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教育论坛: 4卷2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1.研究目的 1

采用 Cite Space V 等软件，通过可视化分析、文献计

量学、词频分析、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体育教

学模式研究领域收集的 7244 篇文献，从发表年份开始进

行可视分析，依次还有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

研究文献来源和研究层次的可视化分析。目的就是完善

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的文献综述，把握体育教学模式的研

究趋势、热点和前沿，总结不足并探索未来研究趋势，

为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提供参考依

据。

2.研究方法

2.1 文献计量法

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 2000-2019 年间收录

的“体育教学模式”相关的 7244 篇文献，分析我国体育

教学模式研究文献的发表年份、作者等方面的分布情况、

和特征。

2.2 词频分析法

词频分析法就是根据研究内容，对特定的主题或相

应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掌握这些特定的主题或相应

的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的多少，揭示研究学者对这些特

定的主题或相应的关键词相关研究方向的关注程度的高

低，从而分析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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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项目：高校体育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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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容分析法

采用客观、系统、定量的对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研究

文献的研究动态进行梳理，并结合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

特定的时事与相应的事件，深入分析 2000-2019 年我国

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的前沿、热点与发展趋势。

2.4 可视化分析法

采 用 Cite Space V（版 本 号 为 5.6.R3） 可 视 化 软

件，在“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中以“教学模

式”和“体育”为主题，并且以“教学模式”或“模

式”为篇名进行查询，检索文献选取日期为 2000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逐页去掉“会议”、“通知”、

“简介”等无关文献数据条目，共查询到相关文献 7244

篇，包含核心期刊 575 篇。接着将符合条件的 7244 篇研

究文献数据导入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 Space Ⅴ中，选择相

应的选项、对应的日期、设定合适的阈值，获得我国体

育教学模式研究文献作者、机构、关键词等方面的知识

图谱。

3.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文献发表年度分析

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研究文献数量呈上升式增长，可

以分为三个增长阶段：2000—— 2010 年度为第一个增长

阶段，在 2010 年关于“体育教学模式”的研究文献发文

量达到 430 篇；2011—— 2015 年成为第二个增长阶段，

同时在 2015 年关于“体育教学模式”的研究文献达 592

篇；第三个增长阶段为 2016 年至今，2019 年关于“体

育教学模式”的研究文献发文量高达 654 篇。三个阶段

年度研究文献发文量逐步递增，主要原因可能是“新课

改”、“全民健身”、“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政策或事件

的社会环境依次影响。

3.2 文献作者分析

基于知识图谱的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热点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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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Cite Space V等软件，对2000-2019年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研究领域收集的7244篇文献进行可视分析。结

果表明：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研究文献数量呈上升式增长；依次围绕“课内外一体化”、“异步教学模式”、“结构式”

等体育教学模式进行研究；机构间的合作相对较小；翻转课堂、MOOC课堂、平分课堂、混合教学模式等是近年来

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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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关于“体育教学模式”的文献数量达 5 篇及以

上者有 11 人，其中张铁雄发文量最高达 10 篇，邵伟德 8

篇，王晓林 7 篇。形成了以孙伟、徐京朝、赵壮壮、王

亚琼、罗玲、张兴奇等人组成的合作成员，围绕着“课

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等方面开展研究；以张铁雄、蒋

炳长、文红梅等人组成的合作成员，围绕着“生态体

育”教学模式等方面开展研究；以高朗、杨艳等人组成

的合作成员，围绕着“2+2”教学模式等方面开展研究；

以席莉、卢桂兵等人组成的合作成员，围绕着“异步教

学模式”等方面开展研究；以邓伟、黄学诚等人组成的

合作成员，围绕着“结构式体育教学模式”等方面开展

研究。

3.3 科研机构分析

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的相关机构中北京体育大学

的研究文献最多达 98 篇；其次是武汉体育学院研究文献

97 篇；然后是沈阳体育学院研究文献 63 篇。其中，在上

述研究机构排名前 10 位中，体育类院校共有 7 所，研究

文献达到 440 篇；综合类型大学有 2 所，研究文献有 83

篇；师范类院校仅有 1 所，研究文献仅有 49 篇。说明体

育类院校是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形成以上海体育学院、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体育学院、江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等研究单位组成合作成员；其次，以北京体育

