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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话语研究的主要视域、热点透视与拓展空间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刘钰姗  杨涛  黑生林 *
北方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体育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掌握中国体育话
语权具有战略性意义。本文对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数据库中新世纪以来体育话语研究的文献进行量化研究和可视化分析，
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话语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热点演化，对其进行总结与分析，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学术参考，进一
步提升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境界。研究发现：近 20 年来国内体育话语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发文趋势呈波动式增长趋势，主题演
化受政策导向较为明显。研究热点聚焦于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的内涵、要素、意义、困境和对策等内容，同时向体育话语权、国际
体育话语权等论域不断延伸和拓展。未来可以从深化理论研究，加强学理供给、深化研究内容，提高研究水平、创新研究方法，
开阔研究视野方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话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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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体育话语体系是体育文化的构成部分，加快
建设特色鲜明的体育话语体系不仅有助于改变中
国体育话语体系，也有助于讲好中国体育故事，
传播中国好声音，增强中国体育话语的影响力和
辐射力，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提供有力的话语支
撑。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话语体系的研究
成为当前学界高度关注的话题，但通过对目前已
有的学术成果进行回顾与反思，发现对当前的研
究现状和研究主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和总结。本
文运用 CiteSpace 文献数据挖掘和可视化软件绘

制知识图谱，清晰形象地呈现出新世纪以来国内
体育话语研究的整体势态、热点以及发展趋势。
借助 CiteSpace 6.1.R6 软件的关键词共现、关键
词聚类、关键词突现性检测等功能，结合大量文
献阅读可对近 20 年国内体育话语研究进行系统
梳理和生动呈现。以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研究
论文为依据，为了保证研究样本的全面性和准确
性，以“体育 + 话语”“体育话语”“体育话语
权”为检索词进行篇名、关键词、篇关摘检索，
共获得308篇，剔除相关度较低的文献、会议综述、
书评及新闻报道等无效数据之后，得到有效文献
26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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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话语研究的
知识概貌

（一）发表年度趋势分析
文献的发表量可以揭示研究主题的演进特

征，有助于把握未来的研究态势，也是体现该研
究议题学术热度的重要标志。将所得文献进行整
理并绘制，得到体育话语相关研究论文的发文年
度趋势图（图 1）。

图 1：体育话语研究论文的发表年度趋势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近 20 年来国内学界关于
体育话语的相关研究成果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发文量逐年递增，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2004-2011），国内体育话语研究的发
文量呈相对平稳缓慢增长趋势，2008 年由于北
京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有关奥运外交的相关议题
增多，因此该阶段有关体育话语的研究趋势呈现
小波动，该阶段年平均发文量为 2 篇。第二阶段
（2012-2019），国内体育话语研究的发文量呈
现出波动式增长的趋势。该阶段发文量有所增加，
年平均发文量为 14 篇。第三阶段（2020- 至今），
国内体育话语研究的发文量呈现激增趋势。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
叙事体系，在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催化下，体育话
语体系研究热度也随之激增，年平均发文量为 37
篇。这说明体育话语体系的相关问题已经成为国
内学界关注的话题，学术成果持续产出，研究热
度日趋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领域的研究
热度突显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但
就目前学界现有学术成果的数量还较少，年发文
量未突破百篇，未形成可观的研究规模，这也说
明了该领域还具有较大的研究潜力和学术挖掘空
间。

（二）主要发文期刊分析
对发文期刊进行分析即能够直观了解发文期

刊的聚集情况，也可以观测研究主题的学科分布
情况。根据统计，2004-2023 年间发文量超过 3
篇的学术期刊共有 25 家，共发文 170 篇，占发
文总量的 64.88%，表明刊发体育话语研究论文的
期刊较为集中，已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期刊群。
其中研究成果超过 10 篇的期刊 6 家。此外《山
东社会科学》《思想战线》《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学术界》也刊发此类研究主题，除了
体育类期刊外，一些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类期刊和
普通高等院校主办的期刊也开始关注此类话题。
总体统计，体育话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学，文
献量共 188 篇，占比 71.76％，占据了重要的学
科地位，其次是新闻与传媒学，文献量共 29 篇，
占比为 11.07％，此外还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艺理论、中国语言文字、中国近现代史、图书
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高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
管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中国共产党、政治学、
行政法与地方法制等学科，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体育话语研究呈现出学科交叉的趋势。

