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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梳理国内中小学体育社团研究的进展，文章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

2003~2023年国内中小学体育社团领域的期刊论文为对象，并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的年代、来源

刊物、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研究发现：2003~2022年CNKI数据库中有关中小学

体育社团领域的论文数量总体上来说逐年增加，其中对核心素养方面的研究重视度不断提高，

2012~2022年是国内中小学体育社团领域发文的高峰期，但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比例较低，整体研究水平

亟待提升；中小学是主要的发文主体；研究主题集中在开展现状与对策、核心素养、体育社团实践和体

育社团与体育课共融性研究等方面；未来研究要更加注重体育社团与体育项目融合领域的方向的研究，

进一步提高发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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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view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domestic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ports clubs, 
this article adop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to select journal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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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ports clubs from 2003 to 2023 included in the China Na-
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Citespace software i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and 
study the literature’s age, source journals,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trend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papers related to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ports clubs in the CNKI 
database has generally increased year by year from 2003 to 2022, with a growing emphasis on re-
search on core competencies. The period from 2012 to 2022 is the peak period for publishing pa-
pers in the field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ports clubs in China, but the proportion of papers 
published in core journals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overall research level urgently needs to be im-
prov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the main subject of publication; The research topic fo-
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core competencies, sports club practic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club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
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clubs and sports project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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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国家对体育教育事业愈发重视，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双减

政策实施以后，各种课后的体育活动有效的实施起来，满足了中小学生对体育的多方面的需求[1]。中小

学体育社团作为一种重要的课后体育活动组织，能够为中小学生提供更加多元、趣味的体育活动，让中

小学生享受体育带来的“乐趣”，最终帮助小学生提升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方面的体育核

心素养[2]。目前国内关于体育社团研究发文的情况主要关注中小学和社会方面[2] [3]，关于中小学体育社

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涉及的内容比较单一，多集中在中小学体育社团发展现状、中小学体育社团

的组织管理问题以及中小学体育社团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本研究旨在运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对我国中小

学体育社团的研究进展进行回顾，梳理与总结中小学体育社团有哪些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

提出相应观点，为我国中小学体育社团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对近年来国内中小学体育社团进行研究，从发文趋势、研究主题、研

究学段、研究质量、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所选文献做进一步的量化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系统性综述法是指

带着具体的研究目的，基于精准的研究问题，按照严格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在相关文献中筛选出诸多单

个文献，受一定方法论支配，采用标准化技术对所选文献资料进行数据抽取与整合，得出新问题和新理

论的一整套研究方法[4]。 
通过对中国知网中公开发表的期刊文献进行统计分析，致力于回答以下五个问题：(1) 我国中小学体

育社团是什么？(2) 我国中小学体育社团的研究情境呈现了哪些特征(研究趋势)？(3) 我国中小学体育社

团的研究方法有哪些？(4) 该领域的研究主题有哪些？(5) 我国中小学体育社团的当代价值是什么现阶

段所取得的成效及其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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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献筛选 

因为各国中小学体育社团定义制度南辕北辙因此本次文献检索范围只锁定在 CNKI 这一个学术期刊

库中。 
为了了解国内中小学体育社团的研究现状，本文对中国知网中发表的有关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小学体

育社团期刊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通过严格的筛选流程对初步获取的文献进行选择，

文献筛选的要求如下：① 必须是中小学体育社团领域的研究，排除幼儿园中职、高职、高校和特殊教育

体育社团相关内容；② 必须是中文期刊论文；③ 有较为完整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④ 应
涉及本文的一个或多个研究问题； 

以“体育社团”为主题进行预检索，经过多次检验，最终确定检索词为(主题%='体育社团'or 题名%='
体育社团') AND (专题子栏目代码='H129?') (主题%='体育社团'or 题名%='体育社团') AND (专题子栏目代

码='H130?')，共检索出 642 篇文献(检索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11 日)经过筛选最终确定 62 篇文献(见
图 1)。 

 

 
Figure 1.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2.2. 编码分析 

通过深度阅读文章内容，本综述设计并使用如表 1 所示的文献编码表对最终选取的篇相关文献进行

了量化综合，并分为研究主题、研究情境、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四个维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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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ocument coding 
表 1. 文献编码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研究主题 主题类别 开展现状、社团作用、影响因素 

