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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期刊网收录的 227 篇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文献为样本,运用文献计

量学方法从文献数量、来源期刊、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基金课题论文及核心区域 6 个方面,

分析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现状。研究结果表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文献数量

增长速度明显,呈倒 U 型分布;来源期刊较为广泛,但分布在核心期刊区域的文献偏少;研究内

容涉及面较宽,但研究方法单一;基金项目论文数量纵向有所增长,但绝对数量少;文献核心区

域集中于贵州省,作者群集中于师范类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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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聚居省份,拥有苗族、侗族、彝族等 49 个民族成分,少数民

族人口约 1 300 多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 37.84%。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的文化瑰

宝,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便是其中之一。据统计,目前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超过了 200 

项。2011 年全国民运会在贵州省成功举办,更是将多彩的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推向了全国,

并以其独特性和原创性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保护

、归纳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不少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对这些文

献论文进行计量统计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一领域目前的科 

研能力、学术水平及未来趋势。采用文献计量法,对 2005 —2014 年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贵

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献进行量化统计和质化分析,期望能准确把握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的研究现状,探寻其存在的问题,为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进一步研究和健康发展提供新

的思考和借鉴。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中国期刊网 2005—2014 年收录的与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文献论文。条件设置

:(1)时间限制为 2005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2)检索主题为“贵州+民族传统体育”“

贵州+独竹漂”“贵州+珍珠球”“贵州+高脚竞速” 等知名传统体育项目并选配模糊检索,通

过交叉对比共计检索出论文 242 篇,去除相关度不大的 15 篇,剩下的 227 篇论文文献作为

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利用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资源,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查阅 CNKI 

收录的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科研文献,同时检索文献计量学等相关方面的科研文献。 

1.2.2 文献计量法 以相关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的计

量方法,研究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科研文献情报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和定量

管理[1],针对该领域科研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议。 

1.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igmastate 统计软件对检索出的文献进行整理分类与描述统计。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年代分布 

就文献随时间增长的规律,美国著名科学家和情报学家普赖斯在大量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了“科学文献指数增长律”[1],显示科学文献是按指数增长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后经学者

修正提出,在科学文献增长的初始阶段,是符合指数增长规律的,但这种增长趋势到一定时期将

会减弱。当文献增至最大值的一半时,其增长率开始变小,最后缓慢增长。据表 1,虽然 10 年

作为一个周期略短,但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文献增长依然符合这一规律,笔者将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分为 3 个阶段:起步期(2007 年前),期间论文发表数量极少,属于

研究兴起阶段;快速发展期(2008-2011),期间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以高速率迅速增长,2011 年

达至顶峰,论文数量达 80 篇。 2011 年第九届民运会在贵州成功举办,不仅成为贵州民族传

统体育深化发展的契机,同时也使各界学者对贵州各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科研

文献数量大幅上升; 平稳成长期(2012-2014),期间论文数量较 2011 年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但与前几年相比仍然保持平稳的增长,年均 30 篇左右。就 2014 年而言,由于本年度尚未结

束,且各期刊文章收录至数据库时存在延时,因此截至笔者进行检索时文献数量仅 22 篇,但预

计后续仍会有一定数量的增长。按照文献增长规律来看,2014 年后文献数量将继续保持平稳增

长态势。 

 

2.2 期刊来源分布 

2005—2014 年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关文献 227 篇共发表在 40 种期刊上。本文根据

现行的期刊分类方法将所有期刊划分为体育类核心、体育类其他、非体育类核心和非体育类其

他期刊四大类(详见表 2)。 

 

“核心期刊”是指刊载论文数量多、品质高,而且能反应出该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及发展趋

势,受到读者重视的学术期刊,一般是由某些权威机构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武

汉大学图书馆等根据期刊的发文量、被引率、影响因子以及基金项目论文比等指标的高低确定

的, 是国内最权威的期刊评价体系。表 2 参照北京大学图书馆 2012 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对文献来源期刊进行了分类,重点按照体育类与非体育类以及核心与非核心两个标准对

全部期刊进行区分,以期反应该研究领域文献的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据表 2,该领域研究文献

发表于核心期刊的仅占 19%。其中体育类核心期刊 4.4%,《体育科学》《体育文化导刊》《体

育学刊》各发表 2 篇,《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发表各 1 篇,提示体育类期刊对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可能缺

