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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舞蹈主要研究内容及动态演进分析

宋娟1,2,吴瑛1,梁亚姿2,邢聪3,陈庆杰4

(1.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上海200438;2.西安体育学院 艺术学院,西安710068;

3.复旦大学 体育教学部,上海200430;4.临沂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山东 临沂276000)

  摘 要:以1990-2019年 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359篇体育舞蹈核心期刊论文作为原始数据,运用

CiteSpaceV统计软件对文献实行共现聚类,对我国体育舞蹈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机构、核心作者等进行分析.旨

在全面了解我国体育舞蹈研究的演进过程,为我国体育舞蹈研究提供理论借鉴.研究发现:我国体育舞蹈研究内容

主要集中在艺术表现力、高校教学、健身价值和开展现状等4方面.涉及的研究内容广且泛,缺少实证性研究,重大

创新性研究成果较少.研究队伍较为单薄,发文量4篇已名列前茅.核心作者发文量少且之间共现密度较低.研究机

构以体育类和师范类专业性院校为主,机构间尚未形成研究合作网络.建议借鉴国外经验,拓宽研究领域,鼓励学科

交叉,加强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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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舞蹈起源于欧美国家.规范后的体育舞蹈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以来,倍受人们的关注和喜爱.
它将艺术审美与健身运动完美地融合到一起,在学校体育及社会体育活动中表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体育舞

蹈项目的发展对我国“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战略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学术界对于体育舞蹈的

研究也在不断跟进,不断挖掘体育舞蹈在体育及艺术领域的价值.因此,总结和回顾我国体育舞蹈研究的主

要内容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体育舞蹈研究的发展方向.其对于深入挖掘体育舞蹈运动价值,总结体育舞蹈发展

中的经验与问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以CNKI期刊数据库中核心期刊和CSSCI收录的体育

舞蹈核心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手段对近30年来我国体育舞蹈相关文献进行整

理,以深入解读我国体育舞蹈研究的特征与趋势.为丰富我国体育舞蹈研究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以期促进

体育舞蹈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1990-2019年,检索日期

为2019-05-31,数据来源为核心期刊和CSSCI,以“体育舞蹈”为关键词和主题词进行模糊检索,其目的是为

涵盖“体育舞蹈”相关的所有文献.通过检索共获得569篇文献,再对样本文献进行人工筛选,剔除无效文献.
最终确定359篇核心论文作为本研究的有效文献数据.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V软件对我国体育舞蹈研究主题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该软件是一款应

用于科学文献识别并显示科学发展趋势和分析热点的软件”[1].在JAVA环境下运行该软件,对文献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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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的图谱绘制、处理与可视化分析.借助CiteSpaceV软件可以在整体上把握“体育舞蹈”领域的主要研

究内容与研究内容的演变过程.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关键词是某研究领域知识点的重要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该研究领域知识演进的态势[2].关键词是

对文献主题和内容的高度提炼.借助CiteSpaceV软件,将文章的标签(ArticleLabel)中词频阈值(Thresh-
old)定为3,节点标签尺寸(FrontSize)定为4,节点大小(NodeSize)定为170,制作知识图谱[3],去掉“体育

舞蹈”关键词,如图1所示.关键词及主题词共现聚类为4个研究主题,分别为艺术表现力、高校教学、健身价

值、发展现状.

2.1.1 体育舞蹈艺术表现力研究

第1类主题为右上角聚类,体育舞蹈的前身是国际标准舞,包括拉丁舞和摩登舞2个舞系.“国际标准交

谊舞”“拉丁舞”“国际体育舞蹈”等高频关键词的出现,表明在这一聚类中是以“体育舞蹈两大舞系”为聚焦

点,艺术表现力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被专家学者关注,涌现出大量关于艺术表现力的文献.何跃春从项目本身

的特点论述了体育舞蹈的健康美,生活美、艺术美[4].张士文等根据裁判法规定的5个审美标准,分别阐述了

体育舞蹈的艺术之美[5].
艺术表现力是评判体育舞蹈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相关研究分析的重点.然而相关文献指出:艺术表现

