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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itespace 的中国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张海麟
1

（南宁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广西 南宁 510300）

摘要：梳理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程度和热点趋势，为后续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的研究提供参考，

于 2024 年 10 月 27 日在中国知网检索 2014 年 10 月～2024 年 10 月十年间收录的关于“高校羽毛球课程”

的 338 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法等，运用 CiteSpace 6.3 R1 软件

对所选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2019 至 2023 年的发文量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在 2023 年至今发文

量出现了一个的下降趋势，目前在我国对高校羽毛球课程的研究，发文量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研究作者、

机构间的联系合作较少，研究机构多为体育院校和师范类院校；研究的热点为教学改革、开展现状、课程

思政、教学模式、影响因素等，未来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的热点在创新能力、教学路径、融入课程、

数字体育、推广策略上。

关键词：高校；羽毛球课程；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加快建设体育强国[1]。体育强国的重要一步是全民健身，而高校体育是全民健身

的重要组成部分。羽毛球项目作为深受高校学生喜爱的运动，集娱乐性、健身性、休闲性等特征于一体，

是高校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随着部分城市中考体育改革，羽毛球成为中考体育的可选择项目，学生

们的羽毛球基础将会越来越好，未来高校中的羽毛球课程将会更加火热。对此我们更有必要对现今高校羽

毛球课程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和展望，通过研究及自身理性的思考为未来高校羽毛球课程的发展提供一些

帮助。本文运用 CiteSpace 6.3 R1 软件，以中国知网 2014 年 10 月-2024 年 10 月十年间收录的关于“高校

羽毛球课程”的期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可视化分析，为今后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领域的研究提供一

些帮助。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通过中国知网（CNKI）高级检索功能，检索 2014 年 10 月~2024 年 10 月十年间关于“高校羽毛球课程”

的文献 338 篇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CNKI）查阅有关“高校羽毛球课程”的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分析和文章撰写提供

依据。

2.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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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检索到的有效文献导出为 Reworks 格式的数据，运用 CiteSpace 6.3 R1 软件对文献数据的发文量、

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图的研究，绘制相关知识图谱，从而能够更好更直观地了解到该课

程的发展现状，方便进行相关的研究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发文量分析

在 2014-2024 年十年间共发表 338 篇期刊文献，其中 2014 年 10 月 27 日起发表了 2 篇，2015 年发表了

40 篇，2016 年发表了 25 篇，2017 年发表了 33 篇，2018 年发表了 32 篇，2019 年发表了 28 篇，2020 年发

表了 46 篇，2021 年发表了 37 篇，2022 年发表了 27 篇，2023 年发表了 48 篇，2024 年至 10 月 27 日发表

了 20 篇。由图 1 可知，在 2016-2017 年、2019-2020 年、2022-2023 年出现三次上升趋势，其他年份均为

下降趋势，在 2023 年至今也呈现出下降趋势，目前我国对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这一方面的研究的发文量也

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图1 2014年——2024年相关文献年度发表情况

（二）作者分析

表 1 2014-2024 年文献发文量前 20 的作者

排序 发文量 作者 排序 发文量 作者

1 4 王伟 11 2 夏丹

2 2 余乐 12 2 曾海军

3 2 何顺水 13 2 张陈

4 2 孙卫星 14 2 鲁莺

5 2 宣涛 15 2 向振宇

6 2 周德超 16 2 杨文娟

7 2 严叶 17 2 陈雪茹

8 2 李丹 18 2 李利华

9 2 吴海英 19 2 陈文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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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赵孟君 20 2 樊林华

2014-2024 年间我国在研究高校羽毛球课程的文献发文量前 20 的作者发文篇数都低于 10 篇，其中王伟

发文 4篇独居首位，其余前 20 的作者均发文两篇，如表 1所示。王伟等人指出，结论游戏性比赛能够有效

促进学生技战术、比赛能力和专业内容知识水平的提高。与传统教学模型相比，除技战术能力外，对比赛

能力和专业内容知识方面有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其发展学生综合能力的独特优势所在，其模式内

部的塑造、聚焦和强化三要素是促成本研究效益的关键
[3]
。余乐指出，采用兴趣驱动的分组教学模式，学生

们在羽毛球技能的实践应用上展现出更高的操作性。在当今社会，精通特定技术的专业人才备受青睐。因

此，这种教学方法下的学生对羽毛球技能的掌握更为深入和专业
[4]
。

将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导入 CiteSpace 进行分析，得到节点（Nodes）为 243，连线（Links）

为 59，密度（Density）为 0.002 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如图 2 所示。其中首先是以王伟为核心的研究群体是

作者之间合作关系最亲密并且作者群体较为庞大的，王伟在 2023 年与孟露等学者有不同程度的合作，王伟

等人指出，运动教育模式可以有效提升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战术素养、专业内容知识和比赛能力，传统教

