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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国际身体素养研究现状和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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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科学文献计量学，利用VOSviewer软件，对2007—2024年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身体素养（Phyical 

Literacy, PL）领域 427 篇英文文献进行计量统计和可视化分析。从年度发文量、核心作者、出版期刊、发文机构、国家发

文情况和关键词共现等角度，阐述身体素养的研究现状和热点。结果表明，身体素养的研究整体发文量呈上升趋势。身体素

养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还处于初始形成阶段，《Bmc Public Health》《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等是该领域影响力较大的期刊，较为关注身体

素养在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机构发文量前三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昆士兰大学和安大略省东部儿童医院。核心发

文国家主要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高频关键词共现发现，身体素养领域的研究主要关于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

体育教育和基本动作技能方面的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对身体素养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热点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对未来研究方

向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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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cientific bibliometrics, VOSviewer software was used to perform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and visual analysis of 427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Physical Literacy (PL) in the Web of Science (WOS)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from 2007 to 2024. 

Elaborate on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hotspots of physical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core authors, 

published journals,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national publication situation, and keyword co-occurre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publication volume of research on physical literacy is on the rise. The core author group of research on physical literacy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formation stage. Journals such as Bmc Public Health,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are influential in this field, focusing more on the research of physical literacy in public 

health and education. The top three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publication volume a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nd Eastern Ontario Children's Hospital. The main countries for core publications are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igh frequency keyword co-occurrence found tha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hysical literacy 

mainly focuses 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hysical activity, physical education, and basic motor skills. Based on bibliometrics, this 

paper elaborat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physical literacy,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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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身体素养作为身体活动与健康促进及当代体育教育

领域改革与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体

育领域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之一。近年来，身体素养概念传

入我国，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同时，我国学者对于

身体素养在中文名称、框架结构和研究内容上也开始出现

了一些分歧。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Web of Science（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借助 VOSviewer

软件的可视化技术，对身体素养相关文献进行了年度发文

量、发文作者、出版期刊、发文机构、国家发文情况和关

键词共现分析，旨在阐明身体素养的研究现状和热点，以

期为身体素养领域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筛选 

为了保证检索数据的权威性，本文选取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包括 SCIE、SSCI 和 AHCI 等）作为数

据来源。查阅身体素养相关英文文献，反复探索不同检索

式，确保查准率，本文最终采取的检索式为 TS=

（“ physical literacy ”） or TS= （“ physically 

literate”），时间跨度不限，检索时间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28 日，文献类型选择为 Articles 和 Review Articles，

经过除重和手工剔除无关文献后，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42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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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文献检索标识 

名称 检索说明 

数据来源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检索式 “physical literacy”OR“physically literate” 

时间跨度 不限 

文献类型 “Articles”AND“Review Articles” 

文献数量 427 

1.2 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处理：通过 VOSviewer1.6.20 软件和 Excel 软

件对文献进行合并同义词、纠正并写上的差异以及合并缩

写词和全称词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利用 Excel 软件，从年度发文量、发文作

者、出版期刊、发文机构和国家发文情况等方面统计检索

到 的 文 献 数 据 ， 处 理 相 关 数 据 并 绘 图 。 利 用

VOSviewer1.6.20 软件作为可视化分析工具，利用关键词

共现功能分析当前身体素养领域的研究热点。利用文献计

量学的布拉德福定律、齐普夫定律和普赖斯定律来决定核

心区期刊、高频关键词和核心作者的阈值，对其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年度发文量 

年发文量高低体现出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和热度，并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与趋势。WOS 数据

库中共发表身体素养相关文献 427 篇，从图中可看出，身

体素养年发文量分为2007—2015年和2016至今两个时间

段，前一个时期发展缓慢，主要是厘清内涵概念，构建外

延框架。这一阶段，除以 Whitehead 关于 PL 的理论研究

被广泛接受以外，偏重于身体素养测评体系研究、强调身

体素养和体育教育联系的研究和基于人本论思想的身体

素养研究等研究理念也受到推广。第二阶段发展迅速，主

要是聚焦于应用层面。在前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实践研究

明显增多，儿童、青少年、体育教育、身体活动和基本运动

技能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总体来看，身体素养领域发文量不

断增长，表明学者持续推进身体素养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图 1  WOS数据库身体素养年度发文量统计（2007-2024年） 

