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 第 43 卷 ） 第10期

Vol. 43,No.10,3-13,2023

体 育 科 学

CHINACHINA    SPORTSPORT    SCIENCESCIENCE

知识流动视角下新时代中国体育学亲缘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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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分析和帕累托分析等方法，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学与外部学科间的知识流动状况为依据，分

别从知识输入和知识输出两个视角对体育学亲缘学科进行定量识别与演化趋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 2013—

2017 年与 2018—2022 年间，体育学的知识发文量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在 2018—2022 年间的知识输入量和知识输

出量均明显高于 2013—2017 年；知识输入视角下的体育学亲缘学科分别有 24 和 23 个，其中稳定型 20 个，增长型 3

个，消退型 4个；知识输出视角下的体育学亲缘学科分别有 13和 17个，其中稳定型 12个，增长型 5个，消退型 1个；同

属于知识输入和知识输出视角下的知识互惠型亲缘学科有 10 个，体育学与上述学科间的知识输入量和知识输出量

总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上述研究结果为体育学的学科发展带来如下启示：1）推动体育学的跨学科合作与整合，

助力新学科增长与知识流动；2）加强体育学分支学科的学术研究，扩容期刊发文量与知识总量；3）促进体育学创新研

究领域的培育，提升知识势能与知识顺差比；4）调整体育学教育改革与专业设置，满足社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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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科发展已经步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李立

国，2022），学科交叉对于学科发展、学术创新以及高层次

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王莉莉 等，2022）。学科交

叉的前提基础和具体表现是学科间的知识流动，而知识

流动的广度和量度既是学科间知识交叉程度的直接反映

（张 宝 隆 等 ，2022），也 是 学 科 间 亲 疏 关 系 水 平 的 间 接 表

征。知识流动的广度和量度越大，说明学科间的知识交

叉程度越高，关系越密切，反之，则说明知识交叉程度越

低，关系越疏远（赵丙军 等，2013）。其中，与主体学科间

知识流动频度最高、量度最大、关系最密切的学科被称为

亲 缘 学 科（related disciplines），它 们 对 主 体 学 科 的 贡 献 度

或受主体学科的影响度最高。

体育学是在学科交叉洪流中逐渐发展壮大的综合性

学科（王家宏，2022），在学科建立初期主要依靠汲取和借

鉴母学科或亲缘学科理论知识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学

科体系。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体育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学科地位和知识势能

日益提升，体育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知识流动发生较大变

化，体育学亲缘学科的种类和数量也在悄然改变，随之开

展的学术研究也渐趋丰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外学

者对体育学亲缘学科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 1975 年，他

们认为体育学亲缘学科是一个相对宽泛和交叉的概念，

强调体育学研究的多元性和跨学科性（Jellett，1975），研究

内容主要包括体育学亲缘学科的识别、评估和衡量等 3 个

方面：1）通过学科数据分类或专业期刊分类识别涉及体

育学亲缘学科的论文和期刊（Han，2008）；2）通过引文网

络分析或共词分析等确定体育学研究与心理学、生理学、

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引用关系，进而评估其亲缘关系的

程度（Ben et al.，2018）；3）通过分析跨学科项目的参与学

科及参与者的学科背景和专业领域识别和衡量体育学亲

缘学科（Lozano et al.，2020）。国内学者对体育学亲缘学

科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较为有限，主要有以下两

个方面：1）从体育教育训练学（王硕 等，2021）和体育人文

社会学（张俊珍 等，2020）的视角，基于体育学与外部学科

间知识流动的统计数据对体育学亲缘学科的识别方法、

判断标准和类型分析等进行研究；2）从知识输入和知识

输出两个维度，分别依据体育学期刊文献引文量排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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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博 等，2020）和影响度累积值≤70% 时所包含的学

科（赵丙军 等，2013）等两个标准开展体育学亲缘学科的

定量识别研究，并对亲缘学科的判定结果进行了类型划

分和趋势分析。可见，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体育学

与外部学科间的关系作了分析和研判，但对新时代以来

的体育学亲缘学科缺少针对性的定量研究。

新时代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经过深化改革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体育学通过“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了内涵和功能

的跨越式提升，获得了越来越多外部学科的认可。为了探

索新时代以来体育学与外部学科之间的亲疏关系是否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体育强国的建设和体育研究的深入

