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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以中国知网渊CNKI冤数据库的 219 篇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袁概述了科学知

识图谱在我国体育学科研究中的应用现状袁 归纳了体育学科研究中科学知识图谱

绘制的主要软件和基本方法袁发现体育学科研究中科学知识图谱应用的不足遥 对已

有的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进行多元分析后袁显示院科学知识图谱在探测体育学

科某一领域的研究主体尧研究基础和研究进展三方面的应用较广泛曰科学知识图谱

的应用不仅创新了体育学科领域研究的分析模式袁而且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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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219 articles in CNKI database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the paper outlines the ap-

plication statu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in China's sports scientific researches, summarizes the

main software and basic methods of drawing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atlas in sports scientific re-

search and reveals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map in this field. The mul-

ti-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sports scientific researches apply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shows that

knowledge mapping method is widely used in studying the research subject, foundation and

progress of a certain field of sports disciplines.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has not

only innovated in the analysis mode of sports scientific research, but has also expanded the re-

searchers' horiz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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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图谱在我国体育学科研究中的应用
李雪宁袁王 晶袁谷 岩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选择和应用的科学性与体育

科学研究方法本身的科学性同等重要遥体育科学研究

中量化研究范式的扩展袁缩小了质性研究的空间[1]遥尤
其是进入 21 世纪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传播袁科
学知识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遥一味依靠遍览群书尧经
验等已经无法及时解释涌现出来新的尧 复杂的问题

以及社会现象等遥面对科技文献的爆炸性增长袁一种

立体尧直观的可视化技术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袁这
就是科学知识图谱遥 科学知识图谱以科学知识为研

究对象袁以引文分析和可视化技术为基础袁涉及应用

数学尧计算机科学尧信息科学及认知科学等诸多学科

交叉的领域袁是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新发展[2]袁
是从科学文献中探索并显示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

动态的一种通用方法遥
时至今日袁 科学知识图谱在体育学科领域得到

广泛的推广与应用袁 让人们从海量文献中及时有效

地掌握关键性文献袁进入学科前沿领域遥虽然已有诸

多学者运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理论与方法对我国体育

学科的不同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袁 但是缺少系

统性的梳理袁如对研究工具的选择尧研究方法的应用

以及研究内容的归纳与整理遥 本文旨在对体育学科

领域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进行分析袁 揭示科学

知识图谱在我国体育学科中的应用进展袁 为其他研

究者了解科学知识图谱在体育学科应用的现状和发

展提供参考遥

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等领域的主要代表学

者袁 很早就已经开始利用图形来表达某一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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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进展尧研究热点以及预测研究趋势等遥然而传

统科学计量图谱只是以简单的二维图尧 三维图的形

式来表达知识信息袁而后出现的三维构型图谱尧多维

尺度图谱尧社会网络图谱等袁被广泛应用到很多学科

领域中袁但在体育学科领域中较少被应用遥虽然老一

代的学者们也通过图谱的形式表达学科之间的信息

和结构袁但并没有应用野科学知识图谱冶这一概念遥直
到 2005 年陈悦尧刘则渊介绍有关科学知识图谱的概

念袁阐述科学知识图谱绘制的最新进展袁并展望了其

应用前景袁标志着野科学知识图谱冶这一概念的正式

确立[3]遥
通过对文献的搜索袁 本文发现我国体育学科领

域中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袁 更多依据陈超美绘

制科学知识图谱的理论和方法遥杨佳宁于 2010 年首

次采用科学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袁 利用 CiteS-

pace 可视化工具探索了体育管理与经营的前沿和热

点 [4]曰同年袁王琪应用科学知识图谱在中文社会科学

引 文 索 引 渊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袁
CSSCI冤期刊上发表 4 篇体育相关领域的文章 [5-8]袁其
研究成果侧重于对国内外体育科学研究现状尧 发展

路径和研究前沿的探讨遥 经统计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的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体育学科文章有 69 篇袁尤其