2.2 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指学科领域中发表论文较多、影响力较大

的作者集合。本文采用普赖斯定律（Price Law），通过公

式 Nmin=0.749×（Nmax）
1/2[1]

，计算出 Nmin≈3，即发表文章

多于或者等于 3 篇的作者为身体素养领域的核心作者，但

核心作者的论文量约占总论文的 36%，达不到普赖斯理论

的 50%，说明身体素养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该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群还处于初始形成阶段，研究团队还

不够成熟，仍有较大的提升和发展的空间。 

2.3 出版期刊分析 

本文采用布拉德福定律，即 n1∶n2∶n3=1∶a∶a
2
（a

＞1）
[2]
，计算核心区的期刊数量。经计算三个区域来源

数量近似 1∶4.1∶4.1
2
，核心区的期刊载文量为 15 篇及

以上，共 6 种期刊，从中看出身体素养研究主要涉及公共

卫生和教育领域。 

表 2  按布拉德福德定律区分的核心区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载文 

量/篇 

被引 

量/次 

篇均被 

引量/次 

1 Bmc Public Health 33 819 24.8 

2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29 774 26.7 

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9 336 11.6 

4 Children-Basel 19 59 3.1 

5 
Frontiers in Sports and Active 

Living 
16 45 2.8 

6 
Europe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 
15 237 15.8 

2.4 发文机构和发文国家分析 

表 3  WOS数据库中身体素养发文量前十机构、国家 

序

号 
机构 

发文

量/篇 

被引

量/次 

篇均被

引量/次 
国家 

发文

量/篇 

被引

量/次 

篇均被

引量/次 

1 
香港中文大

学 
37 411 11.1 

加拿

大 
122 2578 21.1 

2 昆士兰大学 25 652 26.1 美国 86 1408 16.4 

3 
安大略省东

部儿童医院 
23 787 34.2 

澳大

利亚 
81 2321 28.7 

4 渥太华大学 20 615 30.8 英国 67 1943 29 

5 
曼尼托巴大

学 
18 632 35.1 中国 61 530 8.7 

6 多伦多大学 17 652 38.4 
西班

牙 
26 143 5.5 

7 麦考瑞大学 16 637 39.8 
葡萄

牙 
22 270 12.3 

8 堪培拉大学 15 703 46.9 德国 20 322 16.1 

9 
麦克马斯特

大学 
15 662 44.1 

爱尔

兰 
15 123 8.2 

10 迪肯大学 15 209 13.9 智利 14 62 4.4 

通过研究机构的发文情况，可以反映该机构在身体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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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领域的影响力。通过表格看出，排名前十的基本上是高