乏关注。非体育类核心期刊 15.9%,但实际只有 9 类期刊,26 篇文章集中刊载于《贵州民族

研究》上。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文献发表的主要阵地集中于非核心期刊,一方面

说明该领域研究者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还停留于表面,局限于区

域,文献质量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反应出国内核心刊物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不够重视,

尤其是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受地域所限,其研究成果很难得到贵州省外核心期刊的关注。 

2.3 研究内容统计 



对某一领域研究内容进行统计分析,能够反应该领域某一时期的研究范围、研究热点以及

未来趋势。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内容集中于文化研究(20.7%)、传承与发展研究

(16.7%)、项目的研究(11.9%)及现状与对策研究(11%)。说明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是这

一阶段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现状、特点和经验进行研究,是为了让传统体育适

应新时代社会发展, 从而对少数民族体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开发,重新构建少数民族体育结

构体系,进一步发挥少数民族体育的现代功能和价值[2]。这些研究一方面有利于传统体育的开

发与推广,另一方面也为其他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统计中也发现,多数论文都是在移植其它

研究的理论,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有重大突破性的论文很少。同时,关于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如何多元化和产业化的研究成果也很少,产业研究仅 3.1%。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继承传统体育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

步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更具科学性的产业化道路,这是该领域学者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 

少数民族体育科研主要涉及体育学和民族学两门学科,其研究还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学、文

化学、民族史等众多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其内容具有跨学科性[2]。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的研究也不乏跨学科的研究。据表 3 所示,与学校体育相关系的研究成果是所有研究中

数量最多的(21.1%),而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相关系的研究又是数量最少的,分别只占 6.2%

和 1.8%,呈现出极度不平衡的局面。该领域的研究者缺乏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理论基础的深刻

理解和把握,所做的研究比较盲目、随大流,缺乏独特的研究视角。与其他产业关系的研究也凸

显同样的问题,7 篇文章都是探讨传统体育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没有涉及其他产业。说明该领域

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尚有欠缺, 研究者需加强对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握,拓宽研究视野

,同时加深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解和把握,根据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和需要进行跨学

科研究。 

 

2.4 研究方法统计 

对少数民族体育的研究方法加以统计分析,不仅可以从中看出该领域体育科研的发展水平

,还可以发现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2]。笔者参照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关于研究的基

本方式的分类[3],以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地研究法和实验研究法对 227 篇文章进行

了分类统计(见表 4)。 

 

据表 4 所示,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献研究方法中,文献研究法占据绝对主导地



位(72.2%),文献研究法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

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分析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3],其最

大特征是不接触研究对象,利用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使用的资料分析方法有统计分析法和定性

分析法,根据资料分析方法的不同区别其为定性或定量研究。文献研究法通常用于探讨和分析

各种社会的结构、关系、群体、组织、文化、价值及其变迁[3]。据前文分析可知,关于贵州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内容侧重于文化研究、传承与发展研究及与学校体育的关系研究,这些

研究内容的性质决定了文献研究法在论文中的普遍使用。调查研究法和实地研究法所占的比例

分别为 25.1%和 2.7%,这两种方法都需要接触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收

集资料。调查研究法是一种定量分析方法,多用于对社会生活状况及社会问题的调查,贵州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关于现状与对策的研究多数是运用调查研究法,关于项目的研究部分亦是

。实地研究法是唯一一种具有定性特征的分析方法,需要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

环境。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有 6 篇文章运用了此方法,集中于对具体某一项目的研究

,如谭广鑫等学者发表于《体育科学》上的《巫风武影:南部侗族“抬棺人”挖掘整理的田野调

查报告》,研究者分 3 次历时半年深入研究地进行观察和询问, 是一篇非常典型的且具有较高

学术水平的实地研究文献。实验研究法在该领域研究中没有运用,一方面因为实验研究法对研

究环境的封闭性要求,在社会领域较难广泛运用, 另一方面也提示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的研究可能存在方法单调,缺乏创新性和独特性的问题,这可能也是导致整体研究水平不高的

一个影响因素。研究方法集中于文献研究法,其性质决定了研究的内容和水平只能限定在对民

族体育现象进行表面描述,而缺乏对其本质规律进行更精确的科学探讨[2]。 

2.5 基金项目论文分布 

基金项目论文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拨款资助的科研项目在其研究过程中或者

项目完成时所发表的论文[4]。基金论文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某领域的学术水平及国家对