而发生动态变化，本研究对中国引文数据库中体育学与外

部学科在 2013—2017 年与 2018—2022 年间的知识流动情

况 进 行 数 理 统 计（由 于 期 刊 引 文 具 有 延 迟 性 特 点 ，故 将

2013 年作为本研究的时间起点），采用帕累托分析法定量

识别和判定新时代以来体育学亲缘学科的数量和类型，

进一步分析其演变趋势，旨在了解重点学科领域的动态

变化和发展方向，引领体育学及时调整研究重点和方向，

紧跟重点学科的发展潮流；揭示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合

作关系和研究交叉点，为体育学建立跨学科合作网络和

研究项目提供参考；关注亲缘学科的研究重点和发展领

域，为体育学的专业发展、课程设置、培养方案、成果转化

等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依据《中国引文数据库》，对 2013—2017 年与

2018—2022 年间体育学与外部学科间知识流动情况进行

统计。《中国引文数据库》是以中国知网数据库及部分重

要期刊文献的文后参考文献和文献注释为信息对象建立

的引文数据库。它不仅拥有客观、准确、完整的引文索引

数据，还能通过来源期刊检索、被引期刊检索和数据分析

等功能揭示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关系，为学科交叉测度、

知识流动统计、高被引评价等科学研究提供新的分析工

具。需要说明的是，该数据库按照研究领域将其所收录

的文献划分为 169 个学科，其中一些学科的划分与《研究

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版）一致，而另外一些则由于

划分过细，并未与 2022 版学科专业目录保持一致。为了

能更加详细地揭示其他学科与体育学知识流动的关系，

本研究未按照 2022 版学科专业目录将这 169 个学科进行

整合，而是在该数据库既有的框架内进行数据统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分析法　

通过中国知网、维普和百度学术等数据库，搜集并研

读国内外有关体育学及其学科交叉、知识流动的学术文

献 50 余篇，全面把握当前学界对亲缘学科以及体育学亲

缘学科的研究现状与不足，同时借鉴文献计量学相关理

论和方法开展体育学亲缘学科的定量识别和判定，为本

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支撑。

1.2.2 帕累托分析法　

从《中国引文数据库》查询、下载和统计相关数据，包

括 2013—2017 年与 2018—2022 年间体育学与外部学科间

知识流动的学科分布、知识输入量（引用量）、知识输出量

（被引量）、贡献率（某一学科与体育学知识流动总量占所

有学科与体育学知识流动总量的比率）以及累积贡献率

（将贡献率从高到低排列后的多个学科贡献率之和）等多

项指标。对以上数据进行排名后，运用帕累托分析法分

别对知识输入视角和知识输出视角下的亲缘学科进行识

别。帕累托分析法最早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

帕累托提出，该分析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将一个事物的众

多决定因素区分主次，识别出对该事物起决定性作用的

少数关键因素以及对事物影响较小的多数次要因素（徐

胜 等，2010），以便对关键因素进行针对性研究。帕累托

认 为 在 一 个 组 群 中 最 重 要 的 部 分 只 占 20%，其 余 80% 是

次要的，后被称为“二八法则”。帕累托分析法经改良后

演变为“帕累托曲线图”，该曲线图将累积贡献率在 60%

～80% 之间的因素称为 A 类因素，是主要因素；将累积贡

献 率 在 80%～90% 之 间 的 因 素 称 为 B 类 因 素 ，是 次 要 因

素；将累积贡献率在 90%～100% 之间的因素称为 C 类因

素，是最次要因素。

当前，体育学领域对于体育学亲缘学科的判定标准主

要有两个：其一是依据“二八法则”，分别从知识输入和知

识输出两个视角，将知识流量排名前 20% 的学科判定为

体育学的亲缘学科（李博，2018）；其二是依据“帕累托曲

线图”，从知识输入和知识输出两个视角分别计算外部学

科对体育学的影响度，把累积贡献率≤70% 时所包含的学

科判定为体育学的亲缘学科（赵丙军 等，2013）。以上两

种 判 定 标 准 各 有 优 势 ，且 均 已 得 到 学 界 认 可 。 结 合 多

位 专 家 的 意 见 ，本 研 究 认 为 第 二 种 判 定 标 准 更 能 真 实 、

客 观 地 判 定 体 育 学 亲 缘 学 科 。 但 由 于 2013—2017 年 与

2018—2022 年间对体育学累积贡献率≤70% 的亲缘学科

数量众多，且种类过于分散，不利于后续研究。因此，本

研究在第二种判定标准的基础上，从知识输入和知识输

出两个视角，将累积贡献率调整至≤60%，以进一步精减

体育学亲缘学科的识别数量。同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

用 Tin 表示外部学科对体育学的影响度，用 Tout 表示体育学

对 外 部 学 科 的 影 响 度（赵 丙 军 等 ，2013），具 体 计 算 公 式

如下。

T in =
某一学科对体育学的知识输入量

所有学科对体育学的知识输入总量
× 100%（1）

Tout =
体育学对某一学科的知识输出量

体育学对所有学科的知识输出总量
×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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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识流动视角下体育学亲缘学科的定量识别 

