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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内容分析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对《体育社会学杂志》（ＳＳＪ）自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０８年

所发表的４５４篇文章，从研究主题、研究者、研究方法等方面分别给予详细描述与分析。这

对于国内体育学者，尤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进一步了解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动态及其进

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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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给予关注并进行比较系

统全面的研究始发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伴随着体育运动

大众化、精英化和商业化而产生的［４］。西方体育社会学的

发展从分散、随机、不自觉的状态走向有组织、有目的、自

觉发展的轨迹，是体育社会学自我发展的觉醒［３］。近年

来，西方体育社会学者紧跟体育现象的全球化与本土化、

扩大化与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注

重研究主题的多样性，更加关注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体育社

会现象，探索体育学术界的前沿性问题。与此同时，越来

越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到体育社会学研究，跨专业和

跨国合作研究不断增加。而在学科建设方面，则更加注重

与其他学科合作，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丰富自身

学科理论。总之，体育社会学经过５０年的发展，已经随着

其理论体系的日益健全而走向成熟，体育社会学已发展为

一门成熟的学科。

我国体育社会学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展至今，虽已取

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

还不成熟，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差距较大［２］。我

国体育社会学仍处在引进、吸收阶段，国内众多学者指出：

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亟需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

成果进行系统、完整的翻译及介绍工作［５］。有鉴于此，揭

示与探讨西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现状、发展热点及趋势，

对我国体育社会学学者把握国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动向，

及时了解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前沿问题和促进我国体育

社会学的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国际体育学界具有极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体育社

会学期刊主要有《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ＩＲＳＳ）、《体育社

会学杂志》（ＳＳＪ）及《运动与社会问题杂志》（ＪＳＳＩ）。其中，

在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ＮＡＳＳＳ）的赞助与支持下，《体育

社会学杂志》于１９８４年正式创办，以促进体育社会学的研

究与交流。在分析体育现象方面，ＳＳＪ更是做出了巨大贡

献，刊载了诸多研究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文章、札记、评论、

文献题录与书评等。随着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不断上

升，ＳＳＪ日益主导该领域的研究和学术发展，并已成为国际

体育学界最具有权威的体育社会学专业期刊。

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将《体育社

会学杂志》从１９８４年创刊到２００８年发表的４５４篇论文按

４７



发表时间划分为３个时期：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至

今。尽可能克服传统文献分析的主观性，力求准确地反映

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状况①。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对１９８４—２００８年近２５

年间ＳＳＪ发表的４５４篇学术论文（不含札记、评论、文献题

录与书评）展开研究。２５年间，ＳＳＪ平均每年刊载论文

１８．１６篇，平均每期刊载４．５４篇论文。２０００年之后每年刊

载论文的数量比９０年代平均多３篇左右，这相当于平均

每期多１篇左右的论文。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８年刊载论文数量都超过２０篇，这与当年ＳＳＪ发行特

刊有关。如２００１年，特刊上有“残疾人体育”为主题的７

篇论文；２００５年，特刊上以“白种人与体育”为主题刊载８

篇论文；２００８年的特刊上，刊载了以“肥胖”为主题的７篇

论文，说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健康、肥胖和

残疾人体育都给予了愈来愈多的关注。虽然最近带有种

族歧视色彩的语言逐渐减少，但是，许多体育运动中仍然

存在种族歧视问题。从９０年代末开始，体育社会学界日

渐重视身体和认同问题，说明在后现代主义学家皮埃尔·

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后结构主义学家米歇尔·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影响下，西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出现了

