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资讯·

《体育学刊》!""#、!""$ 年载文情况统计分析

王明立%，张亚辉!

（% & 河南大学 学生体质健康研究所，河南 开封 #’$""%；! & 开封大学 体育教研室，河南 开封 #’$""#）

摘 要：对 !""#、!""$ 年《体育学刊》刊载的 $#( 篇论文的著者及内容进行了统计 分 析。结 果 表 明：《体 育

学刊》的作者以普通高校教师为主，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体育事业发展好的省市区，表现出高职称、高

学历，年龄结构、作者地域比、内外稿比例合理，合著程度高、引文率高、基金资助项目论文数量增加明 显 等 特

征，整体水平在同类期刊中处于前列。但存在着作者地域分布极不平衡、著作类引文比例偏高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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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 刊》创 刊 于 %..# 年，是 国 家 教 育 部 主 管 的 唯 一

一份反映我国高校体 育 教 学 改 革 理 论 与 实 践 的 权 威 性 体 育

学术刊物，经过十余 年 的 不 懈 努 力，《体 育 学 刊》的 办 刊 质 量

不断提高，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认可，!""" 年成为全国中文

体育类核心期刊。《体育学刊》虽然创刊时间短，但是坚持严

格的审稿、用稿制度，其办刊质量和影响迅速提升，在我国学

术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二次文献资料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复

印报刊资料（体育）》!""% + !""# 年收录论文的统计中，《体育

学刊》以 $* 篇排名第 !［%］。!""%、!""! 年连续 ! 年进入《复印

报刊资料》人 文 社 科（文 化、科 学、体 育 类 报 刊 %$## 种）转 载

量前 (" 名［!］。本 文 以 !""#、!""$ 年《体 育 学 刊》刊 载 的 $#(

篇论文（座谈会发 言、各 类 信 息 等 除 外）为 研 究 对 象，对 论 文

的作者性别、年龄、职 称、学 历，地 域 分 布，单 位 特 征，校 内 外

作者比例，合著程度，基金资助项目，引文情况等进行统计与

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8 作者的性别、年龄、职称、学历情况

!""#、!""$ 年《体 育 学 刊》共 刊 载 学 术 论 文 $#( 篇，其 中

!""# 年 !’( 篇，!""$ 年 !’" 篇。对所刊论文第一 作 者 的 性 别

进行 统 计，男 作 者 #%( 人，占 ’- = "-[，女 作 者 %(" 人，占

!( =.#[，第一作者男 性 占 绝 大 多 数，这 与 我 国 体 育 教 师、体

育科研工作者队伍男性占多数（ \ ( ] #）的情况是相符的。从

作者 年 龄 来 看，%.-" ^ %.-. 年 出 生 的 作 者 几 乎 占 了 一 半，有

!#. 人，占 #$ = *-[；%.$" ^ %.$. 年 出 生 的 有 %%* 人，占

!% =’([，%.’" ^ %.’. 年 出 生 的 有 %(( 人，占 !# = #.[，而 %.$"

年以前和 %.*" 年 以 后 出 生 的 分 别 只 有 (% 人（$ = ’%[）和 %%

人（! ="([），说 明 上 个 世 纪 -" 年 代 出 生 的 作 者 是《体 育 学

刊》的主要作者 群，也 是 我 国 体 育 科 研 的 主 力 军，’" 年 代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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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年青人正在逐步成长，上升势头可喜，形成了中间大、两

头小，近乎正态分布的比较合理的年龄结构。

作者职称学历层次 的 高 低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作 者 的 科

研水平，其构成也是衡量学术刊物质量的一个因素。对注明

职称的 !"# 名 作 者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高 级 职 称 $#! 人，占

%& ’##(，中 级 职 称 )!* 人，占 $+ ’+"(，初 级 职 称 )$ 人，占

# ’&+(；说明高级 职 称 的 作 者 是《体 育 学 刊》的 主 要 作 者 群，

并且高级 职 称 的 比 例（#++! 年 %& ’%#(、#++* 年 %% ’")(）较

#++$ 年以前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 #++$ 年高级职称的

比例 分 别 为 $! ’&"(、*$ ’#"(、*% ’--(、*& ’!!(）；作 者 中 博

士（生）、硕 士（生）所 占 比 例 为 #$ ’-!(、$- ’+!(，与 #+++ .

