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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体育舞蹈培训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经研究发现，体育舞蹈培训领域的文献总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展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在 2021 年达到顶峰，随后又有所下降。

文献的核心探讨点集中在体育舞蹈培训的现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等多个维度。此外，研究还表明，体育舞蹈培训领域目

前缺乏一个稳固的核心作者群体，且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推动跨学科研究的

深入进行、建立持久的研究合作团队、增进机构间的紧密联系，并促进教学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以推动体育舞蹈培训领域

的进步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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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体育舞蹈自 1986 年正式引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推广

和发展，这项运动成功地吸引了众多不同年龄段的人参与其

中，学习舞蹈技巧 [1]。现如今，体育舞蹈已经成为一种深受

人们喜爱的大众体育项目。随着舞蹈在全球范围内普及率的

持续提升，人们对舞蹈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一趋势促使人们

更加重视体育舞蹈的培训，同时，学术界对于体育舞蹈培训

优化的探索也在不断加深与拓展 [2]。

CiteSpace 运用集合论的数据标准化手段，定量刻画了

知识元素间的相似程度 [3]。本研究主题旨在以此为基础，构

建文档的时序关系模型，旨在凸显各时期知识演进的规律，

并深入探究特定文档集合的演变历程。借助该方法，研究者

能够更清晰地把握某一领域的演变脉络与趋势，进而对知识

演化的全局图景形成全面认知。

然而，在中国体育舞蹈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这方面

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态势。为了条理清晰、系统

地总结我国体育舞蹈培训研究的当前状况，本文采纳了文献

计量学的分析方法，借助 CiteSpace 软件实施数据的可视化

处理，并将其转化为图表以深化解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全

面回顾了体育舞蹈领域的核心议题与发展轨迹，旨在为我国

体育舞蹈培训的理论研究提供坚实的支撑，从而促进体育舞

蹈培训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发展与进步。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础数据依托 CNKI 学术资源平台构建。为了保

证收集到的体育舞蹈培训研究文献的全面性和精确性，根据

本研究的目的，在检索时以“体育舞蹈培训”为主题词，且

未对检索时间加以限制，共检索到 401 篇文献。经过认真筛

选和审查，最终筛选保留 331 篇满足条件的文献。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路线

我们将筛选出的 331 篇文献进行下载与存储，将其导

入 Cite 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并用该软件绘制了体育舞蹈

培训领域的知识图谱，并对其生成的知识图谱进行了深入分

析和讨论。本文的研究路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路线图

2 研究现状分析

2.1 发文趋势分析

本文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将体育舞蹈培训以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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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以论文发表年份为横轴，以论文数量为

纵轴，分析并描绘出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可以看出，2021

年至 2024 年，我国体育舞蹈培训领域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

上升趋势。尤其是在 2010 年至 2018 年间，研究文献数量呈

稳步上升趋势。具体而言，2012 年我国相关学术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数量从 10 篇增加至 2021 年的 42 篇，彰显了我国

体育舞蹈培训研究的活力。然而，这种增长趋势并没有持续

下去，特别是在 2022 年至 2024 年期间，与体育舞蹈培训相

关的文章数量明显减少。

2.2 作者共现图谱分析

为了直观地显示和分析体育舞蹈培训领域相关作者

的合作状况，使用 Citespace 设定时间节点为“2010 年至

2024 年”， 将 时 间 切 片 设 置 为“1 年”， 节 点 类 型 选 择

“author”，见图，节点数量 N=266，连线数 E=55，网络密

度 D=0.0016。在图谱中，各个节点代表作者，节点的大小

及其字体的尺寸反映了作者的论文发表数量。从图 2 中可以

看出，节点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体育舞蹈培训领域研究

人员之间的合作网络并不明显，呈现出一种 " 散沙式 " 的状

态。由此可见，在我国体育舞蹈培训领域，尚未形成起主导

作用和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作者群体。在这一领域，研究者

之间的合作关系相对松散，大多数研究者更倾向于独立开展

研究，而非通过协作来共享研究成果。这一现状可能会限制

该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对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和传