力主要依靠裁判或教练的经验评判,主观性较强,评判规则不够细化,致使研究者难以量化从而找到合适的

切入点进行深入探究.因此艺术表现力研究从2003年开始出现[6],到2013年[7-9]之后就很少出现.10年间

其研究内容多从影响因素方面进行论述,缺乏对改进的具体手段和方法的总结,且有重复性研究现象.分析

认为对体育舞蹈艺术表现力的研究应引入美学、文艺学等相关理论来细化艺术表现力的内涵,帮助运动员、
教练员探究提高艺术表现力的干预手段.
2.1.2 体育舞蹈高校教学研究

第2类左上角聚类,以普通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高校作为培养体育舞蹈人才主要发源地,备受研究者

的关注.研究侧重点在于体育舞蹈教学、课程设置方面.通过对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找出我国体育舞蹈在高校

教学和课程设置中存在教师专业技能较低,教材不统一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10-12].索烨等人运

用实验法,借助音乐-表象训练法,对学生进行心理训练,从而改进体育舞蹈选修课的教学效果[13].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和对策范畴,而对于怎样提高高水平学生选手的领域却没有涉及.部分研

究应用了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等学科的知识,实现了体育舞蹈的学科交叉研究,拓宽了研究视野,是体育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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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研究领域的一大进步,但随着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不断加强,在体育舞蹈领域的交叉研究仍有

很大的进步空间.
2.1.3 体育舞蹈价值研究

第3类右下角聚类,“体育舞蹈”作为一项兼具“体育+艺术”于一体的运动项目,既可以健康体魄[14],还
可以愉悦心情[15-16],又具备艺术审美之价值.苑晓慧强调体育舞蹈不仅能够加强人际交往还能促进历史文

化交流.其艺术美育价值主要体现为运动者在舞蹈学习和练习中创造美、展现美,观赏者在欣赏不同舞种时

产生强烈感受,获得美的享受[17].研究体育舞蹈价值方向的论文很多,依据体育舞蹈的项目特质进行阐述,
明确了体育舞蹈促进全民健身的价值功能.这对于我国进一步开展体育舞蹈的价值取向有着深远的引导

作用.
2.1.4 体育舞蹈现状研究

第4类左下角聚类,主要以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为主.通过对体育舞蹈在我国、某地区和高校开展的突

出问题进行研究,剖析了面临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18].刘吉峰指出我国体育舞蹈发展面临人才机

制创新不够、人才贮备短缺;民族性不够,创意有待提高;市场化推广不足;普及化不强等[19].
现状类研究为我国体育舞蹈的良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持,部分研究指出了我国体育舞蹈发展的不足之处,

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的解决策略.这对于深入了解我国体育舞蹈发展的状况有着重大的意义.
2.2 我国体育舞蹈研究内容的演进分析

研究内容是随着时间推移和研究深入而逐渐发展变化的.这种不断演进的发展趋势可以通过时区视图

直观地展现出来,时区视图能从时间维度上表示体育舞蹈研究内容的动态演进过程.借助CiteSpaceV软件,
将文章的标签(ArticleLabel)中词频阈值(Threshold)定为6,节点标签尺寸(FrontSize)定为2,节点大小

(NodeSize)定为170,制作时区视图[3].图2中,各圆圈的大小表示着关键词出现频次(frequency)的多少,圆
圈越大即说明该关键词被引用的频次越高.圆圈中最外层表示中心性(centrality)[20].通常来说,被引频次与

中心性都较高的节点就是体育舞蹈研究者共同所关注的问题,是体育舞蹈研究领域的热点.根据图2可以看

出我国体育舞蹈近30年的研究进程可分为3个阶段.