在 2017 年达到 20 篇袁 可见科学知识图谱在体育学

科中的应用已经得到了体育学者们的关注袁 其应用

的现状涵盖以下几个方面遥
渊1冤竞技体育领域遥 于红研等利用 CiteSpace 可

视化软件袁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1997要2014 年

以体能训练为主题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袁 梳理了

国际体能训练领域的国家尧研究机构尧期刊分布以及

关键性文献袁分析了当前的研究热点领域和前沿 [9]曰
张承毅尧王毅探索了篮球训练已有研究成果的现状尧
热点领域和聚类视图 [10]曰夏培玲以科学知识图谱的

形式展示了国外高原训练的研究热点尧核心作者尧研
究机构以及研究前沿 [11]曰王琪尧胡志刚以来自科学引

文索引渊Science Citation Index袁SCI冤和社会科学引文

索数据库 渊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袁SSCI冤的
1 196 篇奥林匹克运动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袁绘制出

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12]遥
渊2冤学校体育领域遥 陈昌盛等应用科学知识图谱

从研究热点尧学术共同体尧学科基础理论和学术平台 4

个方面揭示了推动我国学校体育理论发展的力量[13]曰
李贵庆尧 胡雪晴等探索国内外高校健美操研究的作

者尧研究主题尧热点和前沿袁通过对比分析阐述了高

校健美操研究进展的演化规律 [14]曰姚宪国采用文献

计量学方法对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基础和前

沿进行可视化分析袁并确定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15]遥
渊3冤大众体育领域遥 张丹运用内容分析法尧科学

知识图谱等方法袁客观全面地对 1982要2015 年中国

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渊CAJD冤数据库收

录的有关农村体育的文献进行分析袁 发现我国农村

体育研究发展经历了 3 个阶段袁并探索了不同阶段

的研究主题袁提出农村体育研究的发展战略 [16]曰李
立峰借助 CiteSpaceⅢ 软件对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

1 634 篇相关文献进行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袁梳理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尧研究前沿及其发展趋势 [17]曰张欣和

赵亮通过对比分析国际和我国排球领域的相关研

究袁发现我国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之处袁并提供建设性

指导意见袁认为借鉴国外成熟的研究范式袁可更好地

完善我国排球领域的相关研究 [18]遥
总之袁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手段袁我国体育学科

中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

果袁不仅丰富了体育学科的研究方法袁也完善了我国

竞技体育尧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领域的理论性研究遥
但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文献中袁 也不可避免地出现

低质量和重复性的文章袁客观尧全面地探讨科学知识

图谱在我国体育学科研究中应用的发展过程尧 研究

主题等方面的研究袁则相对缺乏遥

统计体育学科中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文章的发

文量袁 能够展示当前科学知识图谱在我国体育科学

领域中的应用现状遥 本文通过 SATI3.2 软件对从中

国知网检索的 219 篇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文献分别

进行全部期刊类别和 CSSCI 期刊类别的年度划分袁
经统计得到图 1 所示的结果遥 科学知识图谱在体育

学科中的应用从 2010 年开始袁第一年就有 7 篇相关

文献袁其中 CSSCI 期刊中有 5 篇遥 另外袁图 1 显示袁
从 2013 年开始科学知识图谱在体育学科领域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袁尤其在 2017 年相关文献数量达到最

多的 76 篇袁其中 CSSCI 期刊中有 24 篇遥 显而易见袁
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体育学科领域文章的发文量袁
无论是全部期刊的文献数量还是 CSSCI 期刊中的

文献数量整体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袁 而且变化幅度

基本一致遥 体育学科领域中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

究虽然起步晚袁 但研究者对科学知识图谱的关注度

却与日俱增袁 主要是因为借助科学知识图谱的理论

与方法来研究体育学科某一领域袁可及时看到成果袁
了解该领域的发展现状尧热点尧趋势等内容遥 体育学

科中有关文章在发文量上的变化已经明确地认可了

科学知识图谱在体育学科中的应用价值遥

科学知识图谱在我国体育学科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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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体育科学领域中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有关

文章的年度发文量统计

根据国内文献调研发现袁20 世纪 80 年代初袁体
育学者开始利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进行计量分析 [8]袁
但是体育学科领域内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的兴

起是在 2011 年之后遥 在国内体育学科领域的可视化

研究主要应用的软件是陈超美博士研发的 CiteS-

pace 可视化软件袁 该软件还可以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和去重遥 邓晓琴和郑松波借助 CiteSpaceⅤ 软件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所收录的 2001要2017 年运动