#++$ 年 的 * ’#( 和 )% ’&!( 相 比［#］，分 别 增 长 了 )" ’&!( 和

## ’$(，另外硕、博导师 *$ 人，占 - ’&%(，说 明《体 育 学 刊》的

作者不但职称高，而 且 学 历 层 次 也 高，这 与《体 育 学 刊》专 门

开辟“研究生论坛”，积 极 扶 植 青 年 人 的 成 长 有 关，同 时，《体

育学刊》成为体育类核心期刊后，其影响力日益提高、吸引了

大量高职称、高学历的专家学者。

! 作者地域分布情况

#++!、#++* 年《体育学刊》所刊 *!$ 篇论文来自全国 #- 个

省、市、自治区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和日本，按照数量的多少

排序具体 如 下：广 东（)*!，#" / $%(）、江 苏（!!，" / )+(）、湖 南

（!#，& /&$(）、河南（!)，& / **(）、北 京（$"，& / ++(）、山 东（$#，

* /-+(）、浙 江（#*，! / %+(）、湖 北（##，! / +*(）、辽 宁（#)，

$ /"&(）、上 海（#+，$ / %"(）、吉 林（)!，# / *"(）、河 北（)$，

# /$-(）、福 建（)#，# / #)(）、四 川（))，# / +$(）、陕 西（-，

) /%%(）、天津、广西（%，) /)+(）、重庆、甘肃、江西、内蒙古（!，

+ /&!(）、新疆（$，+ / **(）、山 西、海 南、黑 龙 江（#，+ / $&(）云

南、青海、贵州、安徽（)，+ /)"(），另外，澳门特 别 行 政 区 和 日

本各有 # 篇。从以上统计来看，《体育学刊》的作者除了广东

外，主要分布在江苏、湖 南、河 南、北 京、山 东、浙 江、湖 北、辽

宁、上海等地（#+ 篇以上），而 这 些 省 市 的 经 济 发 展 和 体 育 事

业开展得都较好，对体育科研也比较重视。其他省市区的载

文相对较少（特别是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边远地

区），有的地方还是 空 白（如 宁 夏、西 藏 等），地 域 分 布 极 不 平

衡，这个结果与李寿 荣、崔 建 强［#］的 研 究 结 果 是 一 致 的。仅

从《体育学刊》一家 刊 物 虽 不 能 断 定 载 文 数 量 少 的 地 方 体 育

科研水平就低，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体育事业的薄弱

以及体育科研人员的不足，同时也说明《体育学刊》的作者队

伍相对稳定和较为集中。从《体育学刊》的地域比（期刊所刊

发本地区论文数 0 总论文数 1 )++）来看，#++! 年为 #$ / ")(、

#++* 年 为 $# / -%(，在 较 为 合 理 的 !+( 范 围 内［$］，有 利 于 加

强区域间学术成果交流，保持和提高刊物的影响力。

" 作者单位特征

#++!、#++* 年《体育 学 刊》*!$ 篇 论 文 的 第 一 作 者 单 位 统

计结 果 如 下：普 通 高 校（ 含 综 合 性 大 学 体 育 学 院 ）#$$ 篇

（") /%"(）、##* 篇（"$ /$$(）；体育院校 $# 篇（)) /&#(）、$* 篇

（)# /-%(）；中小学 ) 篇（+ /$&(）、$ 篇（) /))(）；其它（包括教

育部、体育总局、出 版 社、各 类 研 究 所 等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篇

（# /*%(）、& 篇（#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高等院校的

教师是《体育学刊》的主要作者，他们的知识层次和科研水平

高、科研条件好，同时 他 们 也 是 所 有 体 育 类 核 心 期 刊 的 主 要

作者。与其他体育院 校 学 报 的 作 者 是 普 通 高 校 与 体 育 院 校

大体相等有所不同，《体育学刊》多年来始终坚持反映普通高

校的体育教学改革 成 果，因 而，在 其 作 者 中 普 通 高 校 的 教 师

占绝大多数。从统计结果并综合李寿荣、崔建强［#］的研究可

以看出，体 育 院 校 的 作 者 除 #++# 年 为 )* / +$( 外，从 #++) .