2.2.1 探索期

1990-1998年是我国体育舞蹈发展的初步探索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舞蹈概念及内涵、如何认识和

欣赏这个“舶来”事物[21-22],高校教师是体育舞蹈的主要践行者,主要围绕提高教师专业素质[23]和教学问题

进行分析[26],提出高校需要培养出“会讲、会看、会跳、会编”的体育舞蹈人才.刘媛指出对于初期开设体育舞

蹈课所面临的问题有:上层重视程度不够、师资力量不足、学生音乐素养能力较差等[24].这个时期的初级探

索帮助国人了解和认识体育舞蹈,利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更好的理解体育舞蹈的本质属性.
“体育舞蹈”这个新兴项目的出现,给科研人员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这个时期的论文大部分都发表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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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体育权威杂志上.这说明,体育舞蹈在引入与普及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研究人员易于找到切入

点进行研究.
2.2.2 繁荣期

1999-2010年是我国体育舞蹈研究的繁荣期.随着“全民健身”的政策展开和“终身体育”的思想的传

播,以及全国各大高校开始招收体育舞蹈专业学生.大学生成为该阶段的重点研究对象,体育舞蹈促进了学

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素养,增进了人际交往和友谊的功能[25].邵丽华对吉林省

5所高校的460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得出在高校开展体育舞蹈课程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和发展[26].这一时期是研究的高产期,并涌现出大量实验性和调查性研究文献,为后人提供科研基础,是促

进体育舞蹈发展的关键阶段.
2.2.3 缓慢期

2010-2019年是体育舞蹈研究的缓慢期.从图2中可以看出核心论文较少.研究聚焦在“艺术表现力”这
一主题.主要受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艺术素养、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影响[27],我国选手由技术追求转向重视艺

术探寻,艺术表现力.张丹指出音乐美、形体美、动作美、气质美是体育舞蹈主要的美学价值[28].吴东方提出通

过教师的引导和启发,逐步培养学生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29].
总体来看,该阶段发展速度逐渐变缓,舞蹈技术的进步要比理论发展得快,开始出现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缺少重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我国专家学者应借助于健康中国建设的热潮,结合体育舞蹈发展的实际,借鉴

国外经验促进我国体育舞蹈研究领域创新发展.
2.3 我国体育舞蹈研究作者分析

我国体育舞蹈研究文献的作者是我国

体育舞蹈研究的活动主体人群,在该领域具

有卓越研究成果的作者通常能够引领着该

学科的发展方向[30].运用CiteSpaceV软件,
将ArticleLabel中Threshold定为2,Front
Size定为18,NodeSize定为200,将 Node
Type设置为“Author”,制作图谱[3].从图3
看出,共含11位作者.这说明我国体育舞蹈

研究领域队伍较为单薄,尚未形成庞大队伍.
从图3中节点间的连线可以看出我国体育

舞蹈领域的核心文献作者联系并不密切,缺
少交流与合作,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由表1可见,在体育舞蹈研究领域中并无集中性、深入性研究的学者.从发文年代看,发文量最多的学者

大多在2006年以前,近几年却鲜有文章见刊.体育院校的学者居多.前5位作者在近30年期间发表的核心论

文数4篇已成为我国体育舞蹈领域的中坚力量.与其他项目相比,我国体育舞蹈研究领域的作者发文量较

少.我国应该建立科研团队,学科交叉研究,进行更深层次研究,提升该领域的研究深度.同时应鼓励当代体

育舞蹈研究生学习自然学科知识,提高科研核心素养,逐渐成为该领域的后备力量,促使我国体育舞蹈研究

领域可持续良性发展.
表1 1990-2019年我国体育舞蹈核心论文发文3篇及以上的作者

Tab.1 Authorspublished3ormorecorepapersintheresearchfieldof
sportsdanceinChinafrom1990to2019

发文量4篇 张清澍 陈树德 习寿华 马鸿韬 李敏

发文量3篇 李鸿 韦广忠 孟昭鑫 秦晓松 刘阳 何忠 孙林 吴庆超

2.4 我国体育舞蹈研究机构分布表

研究机构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我国体育舞蹈研究的知识产生、创造和传播扩散源,对其进行研究可以准确

把握其研究实力及在中国体育舞蹈领域的影响力[31],应用CiteSpaceV软件对我国体育舞蹈文献机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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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将NodeTypes设置为

