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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data statistics, logic analysis and so on. Through the 
proces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ports sci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o 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7461 scientific re-
search papers in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ave been studied and 
analyzed in a quantitative wa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nual literature quantity of sports core 
journals in China is decreasing, and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research is improving constantly and 
show the authoritativeness of the core sports periodicals in China. The key words of the annual li-
terature are that animal experiments around rats occupy a dominant position in sports human 
science; the annual fund does not support the amount of literature. The improvement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that our country attaches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motes the benign devel-
opment of our country’s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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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应用文献资料法、数据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钻研方法，经由过程对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

《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中的7461篇科研论

文举行计量化钻研阐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体育核心期刊年度文献量呈现下降趋势，学术科研质量不

断的提高，展现我国体育核心期刊的权威性；年度文献关键词围绕鼠做动物实验，在运动人体科学中占

据主导地位；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不断提高，体现我国对学术科研工作的重视，促进我国科研学术工作

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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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与意义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体育科学研究事业的不断上升，大量的体育学术研究者在体育理论

研究量和研究水平上都在不断地提高，撰写了大量的科研文章和学术专著，科研文献作为研究成果的展

示，为体育事业的理论基础知识做出巨大贡献。随着体育科研的不竭晋升，体育事业的不竭成长，我国

体育核心期刊成为学术专作的权威代表，经由过程钻研我国近十年体育一类核心期刊的统计，分析其研

究内容、特点、动态发展现状与趋势，把握我国体育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结构与规律，掌控我国体育科

研人员学术钻研的成长环境，为学术界提供文献数据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苏州大学图书馆内网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全文数据等网址，检索 2009~2018 年近十年我国体

育一类核心期刊《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北京体育学院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中

的 7461 篇科研论文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本文通过苏州大学图书馆内网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全文数据库等作为检索工具，以 2009~2018 年

作为时间界限，查询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的科研学术论文，并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归纳。 

2.2.2. 数据统计法 
通过对检索到的 7461 篇论文进行统计整理，从年度文献量、学科分类、研究层次、年度基金资助与

比率等各方面进行计量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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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逻辑分析法 
根据统计分析得出相关的数据结果，通过逻辑分析法中的比较分析法、综合分析、归纳推理等逻辑

方法，分析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科研论文的基本情况，展现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科研

论文的研究规律以及未来的研究动态方向。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文献量年度分析 

《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在近十年中各

期刊年度文献量有所变化。《体育科学》从 2004 年开始，改版为月刊，2009 年至 2013 年科研论文文献

量在 2011 年有少许的上升，整体年度文献量不断下降，2013 年至 2015 年年度文献量保持在 154 篇，截

至目前为止，年度文献量持下降趋势。《中国体育科技》、《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是双月刊。《中国体育科技》在所研究的时间范围中 2013 年和 2016 年年度文献量有所上升，但是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 2009 年到 2011 年，三年期间，每年的年度文献量下降 14 篇；《上海体育学院学

报》2013 年年度文献量减少 17 篇，是研究范围中年度文献量减少最多的一年，2014 年年度文献量有所

回升，仅仅 8 篇，年度文献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年度文献量变化最大，从 2009 年

的 498 篇到截止至今的 160 篇的年度文献量最具有说服力，再所研究范围中 2012 年年度文献量减少 101
篇，是年度文献量减少最多的一年。 

虽然核心期刊的年度文献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体育科研研究者顺应社会新态势，紧跟时代发展，

紧抓时代热点，不断涌现新研究模式理论，提高体育核心期刊的使用价值，体现体育科研广度、深度以

及信息量，从侧面反应出体育期刊的时效性与权威性，保证体育核心期刊的期刊质量。近十年我国体育

一类核心期刊年度文献量对比分析折线图见图 1。 
 

 
Figure 1. The annual document volume breakdown map of China's Sports Core Periodicals in the past ten years 
图 1. 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年度文献量折线图(篇) 