学模式只有在技术掌握方面与运动教育模式贡献相当，整体上运动教育模式对于教学效果的全面性优于传

统教学模式，其特征对于发展学生战术意识、教学知识和真实场景下的比赛能力具有高度的指向作用
[5]
。其

次是以杨文娟为核心的研究群体，杨文娟在 2016 年起先后与王润平等学者开展合作，他们认为，开展羽毛

球“普修课程+主修课程+副修课程或任选课程”的课程类型结构：一方面，能够实现羽毛球教学内容的递

进和衔接,总的授课时数增加，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一专多能的教学理

念，满足不同学生对羽毛球课程的需要
[6]
。再者是陈文汉 2024 年与黄登峰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对高校羽毛球

课程的研究，他们指出，聚焦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羽毛球教学设计研究，需进一步挖掘思政元素，以理论

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以教学为支撑、遵循项目特点，从羽毛球发展历程、比赛、训练等不同角度进行

挖掘
[7]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高校羽毛球课程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其中值得我们去继续创新研究。

图 2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相关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三）研究机构分析

在发文量前 20 的研究机构中，广州体育学院和吉林体育学院均以 6篇共居首位，吉林体育学院、上海

体育大学、哈尔滨体育学院以 5 篇次之，北京体育大学、豫章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大学、山西医科大学汾

阳学院以 4篇紧随其后，其余研究机构均为 3或 2篇。在这 20 个研究机构中共有 8 所体育院校，发文排序

依次为广州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吉林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大学、哈尔滨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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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院；师范院校共 5 所，发文排序为湖北师范大学、豫章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说明以广州体育学院和武汉体育学院为首的体育院校投入最多，为高

校羽毛球课程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不仅发文量领先，而且研究机构也相比其他院校偏多，

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其次是师范类院校。

表 2 2014-2024 年文献发文量前 20 的研究机构

图 3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相关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将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导入 CiteSpace 进行分析，得到节点（Nodes）为 216，连线（Links）

为 18，密度（Density）为 0.0008 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如图 3所示。上海体育学院 2016 年联合上海大学体

育学院开展“高校羽毛球课程”相关领域的研究；同年西北师范大学先后联合甘肃政法学院体育教学部和

兰州城市学院幼儿师范学院等开展研究，组成当时最大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武汉体育学院 2016 年联合黔

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开展研究；首都体育学院在2016年联合江西师范大学开展相关研究；北京体育大学2021

年联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体育教学部开展相关研究；哈尔滨体育学院在 2022 年联合湖南科技学院开展研

究；2023 年湖北师范大学先后联合广东工业大学和长江大学进行相关研究，组成第二大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四）关键词分析

1.关键词共现分析

表 3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出现频次及中心性 Top10

排序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首次出现年份

1 102 0.79 羽毛球 2014

2 80 0.43 高校 2014

3 30 0.10 课程思政 2020

4 17 0.06 现状 2015

5 17 0.03 对策 2015

6 17 0.10 教学模式 2014

排序 发文量 研究机构 排序 发文量 作者

1 6 广州体育学院 11 3 上海师范大学

2 6 武汉体育学院 12 3 广西民族大学

3 5 吉林体育学院 13 3 陕西师范大学

4 5 上海体育大学 14 3 成都体育学院

5 5 哈尔滨体育学院 15 3 湖南工业大学

6 4 北京体育大学 16 3 南京体育学院

7 4 湖北师范大学 17 2 黄淮学院

8 4 豫章师范学院 18 3 东北师范大学

9 4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19 2 南京大学

10 3 苏州大学 20 2 广东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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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6 0.05 普通高校 2015

8 13 0.02 教学改革 2015

9 13 0.02 分层教学 2016

10 12 0.06 教学方法 2014

图 4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李小芬等提出，关键词是论文的核心和精髓，表达了论文研究的主题。通过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

利用关键词之间的紧密度，可以分析知识图谱中的研究主题
[8]
。将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导入 CiteSpace 进行分

析，得到节点（Nodes）为 234，连线（Links）为 478，密度（Density）为 0.0175 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

图 4 所示。节点中心性的数值越大,说明该节点处于整体网络中的位置越重要,对这个网络的影响越大。一

般认为中介中心性大于 0.1 的节点在这个知识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比较重要,通过该点展开的研究较多
[9]
。文

字越大，证明这个时间段内在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领域研究的次数较多，由表 3可知，以“羽毛球”、“高

校”、“课程思政”、“现状”、“对策”、“教学模式”、“普通高校”、“教学改革”、“分层教学”、

“教学方法”为关键词展开的研究较多。另外，关键词的出现频次与其中心性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即高频

