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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与借鉴：国外艺术体操训练研究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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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Web of Science
 TM
数据库收录有关艺术体操研究的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V 软件将 2000-2021年间的

国外艺术体操研究绘制成知识图谱，旨在探索国外 20 余年艺术体操训练的研究进展，为我国艺术体操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结果表明：（1）近年来，国外艺术体操发文量总体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已经形成以核心作者为中心的合作关系网，但高

质量期刊发文量较少；（2）国家和机构间合作较多，但缺少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3）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从运动员的健康方

面展开，研究重心向运动员的营养状况、运动损伤以及病理性饮食的治疗与预防、心理学层面迁移。因此，应借鉴国外艺术

体操的发展，将我国的艺术体操融入中国本土的特色，并加大推广与宣传的力度，从而推动我国艺术体操社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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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periodical literature on artistic gymnastics research collected in Web of Science TM databa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research on foreign artistic gymnastics during 2000-2021 was mapped into knowledge map by CiteSpaceV softwar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overseas artistic gymnastics traini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istic gymna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recent years, the volume of foreign rhythmic 

gymnastics publications has generally shown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and a core author-centered cooperation network has been 

formed, but the volume of high-quality journals is relatively small; (2) There is much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influenti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3)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hotspot has started from the aspect of athlete's health, 

focusing on the migration to the nutritional status, sports injury,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pathological diet and psychological level of 

the athlete. Therefore, we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artistic gymnastics, integrate our artistic gymnastics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and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to promote the socialization of Chinese artistic gymna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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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艺术体操运动起源于欧洲，于 1984 年被列为奥运会

竞赛项目，是竞技体育中的最美项目之一。艺术体操由难

度技巧与舞步组成，在音乐的伴奏下，手持轻器械或徒手

展示出优美的姿态，这项极具美感的项目被誉为“地毯上

的芭蕾”，充分展现了艺术与体育的完美融合
[1-2]

。上个世

纪 70 年代传入中国后，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发展迅速，在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夺得了集体全能银牌，2014 年艺

术体操世界杯（匈牙利站）3 球 2 两带金牌，2021 年的东

京奥运会取得了境外最好成绩第四名。个人项目目前最好

的成绩仍停留在 2013 年世锦赛上，运动员邓森悦获得全

能第 4 名，可见个人项目还有待提高，同时也反映出后备

人才的储备不足的问题
[3-4]

。由于我国艺术体操起步较晚，

练习难度大，加之国家对艺术体操的普及推广不够重视，

因此整体仍处于发展阶段，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
[5-6]

。通过分析文献综述可以更好的梳理国外艺

术体操的研究成果，把握该领域的发展脉络和趋势。因此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绘制国

外艺术体操训练领域的知识图谱，对国外艺术体操训练的

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中探究国外艺术体操训练的

近年的研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我国未来艺术体

操的研究发展和选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TM
数据库，以“Rhythmic 

gymnastics training&Rhythmic gymnastics”为检索主

题，将检索年限设置为 2000-2021 年，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3 日，文献类型“Article/Review，共检索出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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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记录。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对检索的 349 篇文献进行

筛检，剔除非学术性等不相关的文献，最终保留 276 篇文

献，以纯文本的形式保存。 

1.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采用文献计量法，以陈超美博士开发的

CiteSpaceV 可视化分析软件为主要工具，辅以 Excel 软

件，绘制出相关知识图谱，对 WoS 核心集数据库收录了

2000-2021 年艺术体操相关文献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

运行图谱的参数设置：“ Time Slicing”范围设为

“2000-2021”年，时间间隔选择“1”年，阈值 Selection 

Criteria 一栏选“Top N”设为“50”或选“g-index”

设为“25”，剪裁算法为“Path finder & PSN”“Node type”

