁先以最有影响的关键词渊种子关键词冤生
成聚类曰再次袁由聚类中的种子关键词及相邻的关键词再

组成一个新的聚类 遥 关键词越相似它们的距离越近袁反
之袁则较远 [6]遥 将相似矩阵导入 SPSS17.0 软件袁生成聚类

分析树状图渊图 2冤遥
根据图 2 中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的类团连线距离远近袁

将其分为 4 类遥
分类 1 是以新课标为核心的一些有关现状与对策的

研究袁包括院现状尧对策尧继续教育尧中学体育教师尧新课

标尧开发尧问题尧课程标准尧体育等关键词遥

分类 1 包含 2 个小的分类组成院小类 1 为新课标现状与对

策为核心的一些研究袁包括院现状尧对策尧新课标尧继续教

育尧开发尧中学体育教师等 5 个关键词曰小类 2 为体育课程

标准的一些问题研究袁由问题尧课程标准尧体育 3 个关键词

构成遥
分类 2 是具体表现为初中体育课方面的一些研究袁由

体育课尧初中尧实施现状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等关键词

构成遥
分类 3 是有关中小学体育新课改的一些研究袁由实验

研究尧合作学习尧体育教师尧新课改尧新课程尧体育教学尧中
小学尧体育课改尧调查研究尧高中尧学校体育尧开发与利用

等关键词构成遥分类 3 分为 3 个小类袁小类 1 包括院实验研

究尧合作学习 2 个关键词曰小类 2 为新课改中有关体育教

分类 3 是有关中小学体育新课改的一些研究袁 由实验研

究尧合作学习尧体育教师尧新课改尧新课程尧体育教学尧中小

高中     现状     中学     体育课     新课改     对策     体育教师     体育教学     体育     初中     研究 

高中      1.000    0.120     0.000      0.122      0.167     0.128       0.146     0.000       0.150     0.000 0.000 

现状      0.120    1.000     0.245      0.082      0.083     0.469       0.000        0.049       0.150     0.207 0.111 

中学      0.000    0.245 1.000      0.042      0.043    0.131       0.198        0.050      0.000     0.000    0.113 

体育课    0.122    0.082 0.042      1.000      0.043     0.218       0.000        0.050       0.000     0.264 0.113 

新课改    0.167    0.083     0.043      0.043      1.000     0.133       0.253        0.101       0.156    0.000 0.058 

对策      0.128    0.469 0.131      0.218      0.133     1.000       0.000        0.000       0.053     0.055 0.000 

体育教师  0.146    0.000     0 .198     0.000      0.253    0.000       1.000        0.000       0.000     0.063 0.000 

体育教学  0.000    0.049     0.050      0.050      0.101     0.000       0.000        1.000       0.000     0.063 0.000 

体育      0.150    0.150     0.000      0.000      0.156     0.053       0.000        0.000       1.000    0.065 0.208 

初中      0.000    0.207     0.000      0.264      0.000     0.055    0.063        0.063       0.065    1.000 0.143 

研究      0.000    0.111     0.113      0.113      0.058     0.000    0.000        0.000        0.208   0.143 1.000 

 

高中      现状      中学     体育课     新课改     对策     体育教师     体育教学     体育      初中      研究 

高中       0.000     0.880      1.000     0.878       0.833     0.872       0.854        1.000       0.850     1.000      1.000 

现状       0.880     0.000      0.755     0.918       0.917     0.531       1.000        0.951       0.850     0.793      0.889 

中学       1.000     0.755      0.000     0.958       0.957     0.869       0.802        0.950       1.000     1.000      0.887 

体育课     0.878     0.918      0.958     0.000       0.957     0.782       1.000        0.950       1.000     0.736      0.887 

新课改     0.833     0.917      0.957     0.957       0.000     0.867       0.747        0.899       0.844     1.000      0.942 

对策       0.872     0.531      0.869     0.782       0.867     0.000       1.000        1.000       0.947     0.945      1.000 

体育教师   0.854     1.000      0.802     1.000       0.747     1.000       0.000        1.000       1.000     0.937      1.000 

体育教学   1.000     0.951      0.950     0.950       0.899     1.000       1.000        0.000       1.000     0.937      1.000 

体育       0.850     0.850      1.000     1.000       0.844     0.947       1.000        1.000       0.000     0.935      0.792 

初中       1.000     0.793      1.000     0.736       1.000     0.945       0.937        0.937       0.935     0.000      0.857 