关键词并不一定是高中心性关键词，而出现频次与中心性数值均高的关键词在整个知识网络中的作用更为

关键
[9]
。表 3 中“羽毛球”、“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同时具有高频次和高中心性，能够更

好反应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主题。

2.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指某一研究主题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高度关注，是当时正在兴起的并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价

值的研究方向。对突现主题词演变路径的探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某一研究领域主题的发展趋势，以

此为某领域后续研究挖掘出更多潜在的有价值的科研方向
[10]

。根据图 5 图谱，得到前 25 个突现词可知，关

于高校羽毛球课程的问题和教学现状研究从 2015 年便开始成为热点关键词，且凸显率较高，表明早在 2015

年已有学者关注到高校羽毛球课程并且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分析；从 2020 年起是高校羽毛球课程的重要

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研究的突现词是“教学效果”、“体育竞赛”、“慕课”、“思政教育”、“课程思

政”，表明学者们不仅仅是针对现状等进行研究分析，也从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从 2022 年开始出现

的关键词是“实施路径”、“教学设计”、“实践路径”，表明学者们逐渐从教学方法和路线等方面来研

究高校羽毛球课程，未来高校羽毛球课程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研究方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36

图 5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3.关键词聚类分析

图 6 的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节点为 234，连线为 478，密度为 0.0175，

Q=0.5557，S=0.8644。我们可以看出一共有：#0 教学改革、#1 高校、#2 开展现状、#3 课程思政、#4 应用

研究、#5 教学模式、#6 信息技术、#7 影响因素、#8 混合教学共 9个聚类群。

以教学改革为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羽毛球、实践路径、新课改、高校教育、体育等；以高校为

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问题、教学现状、价值、全民健身等；以开展现状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对

策、普通高校、对策研究、俱乐部等；以课程思政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创新、高校体育、教学设计、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等；以应用研究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移动学习、动态分层、翻转课堂、教学等；

以教学模式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创新改革、休闲化、教学氛围、互联网+、混合学习、教学方法等；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高等院校、应用现状、推广策略、数字体育、制约问题等；以影响

因素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因子分析、教学质量、大学生等；以混合教学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

线上线下、应用型、培养、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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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4.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

图 7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节点为 234，连线 478，密度 0.0175。时间线谱可以清晰地看见在关键词

里的各时间段的研究的热点以及发展的情况。在#0 教学改革、#1 高校、#2 开展现状、#3 课程思政、#4 应

用研究、#5 教学模式、#6 信息技术、#7 影响因素、#8 混合教学的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中看到，在我国未来

高校羽毛球课程这个研究领域内，全面发展、创新能力、教学路径、理论基础、融入课程、路径研究、应

用现状、数字体育、推广策略均为未来的研究热点，“混合教学”是最迟出现的研究热点。

图 7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三、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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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论

我国在高校羽毛球课程这一研究领域，目前发文量处于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2019 年至 2020 年，2022

年至 2023 年有好转的现象，但 2023 年之后发文量不容乐观，要提高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这一研究领域的

发文量，为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的研究提供参考的价值。从研究作者来看，排列前十的作者发文量均不超

过 10 篇，作者们整体之间的合作较少，只有少数作者合作群体为此研究领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应该鼓励

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学科的作者们进行交流沟通，创造出更多更好质量更高的文章。在我国高校羽

毛球课程这一研究领域内，研究机构较多，大多为国内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比较分散，范围比较大，研

究相对独立，机构间应该加强合作，互帮互助，完善或增加研究设施设备，进行深入的探索，国家加强对

高校的建设，促进这一研究的发展。通过关键词共现、突现、聚类分析发现，在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这一

研究领域内，研究的热点为“教学改革”、“高校”、“开展现状”、“课程思政”、“应用研究”、“教

学模式”、“信息技术”、“影响因素”、“混合教学”等，可以看到研究的大多是高校羽毛球课程的教

学现状、方法与形式，从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看到未来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的热点在“全面发展”、“创

新能力”、“教学路径”、“融入课程”、“路径研究”、“数字体育”、“推广策略”上。

（二）启示

在当下“双减政策”和国家大力推行全民健身的背景下，各种运动如三大球和三小球运动逐渐走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部分地方在实施体育中考改革中也加入更多的运动项目，羽毛球便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高校羽毛球在羽毛球推广和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高校羽毛球课程可能只是羽

毛球基本技术的实地实践教学，而现今当下高校羽毛球课程改革势在必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课程思政、

技术与战术的综合教学等等各种创新性教学方法与模式将是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的新趋势。

同时，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关键一步是师资队伍的建设，部分高校甚至出现了羽毛球课任课老师本硕专

业是民族传统体育等专业的情况，教师对专项的不熟悉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课程的发展和学生们的技能学

习情况，在课程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师专业技能的培训发展，吸引招收更多专项对口的教师，定期培训

提高教师教学技能也是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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