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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之间在体育和人文交流方面的日益增多,韩国体育也

随之进入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法、CNKI文献计量可视

化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以“韩国体育”等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了相关文献。本文根据以国内学者对

韩国教育的研究状况为轴线,分析了国内学者对韩国教育研究成果的发文时间、主题分布、核心作者和

单位分布、文献内容分析等方面的特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未来需要关注的三个方面：韩国体育史

学、体育发展战略、体育学科建设层面的深入研究。为国内体育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为深化新时

代体育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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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port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South Korean sports 

have also entered the research field of Chinese academia. This article uses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NKI bibliometric visualization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to search for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opics such as "Korean sports" o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scholars' publication time, topic distribution, core author and unit distribution, 

and literature content analysis of Korean education research resul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domestic 

scholars on Korean education as the ax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that need to be focused on 

in the future: Korean sports history, sport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sport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ports, and to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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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韩国体育的发展可以追溯到韩国建国初期,其体育体系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影响,韩国体育建立在独特

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育发展模式。近年来,

韩国体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功经验成为许多

国家效仿的对象。根据梳理分析我国学者对韩国体育研究情况,

在研究中能够借鉴韩国体育的成功经验,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未

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国内学术界就发展关键领域和研究焦

点的解析,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撑。 

近年来,中国的研究者们逐渐将对韩国体育的研究领域进

一步拓宽。此项研究旨在对中国知网上收载的,中国研究者对韩

国体 育的相关论文进行总结和分析,以对这些文献的发表年

份、作者、研究主题,以及其特性和区别进行探究,最终揭示出

中国研究者在韩国体育研究方面的层次。   

然而,关于韩国体育史学、体育发展战略以及体育学科建

设层面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不足,尤其是近几年高质量且水平

较高的文章更是甚少。通过梳理我国学术领域对韩国体育的

研究情况,发现在韩国体育领域的理论研究存在一些突出的

重点和短板。为未来韩国体育研究的发展路向提供有价值的

参照,同时推进我国体育事业的稳健持续发展,是本论文研究

的主要目标。 

1 数据源及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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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资源,本研究采用了中国知

网中的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文章作为主要的文献资料来源。 研

究围绕“韩国体育”这一关键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文献检索与分

析。检索时间跨度到最早学术期刊1993年,检索出相关文献共

707篇,其中学术期刊论文167篇、学位论文67篇。 

1.2研究方法 

所选取的相关文献,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

计法、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法以及内容分析法。利用文献计量

可视化工具,对选定文献的发布日期、研究主题、研究人群等进

行定量化的可视化处理,从而获取相应的统计数据信息。 

通过以上研究反映我国学者对韩国体育的研究现状、热点。

总结归纳现有研究的不足,展望未来韩国体育的研究前景,为后

续研究活动提供清晰的方向和思路。 

2 国内学者研究韩国体育现状概述 

体育在推动韩国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角色,对其展开深入

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分析学者发表的文献特征,可以

窥见国内学者对韩国体育研究的现状。 

2.1研究文献的发表时间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通过对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和整理,可将国内学者对韩国的研

究趋势分为“初期起步期、快速增长期、相对稳定期”三个时期： 

初期起步期(1993-1998)：在这个阶段,韩国体育研究的文

献发表数量逐渐增加,但总体上相对较少,呈现出起步阶段的趋

势。在这一时期,学者对韩国体育的关注度相对较低,研究发表

年度趋势保持平稳,整体研究水平有限。 

快速增长期(1999-2013)：从1999年开始,研究发表年度趋

势逐渐上升。中韩两国经贸合作的增加和人员交流的频繁推动

了学者们对韩国体育的深入研究。该时期学者的研究内容逐渐

深入,不仅关注韩国高等教育,还涉及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等

微观层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 

相对稳定期(2013年-2023年)：2016年至2023年,虽然整体研

究发表年度趋势波动较大。韩国体育的研究已被广大学者逐渐深

化,其相关学科的研究较为全面,年度研究成果数量基本持平。 

2.2研究主题分布 

近20年来国内学界对韩国体育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比较

研究、体育产业、体育课程、跆拳道、大众体育、体育电影等

几个方面(见表1)。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通过详细

统计和深度分析这20个关键词,能够清晰掌握国内学者对于韩

国体育的研究关注度、现行研究的主题和涵盖面,有助于我们更

深入地理解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情况及其发展走向。 

2.3研究人群构成 

目前,我国学者对韩国体育领域的核心作者共有20人,包括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董翠香学者、孙有平学者,延边大学的李正

花学者,河南师范大学的朱春山学者,以及南通大学的金春光学

者等。这些学者在韩国体育研究方面的贡献较为突出,其发表的

论文数量在该领域内属于核心水平。 

表  1 

序号 主题 文献数 序号 主题 文献数

1 比较研究 25 11 对我国启示 5

2 韩国体育 12 12 学校体育 5

3 体育产业 11 13 经验及启示 4

4 体育课程 9 14 体育运动 4

5 跆拳道 9 15 体育外交 4

6 大众体育 8 16 中韩两国 4

7 体育电影 8 17 人才培养 4

8 竞技体育 7 18 冬奥会 4

9 体育教师 5 19 课程设置 4

10 中国武术 5 20 短道速滑 3

 

