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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是国家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

时代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长河

中，各民族开发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众多育体性娱乐活动，

后逐渐演变为民族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极大丰富了民族文化

的多样性。受社会变迁、区域发展、历史等因素影响，近些

年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地理、文化、社会空间正受到挤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及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发展目标，这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重要指引。乡村振兴必

然伴随文化振兴，民族传统体育是符合中国人文环境的历史

遗存，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要求下，民族传统体

育通过现代化演变革新使其融入于大众体育及学校体育也

是提升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在样本选取时，以 CNKI作为文献数据的主要来源，

使用主题词“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进行高级检索，时间跨度

设定在 2010年—2021年（5月 12日）期间，并将期刊类型

设定为核心期刊，经过筛选剔除会议记录、报纸等刊物共得

到 563篇可用文献。将 CNKI数据库中搜索出的 563篇文献

资源转化为 Refworks数据格式后导入 Citespace软件中进行

分析，展现出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实时热点以

及研究热度等内容。

如图 1所示，利用 Citespace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呈现

研究热点，共现网络图谱中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词频中心性高、关联性强，成为近十

年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重点领域。共现网络图谱中关键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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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数量为 370，有 50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73。数据证

明在此研究领域内，研究重点较为集中，领域关联度较高。

按照关键词中心性进行数据筛选，“民族传统体育”

中心度最高为 1.11，出现 340次，其次为“发展”，中心度

为 0.19，出现40次。如表 1所示，在此表格中“群众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关键词极具代表性，这表明民族传统体育

不仅局限于纵向单一领域研究，亦尝试采用不同视角研讨本

学科发展，且文化学与体育学多有融合。

序号 关键词 中心度 年份 频次

1 民族传统体育 2010 340

2 少数民族体育 2010 36

3 群众体育 2014 33

4 传统体育文化 2010 22

5
非物质

文化遗产
2010 16

对突变关键词的分析有利于呈现研究热点的时段分布。

如图 2所示，文化一词于 2010年开始被研究者反复提及，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学界广泛共识。2014

年 8月 5日，《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2014）》的政策导

向使自 2014年起群众体育一词代替文化成为民族传统体育

研究领域热门词汇。

“困境”一词在 2017年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在 2019

年逐渐衰落。自 2018年起“文化自信”与“新时代”成为

最新突现词并延续至今。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本土文化，是丰

富乡野生活的重要形式。在世界多元文化交织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文化自信与文化繁荣是崛起之大国软

实力的体现。

使用 Citespace共现功能，选择 Author为节点类型并设

置出现频率大于 3次。如图 3所示，共现网络图谱的节点数

为 194，出现 57条连线，密度为 0.003，连线粗细程度代表

相连作者的合作程度。白晋湘、田祖国等作者显现字体较大

代表发文量 ≥3次，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活跃度较高的研

究者。

如图 4所示，刊文量 ≥3的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中国西

藏、新疆、四川等地，其分布特点也体现边疆地区及大量少

数民族聚居地是民族传统体育学发展的相对热点地区。可视

化图谱网络显示节点数量为 284，但各机构连线数量为 0，

密度为 0。学术交流途径闭塞并未形成有效的交流途径，是

阻碍民族传统体育学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因素之一。

采用关键词分析，时间切片为 1年，节点类型为

“Keyword”， 选 择“Path�nder” 及“

network”寻径进行剪枝。数据显示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

体育文化、传承等为核心关键词形成密切研究网络。其中“民

族传统体育”核心度最高，频次在 30次以上有 8组，10次

的有 6组，5次的高频词有 23组。以上数据表明，民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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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体育学研究的文献互联性较高，延续性较强，是一个持续

研究的过程。

在现代奥林匹克思想影响下，后奥运时代的民族传统

体育学研究步入缓行期，在 2017年后出现整体下行趋势。

在 CNKI数据库中选择核心期刊检索主题词“民族传统体

育”，时间限制在 2010—2021年期间，在此期间民族传

统体育学核心期刊年发文量。于 2011年达到近十年顶峰，

2017年后逐年下降。如图 5所示，2010—2013年文章关注

领域更多集中在发展、传承、特色文化几个方面。2014—

2017年，学者关注领域也转向民族传统体育与民生融合。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受时政影响也较为明显，2016年 5月 5

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发布施行的《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明确指出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推动群众体育发

展，学界在此时段内更加注重公共领域的民族传统 [1]。

如今民族体育学研究更加关注传统体育项目与学校体

育、群众体育的融合，期望将传统体育项目推陈出新，进行

优选与适改 [2]。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体育

自信的学术实践。

图 5关键词时区图

20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原国

家教委将民族传统体育设为体育学下的一门二级学科，这标

志着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走上了科学发展轨道 [3]。本学科建

设发展需关注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学科交叉

可以为民族传统体育学提供不同学科知识、研究基础、理论

模型，极大拓宽研究视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横跨体育、

文化、历史及教育的综合性学科。研究内容不应单一局限于

体育领域，加强研究互通和学科交融，立足于体育学开展学

术融合 [4]。

依文本数据呈现，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机构多分

布于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表现出明显地域特征。近代以来，

中国体育多强调“更高、更快、更强”的西方竞技精神，而

逐渐忽视了中国根生于民间丰富了乡野生活的传统体育文

化。传统之体育是经过历史整合的民族文化，更适合中国乡

土中的文化要求与育体需求，更贴合中国社会的乡土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稳定，经济、

科技日趋繁荣，文化影响力也是重点开拓领域，是中国可以

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内在要素。立足本土，将中国体育文化

核心思想辐射周边，以体育文化为抓手推动中国话语权在世

界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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