“Institution”,生成我国体育

舞蹈研究机构知识图谱.从图

4可以看出节点有6个,北京

体育大学、武汉体育学院、成
都体育学院、河南大学体育

学院、西南交通大学体育部、
新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节
点越大代表发文量越多,北
京 体 育 大 学 节 点 最 大

(26篇).各节点连线的粗细

程度反映了机构间合作研究

的程度.大节点间北京体育大

学和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成
都体育学院和新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有合作关系.节点分布较为孤立,且节点连线较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明我国体育舞蹈研究机构分布较散,各研究机构少有合作,呈现出碎片化的研究局势,尚未形成合作研究网

络.应重视机构间的合作与交流,促使体育舞蹈研究更加丰富与厚重.

3 结 语

体育舞蹈在我国发展近30年,科研也紧随其后快速高产.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提高体育舞蹈运动员技

术及表现力,学校体育舞蹈课程开展及改革,大众体育舞蹈开展现状与对策,体育舞蹈的体育及艺术价值等

方面.体育舞蹈主题研究经历2010年之前的繁盛期之后,进入研究的缓慢期.其研究主要机构也表现出单一

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体育舞蹈内涵挖掘不够.这一领域研究引入的理论分析及技术分析手段或方法单一,造
成研究内容难以细化且深入,没能有效指导体育舞蹈实践活动.

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实证研究,拓宽研究领域,促进学科交叉.建立科研团队,加强区域和校级合

作.重视业界学者的文化素养,不断学习自然学科知识,运用自然学科知识解决体育舞蹈运动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 张毅恒,柳鸣毅.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国体育产业研究可视化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2016,52(1):24-29.

ZHANGYH,LIUNY.TheInformationVisualizationonSportIndustryResearchBasedonMappingofKnowledge[J].Chinasportsci-

enceandtechnology,2016,52(1):24-29.
[2] 赵丙军.国外力量训练研究热点主题的演进特征[J].中国体育科技,2015,51(3):3-22.

ZHAOBJ.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HotTopicsofOverseaResearchesonStrengthTraining[J].Chinasportscienceandtechnology,

2015,51(3):3-22.
[3] 尹龙,李芳,司虎克.国际速度训练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图谱分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3(3):18-24.

YINL,LIF,SIHK.AnalysisonInternationalResearchFocusandFrontieronSpeedTrainingBasedonKnowledgeMapping[J].Journal

ofNanjingInstituteofPhysicalEducation(NaturalScienceEdition),2014,13(3):18-24.
[4] 何跃春,杜高山.体育舞蹈审美特征探析[J].体育学刊,2015,22(1):58-61.

HEYC,DUGS.ResearchontheAestheticCharacteristicsofSportDance[J].SportsJournal,2015,22(1):58-61.
[5] 张士文,李静.体育舞蹈审美新标准的解读[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2,31(4):137-138.

ZHANGSW,LIJ.InterpretationoftheNewAestheticStandardofSportsDance[J].JournalofShenyangInstituteofPhysicalEducation,

2012,31(4):137-138.
[6] 何忠.论影响体育舞蹈选手舞蹈表现力的因素[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3):89-91.

HEZ.OnFactorsofAffectingSportsDancers'Behaviour[J].JournalofGuangzhouInstituteofPhysicalEducation,2003(3):89-91.
[7] 王艳.体育舞蹈艺术表现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培养方法[J].大舞台,2013(10):180-181.

WANGY.TheInfluencingFactorsandTrainingMethodsoftheArtisticExpressionofSportsDance[J].BigStage,2013(10):180-181.

611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年



[8] 王冬梅.论音乐对体育舞蹈表现力的影响与选用策略[J].大舞台,2013(6):182-183.

WANGDM.OntheInfluenceofMusiconthePerformanceofSportsDance[J].BigStage,2013(6):182-183.
[9] 裘鹏.体育舞蹈艺术表现力的文化解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3(7):141-144.