明显的转向；２００７年，以“认同”为主题的特刊讨论文化认

同感、运动过程中身体认同及其理论化等，显示了国际体

育社会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趋势。

图１　《体育社会学杂志》１９８４—２００８年刊载论文数量统计示意图

　　本研究以《体育社会学杂志》刊载论文的摘要、研究主

题、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为主要分析重点，结合论文主要内

容和结论部分分析研究。具体的分析内容与方法有以下４

个部分：第一，研究主题。利用内容分析法进行主题分析

的难点是分类标准的确立。研究主题分类是参考和借鉴

美国体育社会学家杰·科克利（ＪａｙＪ．Ｃｏａｋｌｅｙ）
［１０］在１９８７

年分析ＳＳＪ时使用的１３种分类标准和苏珊·格林多费尔

（ＳｕｓａｎＬ．Ｇｒｅｅｎｄｏｒｆｅｒ）
［２８］在１９９８年分析ＳＳＪ时使用的２４

种分类标准以及咨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目的

和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论文的特点修订而成；第二，作者

的传记性信息。ＳＳＪ论文作者的信息在分析国际体育社会

学研究动向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信息，其作者的传记

性信息包括作者数、作者的国籍与服务机构、作者的协作

情况；第三，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

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方面；第四，数据统计与讨论。使

用Ｅｘｃｅｌ软件统计出各类别出现的频数，并对研究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然后再对其统计结果进行分析。

２　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主题

２．１　研究主题数量分布

１９８４—２００８年的２５年中，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

题范围非常广泛。本研究在借鉴科克利（Ｃｏａｋｌｅｙ）和格林

多费尔（Ｇｒｅｅｎｄｏｒｆｅｒ）的分类标准基础上，通过对摘要、关键

词、内容和结论部分的分析来确定每篇论文的研究主题，

并对照主题分类表进行归类（表１）。

表１　《体育社会学杂志》不同时期研究主题数量分布一览表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

合计

ｎ ％

社会化 ３０ ２２ １１ ６３ １３．９

性别与性别关系 ７ ２２ ２４ ５３ １１．７

文化、亚文化 ６ ２３ １９ ４８ １０．６

种族 ７ １３ ２０ ４０ ８．８

媒体、新闻 ６ １３ １１ ３０ ６．６

休闲、健康、体适能 ７ ５ １３ ２５ ５．５

体育社会学理论 ９ １０ ２ ２１ ４．６

政治、权利、政策 ５ ６ ８ １９ ４．２

体育组织、社团、结构 ３ ３ １１ １７ ３．７

兴奋剂、偏离、犯罪 ５ ５ ６ １６ ３．５

身体 ９ ６ １５ ３．３

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２ １１ １３ ２．９

研究方法 ２ ４ ６ １２ ２．６

暴力、攻击 ６ ３ ２ １１ ２．４

观众、观赏、爱好者 ３ ４ ３ １０ ２．２

残疾人体育 １ ８ ９ ２．０

体育经济、产业、商业化 ２ ３ ３ ８ １．８

全球化 ５ ３ ８ １．８

社会发展、社会变革 ３ ２ ２ ７ １．５

教育 ４ ２ １ ７ １．５

社会整合、控制 ３ ３ ６ １．３

社会阶层、不平等 ２ ２ １ ５ １．１

赌博 １ ３ ４ ０．９

社会问题 １ １ ０．２

意识形态 １ １ ０．２

其他② １ ３ １ ５ １．１

合计 １１４ １６５ １７５ ４５４ １００．０

　　① 中国体育社会学家仇军等人在“从混沌走向自觉：西方体育

社会学制度化的发展”一文中，按照西方体育社会学者的３代划分西

方体育社会学发展的３个阶段，即第１阶段（诞生阶段，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６０年代中期）；第２阶段（发展阶段，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末）；第

３阶段（成熟阶段，８０年代至今）。韩国体育社会学家林繁藏在《体育

社会学概论》中，把国际体育社会学发展过程分为４个阶段，即诞生

阶段（１９５１—１９６４年），交流阶段（１９６５—１９７２年），集群阶段（１９７３—

１９７８年），专业化阶段（１９７９年至今）。《体育社会学杂志》１９８４年创

刊以来，都处于西方体育社会学走向成熟或专业化阶段，经查阅资料

（也有可能受查阅资料的范围）没有发现对这一阶段（８０年代中期到

至今）更为细致的划分时期。本研究划分这一专业化（成熟）阶段时

主要考虑了各时期主题的变迁、研究方法的流变、理论观点应用程度

等３个因素。以此为依据，以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和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３个年代作为３个时期，对ＳＳＪ刊载４５４篇论文分进