2.1 数据检索与识别结果　

通过对体育学期刊与外部学科期刊之间引用和被引

用的数据进行排序，分别获取知识输入和知识输出视角

下 体 育 学 亲 缘 学 科 的 相 关 数 据 。 具 体 数 据 检 索 方 法 如

下：在《中国引文数据库》“学科分析器”功能区社会科学

类别内选择“体育”，在学科分析器内分别选择“学科引用

排名”和“学科被引排名”，出版时间和引用时间分别选择

“2013—2017 年”和“2018—2022 年”，期刊类别选择“全部

期 刊 ”。 经 统 计 ，在 2013—2017 年 和 2018—2022 年 间 ，

体 育 学 知 识 输 入 量 分 别 为 350 561 篇 和 942 894 篇（共 计

1 293 455 篇），知识输出量分别为 208 185 篇和 387 922 篇

（共计 596 107 篇），2018—2022 年的体育学知识输入量和

知识输出量均明显高于 2013—2017 年。知识输入的来源

学科数量比 1990—1999 年增加了 41 个，与 21 世纪初 10 年

间的水平持平（赵丙军 等，2013）。此外，知识输入的来源

学科与知识输出的目标学科数量持平，二者均已覆盖除

体育学之外的其余 168 个学科。知识输入视角下两个时

间段内的亲缘学科分别有 24 个和 23 个（图 1、2），数量相

当，约占各阶段知识输入来源学科总数量的 14.0%，说明

体育学知识输入的来源学科较为稳定，这是保障体育学

稳步发展的重要基础。知识输出视角下两个时间段内的

亲缘学科分别有 13 个和 17 个（图 3、4），分别占各阶段知

识输出目标学科总数量的 7.7% 和 10.1%，说明体育学知识

输出的目标学科数量呈渐长趋势，体育学知识在其他领

域中的影响力和学科贡献度有所提高。新时代以来体育

学知识输入来源学科数量相比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明显增

加，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1）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们对运动与健康的需求

呈现多元化和优质化特征，促使体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

究领域变得多样且深入（王晓微，2021），体育学越来越多

地从临床医学、外科学、中药学和旅游等外部学科引入有

益于人们身心健康发展的知识理论，以提升体育学服务

全民健身战略的水平。2）党的领导和政策的支持。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

育事业，对体育领域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全面

部署，体育学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机遇期，亟需从社会

学、经济学、医学、文化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外部学科借鉴

有助于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知识理论，以提升体育学

助力体育强国战略的功能和价值。3）满足体育学科自身

发展的需要。易剑东等（2014）指出，体育学科发展的外

在因素是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而内在因素是知识理

论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因为理论创新是学科发展的源泉

（吴应辉 等，2020）。基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学科

体系，努力争创“世界一流”体育学科的发展需求，体育学

需 要 向 更 多 种 类 的 外 部 学 科 寻 求 更 多 元 化 的 理 论 和 方

法，以提升体育学构建独立完善学科知识理论体系的创

新能力，夯实体育学发展的重要基石。

2018—2022 年体育学的知识输入量和知识输出量均

明显高于 2013—2017 年，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1）2016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论述

为体育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体育学借助完善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契机，突破传统单一学科体

系 构 建 研 究 的 瓶 颈 ，逐 渐 延 伸 、扩 大 研 究 范 畴（王 晓 微 ，

图 1 知识输入视角下 2013—2017 年间体育学亲缘学科的识别结果

Figure 1. Identified Sports Science Related Discipl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Input from 2013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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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知识引用量随即增加。与此同时，在交叉学科的

背景下，体育学与外部学科间知识交叉的特征和趋向越

来越鲜明，与外部学科联合开展的研究项目也不断增加，

如北京大学建立的妇女体育研究项目、清华大学与空军

航空医学研究所联合开展的“中国男性飞行员身体惯性

参数”重点研究项目等（吴坚 等，2020）。经过多年的发展

与实践，在与外部学科交流的过程中，体育学的知识势能

逐渐提升，学科地位和话语权通过知识输出量的显著跃

升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体育学持续性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路径基础和话语表达。2）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

央加强体育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体育事业发展顶层设计，

全面部署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战略，为加快新时代体育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雷鸣 等，2022）。在此背景下，