与骨密度领域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 [19]曰钟飞

等利用统计工具 SATI3.2 对国内外乒乓球研究文献

年发文量尧第一作者发文量尧关键词词频进行统计袁
并利用 CiteSpaceⅢ软件绘制相关的可视化图谱 [20]曰
佟岗运用 CiteSpaceⅢ 软件绘制了我国运动训练理

论的热点和时区科学知识图谱袁 同时还借助 SPSS

软件进行了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袁 归纳了该领域的

知识群 [21]遥 另外袁任常胜利用 Pajek 软件也实现了国

内外体育公共服务比较研究的可视化 [22]曰王冬慧和

刘兵借助了 Bicomb 和 SPSS 软件对校园足球相关研

究进行文献计量学的分析 [23]曰杨红英采用社会网络

分析工具的 Ucinet6尧Netdraw 软件构建了合作网络

科学知识图谱袁从多个角度分析尧评价以及探讨我国

学术论文机构的地位尧 核心团体和机构合作形成的

机制[24]遥
虽然体育学科领域的研究应用了多种软件袁但

对部分软件的应用效率较低遥 如统计分析软件 SPSS

在体育学科领域的研究中一直被应用袁 但多是被用

来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渊如方差分析尧因子分析和

T 检验等冤袁而被用来进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

的情况则较少曰 针对社会网络分析的 Ucinet6尧Net-

draw尧Pajek 软件袁 以及针对词频分析的 Bibexcel尧
SATI3.2尧Bicomb 统计软件等袁 被使用的频率则更

低遥一方面我们了解科学知识图谱的用途袁但对绘制

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软件并不完全掌握曰 另一方

面有些体育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在应用科学知识图谱

进行研究时袁总是参考已有文献袁缺少新意袁这是造

成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文章出现野千篇一律冶现象的

主要原因遥

我国体育学科领域的有关论文结构和内容的研

究袁主要使用的方法包括两大类院共现分析和共被引

分析遥共现分析属于内容分析方法的一种袁主要是聚

类和数据可视化[25]袁包括关键词共现分析尧机构共现

分析尧期刊共现分析尧作者共现分析袁其中关键词共

现分析又称共词分析 [26]遥 张丹和王健对我国农村体

育研究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后袁 发现了不同

阶段研究主题的特征及变化 [16]曰王克阳等对我国体

育仲裁研究的作者尧 期刊和机构等外部特征进行分

析袁 发现当前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综合院

校的法学院袁而且高产作者之间尧机构间的联系不紧

密 [27]曰李克敏等以 1991要2015 年 CNKI 的 159 篇与

体育创业相关的文献为文本袁 通过对其关键词尧期
刊尧作者和机构间的共现分析袁了解到我国体育创业

相关研究的时空分布特征及研究热点领域 [28]遥 综上

所述袁通过关键词分析袁可了解体育学科某一领域的

研究主题尧研究热点以及研究趋势等内容曰对研究机

构的共现分析袁可显现出高产机构尧机构的分布以及

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曰对文献来源期刊的共现分析袁
可以展现出相关文献发文量多的期刊袁 以及不同期

刊对某一学科领域的关注度遥
共被引分析又称共引分析尧同引袁包括文献共被

引分析尧作者共被引分析和期刊共被引分析遥 韩永君

通过对国外体育政策相关研究进行共被引分析袁梳
理出 6 篇经典文献袁并发现这 6 篇经典文献在研究边

界尧对象尧内容和途径方面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 [29]曰傅
鸿浩等通过对发表足球运动研究的英文期刊的共被

引网络分析袁发现叶运动医学曳和叶运动科学杂志曳是
中心性值最高的两个期刊袁 二者构成了足球运动科

学研究领域的绝对核心期刊[30]遥基于此袁可认为文献

共被引分析袁 就是要通过分析文献同时被其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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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的频次高低袁 显示出研究领域中有影响力的文

献袁即经典文献曰同理袁共被引作者分析和共被引期

刊分析袁 也是通过被引频次的高低来进一步分析该

领域的有影响力的核心作者 渊如提出新的观点的作

者冤和核心期刊渊某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期刊等冤遥

为了进一步了解科学知识图谱在我国体育学

科领域研究中的应用袁本研究对该领域的相关研究

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遥数据文本来源于 CNKI袁主
题词为野科学知识图谱冶或野知识图谱冶或野可视化冶袁
学科领域限制为体育科学袁 时间截止到 2018 年 1