行分析。

② 其他主题有舆论调查、环境、宗教、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作

用、运动医学等领域各１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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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显示，当今国际体育社会学对“社会化、性别与性

别关系、文化与亚文化、种族、新闻”方面的研究最为关注。

截止２００８年，ＳＳＪ刊载的论文中以“社会化”为主题的研究

居多，且这方面的研究主题出现频率最高，有６３篇论文，

占论文总数的１３．９％。处于第２位的研究主题是关于“性

别与性别关系”方面的研究，占到论文总数的１１．７％。对

于“文化、亚文化”方面的研究占１０．６％，处于第３位。与

此同时，研究数量较多的是“种族”方面的研究，占８．８％。

而“媒体、新闻”方面的研究处于第５位。此外，“休闲、体

适能、健康”，“体育社会学理论”，“政治、权利、政策”，“体

育社团、体育组织与结构”和“兴奋剂、犯罪（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

偏离”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多见。国际体育社会学界最近

１０年非常关注健康与体适能、身体与认同、权力关系、体

育组织、残疾人体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作为新兴的研究

领域“身体”、“认同”、“残疾人体育”等问题引起了体育社

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研究论文的数量逐年上升。总

之，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ＳＳＪ注重研究主题的

多样性，探索体育学术界的前沿性问题。

２．２　热点研究主题分析

根据２５年来ＳＳＪ发表论文的研究主题，从其分类、数

量及最近研究动向方面，对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化、性别与

种族、体育文化与媒体、健康与休闲及体适能、体育政策与

权利及体育组织、身体与认同等热点主题分别进行深入分

析。

２．２．１　体育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化方面

体育社会学理论方面的论文大部分发表在２０世纪８０

～９０年代。８０年代主要研究体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理

论与方法论的发展和应用，９０年代以文献研究为主，而

２０００年之后对此方面的研究甚少。８０年代研究的内容可

概括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对知识结构的批判，对批判理

论的批判，体育领域中试图开发激进理论，体育社会学和

休闲领域中探究批判性社会理论，体育社会学中对阻碍应

用研究的因素进行探究等体育社会学特定理论的开发与

应用可能性，以及对这些内容的批判与争论的相关内容；

９０年代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体育领域中文化研究的应用，

体育文化研究中强调布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理论的得体性及其

应用研究［２０］；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身体观与批判性话语相结

合［６］，体育和社会学及体育社会学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

学科性质，体育社会学学者对市民社会的形成所起的作

用，体育亚文化的社会学分析中探究体育社会学的得体性

等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和建构。

有关“社会化”为主题的文章主要刊载在２０世纪８０～

９０年代（５２篇论文），而最近９年刊载了１１篇论文，其刊

载数量减少了一半。虽然对体育社会化方面的研究数量

逐渐减少，但是，体育社会化仍然是今后体育社会学的主

要研究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体育社会化、通过体育

形成的态度和人性及价值、再社会化和运动员退役等相关

内容。８０～９０年代研究的主题更加注重体育运动的体

验、体育运动带来的效果、人生修养与习得的态度等功能

主义方面的研究。

２．２．２　性别与种族方面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国际体育社会学界特别关注

性别与性别关系的研究。美国著名体育社会学家科克利

（Ｃｏａｋｌｅｙ）
［１１］指出：自９０年代以来，性别与性别关系成为

体育社会学的最热门话题。本研究也证实了科克利的这

一观点，２５年中，ＳＳＪ刊载“性别与性别关系”的论文有５３

篇（占１１．７％）。其中，８０年代有７篇论文，９０年代有２２

篇论文，２０００年之后研究的论文有２４篇，占到了最近９

年ＳＳＪ刊载论文总数的１３．７％（第１位）。研究的主要内