体育学科知识创新和体系建设搭建全新发展坐标，主动

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主动融入社会发展大局（王家宏 等，

2021），为此，体育学从外部学科的知识输入量逐渐增加，

着力促进体育学知识内涵的丰富与发展，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体育学学科体系，不断提升体育学服务国家战略的

功能和价值。与此同时，在学科交叉的推动下，北京冬奥

会不仅成功带动了一大批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的迅速崛

起，也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论题。体

育 学 知 识 凭 借 理 论 性 和 实 践 性 紧 密 结 合 的 优 势 不 断 受

到外部学科引用与借鉴，与旅游、音乐舞蹈、新闻与传媒

等新兴学科知识的融合与流动发展迅猛，促使体育学知

识 输 出 的 目 标 学 科 数 量 和 知 识 输 出 量 逐 渐 增 多 。 3）自

2015 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的总体目标后，体育学于 2017 年和 2022 年连续两轮

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战略

目标对体育学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体育

学 借 鉴 外 部 优 势 学 科 理 论 和 知 识 的 频 率 和 量 度 大 幅 提

升。与此同时，体育学在“双一流”和“国家重点”学科建

设的制度保障下，坚定不移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学

科建设进入大发展大繁荣阶段，学科内涵逐渐丰富，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不断产出，中国特色体育学学科体系和知识

体系逐渐完善，学科理论和知识逐渐受到外部学科认同，

向外部学科进行知识输出的数量大幅增加。

2.2 知识流动视角下体育学亲缘学科的类型划分　

2.2.1 知识输入视角下体育学亲缘学科的类型划分　

如图 5 所示，通过对知识输入视角下体育学亲缘学科

的类型进行划分发现，体育学知识输入型亲缘学科分布

广泛。其中，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外科学、心理学、计算

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特种医学、中药学、内分泌腺及全

身性疾病、旅游、心血管系统疾病、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临床医学、神经病学、生物

学、企业经济、中医学、新闻与传媒、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基 础 医 学 等 20 个 学 科 ，虽 然 在 2013—2017 年 和 2018—

2022 年间向体育学进行知识输出的数量有所波动，但总

体来说在这两个阶段内均保持相对稳定，属于体育学知

识输入稳定型亲缘学科，是体育学进行知识生产和学科

建设最稳定的知识来源。

此外，数学、精神病学、自动化技术等 3 个学科在 2018—

2022 年间向体育学的知识输出量明显增长，对体育学的

图 2 知识输入视角下 2018—2022 年间体育学亲缘学科的识别结果

Figure 2. Identified Sports Science Related Discipl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Input from 2018 to 2022

6



齐大路， 等： 知识流动视角下新时代中国体育学亲缘学科的定量识别与演化趋势分析

影响度逐渐增强，正逐步成为体育学知识输入增长型亲

缘学科。这与我国全面实施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和体育

强国战略以及成功举办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有

较大关联。全民健身的数字赋能和重大赛事的筹办和举

办要求体育学领域积极开展有关体育服务工作的数字化

智能化、体育场馆管理的自动化智慧化、体医融合的精细

化精准化等方面的研究，促使体育学大量引用数学、精神

病学、自动化技术等 3 个学科的知识。与此同时，社会学

及统计学、文化、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哲学等 4 个学科在

2018—2022 年 间 向 体 育 学 进 行 知 识 输 出 的 数 量 逐 渐 减

少，对体育学的影响度逐渐减弱，属于体育学知识输入消

退型亲缘学科。随着知识创新需求的驱动，体育学与人

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李博，2022），但近年来

体育学界对体育文化哲学、体育社会政治与体育外交等

方面的学术研究重视不够，成果较少。在倡导发扬中国

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中国体育好故事，提升中国体育

国际话语权的新时代背景下，体育学应从哲学理论高度

将体育文化自觉立论为新时代体育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王陶然 等，2023），深度思考我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在国

内传承和国际传播方面的发展路向，不断丰富体育学在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成果。

图 3 知识输出视角下 2013—2017 年间体育学亲缘学科的识别结果

Figure 3. Identified Sports Science Related Discipl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Output from 2013 to 2017

图 4 知识输出视角下 2018—2022 年间体育学亲缘学科的识别结果

Figure 4. Identified Sports Science Related Discipl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Output from 2018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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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知识输出视角下体育学亲缘学科的类型划分　