#++* 年的几年间，一直稳定在 ))( . )$(的水平。

# 校内外作者比例

学报是反映一所大学科研水平、并与外界进行学术交流

的窗口和载体。虽然 多 数 学 报 负 有 推 介 本 校 科 研 成 果 的 功

能，以校内论文居多，但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合理控制校内论

文的数量，积极吸引 大 量 居 学 科 前 沿 的 校 外 稿 件，不 仅 可 以

开阔本校教师的理 论 视 野，做 到 学 术 上 的 兼 收 并 蓄，同 时 也

是一个刊物开放性 和 期 刊 生 命 力 的 标 志。《体 育 学 刊》虽 由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 师 范 大 学 联 合 主 办，但 在 对 待 内 外 稿 上

一视同仁，以论文的 科 研 水 平 和 质 量 的 高 低 为 录 用 标 准，因

而，《体育 学 刊》的 内 稿 所 占 比 例 一 直 维 持 在 较 低 的 水 平。

#++!、#++* 年《体育学刊》内稿的比例分别为 )) /$%(（$) 篇）、

)) /"*(（$# 篇 ），与 该 刊 #+++ . #++$ 年（ 分 别 为 " / )$(、

- /"*(、)) / *"(、- / $!(）相 比，总 体 上（%$，)) / %+(）略 有 上

升，但在同类期刊中仍然是较低的。由于没有相关的研究成

果，无法与同时期其他期刊进行精确的比较，但与 #++) 年 全

国 )# 所体育学院（大 学）学 报 相 比，外 稿 的 录 用 率 要 远 远 高

于其平均水平（&)(），其 中 外 稿 录 用 率 最 高 的 是《北 京 体 育

大学学报》（"!(），最低的是《沈阳体育学院 学 报》（!*(）［!］，

而 #++!、#++* 年《体 育 学 刊 》的 外 稿 平 均 录 用 率 则 高 达 "" /

)*(。

$ 基金资助项目论文统计

各级基金资助项目 都 是 由 政 府 的 相 关 部 门 和 社 会 团 体

等拨款资助的研究项目，而且在课题立项之前都经过严格的

层层把关评审，级别越高、评审越严，立项课题的研究意义和

价值也越大，要求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的科研水平也就

越高。论文作为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质量越高越是希

望发表在声誉好、级 别 高 的 期 刊 上，从 而 得 到 社 会 和 学 术 界

的承认和认可，同时，通过不断吸引更多的研究价值大、学术

水平高的基金项目论文，优秀的期刊才得以保持和增强其在

同类刊物中的权威。

虽然 #++!、#++* 年《体育学刊》国家级基金资助论文数量

为 )) 和 )# 项，分别比 #++$ 年的 )$ 项减少了 # 项和 ) 项，但

省部级基金项目 论 文 数 量 却 比 #++$ 年 的 )" 项 分 别 增 加 了

)* 项和 )) 项，达到了 $$ 项和 #- 项，厅局级以上各级基金资

助项目论文总数也分别达到了 %+ 项和 *+ 项，占论文总数的

#) /-"(和 )" /*#(，较 #++$ 年的 !$ 项（)! / ""(）都有明显增

加，也高于全国体育 类 核 心 期 刊 基 金 项 目 论 文 )$ / &%( 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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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水平［!］，说明《体 育 学 刊》的 学 术 水 平 有 了 很 大 程 度 的 提

高，已得到广大 体 育 工 作 者 及 专 家 学 者 的 认 可。但 "##! 年

与 "##$ 年相比，基 金 资 助 项 目 论 文 总 数 却 减 少 了 %# 项，应

当引起《体育学刊》的重视。

! 论文合著程度

论文的合著率作为评价期刊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越来

越受到研究者的重 视。论 文 的 合 著 程 度 往 往 反 映 着 期 刊 的

质量，论文合著率越高，说明学科的发展水平越高［%］，期刊的

质量也就越高。由于 自 然 科 学 论 文 的 撰 写 大 多 建 立 在 实 验

基础之上，讲求分工合作，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

因此，自然科学论文的合著率一般要比社会科学的论文合著

率要高得多。

"##$、"##! 年《体 育 学 刊》共 载 文 !$& 篇，其 中 独 著 论 文

"&! 篇，占 总 数 的 $& ’ "()，合 著 论 文 &#( 篇，占 总 数 的

!* ’+")，与该 刊 "### , "##& 年 !# ’ -$) 的 平 均 合 著 率 相 比，

提高 了 ! ’ +( 个 百 分 点。 比 "##& 年 %& 种 体 育 核 心 期 刊

!& ’+-)的平均 合 著 率 要 高 " ’ -&)，但 与《中 国 运 动 医 学 杂

志》（(* ’-#)）、《 体 育 科 学 》（*( ’ %&)）、《 中 国 体 育 科 技 》

（*! ’&!)）的合著率相比还有差距。与 "##& 年其他体育核心

期刊相 比，《 体 育 学 刊 》的 合 著 率 高 于《 体 育 文 化 导 刊 》

（"( ’-")）、《成都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 !#)）、《体 育 与 科 学》