研究情境 研究学段 小学、初中、高中 

研究方法 数据收集方法数据分析方法 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定性、定量 

研究成果 成果类型 新颖数据、理论成果、术语概念、观点主张和理论体系等 

3. 研究结果 

3.1. 发文趋势 

科研论文数量的变化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明该研究领域在一定时间内的发展速率，我国中小

学体育社团研究近 20 年的发展趋势如图 2 所示，总体增长态势趋势，前十年发文量较少仅 5 篇，说明在

此阶段中小学体育社团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从 12 年开始发文数量开始提高，表明研究者们对该话题的关

注度在逐年增加，2022 年发文量最多可能是国家于 2021 年颁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政策的影响，政策中指出学校要提升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

生多样化的需求，其中体育社团是课后服务中一种重要的形式[1]。2020~2021 年发文量下降的原因可能

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Figure 2. Publication trend chart 
图 2. 发文趋势 

3.2. 研究学段 

从研究的学段来看，小学、初中、高中各个学段均有涉及其中研究最多的是中学阶段(N = 28.57%)，
其次是初中阶段(N = 21.42%)，然后为小学阶段(N = 19.64)、高中阶段(N = 17.85%)最后是中小学阶段(N 
= 12.5%)。中学阶段明显多于小学阶段，今后可加强小学体育社团方向的研究。 

3.3. 期刊分布 

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能更好地了解中小学社团领域的研究质量。通过图 3 可知所选 58 篇论文

中核心文献仅 4 篇，体育与科学、体育学刊、首都体育学院学报和教育理论与实践各一篇。刊发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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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多的期刊是当代体育科技(n = 22.41%)，其次是运动(n = 20.69%)剩余青少年体育(n = 6.9%)吕梁教育

学院学报(n = 5.17%)、内江科技(5.17%)和其他(n = 39.66%)，核心期刊数量仅占据总量的 6.89%占比较低，

而当代体育科技的(2022)复合影响因子仅：0.256，运动期刊更是已经停刊其 2018年复合影响因子为 0.090，
整体水平亟待提升。 

 

 
Figure 3. Literature sources 
图 3. 文献来源 

3.4. 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是甄辨中小学体育社团研究热点与趋向的核心指标，通过图 4、表 2 可知目前中小学体育

社团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中小学体育社团发展现状及对策、核心素养、体育社团实践和体育社团与体

育课共融性研究 4 个方面。其中中小学体育社团发展现状及对策最多，占据了文献总量的 19.29%，在这

个研究主题之下中学阶段的研究占比达到 72.72%，与小学阶段具有明显差距。 
 

 
Figure 4. Co-occurrence analysis 
图 4. 共现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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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occurrence word statistics 
表 2. 共现词统计 

排序 频次 中心度 年份 关键词 

1 37 1.13 2003 体育社团 

2 8 0.03 2003 中学生 

3 7 0.1 2017 核心素养 

4 7 0.2 2011 社团活动 

5 4 0.01 2017 初中体育 

6 4 0.07 2012 发展 

7 3 0.1 2021 小学 

8 3 0.09 2015 农村小学 

9 3 0.14 2017 高中体育 

10 3 0.07 2019 社团 

 
(1) 通过共现词分析得出中学生体育社团是国内中小学体育社团领域的研究热点，现代都市中的不

少学校处于高楼的夹缝之中，师生的校内外体育活动空间相对较少，而且中学生的家长处于创业的关键

阶段，不少人忙于工作和应酬，无暇顾及自己孩子的健康。针对都市中学生发育早、肥胖多、活动少、心

理压力大的情况已经比较普遍的现状[5]我国学者对什么是中学体育社团、中学体育社团的价值是什么、

怎样构建中学体育社团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观点。 
(2) 近五年中小学体育社团领域的研究者十分重视核心素养方向的研究，仅次于体育社团的 37 次和

中学生的 8 次，所谓“核心素养”指的是，同职业上的实力与人生的成功直接相关的涵盖了社会技能与

动机、人格特征在内的统整的能力[6]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是新形势下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解决了一直以来