表  2 

作者 学者单位 文献数(篇)

董翠香 华东师范大学 5

孙有平 华东师范大学 3

张健 2

宋昱 2

许水生 2

蔡艺 2

朱春山 河南师范大学 3

崔洁 2

党林秀 3

车旭升 3

时维金 2

金春光 3

李正花 延边大学 4

杨秋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

段天龙 2

孙小玲 2

翟帅帅 2

左而飞 3

赵舜默 3

袁军 2

闽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上海体育学院

哈尔滨工程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南通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南通大学

韩国群山大学

湘潭技师学院

韩国群山大学

长沙师范学院

韩国教员大学

重庆市綦江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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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者单位的角度来看,高等师范大学和高等体育院校,都

表明了韩国体育研究主要依托于高等院校。不过,当前的研究团

队规模仍需扩展,才能打造出更为庞大且稳定的研究平台。见

(表2) 

3 文献内容分析 

3.1国内学者对韩国体育政策的研究 

韩国对于体育政策的重视与发展不断提升,我国学者对韩

国体育政策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韩国政府首先是高度重视体育

事业的发展,并将其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是

希望制定政策措施,以促进体育产业的繁荣与发展。通过体育政

策为青少年提供多样化机会。 

赵曼等在《以竞技体育成绩为切入点谈中日韩体育政策的

演变》谈到1966年韩国颁布《体育振兴法》工作重点是发展竞

技体育,鼓励参加国际赛事为国争光。1981年再次修订《体育振

兴法》通过完善法律政策,我们进一步保障了国民参加体育活动

的权利,并积极推动了大众体育的开展[1]。无论是体育俱乐部、

健身中心还是社区活动,都能看到大众体育的蓬勃发展。金育强

在《韩国生活体育发展状况及其振兴政策的研究：对中国体育

生活化的启示》详细介绍自1986年和1988年韩国成功举办亚运

会和奥运会以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这些政策

法规包括国民体育振兴政策,即“小虎崽计划”(1990-1992)、

四次国民体育振兴5年计划(1990—至今),这些计划不断完善韩

国生活体育振兴政策的体系[2]。金恩喜在《韩国推动实施<2023

年学校体育振兴计划>》简要介绍了,韩国政府实施《2023年学

校体育振兴计划》,旨在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强

化学生思想品德与公民素质的培养,并积极发掘具有潜力的体

育人才,主要希望能够振兴体育教育。 

在韩国,体育被视为一项长期性的事业,国民获得体育服务

被视为基本权利。国家和基层体育团体均以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为主要目标来开展体育工作。并且一直督促韩国竞技体育的发

展,90年代韩国颁布《社会体育普及计划》旨在增强人们体质,

提高生活健康水平。 

3.2国内学者对韩国体育人才培养方面研究 

韩国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方面研究：加强教育和社群引领

功能。韩国在选拔体育人才时,大量依赖学校以及专业体育学校

的资源。为应对运动员结束运动生涯后的职业转型问题,韩国不

断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以促进其顺利进入社会工作岗位。在体

育设施建设上,韩国增强了政府参与度,并保持了与国际比赛标

准的一致性。这些球员与教练员经验为韩国竞技体育的长期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 

根据韩国《体育课程标准》的明确规定,体育课程的主要目

标是借助“身体活动”这一手段,重点培养学生的体能和运动能

力,这些能力是保持健康和积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此外,这门

课程还有助于在社会中塑造优秀的人性,拓宽学生的生活视野,

并培养学生具备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体育文化的资质。韩国终

身体育观念,主要归于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以及国家终身教育体

系的持续发展。 

中国和韩国作为亚洲的重要国家,其在教育事业的发展对

于亚洲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两国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结构进

行对比研究,有助于双方在体育教育领域相互借鉴和学习,进一

步推动亚洲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在韩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

