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　第１期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８年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ｂｅｉＳｐｏｒ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ａｎ．２０１８

近十年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述评

张继生１，彭 响２，谭腾飞１

（１．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１２；２．湖南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采用计量统计学方法，从论文数量、研究热点、研究领域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我国近十年

青少年体质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指出：近十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研究文献逐年增加，但

ＣＳＳＣＩ期刊文献仅占十分之一左右；青少年体质下降原因、体质健康服务体系、国外经验等是主要

研究内容，但文献多为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欠缺；研究经费不足、核心研究者 （团队）和核心发文机

构均尚未形成，制约着青少年体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建议提高对青少年体质研究的重视程度，在科

研立项上适当倾斜、在经费支持上提供保障，开展区域合作，鼓励实证研究，做好科学研究的引导与

信息服务。旨在为提升青少年体质研究水平和增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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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４１．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

生活质量得到很大的提高，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然而，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持续下降

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已成为

困扰文化、教育和体育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国

务院召开会议要求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

见》，确保青少年每天锻炼一小时。２０１６年６

月，国务院印发 《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特别强调 “将青少年作为实施全民健身计

划的重点人群，大力普及青少年体育活动，提高

青少年身体素质。”在此背景下，有必要认真梳

理学界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

其研究结构、研究方法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内容进

行深层次的分析，为后续研究工作和政策制订提

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１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获取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８日，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以

“青少年体质”为篇名词进行检索，时间限定为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共检索

到青少年体质相关研究文献２３８４篇。对文章内

容进行筛选，获得与体育相关的文献１５４０篇；

在文献导出过程中进一步剔除无关文献，最终获

得有效文献９１８篇。

１．２　研究方法

文献统计分析是学科领域研究总结的一种常

用方法。笔者利用该方法对９１８篇文献进行计量

分析。并采用词频统计法和共词分析法对文献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同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某一

研究领域中文献关键词频次可揭示该领域研究热

点和发展动向；共现词频次可反映两个关键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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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程度，进而揭示关键词所代表的学科和主

题的结构变化；科学知识图谱则将科学知识间的

相互关系进行可视化处理［１］。最后对统计出的数

据及相关图谱进行分析和研究。

２　青少年体质研究的计量学分析

２．１　文献的年度分布和来源分析

表１　青少年体质研究文献的年份分布 （狀＝９１８）

年份 ＣＳＳＣＩ论文 其他期刊论文 总量

２００７ ７ ２６ ３３

２００８ ９ ４２ ５１

２００９ ７ ６５ ７２

２０１０ ９ ７６ ８５

２０１１ １０ ６２ ７２

２０１２ ８ ９０ ９８

２０１３ １４ ９８ １１２

２０１４ １５ １２６ １４１

２０１５ １２ １２２ １３４

２０１６ １７ １０３ １２０

总计 １０８ ８１０ ９１８

％ １１．８ ８８．２ １００

年度文献量统计能够反映某领域的研究力度

及发展趋势。年度文献量统计 （表１）显示，当

前青少年体质研究论文数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且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为第一

阶段，青少年体质研究开始起步，文献数量呈现

上升趋势，但总量仍然较少，尤其是２００７年仅

３３篇。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为第二阶段，该阶段论文

数量尽管较多，但整体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为第三阶段，该阶段是青少年体质研究第二次

快速发展的阶段，论文数量大幅增加，在２０１３

年论文总量首次破百。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５日， 《全

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出台，青少年体育

瞬间成为关注焦点，这也促成了青少年体质研究

的热潮。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为第四阶段，该阶段的

发文总量再次下降，但总数仍然较多。青少年体

质的研究经历了前面三个阶段的发展后，其基础

性研究相对成熟，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大幅度

增加。

学术性强、影响力大是入选 ＣＳＳＣＩ期刊

（以下简称 “Ｃ刊”）的重要原则，所以整体来

讲，Ｃ刊论文水平相对较高，更能代表某领域的

研究前沿和未来方向。为此，笔者将青少年体质

研究成果中的Ｃ刊论文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由

表１可以知：９１８篇文献中，Ｃ刊论文为１０８

篇，占比１１．８％。可见青少年体质研究的整体

水平还不高，提示研究者需要对该领域进行更深

层次的挖掘，产生更多高质量的成果。

２．２　我国青少年体质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名词性术语，

其特点是从文献研究、论述的主题的角度揭示文

献的内容。对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和共现网络分

析可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结构及发展方

向［１］。为此，笔者选取１０８篇Ｃ刊论文进行可

视化分析。

图１　青少年体质研究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 （狀＝１０８）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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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和表２显示，青少年体质研究中出现频