表 1： 2004-2023 年国内体育话语研究主要发文期刊（发文量大于 3 篇）

期刊名称 发文篇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期刊名称 发文篇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18 6.87 6.87 辽宁体育科技 4 1.52 50.00

体育与科学 14 5.34 12.21 安徽体育科技 4 1.52 51.52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13 4.96 17.17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4 1.52 53.05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3 4.96 22.13 体育科技 4 1.52 54.58

体育文化导刊 13 4.96 27.09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4 1.52 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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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刊 11 4.19 31.29 湖北体育科技 4 1.52 57.63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9 3.43 34.73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4 1.52 59.16

当代体育科技 8 3.05 37.78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3 1.14 60.30

体育科学 7 2.67 40.45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3 1.14 61.45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6 2.29 42.74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3 1.14 62.59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5 1.90 44.65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3 1.14 63.74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5 1.90 46.56 体育科学研究 3 1.14 64.88

体育研究与教育 5 1.90 48.47

( 三 ) 发文作者和研究机构分析
高产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的发文量是国内

体育话语研究力量的集中体现。就研究群体而
言（表 2），在该研究领域发文量大于等于 4
篇的共有 11 位，合计发表 70 篇论文，仅占论
文总量的 26.70%，这表明尽管体育话语研究已
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群体，但是核心作者的研
究成果输出量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研究机构上
看（表 3），发文量超过 5 篇的机构 12 家，其
中北京体育大学和武汉体育学院发文 22 篇，并
列榜首，华南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并列第
二，发文 15 篇，在该研究领域中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上海体育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福建
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清华大学、南京体
育学院、等研究机构在该领域的研究也发挥着
引领作用。从研究机构的类型上看，主要以普
通高等院校为主，特别是体育类院校和师范类
院校占据研究的主体地位。为了探究体育话语
研究者、研究机构的合作情况，运用 CiteSpace
软件中 Author 和 Institution 模块分别对研究者
和研究机构进行网络密度计算，研究者共生产
415 个节点，403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47，
研究机构共生产 297 个节点，213 条连线，网络
密度为 0.0048。众多的节点和极低的网络密度
表明相互间的交流合作较少，作者之间学术交
流和合作的密度较低，研究机构间的合作频次
较少，这说明跨机构间的学术合作不够充分，
这是学界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重要方面。

表 2: 国内体育话语研究高产作者及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邓星华 12 栗霞 5

邰峰 11 荆雯 4

王小凡 9 程雪峰 4

梁立启 7 王莉 4

张也 5 廖莉 4

张晓义 5

表 3 : 国内体育话语研究主要机构及发文量

发文机构 发文量 发文机构 发文量

北京体育大学 22 湖南师范大学 8

武汉体育学院 22 福建师范大学 6

华南师范大学 15 岭南师范学院 6

辽宁师范大学 15 清华大学 6

上海体育学院 14 南京体育学院 6

成都体育学院 10 华东师范大学 5

（四）高频被引文文献分析
高频被引量是体现了学术成果的关注度和

影响力的重要指标。经过统计，邓星华、梁立启、
张晓义、粟霞、孙科、王智慧等学者所发论文
的被下载、被引用频次均较高，表明他们在深
化拓展体育话语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
中孙科等学者合作的《危机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下的中国体育叙事》一文载于《上
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引用量为
119 次，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高被引论文，同时
也是高下载量文章，达 8695 次，具有广泛的学
术影响力。同时，在该研究领域中，引用量达
20 次以上的共有 12 篇，占 4.6％。这表明体育
话语的研究成果在高被引文献上还未形成绝对
优势，研究水平和成果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话语研究
的热点分析