如图 6 所示，通过对知识输出视角下体育学亲缘学科

的 类 型 进 行 划 分 发 现 ，虽 然 体 育 学 在 2013—2017 年 和

2018—2022 年间对中等教育、特种医学、高等教育、初等

教育、音乐舞蹈、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旅游、生物学、临

床医学、外科学、新闻与传媒、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等

12 个学科的知识输出量有所波动，但总体来说均保持相

对稳定，它们是体育学知识输出稳定型亲缘学科。此外，

体育学在 2018—2022 年间对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心血管系统

疾病、轻工业手工业等 5 个学科的知识输出量明显增长，

它们受体育学的影响度逐渐增强，成为体育学知识输出

增长型亲缘学科。究其原因，随着体育学加快学科分化

的速度，学科越分越细，体育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等学科

群不断涌现（席玉宝，2020），导致体育学术研究的领域不

断扩展和延伸，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与工学、管理学、医

学、经济学等学科不断交叉融合。在此背景下，体育学的

学术成果更加丰富、多元和精细，与外部学科间知识流动

的频度和量度不断增加。

与 此 同 时 ，体 育 学 在 2018—2022 年 间 对 中 医 学 的 知

识输出量逐渐减少，对其影响逐渐减弱，与其关系渐趋疏

远，中医学逐步进入体育学知识输出消退型亲缘学科之

列。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与体育学同处教育学门类下一

级学科的心理学，虽然稳居体育学知识输入稳定型亲缘

学科的前列，但却未能进入体育学知识输出型亲缘学科

的行列，且在体育学知识输出目标学科群中的排名越来

越低。其原因或许是体育学尚未形成成熟的知识体系，

知识输出还较为混乱，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知识输出目标

学科群（李博 等，2020），所以与上述学科间的联系减少，

知识流动也随之减少。

3 体育学知识流动与亲缘学科类型的演化趋势 

3.1 体育学知识流动的年度演化趋势　

如图 7 所示，在 2013—2022 年间，在体育学知识输入

来源学科数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知识输入量却逐年增

加，在 2020—2022 年间增长尤其明显，知识输入总量约为

知识输出总量的 2.2 倍，说明进入新时代以来，体育学依

然是依靠外部学科知识实现学科发展和知识创新的知识

输入型学科，这与李博等的观点一致（李博 等，2021）。与

之相对应的是，在体育学知识发文量出现波动性减少且

知识输出目标学科数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知识输出量

却也逐年增加，在 2021 年增长迅猛，在 2022 年达到顶峰，

知识输出型亲缘学科的数量也明显增加。

图 5 知识输入视角下体育学亲缘学科的类型

Figure 5. Types of Sports Science Related Discipl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Input

图 6 知识输出视角下体育学亲缘学科的类型

Figure 6. Types of Sports Science Related Discipl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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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国家政策的支持。体

育学作为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的支撑学科，

在国家制度和政策引导层面获得了更大的保障与扶持，

《“ 健 康 中 国 2030”规 划 纲 要》《体 育 强 国 建 设 纲 要》《冰

雪 旅 游 发 展 行 动 计 划（2021—2023 年）》《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21—2025 年）》等国家重大文件的颁布实施，极大地推