研究       1.000     0.889      0.887     0.887       0.942     1.000       1.000        1.000       0.792     0.85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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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尧体育课改尧调查研究尧高中尧学校体育尧开发与利用等

关键词构成遥 分类 3 分为 3 个小类袁小类 1 包括院实验研

究尧合作学习 2 个关键词曰小类 2 为新课改中有关体育教

师的研究袁关键词包括院体育教师尧新课改尧新课标曰小类 3

是体育课改与体育教学的研究袁包括体育教学尧中小学尧调
查研究尧新课改尧高中 5 个关键词遥分类 3 是新课改研究的

核心遥
小类 4 为学校体育开发与利用及有关中小学课改对

策研究袁包括学校体育尧开发与利用尧中学尧发展对策尧现
状调查尧对策研究尧研究尧小学尧课改等关键词遥

将相异矩阵导入 SPSS17.0 软件袁借用软件的野Alscal冶
功能进行多维尺度分析袁生成知识图谱 [7]遥 参考聚类分析

树状图结果袁展开知识图谱领域的划分渊图 3冤遥 图 4 与图

3 相互印证袁 从图 3 中可以清晰的看到 4 个具体研究领

域院领域 A院新课改背景下体育教学的一些研究曰领域 B院
体育课与课程标准的研究曰领域 C院围绕体育新课改现状尧
对策的研究曰领域 D院有关体育教师尧体育资源开发与利用

的研究遥

图 3 高频关键词渊4臆频次臆25冤科学知识图谱

臆 臆

图 2 高频关键词渊4臆频次臆25冤聚类分析树状图

臆 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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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战略坐标

注院战略坐标是由 Law 等人最早提出的袁其原理是共词矩阵和聚

类的基础上袁 来描述某研究领域内部联系情况和领域间相互影

响的情况 [9]遥 分布在 4 个象限中的词团或关键词全群表达的意义

不相一致遥
毫无疑问袁教学是体育新课改中的重中之重尧关键环

节遥显而易见袁以体育课为表现形式的体育教学是新课标尧
体育教师尧学生相互作用的着力点袁这也成了体育新课改

的最热点遥 不难理解袁野课程冶与野教学冶关系至今存疑袁专
家对于这对关系的解释尚且野仁者见仁冶袁广大体育教师的

课程与教学的关系把握就可想而知了 [8]遥 更多的体育教师

在工作中选择了更为具体尧直观的教学来进行思考遥 不容

置疑袁体育教师在体育新课改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袁这与实

际也是相符的袁体育教师与新课改关系密切袁这反映了广

大专家及研究人员对体育教师给予的厚望遥但是研究结果

反映出体育教师好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袁大家对于

体育教师也是大失所望遥我们对于体育教师在新课改中的

作用是否应该进行重新审视尧深入探讨遥
在研究中袁很多研究者将体育新课改与体育教师自觉

或不自觉地联系到一起遥结合实际袁不难发现袁作为非核心

课程袁体育教师在广大中小学的地位与待遇并不乐观遥 据

保守统计袁全国体育教师缺编多达 40 万遥在男女教师比例

失衡严重的中小学袁 广大男性体育教师又被委以学校教

务尧保卫等方面的工作袁这也造成体育资源的无形流失遥从
我国体育教师的培养机制来看袁体育教师的人文素养稍有

缺失袁导致教师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对体育教师存在一定的

偏见遥 这些对体育课的开展都起到了影响袁体育新课改举

步维艰袁也就不难解释了遥 从知识图谱的分布情况不难看

出袁 我国新课改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对于开展现状及对策尧
发展的相关的探讨上袁微中观领域以及更多的从专业领域

的深入研究还有待加强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出了新课

改在体育领域实施过程中有所滞后的迹象遥

从硕士学位论文的年代分布我们看出袁随着新课改的

推进袁体育新课改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增加遥同时袁近二

三年袁数量下降袁新课改研究方向可能出现了改变遥研究内

容的主要特征方面袁基础性研究仍然占主导袁开发研究偏

少曰研究方法方面袁每篇论文用到的研究方法为 3.69 种袁
接近 4 种袁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运用最多遥总体而言袁研究