月12 日遥 通过检索袁本研究得到 275 篇文献袁剔除

与主题无关或相关度低的文章袁最终得到 219 篇有

关文献遥

本文对最终检索到的 219 篇文章的 353 个关键

词袁 截取频次 3 次及以上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网

络分析袁设定野Time Slicing冶值为野1冶袁节点类型野key-
words冶袁阈值设定为 野Top70冶袁算法选择 野Minimum

Spanning Tree冶渊最小生成树计算法冤袁 并选取野Prun-
ing the merged network冶渊综合网络冤裁剪方法袁初步

得到图谱遥 而后本研究将表达意义相近或相同的词

语进行合并袁如野知识图谱冶和野科学知识图谱冶合并

为野知识图谱冶袁野研究热点冶野热点冶野热点领域冶合并

为野研究热点冶袁野CiteSpace冶野CiteSpaceⅡ 冶野CiteSpace

Ⅲ 冶合并为野CiteSpace冶等袁规范合并后得到高频关键

词的共现分析图谱渊图 2冤遥 图 2 中每个节点代表一

个关键词袁 节点的大小反映的是该关键词频次的高

低袁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袁紫色光圈表示

具有中心度袁 直接反映了对应关键词在整个研究网

络中的媒介能力以及资源调控的支点作用遥

图 2 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图谱

科学知识图谱在我国体育学科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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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共现情况可以看出袁科
学知识图谱在体育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

用功能袁在探讨学科某一领域的研究主体尧知识基础

和研究进展等方面有重要作用遥 本文通过现有研究

文献集中地简要阐述科学知识图谱在体育学科领域

的应用情况遥

某一领域的研究主体是指从事该领域的研究

者袁而相对文章而言袁研究主体就是作者尧作者所在

的机构尧作者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等遥对体育学科某一

领域研究主体的基本信息的把握袁 可令人认识到研

究领域的发展方向袁以便及时了解最新的发展动态遥
陈栋等以 Web of Science 中的 SCI-E尧SSCI 数据库为

数据来源袁绘制了体育教育研究领域的高产国家尧高
产作者和研究机构的知识网络图谱[31]遥焦喜便等学者

通过对国内外数据库的研究袁 发现中外体育学动作

发展研究中袁美国尧荷兰是主要研究国家袁高等院校

是研究主体袁 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度较低等特征[32]遥
田烈对 CNKI 收录的 453 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

析袁 其结果表明体育信息化研究缺少核心作者和研

究群体 [33]遥 上述研究都是从科学计量学的角度对体

育学科某一领域的科研人才尧机构尧地区等进行定量

分析与评价遥借助科学知识图谱袁这些研究形象立体

化地展示了作者尧作者合著尧机构分布图谱等遥

学科的知识基础一般包含文献内容及相关文献

发表的期刊两个部分[8袁19]遥 知识基础由引文文献的被

引文献组成袁因此对被引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袁可以

获得高被引文献袁进而发现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袁
从而探求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尧 理论脉络与发展趋