动了体育学知识进入大发展大繁荣阶段，但是在解决国

民体质健康、青少年健康等国家重大问题时，仍然需要大

量引入外部应用型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这是体育学以应

用需求为驱动建构知识体系的路径基础（吕万刚，2022）。

2）学科专业建设的完善。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体育

学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阵营后，体育学的专业设置不

断优化，基本理论和学科体系不断创新、完善，学科发展

和科学研究不断突破、进步，学术团队和专业人才培养在

传 承 创 新 中 不 断 取 得 新 成 效（王 晓 微 ，2021），在 此 背 景

下，体育学的科学研究与学术出版不断追求内涵式发展模

式，更加注重标志性成果和原创理论学说的高质量产出，

所以出现体育学知识发文量趋减的现象。3）实践发展的

需要。在北京冬奥会的筹办举办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外部

学科从自身学科视角对体育学领域内的问题展开研究，学

科交叉与知识融合进一步加强，体育学在广泛汲取外部学

科知识的同时，也正逐步向外部学科进行知识输出。体育

学的知识输出以实践性和应用性为导向，最大限度发挥体

育学的服务功能和学术贡献，极力解决了体育实践和社会

发展中产生的各类现实问题（赵富学 等，2022），所以呈现

出知识输出视角下的亲缘学科数量和知识输出量进一步

增长的态势。

3.2 体育学亲缘学科类型的演化趋势　

将同属于知识输入和知识输出两个视角下的亲缘学

科划分为知识互惠型亲缘学科。如图 8 所示，中等教育、

特 种 医 学 、高 等 教 育 、教 育 理 论 与 教 育 管 理 、旅 游 、生 物

学、临床医学、外科学、新闻与传媒、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

病等 10 个学科，在 2013—2017 年和 2018—2022 年两个阶

段 均 为 知 识 互 惠 型 亲 缘 学 科 。 说 明 这 10 个 学 科 与 体 育

学的关系最为稳定，学科知识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和互补

性，属于体育学知识互惠稳定型亲缘学科。按照《研究生

教 育 学 科 专 业 目 录》（2022 版）的 学 科 分 类 办 法 ，以 上 10

个知识互惠稳定型亲缘学科分属于教育学、医学、文学、

管理学、理学等 5 个学科门类，占学科门类总数的 35.7%。

综合来看，知识互惠型亲缘学科与体育学之间的知识

流动更为频繁，关系更为亲密，在学科知识的借鉴和发展

方面具有互惠性，是体育学真正意义上的亲缘学科。值

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体育学知识互惠型亲缘学科

的数量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心血

管系统疾病、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 3 个学科正逐步

加入其中。这说明体育学在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等战略

的驱动下，基于体医融合的发展理念，与医学类学科的知

识流动更加频繁，以实现全民健康的学科价值与目标追

求。而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学科在 2013—2022 年间

一直是知识输入视角下的亲缘学科，对体育学有着长期

稳定的知识输入，虽然在 2013—2017 年间未能进入知识

输出视角下亲缘学科之列，但在 2018—2022 年间已经成

长为知识输出视角下增长型亲缘学科，说明在此期间该

学科借鉴体育学的知识总量稳步提升，与体育学的关系

日益密切。总体上看，无论从知识输入视角还是从知识

输 出 视 角 ，体 育 学 的 知 识 流 动 均 离 不 开 教 育 学 、生 物 医

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母学科的关照，与母学科下设的多

个分支学科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知识流动关系，且呈现

出越来越密切的发展趋势。

3.3 体育学与知识互惠稳定型亲缘学科间知识流动的演化

趋势　

如 图 9 和 图 10 所 示 ，在 2013—2022 年 间 ，体 育 学 与

10 个知识互惠稳定型亲缘学科的知识流动量总体呈现波

浪式上升趋势（中等教育除外），且在 2021 年出现飞跃式

增长，这说明了体育学与以上 10 个学科之间亲缘关系稳

定，知识融合不断增进。上述 10 个学科分布范围广泛，不

图 7 体育学知识流动的年度演化趋势

Figure 7. Annual Evolutionary Trends of Sports Science Knowledge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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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涉及教育学、新闻学、管理学等软学科，还包括特种医

学 、临 床 医 学 、外 科 学 和 内 分 泌 腺 及 全 身 性 疾 病 等 硬 学

科。从知识流动总量上看，体育学仅与中等教育之间的

知识输出量大于知识输入量，形成知识流动顺差，与其他

学科间均形成知识流动逆差。体育学与中等教育同属教

育学门类，随着体育学教育价值和教育地位的不断凸显

与提升，体育学向中等教育知识输出量超出知识输入量

的客观事实就不难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体育学对中

等教育的知识输出量却在 2020—2022 年间出现波动式下

降，有向知识输出消退型亲缘学科演化的趋势，同时向高

等教育的知识输出量也没有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这说

明体育学还将长期处于教育学母学科知识体系的庇佑之

下，难以对其形成稳定的知识反哺。

此外，特种医学、临床医学、外科学和内分泌腺及全

身性疾病等应用学科，与体育学二级学科运动人体科学

有一定的联系和交流，从体育追求健康的学科属性看，医

学类学科位居体育学的主要知识来源（赵丙军 等，2015）

且两学科间长期保持稳定的关系应属情理之中。但从另

一方面讲，体育学知识能够被上述几个学科引用，且知识

输出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不仅说明了体育学是一个

典型的综合性学科，而且体现了体育学知识外溢能力逐

渐增强，与陈亮等（2016）提出的“体育学理论对教育、医

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输出有所加强”的观点一致。综上，

图 8 体育学亲缘学科类型的演化趋势

Figure 8. Evolutionary Trend of Types of Sports Science Related Disciplines

注：括号内为学科数量/个。

图 9 知识互惠稳定型亲缘学科向体育学进行知识输入的年度动态变化

Figure 9. Annual Dynamics in Sports Science Knowledge Input from Knowledge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Stable Related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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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的学科边界随着学术研究视野和领域的不断延伸

