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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运动教育模式研究：嬗变、聚焦与展望 
王少雄1  王伟通讯作者  曾佑彤  吴旻昊 

（湖北师范大学  435002）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知识图谱以及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以 2005年——2022年我国中国知网对运动教育模式研究文献为研

究对象，深入剖析此阶段我国运动教育模式的演变过程。研究发现：先后经历了萌芽阶段（2005-2011）、快速发展阶段（2011-2017）、

平稳发展阶段（2018-2022）；研究的热点主要有运动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施、体育教学运用效果研究、体育课程改革、体育教学模

式；未来会向体育课程改革、运动项目的实证、不同社会背景和年龄阶段、跨学科等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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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西登托普教授首次提出运动教育模式的

概念，通过身体进行教育，是以运动为基础的教育模式[1]。随后，

在《体育教学导论》中将运动教育模式定义为帮助学生成为有运动

能力、运动素养、运动文化的运动参与者，在学习中获得真实愉快

的情感体验，通过运动进行教育的一种教学模式[2]。《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新《纲要》强调要采用多样

化、个性化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营造生动、活泼、主动的

学习氛围，提高学生自学自练能力，并注重过程评价[3]。《教育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表示需要更深层次

地对体育教学进行改革，探索科学的教学方式[4]。运动教育模式在

西方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提升学生的运动技术、战术

和学习态度方面效果良好[5]。借鉴西方运动教育模式的经验，加强

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相结合，构建本土化的运动教育模式[6]。在国

家促进教育模式改革和运动教育模式传入我国并广泛运用于学校体

育的大背景下，通过 SiteSpace 软件对运动教育模式的研究文献进行

分析，综述和展望该模式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以期为学科发展和学

者提供参考。 

1.研究数据来源与方法 

数据来源 

将中国知网作为数据来源，以“运动教育模式”为主题和关键

词为条件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6 日之前，确定文献共 320 篇。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对 CNKI 数据库中有关运动教育模式的相关文献

进行了检索与下载，形成理论基础。 

知识图谱分析法：借助 CiteSpace 软件，将文献数据通过空间布

局，将研究的领域演进历程通过网络知识图谱展现出来。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运动教育模式研究时间分布 

基于中国知网搜索引擎所得出的样本数量和文献相关度， 终

采用“运动教育模式”为主题检索，时间跨度为 2005-2022 年，来

源类别包括期刊和学位论文，检索得到相关文献 442 篇，经过经筛

选和去重， 终得出有效文献 320 篇。 

研究科学文献增长规律，大多以文献累积量为分析依据[7]。从

表一可以看出 2005 年到 2011 年发文量大都在 10 篇以下，且没有明

显的增势，2011 年到 2017 年研究开始增多，增加势头凶猛，直到

2018 年后逐渐平缓长势，文献量相差不大，处于平稳发展阶段。总

体来说，我国“运动教育模式”研究呈现逐渐上升的走向。本研究

据 2005-2022 年的文献量、学校体育环境、运动教育模式的发展状

况和我国的教育背景，把我国运动教育模式划分为三个阶段：

2005-2011 年为第一阶段，萌芽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运动教

育模式，在西方国家得到理论和实践证明，在体育教学中运用运动

教育模式教学的教学效果显著。在中国体教结合和体教融合的提出，

发现和运动教育模式教学有许多相似之处。2002 年教育部颁发《全

国普通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指出，新时代体育的课程

目标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提高运

动技能水平，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运动竞赛，体验运动的成功和乐趣。

2012-2017 年为第二阶段，快速发展阶段。2010 年国务院颁发的《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进一步包括体育

在内的教育改革方向，提出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主体，教

师主导，把学生的健康发展放在首位。第三阶段，平稳发展阶段。

2021 年颁布的《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进一步深化体育

教学改革，对体育老师提出，要提高课堂的科学性、规范性，给学

生提供好的学习环境，学生在体育学习中，享受乐趣、锻炼意志、

增强体质，养成终身体育的观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表一：2005-2022 年文献年度分布数据折线图 