容有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性别歧视与不平等、性别认同、

性别形象、媒体对女性体育的报道方法、社会性别与体育

参与的体验、性别意识形态等问题。唐·萨博（ＤｏｎＳａ

ｂｏ）
［２６］指出：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有关性别问题的研究不

断增加，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中女性研究者的增加和她们

积极参加学术活动有关。

种族观念对体育运动具有重大影响。由于西方国家

属多种族国家，因此，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有关种族问

题的研究持续升温：ＳＳＪ刊载有关种族方面的研究有４０篇

论文，占论文总数的８．８％。科克利（Ｃｏａｋｌｅｙ）
［１］指出：体

育运动已成为人们接受或者挑战社会中主导种族或族群

关系的场所。虽然，近年来新闻媒体报道中带有种族歧视

色彩的语言逐渐减少，但许多调查研究指出，体育运动中

仍然存在种族歧视问题［１４］。丹尼尔·巴芬顿（ＤａｎｉｅｌＢｕｆｆ

ｉｎｇｔｏｎ）
［８］分析了美国橄榄球运动中黑人与白人运动员的

角色，认为黑人运动员被视为具有优越的身体条件与技术

的“天生的运动员”，但是他们缺乏白人运动员所拥有的个

性、坚毅、智力和精神。虽然黑人尤其擅长于跑步和接橄

榄球，但不能期望他们担任指挥球队进行反攻的四分卫或

成为防卫领袖，也就是说，黑人运动员很少在大型团体体

育项目中处于所谓的“思维位置（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特别

是在２００５年ＳＳＪ特刊上刊载的以“白种人与体育”为主题

的８篇论文中，认为白人取得非同寻常的体育成绩源于他

们的坚毅、智力、道德品性和受到文明的教化。自９０年代

以来，种族与体育方面的研究论文大多是以种族逻辑、性

别、社会阶层、团队中的聚集模式等角度研究体育与种族

问题 ［２３］。

２．２．３　体育文化与媒体方面

在《体育社会学杂志》中，以“文化与亚文化”为主题的

研究比较多，刊载了４８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１０．６％。

从刊载的数量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仅有６篇论文，９０年代

增加至２３篇论文，而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８年近９年时间已刊

载了１９篇论文。尤其是进入到９０年代，随着现代社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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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趋于多元化，体育环境中多种亚文化现象的出现使该领

域的研究数量急剧上升。

在我们的生活中，体育与媒体是相互联系的，体育节

目是媒体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许多体育运动依靠媒

体获得声誉和收入。由于受到后现代思潮和全球化及文

化帝国主义的影响，“体育与媒体”方面的研究不断升温。

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分析电视、体育杂志、体育插图（ｉｌｌｕｓ

ｔｒａｔｏｒ）、日报、周刊、新闻杂志（ｎｅｗ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等媒体中的体

育形象与信息。如尼尔·克里斯托佛森（Ｎｅａｌ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ｏｎ）和米歇尔·詹宁（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Ｊａｎｎｉｎｇ）及艾琳 迪亚斯·麦

康奈尔（ＥｉｌｅｅｎＤｉａｚ．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等人对１９９９年女子足球世

界杯期间美国媒体报道的内容进行了话语分析，主要讨论

了媒体如何积极推动或建造某些性别意识，而这种性别意

识又是如何促进事件的知名度［９］。研究体育与媒体的关

系时大部分的注意力被放在了媒体对体育的影响上，而很

少有人关注体育影响媒体这一方面，因此，这正是今后体

育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与传媒相关的研究者值得探

讨的问题。

２．２．４　健康（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休闲、体适能方面

从ＳＳＪ刊载的论文数量中可以看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７

篇，９０年代５篇，最近９年有１３篇），国际体育社会学界从

２０００年开始非常关注“休闲、健康、体适能”方面的研究。

这反映了人们对提高生活品质、提高生命质量、丰富生命

体验等方面的需求。当今社会，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对肥胖都给予了愈来愈多的关注。２００８年，ＳＳＪ特