（$* ’&*)）、《武汉体育 学 院 学 报》（$( ’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低于《天津

体育学 院 学 报》（*% ’#*)）、《广 州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和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

在《体育学刊》合著的 &#( 篇论文中，按照人数统计，" 人

合著的有 %+- 篇，占合著论文数的 !( ’ %")，& 人 合 著 的 有 +*
篇，占合著论文数的 "$ ’*()，& 人 以 上 合 著 的 有 !& 篇，占 合

著论文数的 %+ ’"%)。由 此 可 见，《体 育 学 刊》的 合 著 论 文 以

" 人间的合作为主，& 人 间 的 合 作 次 之。按 照 合 著 者 的 单 位

来统计，在 &#( 篇合著论文 中，同 一 单 位 合 作 的 论 文 %$- 篇，

占合著论文的 $( ’&()，不同单位合作的论文 %!- 篇，占合著

论文的 !% ’*")，两者的比例大致相等，不同单位间合作的比

例略高于同一单位 间 的 合 作。说 明 随 着 体 育 科 学 这 一 综 合

性学科的发展，相关 学 科 知 识 的 交 叉 渗 透 和 融 合，不 同 单 位

间发挥各自的学科 优 势，加 强 科 研 合 作、联 合 攻 关 日 益 成 为

今后体育科研的一种趋势。

" 载文的引文统计

在 "##$、"##! 年《体 育 学 刊》的 !$& 篇 论 文 中，有 !&! 篇

论文附有引文，占 总 数 的 -( ’ !&)，与 我 国 科 技 期 刊 (( ’ ##)
的平均值相比，高出 %# ’!" 个百分点。引文总数 $ &"$ 条，平

均篇引 文 数 + ’ -* 条，低 于 "##$ 年 %" 种 体 育 核 心 期 刊 ( ’ !"
条的篇引文 数，在 体 育 核 心 期 刊 中，低 于《中 国 运 动 医 学 杂

志》（ * ’ #&）、《 体 育 科 学 》（%% ’ (!）、《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

（- ’"+）、《北京体育 大 学 学 报》（( ’ &+）、高 于《中 国 体 育 科 技》

（+ ’-）、《天津体育学院 学 报》（+ ’ (&）、《体 育 与 科 学》（+ ’ !"），

《广州体育 学 院 学 报》（+ ’ %"）、《成 都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 *(）、

《上 海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 ’ +#）、《 武 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

（$ ’!(）［*］。

引文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引文质量。一般而言，

引用出版周期短、理论观点新颖、研究结果前沿的文献越多，

论文的质量越高。对 "##$、"##! 年《体育学刊》的引文类型进

行统计表明，期刊类引文共 " *%( 条，占 *# ’!!)，图书类引文

% &&+ 条，占 &# ’-")，其他类引文 &*- 条，占 ( ’ !&)。与 "##$
年 %" 种 体 育 核 心 期 刊 的 引 文 类 型 基 本 一 致（ 分 别 为

!- ’&()、&% ’%&)、- ’!#)），图 书 类 引 文 所 占 比 例 偏 高，期 刊

类引文偏低，于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提高不利。

引文的语种是其论 文 或 期 刊 对 国 内 外 最 新 体 育 科 研 成

果研究范围关注程度的反应，是衡量论文或期刊质量的重要

指标［+］。在《体育学刊》"##$、"##! 年的 $ &"$ 条引文中，中文

类引文 & !$$ 条，占 (% ’-*)，外文类引文 % (#$ 条，占 %( ’#$)
（主要集中在运动人体科学类论文中），外文类引文的比例较

低，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 我 国 体 育 科 研 人 员 的 外 语 水 平 不 高，

影响了对外学术交流和期刊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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