次最高的关键词是青少年，其次是学校体育，说

明当下对于青少年体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学校场

域，这当然与青少年主要聚集在学校有关。但

“青少年”“学校体育”“中国”等指向宽泛的关

键词的大量出现，也反映出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在

关键词选取和使用方面的不规范问题。而 “阳光

体育运动”“体育强国”以及 “校园足球”这样

的关键词或许更有代表性。如果说，２００８年

“体育强国”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

展转向提供了宏观指导的话，那么２００７年 “阳

光体育运动”与２００９年 “校园足球”的实施推

广，则可视为我国在青少年健康领域的实践性操

作。且阳光体育运动、校园足球等活动覆盖面

广、影响力大，后者更是上升为国家战略，显示

了国家和社会对青少年体育的高度重视。与此相

适应的，学界围绕 “体育强国”“阳光体育运动”

和 “校园足球”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

究，并将其纳入 “青少年体质”的研究视野，从

而使各项政策紧紧围绕提升青少年体质、实现体

育强国梦想这一目标而展开、落实。可见，国家

政策为科学研究指引方向，研究成果为政策实施

提供依据和验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表２　青少年体质研究高频关键词一览表 （狀＝１０８）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１ 青少年 ２９ ０．６１

２ 学校体育 ２４ ０．５２

３ 体质健康 １４ ０．１１

４ 中国 １１ ０．１３

５ 体质 ８ ０．０１

６ 阳光体育运动 ６ ０

７ 青少年体质 ４ ０

８ 青少年体育 ４ ０．０２

９ 儿童青少年 ３ ０

１０ 健康 ３ ０．０３

１１ 体育管理 ２ ０

１２ 耐力素质 ２ ０

１３ 校园足球 ２ ０

１４ 健康促进 ２ ０

１５ 体育参与 ２ ０

１６ 干预方法 ２ ０

１７ 体育强国 ２ ０．０４

３　我国青少年体质研究的主要领域和重

要成果

３．１　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的原因探究

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

的高度关注，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青少年体

质出现下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赖小玉等认为，

不良生活方式、课业负担过重、学校体育缺位是

我国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的原因。不良生活方式

主要体现在当代青少年以瘦为美而刻意节食造成

身体羸弱，或者是暴饮暴食致身体肥胖。久坐不

动也是一种常见的不良生活方式，不仅会导致肥

胖等问题，还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２］。陈玉

忠提出，青少年体质健康是包括教育在内的综合

性社会问题，传统的教育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

结构的变迁及学校体育的价值判断是我国青少年

体质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３］。中央７号文件指

出，导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原因有两方

面：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社会和

学校存在重智育、轻体育的倾向，学生课业负担

过重，休息和锻炼时间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

体育设施和条件不足，学生体育课和体育活动难

以保证。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上述三种观点所反

映出的影响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因素大致相同，主

要体现在生活方式、教育理念这两个层面上。生

活方式不良是导致青少年透支健康问题的内在原

因，而学习压力大则是影响青少年体质的外在原

因。刘海元认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运动不足

是导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表面原因，深层

次原因是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等因素的综合

作用［４］。这样一种结论既是对上述观点相对完整

的概括总结，也是对青少年体质健康下降原因的

更深层次的分析与思考。

３．２　青少年体质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

肖林鹏等针对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服务存在

的问题，提出建设体育活动、场地设施、信息网

络、科学指导、营养与卫生、体质健康监测六大

服务体系［５］。六大服务体系的建设为青少年体质

健康服务体系良好运转提供了关键性保障。岳保

柱提出构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四大服务体系

———管理体系、实施体系、监督体系和评价体

系［６］。这是在肖文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概括，相比

于六大服务体系，显得更加简练。为丰富健康促

进的理论体系，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和制订干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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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方案提供理论支撑。曲鲁平从生物、社会和心