3.2. 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年度文献量关键词词频分析 

研究分析发现体育核心期刊关键词涉及面较广，从所研究时间范围分析，关键词共有 41 个，中国、

竞技体育、鼠、动物实验、武术、奥运会位居前六，所占百分比分别是 12.4%、6.2%、5.3%、4.8%、4.5%、

4.1%、3.8%，线比较而言其他关键词所占比例差距较大，这与期刊的发展动态趋势紧密相关。《体育科

学》杂志相对于其他三种期刊所研究的关键词包含量较大，相对于《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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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报》中体育教师、体育文化、有氧运动等所占比例较为平均，与《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

有所不同。关键词所占比例结果分析：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在中国这个大背景环境下进行的相

关科研论文撰写较多；运动人体科学方向运用鼠进行的动物实验所占比例最大；体育教育训练学围绕运

动员与竞技体育关键词的科研论文著作最多。学术科研研究者顺应中国新态势，在研究领域中，根据现

有的学术研究领域与自我方向发展，不断刻苦钻研，提高自我的学术研究能力，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

心期刊关键词词频统计分析如表 1。 
 
Table 1. Statistics of keyword frequency of Sports Core Periodicals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表 1. 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关键词词频统计(次)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技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次数 

动物实验 106 26   132 

鼠 103 26 16  145 

中国 89 126 95 31 341 

体育 45 13 36  94 

运动 38   45 83 

运动员 36 71 18 44 169 

武术 28 21 32 32 113 

有氧运动 25   34 59 

骨骼肌 23   35 58 

青少年 21 22 24 32 99 

体育产业 21  26 41 88 

发展 20  12 31 63 

奥运会 18 53  33 104 

高校   15 45 60 

优秀运动员 17 75   92 

竞技体育 14 31  79 124 

足球 13 47  29 89 

学校体育 13   50 63 

特征 13 32 18 31 94 

体育赛事  23 12  45 

……      

3.3. 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及比率分析 

由我国相关部门、基金会等资金拨款进行科研的项目称为基金论文项目，在我国受到国家支持的科

研项目，发表在我国体育核心期刊，该基金占比将被作为评定期刊等级指标之一，衡量核心期刊学术质

量的重要依据，客观评定期刊的科研质量，如果科研的基金论文比较高，该期刊在相应期刊领域具有很

高的影响力[1]。 
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从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分析，每一期刊每年基金资助文献量较为平均。

在《体育科学》中近十年年平均基金资助文献 107.9 篇，2015 年基金资助文献量 120 篇，达到最多的一

年；《中国体育科技》近十年年平均基金资助文献 79.2 篇，2016 年资助文献最多 95 篇；《上海体育学

院学报》近十年年平均基金资助文献 89.2 篇，在 2011 年基金资助文献量突破百篇，有 106 篇；《北京

体育大学学报》近十年年平均基金资助文献 213 篇，基金资助文献量始终保持在两百篇以上，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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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量多；《中国体育科技》期刊相比较其他三个期刊而言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较少，《北京体育大学

学报》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最多，具体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对比见表 2。 
基金资助文献量的多少是国家对学术科研人员重视的表现，我国在体育科研方面逐渐走向体育强国，

未来发展向国际化方向，课题基金的支持促进我国体育与经济文化相结合，不断促进我国科研人员向更

加有深度的、有广度的角度探究，核心期刊成为载体，将体育科研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在学术界的世界。 
 
Table 2. Literature quantity of annual fund subsidies for core periodicals of sports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表 2. 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篇)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技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总篇数 

2009 年 107 67 99 215 499 

2010 年 99 62 97 224 482 

2011 年 110 72 106 227 515 

2012 年 110 75 94 225 504 

2013 年 112 84 94 241 531 

2014 年 119 85 92 221 517 

2015 年 120 80 82 211 493 

2016 年 115 95 80 207 497 

2017 年 107 90 77 225 499 

2018 年 80 82 71 134 367 

 
对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比率折线图分析，具体分析见图 2，截至目前

为止，《中国体育科技》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基金资助文献量逐年明显增加；《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年

比率折线图逐年递增，基金资助项目明显提高；《体育科学》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比率折线图整体较为 
 

 
注：比率 = 当年基金资助文献量/当年发文量 * 100%。 

Figure 2. The document ratio breakdown of the annual fund subsidies for the Core Periodicals of Sports in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 
图 2. 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比率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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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且有所增加，科研论文质量有所保证；《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比率折线图波动