分别选取“Institute”“Keyword”“Country”等，其他

为系统默认格式，最后运行得出知识图谱。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

领域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趋势。通过统计 WOS 核心数据库中

2000-2021 年国外艺术体操相关研究的发文量，得出发文

量的时间分布图(图 1)。从图上显示的文献数量看可知：

从 2000-2006 年为萌芽阶段，此阶段的发文量较少，年均

发文量约为 4 篇，2007-2012年为缓慢发展阶段，曲线较

为平稳，在此期间发文量共计 86 篇，约占总文献量的

31.16%；2013-2021 年为蓬勃发展阶段，呈现出波动式逐

年增长的趋势，其中在 2019 年达到顶峰，9 年里共发文

190 篇，占总文献量的 68.84%。由此可见，近年来国外学

者对艺术体操的相关研究与日俱增，发文量约为此前 13

年的 2.2 倍。 

 
图 1  2000-2021年国外艺术体操相关研究发文量统计 

2.2 发文国家和机构分析  

2.2.1 国家地区分布 

国外艺术体操研究的空间分布可直观的反映出全球

范围内该领域的核心研究力量分布。图中连线的粗细代表

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强度，连线越粗，说明各个国家之间合

作联系越多。图中节点外的紫色圆环代表其中介中心性

（Centrality），中心性用来衡量文献的重要性。节点大

小代表的是国家发文频次，频次越大，节点越大。但频次

高的国家和机构仅能表明他们发文量大。科学合作是指在

一篇文献中同时出现不同的作者、机构或者国家、地区，

则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合作关系。 

结合国家发文量统计分布表（表 1）以及绘制的国家

分布图谱（图 2）可以看出，国外艺术体操相关主要的发

文国家及地区有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巴西、葡萄牙、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法国、瑞士、日本。发现主要发文

国家大多都集中在欧洲地区且合作紧密，这与艺术体操起

源于欧洲密切相关。其中，排在第一位意大利的发文量达

到 44 篇，是艺术体操领域研究最为活跃的国家，排在第

二位和第三位的是意大利 43 篇，希腊 37 篇。研究的中介

中心性最高的是瑞士（0.34），随后是意大利（0.31），西

班牙（0.25）。以上结果说明意大利的影响力最高且对艺

术体操的研究较重视，瑞士和澳大利亚的发文量虽然不多，

但中心性较高，因此在艺术体操领域的影响力较高，葡萄牙

发文量虽然较多，但影响力却微乎其微，中心性数值较低。 

表 1  国家发文量统计分布表 

序号 国家 频次 序号 国家 中心性 

1 SPAIN（西班牙） 44 1 
SWITZERLAND（瑞

士） 
0.34 

2 ITALY（意大利） 43 2 ITALY（意大利） 0.31 

3 GREECE（希腊） 37 3 SPAIN（西班牙） 0.25 

4 BRAZIL（巴西) 25 4 
AUSTRALIA（澳大

利亚） 
0.23 

5 
PORTUGAL（葡萄

牙) 
17 5 GREECE（希腊） 0.21 

 
图 2  国外艺术体操研究国家分布图谱 

2.2.2 研究机构分布 

图 3 是研究机构分布图，零散分布的四周的线段说明

机构间合作关系较弱，而连线较多且错综复杂表明机构之

间的合作较多。总体来看，国外艺术体操的科研机构多以

两个及以上交叉合作为主，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科研合作团

队，尤其是以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为核心的团队。 

研究成果由全球 46 个国家的 310 所研究机构组成，

发文主要的力量集中在大学。发文量最大的是爱沙尼亚塔

尔图大学（16 篇）、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意大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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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伦萨大学（13 篇）和希腊雅典大学（10 篇）。而机构中

心性最大的为希腊帕特雷大学（0.02），可见虽然研究机

构众多，但机构之间的合作不多，尚未形成有影响力很强

的科研机构。 

 
图 3  国外艺术体操研究机构分布图 

2.3 发文作者分析 

通过对国外艺术体操研究作者的合作网络图谱（图 4）

进行分析，发现研究作者的合作网络比较复杂，已经形成

了大量的合作群体，几乎没有独立发表文章的作者。其中

最大的合作网络是以作者 Piazza M、Di Cagno A、

Battaglia C 为核心所组成的团体。发文量最大的作者是

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 Piazza M（8 篇），说明作者之间

的合作交流较为频繁。此外研究的范围分布也较广泛，涉

及教育、生理学、心理学、营养学等方面。 

 
图 4  国外艺术体操作者共现图谱 

2.4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或主题词是文章主题的凝炼，通过统计分析文

献的关键词可了解学科的研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热点
[7-8]

。 

将首次运行的结果中的同义关键词合并，再运行

CiteSpace 软件后得到国外艺术体操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3），每个圆形节点都代表一个关键词，字体大小代

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字体越大表示出现的频次越高，连

线的粗细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的高低。由图 3 可知，

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高，密度大，研究热点以及学科交叉

较多，并不局限于单个方向的研究。高中心性和高频关键

词共同构成了艺术体操的研究热点（表 2）。 

 
图 5  国外艺术体操关键词共现图谱 

国外艺术体操的研究对象以 Children（儿童）、

Adolescent（青少年）、Elite（优秀运动员）为主，研究

热点主要集中在艺术体操运动员的竞技表现以及健康上。

从高频词“Performance”“Rhythmic gymnastics”“Sport”