刊上刊载的以“肥胖”为主题的７篇论文，特别强调了肥胖

不仅是生物学问题，也是社会文化问题［２４］。玛格丽特卡莱

尔·邓肯（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Ｃａｒｌｉｓｌｅ．Ｄｕｎｃａｎ）
［１５］指出：在我们的社会

和道德中，我们没有忽视过肥胖与体重、身体活动、健康、

体适能、体型等相关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社会构成的

视角讨论这些问题。

２．２．５　体育政策、政治、权利与体育组织方面

关于“政治、权利、政策”方面的研究有１９篇论文，占

论文总数的４．２％。其中，有关权力关系的论文有８篇，政

治论文有６篇，政策论文５篇。在政治方面主要研究了与

奥林匹克相关的问题，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政治性、国际

间关系、抵制奥运会、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丑闻等问题。在

政策研究方面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澳大利

亚等西方国家的体育政策，不同国家之间体育政策的横向

比较，西方国家在竞技体育政策和运动员培养政策方面的

异同等。比如米克·格林（ＭｉｃｋＧｒｅｅｎ）在“权力、政策、政

治：竞技体育在加拿大和英国的发展”一文中比较分析了

加拿大和英国在发展竞技体育方面的权力与政策的不均

衡［１６］。米克·格林（ＭｉｃｋＧｒｅｅｎ）和巴里·霍利汉（Ｂａｒｒｉｅ

Ｈｏｕｌｉｈａｎ）在“国家体育组织管理的治理性与现代化：澳大

利亚和英国田径运动”一文中分析了澳大利亚和英联邦政

府部门国家体育组织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 ［１７］。

从ＳＳＪ刊载的论文数量中可以看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３

篇、９０年代３篇、有１１篇文章是在最近９年间刊载），进入

到新世纪，国际体育社会学界非常注重“体育组织、社团、

结构”方面的研究。其中，体育组织、体育社团、体育结构

在ＳＳＪ中分别发表了１０篇、４篇、３篇论文。在这些研究

中，大部分是关于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体

育组织研究。

２．２．６　身体与认同方面

国际体育社会学界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关注“身

体”这个新的研究主题。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单纯从生

物学视角理解身体是片面的，需要从社会和文化视角理解

和解释身体，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认识身体［１２］。特别是福

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研究成果，即训育过程和权力及顺从等方

面的身体概念给体育社会学学者提供了研究身体的核心

观点。

参加体育活动给人们带来不同的认同感，如国家认同

感、团体认同感、文化认同感等。如今，这些不同的认同感

成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界的热门主题。萨曼塔·金（Ｓａｍａｎ

ｔｈａＪ．Ｋｉｎｇ）和玛丽·麦克唐纳（ＭａｒｙＧ．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１９］指

出：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当今社会讨论体育现象时不可缺少的

部分，它涵盖着在从事体育运动的自我模型、主张体育文

化的包容性与排他性、测定体育潜在性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有关“认同”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９０年代只发表了２

篇论文，其中一篇是研究基督教徒运动员的基督教意识与

运动员身份［３０］；另一篇是研究参加不同级别比赛的大学生

运动员的运动身份［１３］。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体育社会学界日

渐重视“认同”问题，在２００７年，以“认同”为主题的特刊

上，主要讨论了如何建构经济与阶级关系的认同、文化认

同、运动过程中身体认同及其理论化。截止到２００８年，已

发表了１１篇关于认同方面的论文，研究的主题概括为：体

育参与者通过体育消费和生活方式形成的文化认同，体育

爱好者对地区的认同感象征方式，残疾人运动员建构精英

身份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受伤运动员在康复过程中采用

的认同效果进行理论化等相关内容。

３　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者

研究者所处国家（地区）、专业背景、所属机构、研究者

之间协作是体现研究者特点的重要方面。因此，主要围绕

这些方面对研究者进行分析。

３．１　研究者所处国家

在ＳＳＪ上发表论文的研究者国籍（地区）分布非常广

泛。４５４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来自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及

