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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

郭长寿　　乔艳春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编辑部，１１０１０２，沈阳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实证研究等方法，对新中国体育学术
期刊发展史的基本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我国体育学术期刊从

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经历了萌芽、探索、定型和成熟４个历史时期，各
分期均有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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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朱强等主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２００８年版）》的统计，截至２００８年底，我国共有体育
学术期刊４５种［１］。从１９５９年１月《上海体育学院学
报》创刊到２００９年，新中国体育学术期刊走过了５０年
的奋斗历程，经历了萌芽、探索、定型和成熟４个历史
时期，为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实力的增强和体育

科学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１　从无到有的萌芽期（１９５９—１９７７）

　　１９５９年１月，《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出版［２］。同

年，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出版发行《体育科学技术资

料》［３］，《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也告创刊。１９６０—１９６６
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科研》《北京体育学院

学报》相继出版。这６种期刊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
版的体育学术期刊。它们具有如下特点。

１）由资料性刊物转型而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各级
各类体育机构成立后，基于当时的国情，主要学习苏联

的体育科学知识，大量翻译有关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出

版了一些资料性刊物。例如，北京体育学院 １９５８年
１０月出版内部刊物《体育译文》，后转型为学报。

２）大部分为内部刊物，传播范围狭小，影响力有
限［４］。大多数单位创办刊物的初衷是反映本单位的

科研水平，刊登的论文基本上是教职工的研究成果和

翻译作品，因而传播效果很有限。

３）出版周期不固定，时断时续。受 ３年自然灾
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的严重影响，大多数

期刊不能按照正常周期出版，甚至中断达１０年之久。
这一时期是体育学术期刊的初创时期，处于萌芽

阶段，各方面水平较低。

２　去芜存菁的探索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２）

　　１９７８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体育事业和体育
科学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顺应时代的要求，国家体

委体育科学研究所于１９８１年将《体育科学技术资料》
更名为《中国体育科技》，１９８８年公开发行，还创办《国
家体委科研所学报》《国外体育动态》，并与国家体委

政策研究室合作出版《体育论坛》。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体
育学术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先后创刊的有３０种。
这一时期体育学术期刊具有如下特点。

１）内容包罗万象。既有体育教学、训练、科研成
果，又有经验总结、外文翻译、科普知识，甚至还有领导

讲话、政策宣讲、情报信息，使得刊物更类同于综合性

期刊和科普性期刊。

２）封闭性鲜明。大多数期刊主要反映本单位、本
地区的科研成果，外稿极少。

３）粗放式的行业管理。绝大多数期刊都是白手
起家，在策划、组稿、编辑加工等环节上处于粗放管理

阶段，集中体现为栏目设置、版式设计等比较粗糙。

４）大多数期刊的发展路径是内部刊物—正式刊
物—内部发行—公开发行。

５）管理体制混乱，人员变动频繁。各主办单位对
体育学术期刊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同，因此在管理体

制上各行其是。例如，期刊工作者或归教师编制，或归

教辅编制，或为行政干部，或为专业技术人员。这样，

人员变动大，编辑队伍不稳定。

在此时期，体育学术期刊根据各自的情况，围绕

“如何办好体育学术期刊”这一主题，在探索中前进，在

前进中探索。例如：《体育与科学》于１９８６年设立《体育
文化研究》专栏，掀起了体育文化的研究热潮，初步体现

了自己的办刊特色［５］；《天津体育学院学报》于１９９１年
设立《９０年代·体育·人·世界》和《比较体育》栏目，
发表了国内体育界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影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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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为了加强各学报的交流，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全国体育院
校学报研究会在广州成立，会员包括１６所体育院校学
报编辑部，使得体育院校学报之间拥有了良好的业务沟

通和学术交流通道；１９９２年８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
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研究会组织、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

具体操作的首届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遴选工作，按照定

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评选出《体育科学》等１３种中文
体育类核心期刊［６］，标志着体育学术期刊已经初步解决

“如何办好体育学术期刊”的问题，开始向“如何办好高

质量的体育学术期刊”阶段迈进。

３　由表及里的定型期（１９９３—２００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体育学术期刊的
发展与进步注入强大的活力，并促使它们开展激烈的