大学与成都体育学院等研究单位组成合作成员；再次，

以南京体育学院与苏州大学体育学院等研究单位组成合

作成员；第四，以沈阳体育学院与吉林师范大学体育学

院和西南大学体育学院等研究单位组成合作成员；此外

还有以哈尔滨体育学院与黑龙江大学等研究单位组成合

作网络。

3.4 研究层次分析

我国关于“体育教学模式”研究层次主要集中在

“社会科学类的基础研究”，研究文献达到 4825 篇，在

7244 篇 文 献 中 占 比 66.61%； 其 次，“基 础 教 育 与 中 等

职业教育”研究层次的相关研究文献达 640 篇，占比

8.83%；排名第 3 名为社会科学类的行业指导方面的研究

文献 529 篇，占比 7.30%。说明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研究主

要集中在社会科学类的基础理论研究。

3.5 文献来源分析

我国关于“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的文献来源期刊中

排名第 1 名的期刊为《体育世界（学术版）》，研究文献

达 255 篇；排名第 2 名的期刊为《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研究文献 147 篇；排名第 3 名的期刊为《才智》，研究文

献 124 篇。我国关于“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的文献来源

核心期刊中排名第 1 名的为《教学与管理》，研究文献为

63 篇；排名第 2 名的核心期刊为《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研究文献 44 篇；排名第 3 名的核心期刊为《教育与职

业》，研究文献 43 篇。结合图 7 和图 8，说明我国体育教

学模式研究文献来源期刊中前 10 名有一本核心期刊《教

学与管理》，在所有期刊中排名第 9 名。

3.6 热点分析

我国关于“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中

“教学模式”以 2726 次占比最高；其次是“体育教学”

以 1061 次居第二，排名第 3 是“体育教学模式”，出现

频次为 644 次。说明教学模式、体育教学、体育教学模

式是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研究领域的中心。根据聚类分析

的连线形成一些前沿知识群，以“教学模式”、“教学

法”、“体育教学”、“高校体育”等关键词组成的最大的

聚类知识群；以“体育教学模式”、“教学管理”、“内

涵”、“外延”等关键词组成的聚类知识群；以“体育俱

乐部”、“快乐体育”、“教学改革”、“高校”等关键词组

成的聚类知识群，等等。由此可见，这些前沿知识群代

表了我国体育教学模式领域研究的热点。

3.7 演进分析

我国体育教学模式部分关键词起始年度，体育俱乐

部教学模式起始于 2001 年，探究式教学模式起始于 2004

年，多元化教学模式起始于 2007 年，小群体教学模式起

始于 2013 年，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起始于 2015 年，抛锚式

教学模式起始于 2017 年，对分课堂和混合式教学起始于

2019 年。主要是在互联网 + 教育的大趋势下，在线教育

的快速发展，体育教学模式与互联网的结合也更加紧密，

也就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

4.结论

（1）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研究文献数量呈上升式增

长，分为 2000—— 2010 年、2011—— 2015 年和 2016——

2019 年三个增长阶段。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体育

教学模式的改革进程，应加强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大体

育教学经费投入，促进体育教学模式的快速、有效改革。

（2）学者中张铁雄、邵维德、王小林、王林、王健、

张勇、王斌等学者影响较大，以孙伟、徐京朝等形成了

围绕“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研究；围绕“生态体

育”教学模式的相关研究由张铁雄、蒋炳长等人进行了

研究；围绕“2+2”教学模式的相关研究以高朗、杨艳

等人进行了研究；围绕“异步教学模式”等方面以席莉、

卢桂兵等人进行了研究；邓伟、黄学诚等人围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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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体育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研究，进一步推进体育教

学模式的不断改革与有效发展。

（3）研究机构共现已形成以上海体育学院、福建师

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等研究机构；以北京体育大学、成

都体育学院等研究机构；以南京体育学院、苏州大学体

育学院等研究机构。机构间的合作相对较小，因此有必

要进一步提高体育教学模式中科研机构间的相互合作研

究，增强各科研机构间相互合作的研究内容的深度和研

究领域的广度。

（4）文献层次主要集中在社科类基础研究，文献来

源的核心期刊主要为《教学与管理》、《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教育与职业》等期刊。

（5）翻转课堂、MOOC 课堂、平分课堂、混合教学

模式等是近年来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的热点和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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