校，由此看出高校是身体素养研究的主力军，在该研究领

域贡献突出。香港中文大学发文量位列榜首，但篇均被引

量却排在末尾，因为香港身体素养的研究领域比较单一，

主要涉及学校和体育教育，其他领域研究有待开发，跟国

际上的研究存在差距。从发文量上看，加拿大发表论文数最

多，但从篇均被引量来说，英国为全球篇被引量最高的国家，

这表明英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大，起着引领作用。 

2.5 高频关键词分析 

本文通过 VOSviewer 词库文件对部分关键词进行合

并，最终合并为 1237 个关键词。本研究运用 Sun 根据齐

普夫定律和 Goffman 的假设提出一种高低词频的分界公

式用的计算公式：T=〔-1+（1+4D）
1/2
〕/2

[3]
，求出最低

阈值为 35，得出 15 个高频关键词，VOSviewer 对 15 个高

频关键词进行共现聚类分析，共划分 3 个聚类。由于本研

究本身以“physical literacy”为关键词收集文献，该

高频词本身无实际学术内涵。通过聚类图可以发现当下研

究热点主要分为三大类，首先是关于身体素养在儿童青少

年身体活动的研究，其次是身体素养在体育教育领域中的

探索研究，最后是身体素养中基本运动技能的干预研究。 

关于身体素养在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的研究。足够的

身体活能够预防儿童青少年患慢性疾病的风险，而且具有

良好的心理。但国际上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不足现象

全球蔓延，达不到每天建议的身体活动时间要求，久坐

行为行为盛行。高水平的久坐行为与肥胖、心血管和心

理健康等问题有关。研究者致力于如何提高儿童青少年

的身体活动行为水平。身体活动水平是评价 PL 水平的指

标之一。Whitehead 认为个体 PL 的水平可能会影响身体

活动自主参与度。研究表明，PL 水平能够影响青少年身

体活动水平，也能预测 BMI 和心理健康水平
[4]
。Vanilson

认为理想的睡眠时间与 PL 的组成部分呈正相关，是由健

康生活质量改善介导的，肥胖对其中产生负面影响，但

无论是否肥胖，睡眠充足的孩子更有可能进行身体活动，

从而有可能提高各个领域的整体生活质量
[5]
。VGonitzer

认为 PL 是通过培养人与环境、天赋和文化的相互联系，

达到促使其终身参与身体活动的目的
[6]
。国外社区体育

委员会主要负责整合体育资源、提供体育场地、促进身

体活动，它在组织结构上包括社区政府部门、社区体育

官方机构、体育协会、民间体育俱乐部。阿斯彭研究所

对人们进行身体活动的社区和一些相关的组织机构（包

括社区体育组织、教育、健康组织、国家体育组织、医

疗保健机构、公共健康机构、政策等）进行调研和提供

建议，构建了美国身体素养与公共健康广泛相关因素的

模型关系
[7]
。BMathieu 的研究表明在时间、精力、经济

等投入力度大的社区体育机构更能收获青少年在身体活

动和 PL 方面提高的社会回报
[8]
。 

身体素养在体育教育领域中的探索。Whitehead 致力

于体育教育和身体活动研究，却发现存在久坐不动行为盛

行、肥胖症和压力相关疾病的病例正在增加、人们离开学

校后很少自主性运动以及体育教育定位偏离于发展高水

平竞技运动问题，于是，Whitehead 从哲学角度提出身体

素养概念以期解决这些问题。其理念已经被多个国家和地

区所接受，成为体育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体育教

育最终目的并不是为儿童青少年提供活动的机会，而是通

过活动学习运动技能和技术，了解和运用体育知识，本质

上就是发展儿童青少年的身体素养。香港在体育教育领域

中积极推广身体素养理念。2015 年，教育局委托开展持

续专业发展计划，首次向体育教师引入体育素养。《体育

学习领域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中七大学习目

标之一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对审美和身体活动的

兴趣以及欣赏能力目标体现了身体素养内涵，六大学习标

准蕴含着身体素养的身体能力、认知和情感三个维度。《体

育课程及评估指南（中四至中六）（2023）》中对体育教育

目的的表述即为形成身体素养，从技能、知识、态度和价

值观方面提出课程目标、体育选修课学习过程中和完成课

学习的目标，虽未提及身体素养的字样，但都隐含着身体

素养理念。香港在大学、社区以及中小学环境中开展了研

究活动和实施体育素养，Sum等人研制了用于判断体育教

师感知到的体育素养水平的评价工具——“体育素养感知

量表”（PPLI）
[9]
，随后的研究显示该量表适用于青少年

[10]
，

并用 PPLI 和 CAPL-2，探讨中国小学生感知水平与实际身

体素养水平之间的关联的实证研究
[11]

。随后的研究还探索

了对教练领导力的影响
[12]
、采用生态动力学理论进行研究

[13]

和从家庭环境角度研究
[14]

等等。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者协

会（SHAPE America）基于身体素养概念，发布了《K-12

体育教育课程标准》（2014），把体育素养作为体育教育目

标，新修订了五项国家标准，制定了年级成果，包含了每

个时期发展身体素养所需的内容，为体育教师制定课程和

课程计划时提供框架支撑。《K-12 体育教育课程标准》把

培养进程分为新兴阶段、应用阶段和终生利用阶段三个阶

段，在每个阶段，基础技能、知识和价值观的重点从获得

到应用最后随变化应用的转变
[15]

。Trevor Bopp 研究发现，

美国倾向于把身体素养限制于体育教育范围内，“体育”

和“学校”的主题仅出现在美国文献中，而且研究内容压

倒性地探究体育素养如何适应体育教育，包括了体育素养

课程、学习成果、主题、教学策略等等
[16]

。在英国，培养

身体素养被认为是体育教育和学校体育的基础，最终结果

是形成好的身体素养。人们若遇到了适合的年龄和阶段的

机会，就容易形成好的身体素养，因此英国采取一系列措

施为青少年提供发展身体素养的机会，小学身体素养框架

是为了辅助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以确保能培养所有参与者

的体育素养，Change4Life Sports Clubs 借助奥运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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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会的势头，为中小学不活跃的青少年提供参与活动的

机会
[17]