而逐渐拓展，在重视实践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对基础理论

研究有所深入，这为体育学新兴交叉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创造了良好契机和平台，也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

学科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撑和实践经验。

4 启示与思考 

体育学亲缘学科的定量识别清晰地展示了体育学知

识流动的历程，体现了体育学与外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

程度，而体育学亲缘学科的演化趋势又为体育学学科建

设与知识发展指引了方向。当前，我国体育学学科建设

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基本理论研究边缘化、学科专业设置

同质化、学科边界相对模糊、分支学科相互脱节、学术话

语 表 达 力 不 够 、学 科 发 展 竞 争 力 不 强 等 诸 多 问 题（王 晓

微，2021）。对体育学亲缘学科的定量识别与演化趋势分

析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定启示。

4.1 推动体育学的跨学科合作与整合，助力新学科增长与

知识流动　

体育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应用型学科，在解决学科

内 重 大 问 题 时 往 往 需 要 综 合 应 用 多 学 科 知 识（周 亮 等 ，

2019），持 续 不 断 从 其 他 学 科 汲 取 和 借 鉴 理 论 知 识 。 因

此，体育学应立足新学科增长和特色学科体系完善的发

展目标，基于知识共生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巩固与近缘学

科的知识互融，着重加强与远缘学科的知识流动，推动体

育学的跨学科合作与整合，以此实现体育学的学科发展

目标。首先，要营造体育学与亲缘学科的共生环境。通

过制定促进学科交叉的政策文件，从政策角度加强体育

学与亲缘学科之间的交叉力度、广度和深度，通过搭建学

术交流平台、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等，积极推动体育学与

亲缘学科之间的跨界交流与合作，助力体育学新学科的

增长；其次，要优化体育学与亲缘学科间稳定的互惠共生

模式。通过建立密切的合作与交流机制、实践与政策应

用机制以及评估与反馈机制等，促进学科间的深度融合

和 协 同 发 展 ，增 强 学 科 交 叉 合 作 的 持 久 性 和 稳 定 性 ；最

后 ，要 完 善 体 育 学 与 亲 缘 学 科 间 知 识 流 动 的 生 态 系 统 。

通过积极推动体育学与亲缘学科的跨学科合作，获得更

多的研究资源、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保障知识流动的物

质基础和支撑体系，降低外部环境对学科间知识流动的

影响，提高知识流动的效率和效益。

4.2 加强体育学分支学科的学术研究，扩容期刊发文量与

知识总量　

从前述体育学发文量的年度动态变化趋势可以看出，

在 2013—2022 年间，体育学期刊的发文量呈现逐年减少

的 态 势 ，虽 然 在 2017—2018 年 略 有 上 升 ，但 趋 势 并 不 明

显。另外，从 2013—2022 年间体育学与 10 个知识互惠稳

定型亲缘学科总发文量的比较结果看，体育学的总发文

量在所有学科中排名第 7 位（359 191 篇），仅高于内分泌

腺及全身性疾病（279 755 篇）、生物学（227 855 篇）、旅游

（221 491 篇）、特种医学（122 963 篇），与排名前 3 位的中

等教育（2 171 345 篇）、高等教育（1 267 451 篇）、临床医学

（1 131 046 篇）差距较大。期刊发文量的多少不仅能够反

映学科知识总量的大小（王妮 等，2023），还是影响学科知

识流动效率和知识输出效益的重要因素。因此，体育学应

当在扩容期刊发文量，持续增加学科知识总量上有所作

为。从当前体育学知识的总体分布情况看，学界对于体育

学分支学科学术研究的力度、广度、深度、均衡度等方面

均存在不足，而体育学多种学术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

赖 于 各 分 支 学 科 知 识 的 支 持 与 帮 助（程 志 理 等 ，2023）。

基于此，体育学研究者应当厚植学术情怀与责任担当，深

耕体育学各分支学科的学术研究，不断挖掘、创造、刊发

新知识，实现体育学发文量和知识总量的持续提升。

4.3 促进体育学创新研究领域的培育，提升知识势能与知

识顺差比　

理论创新是体育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通过

图 10 体育学向知识互惠稳定型亲缘学科进行知识输出的年度动态变化

Figure 10. Annual Dynamics in Knowledge Output from Sports Science to Knowledge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Stable Related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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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知识输出视角下体育学亲缘学科类型，不仅为进一