该领域的扶持力度。通过对基金项目类型及分布的统计与分析,可以对该领域研究文献的科技

含量、科研水平做出客观分析与评价。 

 

据表 5 显示,2005—2014 年共有 10 篇文章来自基金资助课题,占论文总数的 4%。其中 

5 篇文章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论文研究内容集中于文化研究;1 篇文章获得国家体

育总局课题资助,研究内容是民族传统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关系;3 篇文章获得厅局级课题资助,

论文研究内容同样集中于文化研究。笔者查阅了 2005 年以前的文献, 仅有 2 篇来自基金课

题资助,说明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近几年获基金资助力度有加大的趋势。但纵向

比较来看,笔者以“民族传统体育”为关键词搜索了 2005 —2014 年的文献,共检索出论文 7 

000 余篇,获各项基金课题资助的论文共计 738 篇,占论文总数超过 10%,其中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资助论文达 448 篇,国家软科学计划资助论文 16 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 3 篇

,国家体育总局课题资助论文 43 篇。两组数据对比来看,关于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已经受到了

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重视,获得各类基金的资助力度逐年增加[5]。但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的研究获课题基金资助力度稍显薄弱,作为少数民族成分位居全国第 2 的省份,贵州理应聚集

了大批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学者,占据该领域研究的前沿位置,获得各类课题基金资助的

数量也应位居全国前列,但数据显示并非如此。笔者推测,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可能是贵州地理

位置偏僻,人文或地理环境都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按照人才流动的一般惯例,受东部发达的经

济和良好的研究环境所吸引,研究水平较高的学者通常会选择流动到更发达的地区,导致贵州

学者群的整体学术水平降低。这种现状显然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深入研究,更不利于贵

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发与推广。 

2.6 文献核心区域分布 

通过对文章作者的单位和地域分布进行统计分析,能够反映该学术领域的广泛性和专业性

,以及该研究的核心区域分布。本研究选取了论文数量排名前 10 的作者发文单位进行统计,如

表 5 所示。 



 

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师范院校系统、民族院校系

统、体育院校系统、一般院校系统及其他相关事业单位。师范院校系统是该领域研究学者的最

大来源,占全部论文的 41.4%,主要以贵州师范大学、黔南师范学院、遵义师范学院为主。一般

院校系统来源的论文占 40.6%,以毕节学院、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学院为主。民族院校系统占

比 10.2%,集中于贵州民族大学和湖北民族学院。而体育院校系统来源的仅成都体育学院发表

论文 4 篇,提示该研究在体育院校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需要精通民族

学和体育学的研究者,体育类院校也开设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理应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

最大作者群之一,但现状显然并非如此,当然也与贵州省内没有专业性的体育院校有关。 

 

如表 6 所示,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论文发表的区域集中度非常高,贵州省内

学者的比例高达 80.2%,其他省份学者仅占 19.8%。发表 2 篇以上文献的仅重庆、四川等几

个相邻省市,其他省市学者没有发表文献或仅 1 篇。一方面固然因为该领域研究具有较强的地

域性, 贵州或邻近省份的学者研究起来相对便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各

项目的推广力度不够,缺乏全国知名的传统体育项目,无法形成研究热点,吸引不了其他省份研

究学者的关注。 

 

3 结 论 

(1)纵向来看,10 年来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年份数

量上呈倒 U 形分布态势,2011 年出现峰值后有平稳的趋势,表明民运会的召开对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文献发表的主要阵地集中于普通期刊,核心期刊文献在总体论文中仅占 19%,关于贵州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文献总体质量有待提高。 

(3)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内容上总体偏重文化研究、传承与发展研究及与学校

体育的关系研究; 其次是项目研究、现状与对策研究及与竞技体育的关系研究;再次是产业研



究、与旅游产业融合的研究及与群众体育关系研究。 

(4)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研究方法集中于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法和实地研究法

所占比例很小,实验研究更是空白。资料分析方法上偏重于定性分析,对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的文

献偏少。 

(5)基金课题资助方面,纵向分析结果表明基金项目论文数量有所增多,资助力度有加大的

趋势。但横向对比则显示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基金论文数量仍较为欠缺,10 年周期内

仅有 10 项相关课题立项。 

(6)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最大作者群来源于师范类高校,研究的核心区域则

集中于贵州及周边少数几个省市,其他省市研究者的文献寥寥无几。这种局面不利于贵州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的推广,更不利于该领域研究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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