理等要素入手系统构建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

进模型，主要包括自我效能、知觉利益、知觉障

碍、人际影响、体育活动和体质健康等［７］。这一

系列研究极大地丰富了青少年体质研究领域的理

论体系，为青少年体质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３．３　国外青少年体质研究经验的介绍和借鉴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校青少年身体素质及

健康水平下降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因此，国外

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李红娟指出，目前美国青少年体质研究的总

体发展趋势是：在青少年体质测定中，强调健康

相关体质指标的测试与评价；体质评价标准由以

常模为参照的百分位数标准向以健康指标为参照

的健康体质标准转变，将体质测评与健康状况联

系起来；体质测评系统越来越向综合教育干预系

统转变，体质测评与体力活动促进、生活方式教

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８］。吴新宇对美国健康体适

能计划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美国的医疗和

公共卫生社区已经越来越多地关注体育，并列举

了美国体质测试中的一些方法，总结了美国健康

管理的经验，对我国青少年体质的促进工作具有

启示意义［９］。日本根据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对１８９８年以来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的全部资料

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１０］。日本的体质研究走

在了亚洲国家的最前面，无论是科技水平还是政

策保障，无论是信息化程度还是国际化合作程度

都值得我们学习。

４　我国青少年体质研究存在的问题

４．１　实证研究不足

通过逐篇阅读文献不难发现，这９１８篇关于

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的文献中使用实证研究方法

的并不多，１０８篇Ｃ刊论文结果也是如此。陈立

军等为探索不同海拔条件下有氧运动处方对肥胖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分别在高原和平原环境

下对２０名肥胖青少年实施了为期４周全封闭的

有氧运动处方和饮食监控实验，其研究结果为青

少年身体锻炼的环境选择提供科学指导［１１］。刘

星亮等对武汉市初、高中两个年龄段学生的身体

形态、机能和身体素质三个指标进行了测试。结

果表明，实验组通过１２周的运动干预，其健身

效果显著，验证了运动干预内容、方法和手段能

有效增强青少年体质与健康［１２］。以上两项实证

研究都能直接对提高青少年体质起到方法上的科

学指导作用，但这样的实证研究为数极少。笔者

认为，导致青少年体质领域研究多集中于理论研

究的原因有：①实验条件的限制。青少年体质实

证研究需要一系列体质测量仪器，而且价格较

高，这就加大了研究的成本。②实验取样困难。

实证研究需要大量实验对象作为条件，而青少年

体质监测又是一个长期的监控过程，这些都无疑

增加了实验取样的难度。③当前学术之风的功利

性强。当前科研成果成为职称晋升、岗位聘用、

考核等必不可少的条件，理论研究相比实证研

究，工作量及难度都要小很多，可谓是 “投资

小，见效快”，这就使得研究者们趋之若鹜［１３］。

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研究涉及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

等问题，固然很有必要，但实践层面的大量问题

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解决，而且要科学制订战

略政策和构建服务体系，也需要实证研究成果作

为基础和依据，所以加大实证研究力度应该成为

今后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４．２　理论研究不深入

虽然当前青少年体质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

面，但理论研究成果也存在不够成熟和深入的问

题。付慧宇等分析了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原因，进

而提出将体育纳入高考的构想，甚至对纳入高考

后的弊端进行了分析，但是却没有涉及具体的纳

入途径和弊端规避措施［１４］。肖林鹏等人研究认

为，构建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服务体系是提高青

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并构建了青少年

体质健康服务的六大体系，并明确指出合理的运

行机制是保证青少年体质健康服务体系良性运转

的关键［５］。然而如何构建这六大体系及如何确保

运行机制合理等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需要研究者

们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掌握一手资料，根据其反

馈信息去构建运行机制及保障体系，才能保证其

切实可行、发挥实效。时隔两年，岳保柱又提出

了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服务的四大体系［６］。但这

四大体系是建立在宏观层面的，之前的六大体系

是服务于基层的设置，两者如何有机结合以便进

一步完善与健全青少年体质健康保障体系，依然

需要深入思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青少年体质

健康领域理论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在深度上还

不够，在理论更新程度上仍需加强，而一些后续

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４．３　研究经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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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近十年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领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统计表