亚洲的２４个国家，其中，北美和西欧国家发表论文数量最

多（表２）。从发表的国家来看，美国发表论文数量最多，

共有２３２篇论文（占５１．１％）；其次是加拿大，有９３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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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占２０．５％）；第３位是英国，有６０篇论文（占１３．２％）；

新西兰有１３篇论文（占２．９％）；澳大利亚有１２篇（占

２．６％）；法国有１０篇（占２．２％），其他国家有荷兰、挪威、

德国等。在亚洲地区中，以色列发表了４篇论文，香港地

区发表了２篇论文，日本和韩国及中国大陆各发表了１篇

论文。

整体来看，９０％的论文来自北美和西欧，除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之外，其他每个国家所占的比例不足１％，或者

更少。这种地区间的不均衡除了可能受到语言、经济和学

术刊物的影响之外，重要原因还在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

发展程度不同。目前，在该领域中，北美和西方国家最为

发达。

表２　《体育社会学杂志》作者所在国和地区统计一览表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

合计

ｎ ％

美国 ７０ ９３ ６９ ２３２ ５１．１

加拿大 ２２ ３０ ４１ ９３ ２０．５

英国 ８ １９ ３３ ６０ １３．２

新西兰 ３ １０ １３ ２．９

澳大利亚 ３ ４ ５ １２ ２．６

法国 ６ ４ １０ ２．２

荷兰 １ ５ ６ １．３

以色列 ２ ２ ４ ０．９

挪威 １ ３ ４ ０．９

德国 １ ２ ３ ０．７

苏格兰 １ １ ２ ０．５

芬兰 １ １ ２ ０．５

香港 １ １ ２ ０．５

日本 １ １ ０．２

冰岛 １ １ ０．２

瑞典 １ １ ０．２

波兰 １ １ ０．２

比利时 １ １ ０．２

希腊 １ １ ０．２

瑞士 １ １ ０．２

北爱尔兰 １ １ ０．２

韩国 １ １ ０．２

爱尔兰 １ １ ０．２

中国 １ １ ０．２

３．２　研究者所属机构

２０世纪末，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分支学科之间的知识

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不断加快。社会学与其他学科

之间在研究领域方面的区分也日益趋于模糊。体育社会

学作为社会学和体育学的分支学科也体现了这一趋势，这

种趋势通过ＳＳＪ刊载４５４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所属机构的

多样性可以体现出来（表３）。在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者

中，运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体育现象的体育学科研究者为

２１５名（占总人数的４７．４％），对体育运动感兴趣的社会学

研究者为９５名（占２０．９％），而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占到

了近２／３。体育运动还吸引了其他学科研究者的目光，如

社会科学、社会／人类学、传媒／传播学、体育／社会学、教育

学、经营／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者。除此之外，还

有２９名（占６．４％）研究者未注明所属机构。值得注意的

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人类学、政治学、生活科学、

文化学、环境学、伦理学、艺术等学科的研究者也参与到了

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这更加体现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者