幅度较大，但从 2015 年趋于平稳。 

3.4. 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学术研究分布状况分析 

在四种核心期刊中，每一期刊都有栏目模板以及科研论文研究方向，将不同方向的文献归属于所在

方向领域，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展示学术前沿，具体分栏如下：《体育科学》期刊设有体育经济学、群众

体育学、体育教育学、体育管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医学、体质研究、运动心理学研究方向栏目[2]；
《中国体育科技》有 5 个方向栏目：科研成果、调研报告、专题论文、经验总结、问题讨论[3]；《上海

体育学院学报》内设特稿、专题论坛、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教育训

练学 6 个栏目[4]；《北京体育大学学报》设有体育社会科学、体育生物科学、体育教学、运动训练学等

栏目，刊登学术论文、研究简报、文摘、科研动态、科技简讯等文章[5]。期刊的栏目方向比较细致化，

根据其体育专业学生所学专业风向，分为大方向四个，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

学、民族传统体育。 
根据科研论文的研究方向，将论文分大模板，在《体育科学》期刊中研究报告 873 篇，争鸣与探索

233 篇，综述与进展 105 篇，学会信息 62 篇，专题论坛 26 篇，博士论文 9 篇，前沿动态 14 篇，特约专

稿 15 篇，其中在研究报告、争鸣与探索、综述和进展大方向中，体育社会人文学占 52%，其中体育产业

与经济方向占 64%；体育教育训练学中体育教育学占 43%，在《体育科学》期刊中所占比例最高的科研

方向；《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人文社会学 447 篇，体育教育训练学 221 篇，运动人体科学 170 篇，

民族传统体育 125 篇，专题论坛 160 篇，特约专稿 3 篇，依据科研论文方向，民族传统体育科研论文相

对较少，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人文社会科学方向、体育产业与经济所占比例最高；《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主要学术栏目分布中，体育人文社会学 956 篇，运动人体科学与运动心理学 655 篇，运动训练学 750 篇，

体育教育学 636 篇，运动人体科学 123 篇，体育训练学 82 篇，专题论坛 78 篇，前沿动态 27 篇，硕士学

位论文 5 篇，博士后研究报告 3 篇，体育产业与经济有 423 篇，占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一半以上，在运

动人体科学与运动心理学中运动生物力学所占比例最高；《中国体育科技》期刊中按大方向分类，体育

管理理论相比较体育产业与经济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中占比例最低，运动人体科学中生物力学的肌肉相关

分析研究所占比例达到 32%，相关性的 SWOT 分析仅位于其后。通过对核心期刊的学术分布分析，在这

四种核心期刊中，综合性分析，运动人体科学中生物力学实验的相关科研论文占比重较大，体育人文社

会科学中体育产业与经济小方向所占比重较大。不同的学术期刊在其研究领域都有其特点的角色，科研

学术工作者在其研究领域更深度的挖掘，根据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研究方向而进行投稿，使其得以发表，

展示科研成果。 

4. 总结 

1) 近十年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年度文献量趋于均等化，体现核心期刊科研论文的权威性，其中《北

京体育大学学报》的年度文献量下降幅度最大，《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上海体育学院学

报》三个核心期刊的年度文献量趋于平稳，显现出我国体育一类核心期刊科研论文的专业信息容量大、

质量高、权威性等特点。 
2) 体育科研学术研究者以中国为大背景进行学术研究，在科研文献关键词分布中利用鼠来做动物实

验的研究者众多，运动人体科学在所研究的学术核心期刊中比重最大。 
3) 体育科研项目在国家基金支持下，体现期刊研究实力与学术的影响力，揭示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受

到基金支持，体现科研论文受到国家各部门或者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可，反映出我国学术研究者对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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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真实有效性和重视性，促进我国学术圈的良性发展。 
4) 根据期刊大方向，《体育科学》中研究报告、争鸣与探索发文量较多；《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中

发文量较高的是体育人文社会学与体育教育训练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发文量最高的是体育人文社

会学；《中国体育科技》在运动人体科学中发文量最高。科研学术圈顺应新时代的新态势，科研学术研

究者抓住机遇，根据学术热点问题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给予学术界最新的数据以及研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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