良性竞争。这一时期体育学术期刊具有如下特点。

１）期刊的学术、编辑、印刷、装帧质量受到普遍重
视，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使得期刊开始

由毫无生气的印刷物渐变为具有人文气息的学术研究

成果的载体，拉近了与作者和读者的距离。

２）期刊的定位基本明晰。各省市区体育科技机
构主办的期刊，主要反映运动训练的科研成果，作者和

读者对象以一线体育工作者为主，偏重于实践应用；各

体育院校主办的学报，主要反映体育教学、训练和科研

的成果，作者和读者对象以体育院校师生为主，偏重于

理论探索；《中国学校体育》等主要面向中小学教师，

《中国体育教练员》主要面向教练员，《体育文史》《冰

雪运动》的专业化、个性化特征非常鲜明。

３）期刊栏目建设卓有成效。《中国体育科技》
１９９９年设立的《每期论坛》专栏、２０００年设立的《特邀
专论》专栏，在每期的首页发表１位著名专家学者的
专论，涉及体育科学的热点、前沿问题和新兴学科现状

与发展趋势等内容，任海、李力研、田野等学者均有文

章发表，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北京体育学院学报》设

立的《学科研究与进展》栏目，关注体育学科的发展动

态，方便读者及时了解体育学科的变化［７］。

４）向核心期刊看齐。大多数期刊应用影响因子、
被引量、被摘量等指标来考核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出版

质量。开放办刊的观念深入人心，各刊内、外稿比例趋

于合理，甚至出现外稿高于内稿的情况。各级各类基

金项目研究成果和硕士、博士的高水平论文逐渐成为

大多数期刊的“常客”。

５）期刊编辑部人员基本维持在平均５人／刊的规
模上，年龄、学历、职称结构趋于合理。虽然仍以季刊

为主，但印张和页码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满足了广大

体育工作者的需求。

６）顺应时代潮流，大多数期刊及时实施“刊库网结
合”的战略，将单一的纸质媒体变为复合型的电子媒体，

加入有关数据库，利用新兴的互联网技术扩大了影响

力［８］。《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和《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先后

被ＣＡ（美国《化学文摘》）和ＡＪ（俄罗斯《文摘杂志》）收
录，是最早加入国际文献检索系统的体育学术期刊。１９９６
年和２０００年，分别有１２、１３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

在此时期，有效地解决了“如何办好高质量的体

育学术期刊”这一难题，初步实现了期刊的精品化、品

牌化，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９］。

４　兼容并蓄的成熟期（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
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颁布和北京举办第２９届奥运
会为契机，我国体育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时期

体育学术期刊具有如下特点。

１）改革开放更加深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
研究所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契机，成立科技书刊

部，负责管理《体育科学》和《中国体育科技》的出版工

作，有效整合了出版资源。武汉体育学院期刊社成立，

负责管理《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和《体育成人教育学

刊》的出版工作，初具集团化管理模式。

２）期刊容量大幅度扩充。大多数期刊由季刊改
为双月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等４种期刊先后改为
月刊。一部分期刊还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印张，在出版

周期缩短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加了信息容量。

３）期刊发行量普遍增长。《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每期发行量达１万３０００册，《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
报》和《体育科研》达５０００册，《体育科学》达 ４５００
册，其他期刊每期发行量为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册。
４）学术含量锐增。各级各类基金项目成果，尤其

是国家级基金项目成果占有较大比重。《中国体育科

技》和《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每期的基金论文比例均在

７０％以上。博士、硕士优秀论文比例也大幅度上扬。
篇幅长、分量重、集体合作、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屡

见不鲜，引文量大且规范、严谨，载文量则有所下降，表

明各编辑部更加注重学术内涵建设［１０］。

５）编辑人员素质进一步提高。博士、硕士等高学
历人才成为青年编辑的主流，拥有高级职称的编辑所

占比例在５０％以上，人才梯队建设已初见成效。
６）广泛应用现代化办公手段，工作效率大大提

高。大多数编辑部开通了电子投稿系统，实现了稿件

处理的快捷、有序和严格、严谨。采用电子校对系统和

学术不端行为检索系统，不仅减少了技术性错误，而且

及时、有效地制止了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行为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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