 

2.2 我国运动教育模式研究热点 

2.2.1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的频次越高，该词可以看作这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其反

映着学者对该领域特定问题的关注度[8]。每一篇文献的关键词之间

的关联用共现的频次来表示，研究运用 CiteSpace 5.3 软件绘制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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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6 日之前关于运动教育模式关键词共现图谱，找出相同关键

词共同出现时间的频次和文献研究的关联。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数

量代表运动教育模式研究中所包含的关键词数量，关键词出现的频

次越多，节点越大；关键词之间连线越复杂，表示多个关键词出现

在相同的文献中。基于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可以了解某一领域不同

研究热点分布及发展情况，中介中心性表示某一结点作为媒介桥的

能力，中介性越高表示节点间的 优路径通过此节点的比例较高，

可以认为该节点居于重要地位[9]。如图一所示，共形成就节点数 79

个，连线数 165 条，网络密度为 0.0536，该研究领域发文量前 15 的

关键词如表二所示，其中“运动教育模式”出现频率 高，“运动教

育”和“高校”次之。中介中心性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信息交流能

力的重要指标。通过对该研究领域关键词中介中心性的计算，得到

高中心性的五个词分别是“运动教育模式”、“运动教育”、“篮球

教学”、“高校”、体育教学，代表着目前国内运动教育模式领域中重

要性 高的词。从关键词的频次、中心性和分布大致整理出我国运

动教育模式研究热点并分析其原因：一、“运动教育”、“高校”、“体

育教学”、“篮球教学”，这些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之间连线 密集，

说明是运动教育模式研究的核心。究其主要原因，20 世纪 80 年代，

运动教育模式从美国传过来，学者西登托普在篮球高校的体育课实

践证明，并广泛应用于体育教学中，我国在 20 世纪初才初步了解做

这方面的研究，是初学者，没有理论和实践的经历，在学者们的基

础上进行试验，实验选取的对象、群体、方法等的选取都会在学者

成功的先例上进行研究。二、运动教育模式的研究，相关高频关键

词有运动教育、高校、体育教学、篮球教学、教学等，这些关键词

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可以看到线条连线，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究

其原因在高校甚至中小学原来使用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学

校体育发展的需要，急需改革和完善。再者，研究学者众多来自高

校，大都在高校，选取研究群体、实验运动项目等，便于取材，因

此运动教育模式的研究集中在大学，主要是体育教学运用效果研究。

三、“传统教学模式”、“运动教学模式”、“教学模式”等高频关键词，

串联起来，就是体育教学模式的改革。我国体育课程改革一直在进

行，从 1956 年，颁布第一部《一般高等学校体育课实行教学大纲》

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期间经过多次的修

改，让体育课程在学科、学生和社会需求之间均衡发展。 

 

图一：2005-2022 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二：2005-2022 年文献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分布情况 