步探究亲缘学科汲取的体育学知识内容，关注亲缘学科

的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及知识需求提供了理论前提，也为

体育学培育创新研究领域提供了方向指引。依据知识流

动理论（梁永霞 等，2010），知识势能高的知识主体在知识

流动过程中会向知识势能低的知识主体进行知识流动。

如前所述，体育学与亲缘学科间的知识流动形成知识逆

差的学科数量明显多于知识顺差的学科数量，说明体育

学在整个学科群中的知识势能尚处于较低水平，间接体

现了体育学知识创新能力不足。因此，体育学应当依据

亲缘学科的演化趋势与发展动态，结合自身学科实际与

外部学科需求，不断发掘新的研究议题，培育新的研究领

域 ，为 体 育 学 注 入 新 的 理 论 知 识 ，提 高 体 育 学 的 知 识 势

能。此外，要不断拓展知识输出的学科种类，特别是心理

学、医学、旅游学和经济学等体育学知识输出较为薄弱的

学科，通过知识输出检验体育学知识的创新水平和应用

效果，提升体育学与亲缘学科间的知识顺差比例，以此促

进体育学知识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提升体育学在整个学

科群中的话语权。

4.4 调整体育学教育改革与专业设置，满足社会对学生专

业能力的需求　

学科的发展以教育教学的改革与课程专业的创设为

基点，学科发展的水平将会折射出教育教学的改革成效

以及专业的创设水平。自 2010 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授

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

施细则》以来，全国已有 20 余个体育学一级学科学位授予

单位自主设置了 30 余个二级学科以及一些涉及体育学二

级学科的交叉学科。但是，各高校或科研院所学科结构

和专业结构的同质化现象依然严峻，导致市场需求率和

学生就业率处于双低水平。体育学亲缘学科定量识别的

研究结果为重新评估和调整体育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和课

程专业创设提供了理论参考。一方面，体育管理部门应

当引导更多一级学科博士或硕士授予单位发掘自身优势

和特色，自主设置更多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二级学科或

学科方向，突出重点，错位发展，进一步削减和避免体育

学科建设中的同质化现象（王晓微，2021）；另一方面，学

位授予单位应当依据体育学亲缘学科的定量识别结果和

演化趋势，为学生提供更为灵活和多样化的课程专业设

置，着重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增强体育学专业

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满足社会对学生跨学科

实践能力的实际需求。

5 结语 

以新时代以来体育学与外部学科的知识流动状况为

基础，从知识输入和知识输出两个视角对体育学亲缘学

科进行定量识别。研究认为，知识输入视角下的亲缘学

科 数 量 和 类 型 体 现 了 体 育 学 赖 以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知 识 源

泉，知识输出视角下的亲缘学科数量和类型体现了体育

学发展与壮大后的知识去向，它们共同展现了体育学与

外部学科间的知识流动趋势和交叉演化态势，为体育学

基本理论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的视角和启示。但是，由于体育学知识既包含体育默会知

识又包含体育理论知识，对体育学亲缘学科的识别仅基于

期刊引文的数据，以知识流动累积贡献率为判断标准难免

存在不足。后续研究可采取更丰富的方法，从更多元的视

角，选择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方式对体育学的亲缘学科进

行综合性判定，以此避免期刊引文不规范、学科分类不恰

当、数据更新不及时等因素带来的研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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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and Evolutionary Trend Analysis of Related 

Disciplines of Sports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Flow

QI Dalu1，2，HUANG Hansheng2*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22,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Pareto analysi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knowledge flow between 
sports science and external discipline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erforms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and conducts an 
evolutionary trend analysis of sports science related disciplines, considering both knowledge input and output perspectiv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volume of knowledge publications in sports science exhibited a fluctuating downward trend between the 
periods 2013—2017 and 2018—2022, with a notable increase in both knowledge input and output during the period 2018—2022. 
From the knowledge input perspective, there are 24 and 23 related disciplines respectively in these two periods, with 20 remaining 
stable, 3 experiencing growth, and 4 declining. From the knowledge output perspective, there are 13 and 17 related disciplines 
respectively in these two periods, with 12 remaining stable, 5 experiencing growth, and 1 declining. Additionally, there are 10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ed disciplines observed under both knowledge input and output perspectives, indicating an overall wave-like 
upward trend in knowledge flow volume between sports science and these disciplines. The study’s findings suggest several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sports science: 1)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facilitating the growth of new disciplines and enhancing the knowledge flow; 2) strengthening academic research in sub-disciplines 
of sports science, increasing journal publications and overall knowledge quantity; 3)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areas, raising knowledge potential and surplus ratio; 4) and adjusting sports science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program offerings to 
meet societal demands for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Keywords: sports science discipline; related disciplines; knowledge flow; knowledge input; knowledge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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