势遥 石岩通过绘制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知识基础的

被引网络图谱袁 揭示了体育运动风险研究的整体演

进过程是由理论研究逐渐过渡到应用研究袁 并深入

剖析了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和侧重点的差异 [34]遥 王

琪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和可视化技术对中尧美尧英 3 个

国家体育科学的权威综合期刊进行分析袁 总结归纳

出 21 世纪以来 3 个国家的体育科学发展的特征及异

同点袁梳理出不同国家关注的重点和研究方向 [35]袁为
我国体育科学研究者提供理论依据袁引发新思考遥通
过以上的分析袁可以看出袁科学知识图谱对于挖掘体

育科学不同领域的知识基础有很大的帮助袁 它不只

是提升了工作效率袁 更重要的是具有科学性和合理

性袁 让研究者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到相关研究领域的

核心内容遥 此外袁CSSCI 也有引文分析的功能袁可以

更好地挖掘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袁 在日后的研究中

应更多地对此加以应用遥

研究进展是对于某一研究领域的宏观把握袁可
以将其归纳为研究热点尧研究前沿和研究趋势 [22袁23]遥
研究热点展现某一研究领域的关注点袁 研究前沿阐

述某一领域的发展动态袁 研究趋势是在研究热点和

研究前沿的基础之上袁结合对当前研究的掌握情况袁
对研究日后发展方向进行预测遥近年来袁有关体育学

科研究进展的探讨受到体育学者的广泛关注袁 出现

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遥 张承毅对 1990要2016 年国

外核心期刊刊载的篮球训练相关的文献进行可视化

分析袁 发现此阶段中篮球训练的研究热点在于运动

表现尧训练和运动员的力量训练尧损伤预防尧少儿篮

球尧比赛和疲劳等几个方面[10]遥李立峰通过分析高频

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和时区图谱袁 了解到公共体育服

务研究的热点已由对体系和概念的辨析转变到对公

共服务体系评价的研究袁 并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主题

多样袁研究内容不断深入袁横向尧纵向研究齐头并进

的特征[17]遥 朱昆尧赵丙军等利用CiteSpace 绘制出我国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发展演进的科学知识图谱袁揭
示了该领域研究的时空分布特征尧研究热点及演进路

径 [36]曰石岩以 142 篇文献为数据来源袁对我国体育暴

力相关研究的热点尧 演进脉络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探

讨袁提出了未来我国体育暴力相关研究的方向[37]遥 综

上所述袁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体育学科不同领域的

研究进展进行分析袁可以让学者明确掌握研究的发展

动态袁 理清当前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以及研究趋势袁这
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具有价值遥科学知识图谱的出现与

应用袁还突破了体育学科领域中传统定性分析以思辨

为主的研究范式袁研究者开始运用科学计量学中定性

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索体育学科的发展遥

综上所述袁 体育学科领域的研究应用科学知识

图谱袁主要目的是探讨某一领域的研究主体尧知识基

础以及研究进展袁这符合科学知识图谱的功能遥但是

从现有研究来看袁 科学知识图谱在体育学科领域中

的应用还存在不足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遥
渊1冤统计方法过于传统遥绝大多数应用科学知识

图谱的研究聚焦于关键词尧 作者尧 期刊等频数的统

计袁对因子分析尧聚类分析尧多维尺度分析等多元统

计方法的应用较少袁 而后述的这些方法早已成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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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常用方法遥
渊2冤文献计量学方法的应用较为简单遥通过在上

文中对体育学科领域应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

的梳理可以发现袁学者过多关注关键词尧期刊尧机构

等共现分析尧聚类分析尧共被引分析袁却忽视了科学

计量学中较为典型的引文分析尧 耦合分析和社会网

络分析遥
渊3冤可视化和统计软件的应用略显单薄遥科学知

识图谱的应用在情报学尧管理学尧计算机等学科已形

成成熟的体系袁 它之所以能在其他学科中得到推广

与普及袁很大因素缘于应用软件的科学性尧合理性与

有效性袁可以实现文献的计量分析遥但体育学科领域

中对科学知识图谱的实际应用并未很好地借鉴其他

学科的应用实践袁 如未能很好借鉴 SATI3.2 文献数

量统计软件尧Netdraw 和 Ucinet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的应用等遥
科学知识图谱在科学计量学尧 文献计量学等领

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体系袁 相应的绘制软件和分析

方法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袁 但体育学科领域的学者们

更多地只是关注陈超美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所绘

制的引文数量科学知识图谱袁 忽视了对早前科学计

量学中的耦合分析尧链接分析方法尧共引分析方法尧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等的应用袁 而后述的方法也是揭

示学科发展与联系以及学科结构的有效方法遥

本研究总结了体育学科领域中科学知识图谱的

应用袁发现院科学知识图谱的应用领域广泛袁涵盖了

大众体育尧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等曰应用科学知识图

谱的相关文章的发文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遥 经对

已有研究进行多元分析后发现袁 科学知识图谱方法

在体育学科领域中的应用主要聚焦于探索某一领域

的研究主体尧研究基础和研究进展遥科学知识图谱方

法进一步完善了体育学科的研究范式袁 扩宽了学者

的研究思路袁但实际应用中也有其不足之处袁统计方

法尧研究方法以及软件等的使用较为简单遥在日后的

研究中袁学者们要避免重复性尧低质量的研究袁要在

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尧内容尧软件的应用上有所创新

和突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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