高频关键词 高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中心性

1 运动教育模式 215 运动教育模式 1.63 

2 运动教育 21 运动教育 0.20 

3 高校 17 高校 0.06 

4 篮球教学 14 篮球教学 0.19 

5 体育教学 12 体育教学 0.06 

6 教学模式 11 教育模式 0.02 

7 健美操 11 校园足球 0.03 

8 实验研究 10 教学 0.03 

9 校园足球 7 大学生 0.05 

10 教学 6 实证研究 0.05 

11 传统教学模式 6 体育教育 0.04 

12 篮球 6 武术教学 0.05 

13 大学生 5 可行性 0.01 

14 教学改革 5 体育竞赛 0.04 

15 普通高校 4 高中 0.05 

2..2.2 突变词分析 

知识图谱研究中，突变词是一种能够代表选择文献数据中短期

频次变动较大的关键词，可通过突变词的探测来确定本领域前沿研

究的方向和热点，甚至能预测未来领域研究发展趋势，突变词的强

度越大就能说明在一定的时间内学术关注度就越大。把研究文献输

入 CiteSpace 软件中，运用 小生成树的计算方法进行可视化分析

研究。随后生成突变关键词 10 个，把他们分别导出，根据年份由远

至近进行排序。 

根据图二我们可以发现，这 10 个突变关键词的出现时间均始于

2008 年，突变 早的是“运动教育”，突变时间 长的是“教育模

式”，其次是“实验研究”，突变系数 高的是“健美操”，其次是“校

园足球”。从以上研究可以总结以下结论：其一，在研究对象上，研

究者对高校、普通高校、教学、体育教学等进行研究，一方面学者

们对高校体育教学关注度很高，作为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且在理

论和实践都取得了成果；另一方面，重视教学研究，以期为体育课

程改革提供参考。其二，在教学项目上面，我国学者刚开始研究篮

球，后来相继研究健美操、足球等项目，一方面运动教育模式 开

始是在美国运用篮球这个项目得到实证，为了试验成功，众多学者

使用篮球教学；其次球类的教学实验操作相对简单，指标的选取易

量化，而难美类项目教学实验不管是指标的选取还是数据收集处理，

都是主观的认为规定，操作难度大，易造成误差，研究由易到难，

有浅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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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2005-2022 年高突变性关键词 

2.3 我国运动教育模式发展趋势 

2.3.1 研究热点迁移分析 

通过 CiteSpace 绘制 Timezone 网络视图，利用共词分析原理，

通过对前言术语进行算法运算，了解每个时期的关注重点以及预测

该领域下一步的研究动态[10].为了清晰、有效的反应我国运动教育

模式研究历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按照从左到右，时间由远到近排

列。在时间线上，可以清晰的反映文献数量的分布，节点的大小代

表着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节点越大，出现的次数越多。 

体育教学中，动作技能的学习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泛化、分化、

自动化，这三个阶段层层递进，由简单到复杂，由表面到内部，是

一个进步的过程 11]。从图三中的位置关系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部

分解读：一是运动教育模式研究处在泛化阶段，这时研究相对较少，

处于研究的初期，理论研究较多，主要研究运动教育模式的发展起

源、特征及优点。二是运动教育模式研究处在分化阶段，这时已经

有了一定的理论研究支持从教育模式、运动教育和体育教学慢慢转

变为高校体育课程实证研究，开始模仿的同时，快速发展该模式在

我国的优越性。三是运动教育模式研究在理论和实践都取得成功的

前提下，对中国体育教学效果显著提高，开始发展具有本土化中国

特色的教育模式。 

 

图三：2005-2022 年关键词的热点时区分布图 

2.3.2 研究趋势预测 

以篮、足、排、羽毛球等运动项目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随着运动教育模式在我国蓬勃发展，该模式在我国体育教学中广泛

运用，关注度越来越高。为了进一步构建本土化运动教育的实施，

进一步加大学校体育课程运动教育模式的运用研究的力度，在学生

的学习兴趣、技术水平、参与度、社会适应等进一步的剖析；以传

统教学、运动教育、合作等教学模式的对比、混合运用研究，混合

集中教学模式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有助于学生掌握运动技巧，提

升教学效果。由于混合式教学在教学的推行和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

所以应加大混合式教学在体育教学的力度；运动教育模式为契机的

体育课程改革研究，运动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全面性实践性人才，让

每个学生全面发展。 

研究建议及不足 

通过对关键词分析可以发现，研究对象大都是学生在体育课堂

上运用运动教育模式的效果，但是运用运动教育模式在其他学科上

的运用研究目前较少；研究背景主要是体育课堂，在课间、社团、

社会弱势群体等背景下研究较少；研究方法上，大多选取对比试验，

选取的样本量存在过少，加大跨地域、跨学课研究方法的运用。本

研究由于研究文献有限和选取样本量较少，局限于中国，由于文化

社会背景的不同，研究结果就会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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