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8158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 科研学术探究·第 1 卷·第 1 期·2022 年 6 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iptm.v1i1.11624

1 引言

健美操是在音乐的伴奏下，以身体练习为手段，以有

氧运动为基础，达到增进健康、塑造形体和娱乐目的一项

体育运动。但是在健美操推广的过程中，健美操运动损伤

的问题也凸显得越来越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健美操

运动的效果。基于此，该研究以健美操损伤为主要的关键词，

以 2000 年—2020 年为时间跨度，以 CNKN 网络数据为文

献搜索来源，通过 Cite Space 可视化分析对将近二十年的健

美操运动损伤文献进行了搜索梳理，综合分析出了健美操运

动损伤的类别、竞技健美操运动的损伤、健美操损伤的成因、

以及预防的措施等，为健美操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 2000 年—2020 年健美操运动损伤文献的计量学特

征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及图书馆中健美操运动损伤为

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搜索和下载，为该文章提供了大量的

文献支持 [1]。

2.2.2 文献计量法
是指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一切知

识载体的交叉科学，从而揭示文献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方

法。该研究借助于 citespace 和 CNKN 的可视化分析，对数

据进行了转化与处理，并且绘制了以健美操损伤为主题的

知识图谱，通过对 keyword（关键词）、author（作者）、

institution（发文机构）、source（来源）等进行了分析，更

能清晰呈现出研究对象 [2]。

3 结果与分析

3.1 健美操损伤年发文量
发表年度趋势见图 1。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健美操发文量在 2012 和 2019 年

时到达最高峰值，表明了健美操损伤的相关研究受到越来

越多专业人员的青睐 [3]。在 1998 年，为了促进健美操运动

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出台了健美操活动管理方法，对

全国健美操项目进行管理，由此健美操运动的损伤问题也

由此凸显而出，查阅到 1998 年的曾玉华所撰写的第一篇关

于健美操运动中的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的发文数

量都在逐年增长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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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健美操损伤的发文期刊研究
健美操损伤的发文期刊见图 2。

分析发文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该研究领域的文献

搜集与知识的积累提供一定的方向，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反

映其理论以实际的意义。对近 20 年来的期刊进行了整理，

在当代体育科技中搜索了 18 篇有关健美操损伤的内容，位

居第一位；其次是文体用品与科技搜索到 10 篇；在体育科

技文献通报中搜索到了 9 篇有关文献；在科技信息、运动、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风尚、体育世界（学术版）中搜索到的

有关文献也相对比较多。期刊的发表大多分布于体育类期刊

或体育院校学报，在教育类期刊也有较少分布，这一情况表

明体育与教育行业都比较重视健美操损伤这一相关领域的

研究 [6]。

3.3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图见图 3、图 4。

通过对健美操运动损伤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可视化，得

出图 3，其中高频关键词为健美操、运动损伤、原因、预防。

使 citespacez 将节点设置为 keywords，其他的参数为初始设

置，运行结果显示 N=196，E=593，字体设置大小为 25，密

度为 0.031，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内容分析发现，各聚类研究

上存在相互借鉴的现象，学者们将健美操损伤的研究范围扩

大 [7]，从更深的层面去剖析此内容，如竞技健美操运动员的

损伤、大学生健美操的损伤以及损伤的种类、损伤的原因以

及损伤的预防等，结合关键词聚类后所呈现的信息，关键词

聚类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其次，关键词所生成的聚类图谱，

反映出了健美操损伤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笔者认为健

美操的损伤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模块。

“健美操损伤、竞技健美操损伤的特点、损伤的成因、

损伤的种类”可以提炼为第一个模块 [8]。中国的竞技健美操

在近些年的国际比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取了荣

誉，这些冠军获得成功的背后，必然是教练员在周密训练

规划以及运动员的刻苦训练，这中间也时常伴随着竞技健美

操运动员运动损伤的情况，大部分运动员损伤的部位是腕

部、踝部以及大腿部，例如，腕部损伤占 37%，处于受损

伤部位的第一位，大腿损伤约为 28%，小腿部位损伤约为

13%。第二个模块不管是竞技健美操或是大众健美操，他们

损伤的原因大致都是相同的，一般都是因为在训练或是比赛

的过程中由于：①技术动作的不标准以及没有采取适当的

保护措施，②训练者的身体素质较差以及训练的强度太大，

身体过于劳累；③训练者的配合能力以及心理素质的影响因

素，还有训练设施、场地、服装、天气、睡眠等因素这些原

因都是造成健美操损伤的原因 [9]。

将健美操的“预防对策、预防措施、防治、康复”归

纳为“健美操的预防”模块。随着全民健身的快速普及和

发展，健美操在全国各个地方以及各大院校受到普遍欢迎，

尤其是女生对健美操的热爱更是情有独钟，在涉及的领域

越来越广泛，预防的措施就应该尤其重视，不该在发生损

伤问题之后再去康复。而是应该防患于未然，将伤痛的概

率降到最小。在训练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力量训练，强化各

个关节周围的肌肉，增强关节的稳定性，调节肌肉力量的

平衡。在健美操中有很对动作都是非对称性动作，这不仅

仅需要肌肉力量的协调也需要骨骼肌的协调来支撑动作的

完成。加强力量训练可有效地预防运动损伤 [10]。其次，在

进行健美操运动之前应该进行科学有效的热身，增强全身

的温度，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使体内的系统能够适应即

将面临的大强度的运动，做准备活动时，要坚持循序渐进，

与正式训练之间间隔的时间不宜过久，要将全身的肌群都

动员起来，避免运动损伤的发生。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发

生了运动损伤，可以采用冷却治疗方法、理疗治疗方法、

中药熏洗法、关节受伤部位的功能性训练康复方法等进行 

康复。

4 健美操损伤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关键词的搜索中，以“健美操的损伤”“预防”等

关键词为主来展开学术研究，从 2000 年—2020 年，20 年以

来。搜索到次要主题运动损伤 108 篇，健美操 105 篇，竞技

健美操 58 篇，健美操运动 44 篇等主要是围绕健美操的运动

图 1 发表年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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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健美操损伤的发文期刊

图 3 关键词聚类图（一）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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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来撰写 [11]。健美操是普遍性比较强的项目，易于大众

接受，所以研究对象内既有高水平的竞技健美操运动员，也

有普通高校的体育专业的健美操运动员、也有工体班的学生

等等。研究的范围有高校健美操的运动损伤、运动员的运动

损伤、损伤的部位以及预防的措施等。不难看出健美操损伤

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发文量也在逐渐增加。

在近几年的期刊中，研究领域比较细化，主要是在针对某个

关节损伤的预防及其治疗措施来撰写，比较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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