播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

在体育舞蹈培训研究领域，专注于集中深入研究的研

究者数量较少。发表论文数量排名第一的作者是刘子倩，发

文数量为 4 篇，其次是李波，发文量为 3 篇。从文献发布的

时间分布来看，发文量最多的作者集中在近十年，这表明体

育舞蹈培训研究是一个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

图 2  体育舞蹈培训作者共现图

2.3 机构共现分析

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选择 “ Institution ”作为节点类型，

对体育舞蹈培训研究的发文机构绘制共现知识图谱，发现研

究机构之间的连接线数量较少且不显著，并未形成显著的研

究机构合作网络，说明研究机构尚未凝聚成强大的科研合作

力量 [8]。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北京体育大学，共发表 20 篇

论文。其次是成都体育学院，共发表 14 篇论文。

3 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本文中，我们运用 CiteSpace 工具对文献中的关键词

进行了深入分析，构建了关键词共现网络图。本研究选择了

检索出的文献作为样本数据源，在构建关键词共现图谱时，

将节点类型设定为“关键词（Keywords）”，并设定关键词

的最低频次为 28 次。由此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如图所

示，共包含 317 个关键词节点。为了清晰揭示体育舞蹈培训

研究领域在过去 14 年中的主要热点议题，本文特别筛选了

高频次关键词与高中心性关键词，帮助研究人员更直观地识

别和追踪该领域的核心研究话题及其演变趋势，见图 4。根

据频次排名前 5 的主题词，分别是“体育舞蹈”、“培训机构”、

“少儿”、“少儿体育舞蹈” 和“现状”，它们的出现频

次分别为 169 次、81 次、36 次、34 次和 24 次。中介中心

性是一个衡量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指标，我们得到了排名

前 5 的词语分别是“体育舞蹈”、“培训机构”、“少儿”、“少

儿体育舞蹈” 和““双减”政策”。在中心性评价标准为“1”

的情况下，它们的中心性分别为 1.14、0.21、 0.13、0.13 和 

0.13。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图 3，结合对已有文献的深度理解和梳理，体育舞

蹈培训领域研究热点由 CiteSpace 软件从两个方面对网络拓

扑结构和集群质量进行评价。当 Q 值在 0.3 以上时，表明该

网络具有重要的作用；当 S 值大于 0.5 时，通常被视为更合

理的；当 S 值大于 0.7 时，证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信度较高。

利用 CiteSpace 的似然比法对关键字进行聚类分析，得

到的结果见图 1, Q=0.50495>0.3, S=0.85074>0.7，表明图中存

在着显著的网络结构，聚类的可靠性高。通过图表可以看出，

聚类的结果是：#0 体育舞蹈，#1 现状，#2 拉丁舞 ,#3 培训机构，

#4 儿童，“双减”政策，#5#6 体育舞蹈培训机构，#7 株洲市，

#8#9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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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相关研究与聚类信息的系统整理，观察表中的聚