（一）关键词频次及其中介中心性分析
关键词中介中心性是反映关键词在该领

域 重 要 程 度 和 影 响 程 度 的 指 标。 本 文 运 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了国内体育话语研究关键词
共现图谱，并对关键词词频及中介中心性进行
了统计与计算，本文展示了词频大于 6 的关键
词及中介中心性。如表 5 所示，排名前 10 的体
育话语研究热词有“话语权、体育话语权、体育、
国际体育话语权、体育强国、体育话语、体育
传播、体育外交、话语体系、体育管理”，中
介中心性较高的有“话语权、体育话语权、体
育、体育强国、体育话语、体育传播、体育外交、
话语、中国、媒介话语、国家形象”，表明在
该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也揭示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其中“体
育强国”“北京冬奥会”“一带一路”是体育
话语研究背景的设定；“话语权”“体育话语
权”“国际体育话语权”“国家形象”体现研
究主题的战略意义；“体育文化”“媒介话语”“体
育传播”“体育外交”是学者们重点聚焦的内
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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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体育话语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 5： 国内体育话语高频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频次大于 6 篇）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话语权 47 0.19 体育管理 10 0.01

体育话语权 34 0.49 体育文化 9 0.07
体育 22 0.21 话语 8 0.2

国际体育话
语权

20 0.08 中国 7 0.14

体育强国 16 0.33 媒介话语 6 0.39
体育话语 12 0.12 国家形象 6 0.32
体育传播 11 0.29 北京冬奥会 6 0.05
体育外交 11 0.16 一带一路 6 0.06
话语体系 10 0.05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挖掘国内体育话语研究的学术热

点，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的聚类功能生成了
国内体育话语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共包含 13
个最大的聚类。如图 3 所示，图谱的 Modularity 
Q 值为 0.8472，远大于临界值 0.3，表明聚类区
分度显著；Weighted Mean Silhouette S值为0.9628，
远大于临界值 0.5，说明聚类结果可靠。良好的
关键词聚类结果有利于对体育话语研究的整体特
征和演进脉络进行分析和把握。

图 3 ：2004-2023 年国内体育话语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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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键词突现性检测分析
为了追踪国内体育话语研究热点的演进历程

与发展趋势，运用 CiteSpace 软件的 Burstness 功
能绘制了国内体育话语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可
以更好地了解研究热点的历时性演变，同时对发
展趋势、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进行判断和预测，
为体育话语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图 4 ：2004-2023 年国内体育话语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根据图 4 关键词突现统计情况，国内体育
话语研究热点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7-2012，媒介话语是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
突现持续时间较长，这一时期由于姚明等国际体
育明星的成功和大型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改变
了全世界对中国体育形象的认知，吸引了学界对
体育传播中的人物事件、传播媒介等问题展开了
热烈讨论。第二阶段为 2013-2019，这一阶段学
界为主要围绕奥林匹克、竞技体育、女性体育、
性别差异、体育传播、话语权等主题进行展开，
此阶段呈突现状态的关键词数量较多，丰富了更
多的研究对象，但每个关键词突现时间不长。第
三阶段为 2020- 至今，研究热点转向一带一路、
体育强国、体育话语权、话语体系、国际体育话
语权、新时代等领域，在这些突现词中，话语体系、
国际体育话语权、新时代三个词的突现强度较大，
表明此阶段研究聚焦于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体育话
语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从关键词突现性分析表明，
国内关于体育话语研究热点转向以政策导向和大
型体育赛事为主。

三、研究总结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总结
第一，知识概貌。（1）近 20 年以来，国内