学生无论其专业如何,均需完成一系列公共课程的学习。其中,

核心通识课程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包括文学、哲学、经济学、

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目的在于提升学生的全面素养与文化修

养。而一般教养选修课程则更加注重学生素质及修养的提高,

涵盖了多个领域,为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4]。 

3.3国内学者对韩国项目类的文献研究 

3.3.1对韩国足球文献研究 

关于韩国校园足球方面研究：韩国足球的成功主要归因于

其成熟的校园足球体系。王莉华在《韩国校园足球发展经验及

启示》深入研究,总结韩国校园足球在发展目标、机构设置、师

资培养、竞赛体系以及体教结合这五个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成

熟度和专业性。对于我国校园足球的启示,首先需要明确我国校

园足球的发展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制定相应的策略和措施。其

次对现有的校园足球管理体制进行梳理和调整,确保资源的合

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韩国足球的发展涵盖了竞技足球和大众足球文化两个主要

领域。方仁权《韩国学校足球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机制分析》韩

国通过多元化的后备人才培养途径来实现,学校设定的培养目

标和训练理念对足球的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 

关于韩国足球运动员留洋方面的研究：王朝信在《中日韩

职业足球运动员留洋比较研究》中,利用文献资料和数学统计手

段,分析自从职业发展以来“中、日、韩”三国的足球运动员参

与欧洲职业足球的顶尖联赛情况。根据研究数据,日本的足球运

动员在欧洲顶级职业足球联赛中的出场次数居首,韩国紧随其

后,而中国则是最少的[5]。 

关于韩国足球精神方面的研究：1910年,朝鲜被日本完全征

服,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日本对朝鲜社会

实施了文化同化政策。民族抗争所建立的足球精神经过长期的

历史积淀,这种精神对后期的韩国足球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刻

的历史影响。它激发了韩国足球界的热情和创造力,推动着韩国

足球不断向前发展。 

韩国足球高水平运动员培养体系对我国有以下四个方面的

借鉴意义：韩国在提升足球运动员竞技水平方面的培养机制,

对我国具有以下四点启示：首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我国培养

足球后备人才的多样化路径中,足球所占据的核心位置。第二,

推动校园足球文化的发展。第三需要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提

供专业的教练指导、加强比赛交流等措施,以提高足球的竞技水

平。第四需要保证学校足球发展的层次性、衔接性和统一性。

这有助于我们建立完善的学校足球人才培养体系,保证各个阶

段的培养质量和效率,为高水平的足球人才提供更好的成长环

境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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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对韩国冰雪竞技文献研究 

冰雪竞技体育方面,韩国一直是中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短

道速滑在韩国及亚洲地区都占有重要地位,更是中韩两国之间

竞技赛事的关键环节。在接连数届的冬奥会中,韩国国家队在男

女短道速滑以及接力比赛中夺得21枚金牌,从而充分展示了短

道速滑是韩国在冬奥会上表现最为出色的项目。 

朱景宏在《温哥华冬奥会主要运动强国的竞争实力及成功

因素对中国的启示》一文分析了韩国冰上竞技运动强势原因,

韩国从2010年以后,启动了一个“新苗运动员—青少年精英运动

员—后备运动员—国家队运动员”的四阶段培训模式,这一模式

进一步细化了对杰出运动员的培训结构。 

樊继东在《花样滑冰运动中承载的冰雪体育文化》针对韩

国的青少年运动员,除了履行日常训练职责外,还会在冬夏假期

参与国内外的集体训练与特训活动。韩国在与世界冰雪运动强

国进行比赛和交流的过程中,也倾力于提高其运动员的竞技

实力、建立自信,不断研究和理解各国的策略和技术。同时,

他们也积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理念,以提升其在全球的竞争

优势。[6] 

魏淑波在《中韩两国运动员的保障体育比较与启示》研究

探讨了韩国冰雪项目运动员的保障措施,这些措施针对的对象

可以分为在役与退役两大类。对于在役运动员,该保障体系在薪

酬、健康保障、杰出学术支持计划等领域给予了援助。对于那

些退役后有意投身于体育相关行业的人,例如体育设施的建设、

体育用品的生产和销售、体育市场的拓展等,政府还会提供1~2

年内无需偿还贷款的创业贷款[7]。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依托中国知网数据库涵盖的学术期刊与学位论文等

资源进行数据搜集。通过内容分析法和文献计量学的可视化技

术,本研究全面梳理了中国学者对韩国体育领域研究的总体情

况。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在韩国体育研究方面的现状。我国对

韩国体育的研究经历了缓慢起步期和快速发展期,近年来进入

平缓下降期,整体研究架构亦存在不足大部分研究仍然集中在

“翻译+编译”的初级阶段,很少有针对我国体育发展改革实际

情况进行深度解读,并提供给教育政策决策者参考的研究。对于

韩国体育的研究,在国内学者中呈现出集中趋势,研究范围相对

有限。而且缺乏构建全面、深度的核心作者合作体系,对体育的

深入研究仍需加强。核心作者合作体系欠缺庞大系统,对体育史

学、学科建设等层面缺乏深度和广度。鉴于此,结合韩国体育的

经验、规律和发展趋势,有必要开展以下相关研究内容： 

(1)深入分析韩国体育史,加强翻译和研究韩国体育历史,

全面揭示其产生与发展、现状与成果,对我国体育的发展具有积

极启示。 

(2)探索韩国在每个发展时期内的体育发展指导思想、方针

政策和全局性规划,总结韩国体育发展战略的演变,为我国未来

体育发展提供有益经验。 

(3)深入研究韩国高校的体育学科建设,分析其教学、科研

和队伍建设情况,为我国体育学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途径,

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通过这些研究方向,有望促进我国对韩国体育的深层次、多

角度研究,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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