让教师困惑的教什么的问题，旨在扭转过去只讲解知识与技能，而忽略学生其他能力培养的局面，让学

生得到全方位发展。在体育学科中，核心素养的内容可以归纳为 3 个维度，分别是体育情感与品格、运

动能力与习惯、健康知识与行为[7]。通过系统训练掌握基本和专项运动技能，学习运动生理、营养与安

全知识，培养健康意识等手段培养学生体育核心素养。 
总体来说，当前中小学体育社团的研究更集中于理论方面的讨论，而缺乏通过定量数据的假设检验。 

3.5. 研究方法 

(1) 数据收集方法 
对各文献的数据收集方法统计可知(见表 3)，中小学体育社团研究以文献资料法和问卷调查法为主。

其中文献资料法以其 50%的高频次和 86.2%的覆盖率，成为中小学体育社团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文献

资料法属于非接触性的研究方法,不与文献中记载事物直接进行接触，主要指搜索、鉴别、整理文献,并通

过钻研文献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是获得间接理论知识的一种方法，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其最

重要的优点。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调查，我们可以研究各种各样的社会情况，并避免了口头调查中可能

出现的各种记录错误，而且节省时间、金钱，效率较高。它不需要大量的研究人员和专用设备，可以比

其他调查方法以更少的人力、资金和时间获得更多的信息，适用于研究主体主要为中小学的背景，但非

常重要的一点是许多文献的客观真实性难以考证，并且体育是一门应用学科仅仅研究文献难以兼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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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问卷调查法，占 22%和 37.9%的频次与覆盖率，该方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数据采集手段，在中小学

社团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问卷调查法涉及研究人员设计一系列问题，并通过分发这些问卷给研究

对象，待其填写完毕后回收，以此方式搜集所需的数据。在中小学体育社团的研究中，问卷调查常用于

获取包含主观倾向的数据，例如评估学生的自我感知、参与动机、学习态度等。采用问卷进行数据收集

的特点是问卷发放较为简便且数据回收较为便利，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问卷收集的数据结果受被调查者

的主观意愿的影响较大。数理统计法则占 10%和 17.2%，它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揭示

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为研究者提供量化依据，专家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实地考察法和心理测量法

等方法则较少被采用。因此，为提升研究结果的信效度，获得更严谨的研究结论，后续研究可采用多样

化、多源化的数据收集方法，以消解只呈现单一文献资料法的不足。 
 

Table 3.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表 3. 数据收集方法 

研究方法 出现总频次 覆盖率 

文献资料法 50% 86.2% 

问卷调查法 22% 37.9% 

数理统计法 10% 17.2% 

专家访谈法 8% 13.8% 

案例分析法 2% 3.5% 

实地考察法 2% 3.5% 

心理测量法 1% 1.7% 

 
(2) 数据分析方法 
对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见表 4)，采用最多的是定量和定性混合分析方法(46.26%)，其次

是定性分析(36.25%)，最后是定量分析(17.49%)，总体来说，中小学体育社团的研究更集中于理论方面的

讨论,而通过定量数据的假设检验较少。 
 

Table 4. Data analysis methods 
表 4. 数据分析方法 

类型 占比 

混合方法 46.26% 

定性方法 36.25% 

定量方法 17.49% 

3.6. 研究成果 

从研究结果来看(见图 5)，社团发展对策(35.16%)、核心素养培养(31.58%)以及课程建设方法(26.32%)，
行为动机(9.53%)。此外，也有研究关注学生心理等方面比如胡勇滨通过 Piers-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等

方法对参与体育社团活动育社团学生 88 人和非体育社团学生 157 人的学生进行研究，参与体育社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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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自我意识水平明显高于非体育社团学生[8]。颜军等人探讨持续 12 周不同锻炼频率的学校体育社

团活动对初中生自我认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结论表明初中生持续参加不同频率的学校体育社团活动能

提升自我认识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其中每周参加４次体育社团活动的效果非常显著[9]。 
 

 
Figure 5. Research results 
图 5. 研究成果 

4. 讨论与分析 

4.1. 我国中小学体育社团的当代价值是什么？ 

4.1.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价值 
体育社团，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品德和能力，让他们学会过健康的生活，还要有责任感。因为

这些社团种类繁多，每个都有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都是为了公平公正。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能学会

遵守规则，还能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为将来进入社会打下基础。体育社团的“立德”就是要把兴趣、感