类标识及核心关键词，可以发现，过去 14 年间，我国体育

舞蹈培训的研究焦点主要汇聚于三大领域：首先是少儿体育

舞蹈的培训现状及其培训机构的情况，具体涉及 #0、#1、

#2、#3、#4、#6 及 #7 等聚类；其次是“双减”政策背景下

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以 #5、#9 聚类为代表；最后是株洲市

体育舞蹈培训项目的探讨，特指 #8 聚类。

图 3  体育舞蹈培训关键词聚类图

3.3 关键词时间线分析

为了直观地反映舞蹈培训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和演变

趋势，如图 4 所示，弧线的起点标志着最早出现的研究热点，

弧线的终点表示由此衍生的新研究领域，弧线的长度象征着

这些热点和研究领域所覆盖的不同时期。通过分析各类聚关

键词历史跨度的分布情况，我们大致可以将体育舞蹈培训的

研究范围划分为两个阶段：2010 年至 2018 年，以体育舞蹈

培训的发展研究为主，包括培训机构、对策、儿童、青少年、

可持续发展、教学现状、可持续发展、经营管理、存在问题

等。2019 年后，在 " 双减 " 政策下，在教学内容、教学优化、

人才培养、推进策略、学习兴趣、家长满意度等方面进行了

大量的探索与研究。

图 4  体育舞蹈培训关键词时间线图

3.4 关键词突现

在此基础上，通过图表，结合对已有文献的深度理解

和梳理，体育舞蹈培训领域研究热点通过对一段时间内出现

次数的变动进行统计，从而反映出 2010-2024 年间中国“身

体健康”和“舞蹈”这一学科研究方向的走向。作为一项量

化评估指标，“显现频次”能够评估某一主题或关键词在特

定时间段内的活跃水平及其变动趋向。基于这一考量，我们

筛选出了最为活跃的 25 个关键词。

从时序上看，这一区域的研究重心有了一个清晰的渐

进发展过程。从 2010 年至 2024 年，我们聚焦于目前的干预

措施与发展概况，从干预措施的成效、存在的问题、未来的

发展策略、教育市场现状、学校的实际状况与发展趋势等多

个方面展开深入的研究。截至 2020 年，开封地区对于拉丁

舞蹈培训项目的探索，以及成都地区针对体育舞蹈教师的专

业培训，均已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据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双

减”政策（出现 4.36 次）、舞蹈培训中心（提及 3.25 次）、

青少年群体（涉及 2.52 次）、现状分析（达到 2.26 次）以

及“双减政策”的多次出现（尽管略少于 2.17 次）均显著

体现了“双减政策”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强调了其在体育舞

蹈培训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意义。

依据图表数据显示，在各项评估指标中，发展与实施

阶段的生命周期最为长久，长达 4 年，其对应的强度值分别

为 1.52 与 1.13。而“双减”政策则展现出最高的新出现强度，

达到了 4.36，其生命周期为 3 年，仅次于制定与实施阶段的

时长，是当前持续显现的关键词之一。从图表中可以看到，

研发期和实施期的生命周期最长，分别为 4 年，分别为 1.52

和 1.13；“双减”政策的新出台强度为 4.36，具有三年的生

命周期，只排在制定和实施阶段后，成为了目前反复提到的

一个关键字。另外，当前的新兴趋势还体现在现状、湖南省、

青少年群体、运行状况以及体育舞蹈教育从业者等关键词

上，它们的持续时间分别是 4 年、3 年、3 年及 3 年。这些

关键词的显现频次依次为 2.26、1.47、2.52、1.32 以及 1.92，

预示着体育舞蹈培训的未来潜在趋向。

4 结论

通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体育舞蹈培训的相关文献

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发文量、作者共现图谱、机构共现图谱、

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和

关键词突显图谱等 7 个维度，可以发现近年来国内体育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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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培训的核心研究内容、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同时也对

我国体育舞蹈培训的研究现状与发展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阐述 [9]。

从发文量、时间序列来看，2010—2018 年，我国体育

舞蹈培训领域的发文量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2019 年之后，

在“双减”政策的实施下，参与体育舞蹈培训的人数显著增

多，但相关学术的研究还存在上升的空间 [10]。

基于作者共现分布与机构合作分布情况的分析，体育

舞蹈培训领域的研究人员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确保科研

团队合作的有效性；加强国内外高层次学术交流，实现优势

互补；致力于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和科技价值 [11]。此外，

通过对作者单位的分析，高等体育院校在体育舞蹈培训研究

中占据核心地位，但各高校之间的合作不够紧密，缺乏比较

深入的合作与交流，尚未形成强大的科研合力。因此，研究

机构应增进开发合作项目，以促进更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通过对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和突现分析角度分析，可

以看出体育舞蹈培训由以市场发展为主向以质量推进转变，

针对政策变革的方向，调整其研究方向，对出台政策进行及

时的分析与评估，探究体育舞蹈培训的发展路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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