可知国外艺术体操运动的研究重点倾向于艺术体操运动

员的竞技表现，研究热点集中在艺术体操运动员的伤病

（Injury）与健康（Health）以及艺术体操运动员生理和

心理的研究，包括少年儿童运动员的生长发育、骨骼健康，

运动员饮食失调等，各种因素对运动员的竞技表现或运动

成绩的影响。 

表 2  艺术体操高中心性和高频关键词一览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中心性 

1 
Rhythmic gymnastics 艺术

体操 
72 Performance 竞技表现 0.30 

2 Performance 竞技表现 55 
Rhythmic gymnastics 艺

术体操 
0.22 

3 
Body composition 身体成

分 
41 Children 儿童 0.18 

4 Exercise 练习 37 Exercise 练习 0.18 

5 Children 儿童 36 
Physical activity 身体活

动 
0.18 

6 Eating disorder 饮食失调 28 
Bone mineral density 骨

密度 
0.16 

7 Adolescent 青少年 23 
Eating disorder 饮食失

调 
0.15 

8 Elite 优秀运动员 22 Weight 体重 0.15 

9 Growth 成长 21 
Body composition 身体

成分 
0.14 

10 
Physical activity 身体活

动 
21 Sport 体育运动 0.14 

11 Health 健康 19 Elite 优秀运动员 0.12 

12 Sport 体育运动 17 Injury 伤病 0.12 

13 Strength 力量 16 
Adolescent 青少年 

Education 教育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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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中心性 

14 
Bone mineral density 骨密

度 
16 Growth 成长 0.11 

15 Injury 伤病 15 Health 健康 0.11 

16 
Rhythmic gymnast 艺术体

操运动员 
14 

Rhythmic gymnast 艺术

体操运动员 
0.11 

17 
Female gymnast 女子体操

运动员 
11 Strength 力量 0.10 

18 Prevalence 患病率 10 Prevalence 患病率 0.07 

19 Ballet dancer 芭蕾舞者 9 Energy intake 能量摄入 0.07 

20 Age 年龄 8 Age 年龄 0.06 

2.5 研究趋势演变分析 

时区变化图谱可以更好的反映在研究热点在时间维

度上的发展脉络。参数设置中将时间切片设置为 3 年，其

他保持不变，得到国外艺术体操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谱（图 6）。图中显示了国外艺术体操研究趋势的演变路

径，各关键词之间联系紧密，早期的关键词与近期的新关

键词仍有联系，未出现明显的时间划分。近年来的研究重

点是运动员的健康问题，从早期的研究运动员的运动损伤、

饮食失调到近年研究重心向着运动员的营养状况、运动损

伤以及病理性饮食的治疗与预防、以及心理学层面发展。 

 

图 6  国外艺术体操研究趋势演变时区视图 

3 国外艺术体操训练研究热点对我国的启示 

3.1 加大宣传与普及推广的力度 

由于艺术体操在我国的群众基础薄弱，加之政策和资

金的支持较少，导致艺术体操领域的相关研究有下降的趋

势。在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应借此加强艺术体操

的推广普及，并在各个学校积极开展相关的课程，扩大群

众基础。让更多人了解这个项目的同时也能为艺术体操后

备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加强国际间的科研合作 

近年来，我国在艺术体操领域的研究在不断丰富，但

并未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因此要加强国内机构之间的合

作与联系，并鼓励研究机构开展国际科研合作，促进不同

国家地区研究作者之间的国际学术交流，以提升我国在该

领域的国际科研影响力。 

3.3 探究多元化研究的层次 

“无科技、不体育”，如今的竞技体育以及不再是体

能和天赋的比拼，科技在其中占比越来越多，包括艺术体

操服装、器械的设计、材质，音乐的制作，先进仪器和训

练手段的监控，全方位分析、纠正和优化技术动作等，都

使艺术体操领域的研究朝着多元化发展。因此，应进行跨

学科交叉研究，深度合作中及时关注国际艺术体操研究的

前沿动态，把握最新研究方向，与国际先进的科研水平接

轨，分析对手的实力，找出自我比赛的问题，从而促进艺

术体操的研究不断向外延伸拓展，丰富理论体系。 

4 结语 

目前，我国的艺术体操仍处于一个发展阶段，但在

2021 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艺术体操队取得了新的突破，

编排融入了敦煌元素，突出了中国特色，将中国的传统文

化之美展现的淋漓尽致，顺应了我国的文化战略目标，让

国人从文化自信、文化传承，走向文化输出。中国的艺术

体操的社会化程度相对偏低，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以

及加大宣传力度，以此来推动艺术体操社会化的发展，从

而更好的促进该项目可持续的发展。 

基金项目：2020 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

划课题.2020GXJK427。2020 年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

划重点项目.2020JGXM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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