情和规则意识融入到社会中去，教育学生要懂得“明德、守德、严德”。明德就是要有坚定的立场，做事

有原则，能分辨对错，还要坚持到底。 

4.1.2. 促进学生养成体育锻炼习惯的价值 
随着国家对于国民健康的要求和体育锻炼的认可，越来越多民众支持和加入到体育锻炼之中，而学

生这一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可塑性较大，需要加强引导其形成体育锻炼的习惯，从而使学生养成体育锻

炼的习惯。在中小学中，除了体育课程以外，体育社团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双减政策也促进了体育社

团这一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多学生愿意加入到其中，体育社团不仅发挥了其体育教学的作用，还慢慢使

参与其中的学生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能够让他们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 

4.1.3. 落实双减政策的价值 
我国中小学体育社团的当代价值与“双减”政策的深度契合，使其成为优化教育生态、落实政策目

标的重要载体。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与校外培训压力的背景下，体育社团通过多样化课后活动填补服务

空白，以兴趣为导向替代“填鸭式”补习，既缓解家庭经济负担，又将课余时间转化为运动实践，促进学

生身心放松与体质提升；同时，社团活动以“五育融合”为内核，通过专项技能训练强化运动能力，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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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协作与竞赛对抗中培养抗挫力、领导力及公平竞争意识，实现“以体育德”“以体育心”的育人目标，

有效应对青少年近视、肥胖及心理焦虑等健康挑战。此外，社团通过普惠性服务打破校外资源分配壁垒，

以分层教学满足个性化需求，推动教育公平从机会均等向质量公平深化，并借助家校社协同联动整合社

会资源，构建“健康第一”的全方位育人生态，为“双减”政策下学生的全面发展注入可持续动力。 

4.2. 现阶段所取得的成效及其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近二十年来，中小学体育社团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点到面、由浅人深的发展阶段，

可以说在其历史发展进路中呈现了一定的渐进之势。随着 2021 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逐步推进，中小学体育社团研究将会随之走向深人、覆盖广深。 
当前，针对中小学体育社团的研究仅限于局部探索，尚未实现全面深入。究其原因，体育教育领域

对中小学体育社团的实质与操作原则理解尚浅；对基础教育改革及新课程标准所蕴含的教育内涵缺乏精

确阐释与深刻理解；同时，对体育在育人过程中的价值及其所承载的教育功能认识不足。因此，对于体

育社团所蕴含的“跨学科性”、“综合性”、“自主性”、“实践性”等核心理念缺乏系统性的关联分析，

亦未将体育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进行有效的比较、联系与思考。这导致了对体育社团活动作为育人载体

在跨学科育人机会把握上的不明确和不精确，整体上缺乏对体育社团活动的系统性框架构建、深入研究

与实践验证。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国内中小学体育社团发文为对象，借助 Citespace 对 2003~2022 年我国中小学社团领域研究情

况进行统计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2003~2022 年 CNKI 数据库中有关中小学体育社团领域经历了起

步阶段(2003~2012 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12~2023 年)，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对核心素养方面

的研究重视度不断提高，2012~2022 年是国内中小学体育社团领域发文的高峰期，但核心期刊论文发表

比例较低，整体研究水平亟待提升；中小学是主要的发文主体，研究热点集中在开展现状与对策、核心

素养研究等方面主要使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 
根据中小学体育社团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观点：首先，加大中小学社团研究领域的交流力

度。可以通过高校聘用客座教授、资助师生外出交流学习等形式来鼓励跨院校、跨地区之间的合作，同

时在机构内部成员交流过程中提升自身科研能力。其次，在研究内容上要明确自身优势，提高发文质量。

一方面要善于利用以往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成果发现新的研究点；另一方面力求在新的领域有所突破。从

对发文作者及期刊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小学社团研究领域一直以来存在交叉融合现象，而近年来有学

者心理学、运动训练学方向上发文，推动了中小学社团研究的发展，未来应继续保持这种态势并有所突

破。此外，国内学者在其中的发文量也有所增加，在未来发展中需要继续保持。最后，在研究热点的把

握上与高校社团研究存在较大差距，研究视角相对比较狭窄。热点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创新性等问题是

未来中小学社团研究中需要加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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