QIUP.CulturalAnalysisoftheArtisticExpressionofSportsDance[J].SportsCultureGuide,2013(7):141-144.
[10] 荣丽,张清澍,陈灿,等.对普通高等院校体育舞蹈开展状况的分析与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3):385-387.

RONGL,ZHANGQS,CHENC,etal.StudyontheCurrentSituationandDevelopmentStrategiesofSportsDanceinCollegesandUni-

versities[J].JournalofBeijingSportUniversity,2006(3):385-387.
[11] 张册,唐艳平,王合霞,等.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舞蹈课程开展现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9):81-85.

ZHANGC,TANGYP,WANGHX,etal.CurrentSituationofSportDanceinChineseGeneralColleges[J].JournalofBeijingSportUni-

versity,2009,32(9):81-85.
[12] 李雷,王卫,李龙.体育舞蹈的健身价值及在我国高校开设的必要性探讨[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3(6):814-816.

LIL,WANGW,LIL.TheValueofSportsDanceandtheNecessityofItsOpeningatChineseUniversities[J].JournalofBeijingSport

University,2003(6):814-816.
[13] 索烨,李柏,罗丽俊.高校体育舞蹈教学运用音乐表象教学法实验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0(6):86-89.

SUOY,LIB,LUOLJ.AnexperimentalStudyontheApplicationofMusicRepresentationTeachingMethodinDanceTeachinginColle-

gesandUniversities[J].SportsCultureGuide,2010(6):86-89.
[14] 徐碧君.体育舞蹈对中老年人的健身作用[J].体育与科学,2000(2):35-38.

XUBJ.TheFitnessFunctionofSportsDanceforMiddle-agedandOldPeople[J].SportsandScience,2000(2):35-38.
[15] 司徒炳坤,曾芊.体育舞蹈对心理健康影响作用的调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7(2):12-16.

SITUBK,ZENGQ.InvestigationintotheEffectofSportDanceonMetalHealth[J].JournalofBeijingSportUniversity,1997(2):12-16.
[16] 丰萍,李卫民,刘建国.“体育舞蹈”对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之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4):479-480.

FENGP,LIW M,LIUJG.ResearchonImpactofDancingExerciseonPsychologicalHeathofCollegeStudents[J].JournalofBeijing

SportUniversity,2005(4):479-480.
[17] 苑晓慧.对体育舞蹈价值功能的研究[J].大舞台,2013(2):104-105.

YUANXH.Researchonthevaluefunctionofsportsdance[J].BigStage,2013(2):104-105.
[18] 陈立农.我国体育舞蹈发展现状与对策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1(1):114-116.

CHENLN.ResearchonPresentSituationandCountermeasuresfortheDevelopmentofSportsDance[J].JournalofGuangzhouInstitute

ofPhysicalEducation,2001(1):114-116.
[19] 刘吉峰.对我国现代体育舞蹈发展的认识与思考[J].大舞台,2012(11):95-96.

LIUJF.OnthedevelopmentofmodernsportsdanceinChina[J].BigStage,2012(11):95-96.
[20] 樊改霞,陈祖鹏.新课改以来我国教师文化研究的前沿演变和热点领域———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教师教育研究,2016,28(3):

115-121.

FANGX,CHENZP.HotspotDomainsandFrontierTopicsofChineseTeacherCultureStudysincetheDevelopingofNewCurriculum

Reformation—AVisualAnalysisBasedonKnowledgeMapping[J].ResearchonTeacherEducation,2016,28(3):115-121.
[21] 范丽英.如何欣赏体育舞蹈[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4(4):85.

FANLY.HowtoEnjoySportsDance[J].JournalofBeijingSportUniversity,1994(4):85.
[22] 张玉春,马斌.关于高校开展体育舞蹈教学的思考[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S5):90-92.

ZHANGYC,MAB.OntheDevelopmentofDanceTeaching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J].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

alities,1996(S5):90-92.
[23] 黄岁梅.加强高师体育系学生舞蹈教学能力的培养[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8(4):69-71.