的所属机构和专业背景的多样化。

表３　《体育社会学杂志》作者专业背景人数统计一览表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

合计

ｎ ％

体育学 ５３ ７１ ９１ ２１５ ４７．４

社会学 ２８ ３９ ２８ ９５ ２０．９

社会科学 ３ １０ ５ １８ ４．０

社会／人类学 ５ ３ ６ １４ ３．１

传媒／传播学 １ １０ ２ １３ ２．９

体育／社会学 ５ ４ １ １０ ２．２

教育学 ２ ３ ５ １０ ２．２

经营／经济学 ３ ４ １ ８ １．８

研究所 ６ ６ １２ ２４ ５．３

未注明 ７ １１ １１ ２９ ６．４

语言学 １ １ ２ ４ ０．９

人类学 ４ ４ ０．９

政治学 １ ２ ３ ０．７

生活科学 ２ ２ ０．４

文化学 ２ ２ ０．４

环境学 １ １ ０．２

伦理学 １ １ ０．２

艺术 １ １ ０．２

　　乔治·塞奇（ＧｅｏｒｇｅＨ．Ｓａｇｅ）指出，自北美体育社会学

学会成立以来，会员绝大部分是由体育学和社会学专业的

学者组成。在１９８０１９９８年１６名学会会长中，有７名会

长是社会学专业的学者，这说明了社会学学者对体育社会

学的关心程度［２７］。ＳＳＪ汇集了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在体

育运动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研究

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体育运动方面的现象和存在的问题

进行研究，从而使人类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体育运动。

３．３　研究者之间协作

研究者之间协作是指论文由两位或者两位以上作者

合作撰写。统计结果表明（表４），当今国际体育社会学研

究以独立研究为主，两位作者协作为辅。在４５４篇论文

中，有２６６篇（占５８．６％）论文为独立研究，有１８８篇（占

４４．４％）论文为合作研究。其中，２名研究者合作研究的论

文有１３６篇（占３０．０％），３名研究者合作的有３６篇论文

（占７．９％），４名研究者合作的有１２篇论文（占２．６％），５

名以上研究者合作的论文只有４篇（占０．９％）。从研究者

之间协作情况的变化趋势看，在不同年代和年份里，２人

或３人合作研究的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

跨国合作研究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一种趋势，体育社会

学也不例外。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

体育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体育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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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问题和现象需要通过跨文化和跨国间的合作研究，以发

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环境中体育问题之异同，学者之间

也可以做到优势互补。

表４　《体育社会学杂志》论文合作情况统计一览表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

合计

ｎ ％

独立研究 ６７ １０４ ９５ ２６６ ５８．６

２人研究 ３４ ４５ ５７ １３６ ３０．０

３人研究 ９ １１ １６ ３６ ７．９

４人研究 ４ ５ ３ １２ ２．６

５人或５人以上 ４ ４ ０．９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对跨国合作研究进行了统计。

ＳＳＪ创刊以来，跨国合作研究的论文共有３０篇，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只有１篇，９０年代有１１篇论文，２０００年之后，跨国合

作研究的论文达到１８篇。从中不难看出，跨国合作研究

的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从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跨国合

作研究的数量的上升趋势十分明显。

图２　《体育社会学杂志》不同国家作者跨国合作研究论文数示意图

　　在跨国合作研究中，从国家参与程度看，美国学者参

与跨国合作研究的程度居高，达到１８篇论文，其次是加拿

大、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分别排在第２位至第６

位（图２）。从研究者所在学校的参与程度看，新西兰的奥

塔哥大学居第１位，参与６篇论文的研究；第２位是美国

的迈阿密大学，参与４篇论文的研究；第３位是加拿大的

渥太华大学，参与了３篇论文的研究。从国家之间的合作

看，美国和加拿大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有９篇论文，大洋

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学者与欧美国家的研究

者之间合作研究的倾向十分突出，特别是澳大利亚学者倾

向于与英国学者合作，而新西兰学者倾向于与美国和加拿

大学者合作。

４　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

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除了单一使用定性方法或定量

方法外，也有一部分学者使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因此，本研究将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分为定性研究、定量

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３种。

统计结果表明，有３４４篇论文使用定性研究（占

７５．８％），其中，有１４７篇论文使用了文献研究。其余１１０

篇论文中，有９３篇论文使用定量研究，只有１７篇使用了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别占２０．５％和３．７％。

从上述３种研究方法的使用角度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定

量研究居多，从９０年代开始定性研究的论文增多，目前，

国际体育社会学界中定性研究占主流地位（表５）。

表５　《体育社会学杂志》发表论文各阶段使用研究方法统计一览表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

合计

ｎ ％

定量研究 ４６ ３１ １６ ９３ ２０．５

定性研究 ６５ １２６ １５３ ３４４ ７５．８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３ ８ ６ １７ ３．７

注：３４４篇定性研究中，有１４７篇论文属于文献研究。

　　为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动向，还对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进行了细致分析。通过对更加具体的研究方法的出现频