关于体育话语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学术发展态势。
2020 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年平均发文量达到
37 篇，这说明体育话语问题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
话题，学术成果持续产出，研究热度日趋增强。（2）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与科学》《北京体
育大学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文化
导刊》《体育学刊》是刊发体育话语研究成果的
主阵地，刊发期刊较为集中，已形成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期刊群。体育话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学，
占比 71.76％，占据了重要的学科地位，同时涉
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文艺理论、中国语言文字、
中国近现代史、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高等教
育等学科，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话语的
研究呈现出学科交叉的趋势。发文作者和研究机
构分析表明，邓星华、邰峰、王小凡的发文量较
多，在深化拓展体育话语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体育大学和武汉体育学院为主要发文机构，
体育类和师范类院校占据研究的主体地位。研究
者相互间学术交流与合作较少，研究机构跨单位
合作频次较低。高被引文分析表明体育话语体系
的研究成果还未形成绝对优势，研究水平和成果
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二，从体育话语的研究主题上看，当前学
界重点聚焦在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的内涵、要素、
意义、困境和对策等内容，为进一步学术研究奠
定了良好的前期基础。学者们在关注体育话语体
系的同时，也重点探讨体育话语权的问题。体育
话语体系和体育话语权是“共生互益”的关系，
这是因为“话语权既包括言说，也包括概念、理论、
规则、范式等在内的体系，即话语体系”。进而
论之，构建中国体育话语体系根本动因在于中国
体育话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还比较弱，必
须改变这一话语困境，不断增强中国体育话语的
对外传播力和话语权，中国体育话语要以实现体
育话语权为主要目标，为此，学者们在研究“体
育话语体系”问题也必然涉及到“体育话语权”“国
际体育话语权”等问题，体现了该研究主题涉及
的核心问题和主要论域不断延伸和拓展。

第三，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看，体育话
语的相关问题研究涉及多学科，如体育学、新闻
传播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学者们依
托不同的学科背景对研究主题进行了多维度的研
究，形成了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研究成果，研究
领域更多地涉及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实证
研究、实践研究等多个领域，这足以说明关于体
育话语的研究是具有学科视野广泛性、研究视域
宽泛性的研究特点。就目前学界运用的研究方法
上看，多以理论研究为主，也涉及案例研究。理
论研究一般从学理上分析“何为体育话语”“何
为体育话语体系”“为何构建体育话语体系”“构
建体育话语体系的原则和价值何在”，但理论研
究的理论深度和理论视域还有进一步提升，对于
“体育话语体系”或“体育话语权”的问题，较
多地从“福柯知识 - 权力理论”或“葛兰西文化
领导权理论”进行分析，某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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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的基本属性等，还需要进一
步从学理上研究。此外，学界运用案例研究的方
法，主要通过对期刊、报刊和电视新闻对体育赛
事的报道为例，探究中国体育话语的特点与不足。

（二）未来展望
第一，深化理论研究，加强学理供给。体育

话语体系既要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寻找其生成依
据，也必须从思想根源寻找生成依据，话语体系
的生成必然离不开科学理论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与
制约。同时，还应该加强对“体育话语”“体育
话语体系”“体育话语权”的基本内涵与理论外延、
相互关联与内在区别的研究，谨防在学术研究中
的混淆和误用。最后，还应该加强哲学、新闻传
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等理论的研究，
广泛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在多学科的理论视域
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的研究。

第二，深化研究内容，提高研究水平。如继
续深化中国体育史的研究。中国体育的发展具有
悠久的历史，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
的体育话语叙事结构和话语内容，因此，要加强
中国体育史的研究，重点关注中国近代以来各个
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和语境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体育史话语，探索体育话语的规则和叙事遵循。
也要继续深化中国共产党体育话语建构的百年演
进脉络的研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透过现象
看到背后蕴藏的本质与规律，在研究方式上坚持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拓展对体育问题和现象的解
释水平和理论维度，使“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的
研究走向深入。

第三，创新研究方法，开阔研究视野。要努
力更新研究方法，既要广泛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
法，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也要善于灵活运用
新兴的研究方法。构建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的研究
中要善于运用新兴的研究方法，运用大数据的分
析模式，探讨中国体育话语体系传播的效果，国
内外群众和不同场域中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为及
时掌握中国体育话语的传播效力提供数据化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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