HUANGSM.CultivationoftheStudents’Dance-teachingAbilityinTeacher'Colleges[J].JournalofChengduSportUniversity,1998(4):

69-71.
[24] 刘媛.关于在体育院校开设国际体育舞蹈课的几点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6(4):54-57.

LIUY.InitiationofInternationalSportsDancesintoPhysicalEducationInstitutes'Class[J].JournalofChengduSportUniversity,

1996(4):54-57.
[25] 李晓新.体育舞蹈教学对促进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验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12):1704-1705.

LIUXX.ExperimentalResearchonthePromotionEffectofSportDanceEducationonthePhysicalandMentalDevelopmentofCollege

Students[J].2006(12):1704-1705.
[26] 邵丽华.高校开设体育舞蹈对大学生休闲生活的影响[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5):20-22.

SHAOLH.ResearchontheEffectofOpeningSportsDanceonUniversityStudents'Life[J].JournalofGuangzhouInstituteofPhysical

Education,2007(5):20-22.
[27] 李雯娟.提高体育舞蹈的艺术表现力[J].大舞台,2013(2):110-111.

711第5期             宋娟,等:中国体育舞蹈主要研究内容及动态演进分析



LIWJ.ImprovetheArtisticExpressionofSportsDance[J].BigStage,2013(2):110-111.
[28] 张丹.体育舞蹈美学价值研究[J].大舞台,2013(1):86-87.

ZHANGD.ResearchonAestheticValueofSportsDance[J].BigStage,2013(1):86-87.
[29] 吴东方,东伟新.论体育舞蹈音乐的作用及美感的要素[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4(3):103-105.

WUDF,DONGWX.FunctionofSportDanceMusicandtheMainFactorsofAestheticsFeeling[J].JournalofWuhanInstituteofPhysi-

calEducation,2004(3):103-105.
[30] 孙海生.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及实证研究[J].情报杂志,2012,31(9):63-67.

SUNHS.AuthorKeywordCo-occurrenceNetworkAnalysis:AnEmpiricalResearch[J].Journalofinformation,2012,31(9):63-67.
[31] 马丹,黄俊亚.中外体育舞蹈研究动态量化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9,36(2):185-194.

MAD,HUANGJY.QuantitativeAnalysisonResearchTrendsofDanceSportatHomeandAbroad[J].JournaloftheXi'anPhysicalEd-

ucationUniversity,2019,36(2):185-194.

Mainresearchcontentsanddynamic
evolutionanalysisofsportsdanceinChina

SongJuan1,2,WuYing1,LiangYazi2,XingCong3,ChenQingjie4

(1.ShanghaiInstituteofPhysicalEducationInstitute,ShanghaiUniversityofSport,Shanghai200438,China;

2.CollegeofArt,Xi'anInstituteofPhysicalEducationInstitute,Xi'an710068,China;

3.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0,China;

4.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andHealth,LinyiUniversity,Linyi276000,China)

  Abstract:Basedontheoriginaldataof359corejournalpapersofsportsdancecollectedinCNKIdatabasefrom1990to
2019,CiteSpaceVisusedtoclustertheliteratureandanalyzethemainresearchcontents,researchinstitutionsandcoreauthors
ofsportsdanceinChina.ItaimstoknowtheevolutionprocessofsportsdanceresearchinChinaandprovidetheoreticalrefer-
enceforsportsdanceresearch.ItisfoundthattheresearchcontentofsportsdanceinChinamainlyfocusesonthefouraspects
ofartisticexpression,collegeteaching,fitnessvalueanddevelopmentstatus.Itinvolveswideandextensiveresearchcontent,but
lacksofempiricalresearch,andlessmajorinnovativeresearchresults.Theresearchteamisrelativelythin,andthenumberofar-
ticlespublishedbythecoreauthorsislowandtheco-occurrencedensityislow.Theresearchinstitutionsmainlyincludesports
andnormaluniversities,andthereisnoresearchcooperationnetworkbetweenthem.Itissuggestedthatweshouldbroadenour
researchfields,encourage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andstrengthenempiricalresearch.

Keywords:sportdance;researchcontent;visu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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