率进行统计发现，在９３篇定量研究论文中，只有１６篇论

文使用了假设检验方法，分析资料时使用的统计方法呈多

样化。统计方法有回归分析（３１篇）、相关分析（２９篇）、卡

方检验（２４篇）、多变量分析（１７篇）、频度分析（１７篇）、因

素分析（９篇）、多元回归分析（９篇）、狋检验（４篇）、路径分

析（３篇）。

在１９７篇定性研究（除文献研究）中，６２篇论文使用文

化记述，５３篇论文对新闻、杂志、照片、电视等内容进行分

析，２７篇论文使用了其他研究方法①，还有５５篇论文没有

明确说明研究方法。在定性研究中，收集资料的方法也呈

多样化（除文献研究），其中，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是体育

社会学研究中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在１９７篇定性研究

中，利用内容分析法有６０篇，访谈法有５７篇，参与观察和

访谈法有４１篇，观察和访谈及内容分析法有１５篇，访谈

和内容分析法有１４篇论文。由此可以看出，国际体育社

会学研究对于“访谈与内容分析”方法的热衷。ＳＳＪ创刊以

来一直关注“文献研究”，其刊载的论文有１４７篇，占论文

总数的３２．４％，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体育现象，如体育政

策、社会话语、探究文化意义、诊断社会问题、应用理论分

析现象、探讨方法论等问题。

从研究对象的国家来看，３８７篇论文中②，以美国为研

究对象的论文数量最多，有２１０篇论文（５１．１％）；其次是

加拿大，有７７篇论文（１８．７％）；第３位是英国，有５０篇论

文（占１２．２％）；然后是新西兰（２．７％）、澳大利亚（２．４％）、

法国（２．２％）、荷兰（１．２％）等分别排在第４到第７位。还

有以亚洲的部分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１３篇，其中，研

究以色列和日本［３３，２５，２７，１８］的论文各有４篇，研究韩国的论

文有２篇
［７，２２］。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有３篇
［３１，２１，３２］。从整体来看，ＳＳＪ刊载论文的研究对象涉

　　① 明确说明研究对象的国家有３８７篇论文，其中２４篇论文

的研究对象有２个国家。

② 在其他方法中，有事例研究８篇、叙事６篇、传记４篇、阐释

学方法３篇、扎根理论和自传各２篇、现象学和符号学各１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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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２９个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部分论文研究了美国和加

拿大，９０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从２０００

年之后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欧洲和大洋洲及亚洲地区。

５　结论

ＳＳＪ刊载论文的研究者国籍（地区）分布非常广泛。北

美和西欧国家发表论文数量居多，其次是大洋洲，而亚洲

国家发表论文数量很少。就国家而言，美国在国际上是体

育社会学研究最活跃的国家，其次是加拿大，再次是英国，

亚洲的以色列、日本、韩国、中国及香港地区也发表了少量

论文。

当今国际体育社会学对社会化、性别与性别关系、文

化与亚文化、种族、媒体、健康方面的研究最为关注。除此

之外，身体和认同以及残疾人体育的新兴研究领域引起了

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研究的热点因国家和地区及

社会文化的不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有所不同。由于全

球化的发展，不久的将来，一些国际体育社会学中出现的

体育社会问题也可能出现在我国。所以，对热点问题和趋

势我们应该加以理性地思考和对待。

研究者的专业背景和所属机构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多

的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参与体育社会学研究。其中，以体育

学科学者为主，其次是社会学、社会科学、人类学等领域的

学者。此外，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体育社会学研究

还吸引了人类学、政治学、生活科学、文化学、环境学、伦理

学等学科研究者的目光。从研究方法来看，定性研究占主

流地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定量研究为主，从９０年代开始

定性研究逐渐增多。在定性研究中，“文化记述”的论文较

多，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是最为常用的收集资料方法。大

部分研究以独立研究为主，其次是两位作者合作，而且跨

国合作研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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