年份 西部项目 青年项目 一般项目 重大项目 合计

２００８ １ ０ ０ ０ １

２００９ ０ １ １ ０ ２

２０１０ ０ ２ ４ ０ ６

２０１１ ０ ０ ３ ０ ３

２０１２ １ ０ ０ ０ １

２０１３ ０ ３ １ ０ ４

２０１４ ０ ２ ２ ０ ４

２０１５ ０ ０ ４ ０ ４

２０１６ ０ ０ ３ ０ ３

２０１７ ０ ０ ２ １ ３

通过统计近十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体育

学）立项情况 （表３）不难发现，该研究领域获

得立项最多的年份是２０１０年。这主要是由于我

国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每５年开展一次国民体质监

测，２０１０年恰逢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青少年

体质研究工作借此时间节点而获得重视与支持。

随后几年该领域立项有所减少，甚至在２０１２年

仅立一项。但通过知网发现，青少年体质研究文

献却逐年增加，于是出现了研究力度逐渐加大与

基金支持停滞乃至缩减之间的矛盾，经费成为研

究活动开展的巨大障碍。体质监测设备的购买租

用、人力的投入、活动的组织开展等都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没有充足的经费，很多实

证研究无法开展，这也是更多研究者转向理论研

究的重要原因。

通过图２我们可以看到，１０８篇Ｃ刊文献中

获得基金支持的仅４４篇，也就是说一多半的科

学研究活动没有科研经费支持，如果将统计范围

扩大到全部的９１８篇文献，这一比例还将大大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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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近十年青少年体质研究文献获得

基金支持统计 （狀＝４４）

４．４　研究者与研究机构过于分散

通过对近十年青少年体质研究的所有文献进

行统计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者中，发文量最

高的仅为４篇 （图３），表明当前该研究领域并

未形成核心作者 （团队），这是当前青少年体质

研究的一大问题。没有核心研究者 （团队）就无

法在这一领域树立研究的标杆，难以科学把控研

究的整体状况与趋势动向，也不利于研究深度及

广度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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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近十年青少年体质研究文献作者发文统计

　　图４显示，尽管在１０８篇Ｃ刊文献中，上海

体育学院占１２篇，但相对于其他研究机构来说，

这一数量还无法形成显著的优势，说明当前该领

域的研究机构也比较分散，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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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近十年青少年体质研究机构发文统计

的核心研究机构。核心研究机构的形成有利于高

效整合和利用资源，也有利于研究人员的培养与

快速成长。此外，核心研究机构的形成也有利于

核心发文作者群体的形成。

５　结论与建议

５．１　结论

近十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研究文献逐年增

加，但Ｃ刊文献仅占十分之一左右。大多数研

究成果集中于现状调查及理论分析层面，实证研

究欠缺。研究经费不足、核心研究者 （团队）和

核心发文机构均尚未形成，这些都制约着当前青

少年体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５．２　建议

政府层面要进一步重视青少年体质研究工

作，在各级别科研项目立项上适当向该领域倾

斜，鼓励开展实证研究，并为其提供充足的经费

支持。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应当引导各地

方体科所和高校等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共享研究

资源和研究成果，提高青少年体质科学研究的

效率。

各研究机构在制订内部研究计划过程中，可

适当凸显青少年体质研究的地位，给予更多的支

持，引导研究者参与其中，鼓励形成科研团队。

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既要数量，更要质量，对于

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和科研转化的高质量的科研

成果，给予奖励。

体育学术期刊特别是Ｃ刊应切实发挥学术

阵地的职能，在选题策划方面对青少年体质研究

给予更多的关注，加强信息传递和交流，为更多

研究者了解研究前沿、把握研究趋势、学习先进

经验等提供服务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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