。澳大利亚在 2014 年颁布了《澳大利亚健康与体

育课程》，它是一门以发展运动技能和参与体育活动为核

心的课程，该课程虽没有明确提及身体素养，但与对身体

素养的某些特定解释紧密结合。Joseph J Scott 认为课

程与身体素养中的解读环境能力、多变的环境、身体能力

和哲学基础四个维度的某些方面存在一致性，该课程肯定

各种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对运动技能教学和学习的价值，在

预期学习结果中强调学生能够评估环境、运用技能和解释

决策，致力于培养学生基本运动技能和运动知识，提倡人

人都有平等机会参与活动，强调终身体育
[18]

。 

 
图 2  WOS数据库身体素养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 

身体素养中基本运动技能的干预研究。身体素养和基

本运动技能的研究。身体素养是为了生活而重视并承担参

与身体活动的责任所需要的动机、信心、身体能力及知识

与理解
[19]

，这一定义涵盖了情感、身体和认知三个维度，

身体能力是促进身体素养发展的一个因素。身体能力是指

人们掌握运动技能和运动类型的能力，体验运动时间和强

度变化的能力。良好的身体能力可使人们参与多种场合的、

内容广泛的身体活动，基本运动技能则被认为是复杂的身

体能力和体育活动的基础。基本运动技能包括了移动性技

能、稳定性技能和操纵技能，是更高级运动技术的基础动

作或先驱模式，会影响长期坚持身体活动，对于儿童的整

体发展和长期体育素养的至关重要。许多国家将基本运动

技能和身体素养相联系。加拿大体育与健康教育网站指出

要完全具备身体素养，儿童需要掌握基本运动技能，加拿

大体育中心则从定义中强调了身体素养与基本运动技能

的联系。基本运动技能的研究对象多为儿童，对于儿童来

说，基本运动技能的习得是需要有计划地传授和学习，并

不能通过自主获得。究其原因，当下儿童所处环境发生变

化，儿童居住于高楼大厦间，缺少接触自然环境的机会，

另外久坐少动行为导致儿童活动时间不足，于是

Christopher Lim 从自然环境角度进行研究，发现运动技

能和控制技能在自然环境下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但发展操

作技能的机会并不多
[20]

。干预时间是影响基本运动技能的

因素之一，普遍认为干预时间和效果成正比关系，但为期

4 周的干预时间也能产生显著效果
[21]

，且与为期 36 周的

干预效果无显著差异
[22]

。干预的方式也在不断拓展，游戏

能够促进身体素养各个属性的建立，许多研究探索如何通

过游戏促进儿童基本运动技能的掌握。随着跨学科和多领

域融合以及科技进步，利用音乐和舞蹈的干预措施、运用

心理学方法和采用人工智能等方式提升
[22]

。基础阶段的学

生却并没有在能够主动接触基本运动技能很多机会的情

况下习得技能，说明技能习得需要高水平指导，基于运动

技能本身的研究之外，Wainwright 从指导者专业性角度

研究，论述了 SKIP-Cymru 计划如何从学校、家庭和社区

三方面为儿童提供专业性指导教师
[23]

。 

3 结论 

文献计量结果表明，身体素养的研究整体发文量呈上

升趋势。身体素养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Bmc 

Public Health》《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等是该领域影响力较大的 

期刊，较为关注身体素养在公共卫生和教育代谢等方

面的研究。机构发文量前三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昆士兰

大学和安大略省东部儿童医院。核心发文国家主要有加拿

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高频关键词共现发现，身体

素养领域的研究主要关于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体育教育

和基本动作技能方面的研究。身体素养的多以青少年儿童

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研发测评工具、如何提高身体素养

水平和身体素养和其他影响因素的关系等等，缺少其他对

象的研究。当前的研究都是针对某一阶段，Whitehead 认

为身体素养是生命之旅，一个人一生都应该具备身体素养，

那如何有效监测身体素养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发展也需

要探讨。身体素养包括许多维度，但现在的研究大多数集

中于身体能力的研究，情感和认知方面的探究较少。

Whitehead 强调身体、环境、认知的统一，环境发挥重要

作用，但研究中缺少了对环境的探索，环境如何影响身体

素养发展以及何利用环境提高干预效果都值得深究。身体

素养涉及最多的领域是体育教育。从该领域讨论身体素养

的益处，但具备高水平的身体素养体现的益处并不只限于

此，身体素养如何影响到生活满意度、如何关联情绪健康

等等都需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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