仍处于较低水平阶段袁长期以来没有大的突破遥

从论文作者的分布来看袁重点师范院校的硕士论文贡

献率超过八成曰从指导教师来看袁一对一的指导模式仍然

是主流袁同时出现了两名甚至三名教师指导一名学生完成

硕士论文的情况曰论文的选题及研究对象与论文作者及指

导教师的关系密切遥东部地区和一部分中部地区的重点高

等师范院校袁是从事体育新课改研究的中坚力量遥

知识图谱显示了 4 个具体研究领域院领域 A院新课改

背景下体育教学的一些研究曰领域 B院体育课与课程标准

的研究曰领域 C院围绕体育新课改现状尧对策的研究曰领域

D院有关体育教师尧体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遥 其中的两

个热点比较显著院第一袁体育教师与体育新课改关系密切袁
研究发现袁 体育教师是体育新课改研究中的核心之一曰第
二袁体育教学是体育新课改研究的重中之重袁知识图谱所

反应出的体育教学的地位袁在体育新课改中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遥

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袁事物的发展往往都是前进行性与

曲折性的统一遥 历史事实也不断反复说明袁改革过程中难

免会有各种困难袁结果也经常差强人意遥 因而无论当前新

课改实施的好坏袁我们都应当坚定信心袁本着对学生负责

的准则袁努力积极推进新课改遥同时袁建议课改专家们应当

更多地从广大中小学的课堂出发袁更多地野接地气冶袁更好

地了解学生袁从而推动新课改遥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尧深入袁
新课改的研究成果必定出现质变袁从而有大的突破遥

对于研究中发现的体育资源分布的地域不均衡尧校际

间不均衡袁仅仅依赖市场调节的机制显得很不乐观遥 在教

育资源分布相当不均衡的今天袁新课改在广大一尧二线城

市袁东尧中部地区尚可袁问题主要是出在农村学校遥 新课改

的实施有可能使得现实离教育公平越来越远遥即便在经济

高速发展的今天袁一方面袁教育资源尧尤其是优质的教育资

源依旧紧缺袁只能适当地照顾到一部分群体尧单位曰另一方

面政府的投入如同杯水车薪袁对于不均衡的弥补作用不显

著遥 这些与教育公平的精神实质都是背道而驰的袁对于新

课改的实施起到了制约甚至反作用遥 因而袁重新审视教育

公平迫在眉睫袁政府的态度也尤为重要遥

时至今日袁音乐课程尧体育课程尧美术课程在广大中小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第四象限第三象限

周边尧成熟 核心尧成熟

核心尧不成熟 向心度周边尧不成熟

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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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袁HCSC 融入了中国元素袁 也有利于项目在亚洲的拓

展袁更是推进了 HCSC 全球化发展的步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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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依旧被称作野小三门冶尧非核心课程尧副课遥 体育教师缺

编尧从事其他与体育无关的工作尧培养机制的不完善等都

为学校体育的开展不够理想的局面埋下了不好的根由遥对
于广大中小学体育课的实施状况都不敢恭维袁对于体育新

课改的实施也更是可以想象了袁有关体育新课改研究成果

不理想也不难理解了遥 建议研究者不光从学生角度入手袁
还应迂回尧转变思维方式袁例如关注学生家长对于体育课

的态度的研究袁对于体育课程实施不理想的现实袁应当深

入了解国家尧社会尧学校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的研究等等袁
而并非只是关注课程的具体实施者遥

[1] 靖国平,邓银钺.课程与教学论教程[M].武汉院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2012院303.

[2] 郑金洲,程亮.中国教育研究新进展[M].上海院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0: 1-27.

[3] 范丽雯,孙吉良 ,陈继东. 2006 年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曳文献

计量分析[J].情报科学,2008(2),26(2)院240-246.

[4] 郭文斌,陈秋珠.特殊教育研究热点知识图谱[J].华东师范大

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9(30)院49-54.

[5] 王敏,郭文斌.我国近十年情绪调节研究热点知识图谱[J].心

理研究,2011,4(5)院56-59.

[6] 朱之翰,郭文斌.我国近十年自我效能研究热点知识图谱[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13,6(1)院66-70.

[7] 陈悦,刘泽渊.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J].科学研究,2005,

23(2)院149-154 .

[8] 王琪,方千华.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研究现状

及发展趋势[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5),44(4)院5-10.

[9] 王俊杰,等.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外太极拳运动研究热点与演

化分析[J].体育科学,2012,32(1)院77-84.

[10] 罗艳蕊,王建珍,季浏.我国体质研究状况的知识图谱分析[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3),47(3)院63-66.

渊责任编辑院陈建萍冤

渊上接第 93 页冤

基于关键词共词分析的我国新课改热点研究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