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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方法对中国知网数据库 2000-2017 年收录

的有关篮球运动领域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袁研究结果显示院渊1冤我国篮球领域发文

量的变化趋势呈现先增多后减少的倒"U"型袁并在 2007 年出现发文量突增的现象曰
渊2冤我国篮球运动领域科研文献的合著率为 57%袁与国外相比袁合著率较低曰渊3冤高

等体育院校是国内篮球运动领域研究的高产机构袁机构间的合作主要是强弱合作曰
渊4冤新世纪以来我国篮球运动学术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篮球教学训练尧篮球比赛尧
职业篮球尧 篮球运动员训练尧 篮球运动文化等方面袁 其中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渊CBA 联赛冤尧篮球运动员训练尧篮球比赛尧篮球教学尧篮球技能等映射着研究热点前

沿的流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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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method of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the article ana-

lyzes the basketball research documents which were included in CNKI in the years of 2000-2017.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the published papers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like an

Inverted-U. And it suddenly increased in 2007. The rate of co-authors of the domestic basketball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s is 57 percent,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PE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take the lead in domestic basketball researches. The pattern of the co-

opera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es is usually the strong one work together with the weak one. Basket-

ball teaching & training, basketball games,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basketball player training and

basketball culture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hinese basketball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

tury. And among them, CBA, basketball player training, basketball games, basketball teaching, bas-

ketball skill reflect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 changes of the front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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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国内篮球运动学术研究发展特征
赵国栋袁赵丙军

篮球运动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袁 已成为世

界上最受欢迎的球类运动之一遥 1895 年袁篮球运动传

入我国袁随后逐渐普及遥 进入 21 世纪后袁随着中国申

奥成功袁野奥运争光计划冶的推动袁篮球运动在中国的

发展更加迅速袁科研工作者们也在背后默默地付出袁
推动篮球运动的发展与进步遥 篮球运动的学术研究

为篮球运动的现实发展提供理论保障袁 为未来的发

展提供可能遥本文基于 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功能袁
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袁 清晰地展现 21 世纪我国篮球学

术研究的发展特征袁为篮球工作者提供参考借鉴遥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袁以野篮球冶为主题检

索词袁来源期刊类别为野核心期刊冶袁检索时间跨度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20 日袁 检索得到文

献 2 515 篇袁下载并保存文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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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 515 篇文献中的重复文献尧征稿渊会议冤通
知尧无作者等文献清除后袁共得到符合条件的文献

1 866 篇遥 随后对 1 866 篇文献进行了如下整理工

作院渊1冤查看同名作者及同音不同字作者是否是同一

作者袁 如果确定是同一作者袁 则将其合并为一人曰
渊2冤 将数据中的机构统一为一级机构袁 例如袁野北京

体育大学体育系冶野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部冶 等二级

机构统一为野北京体育大学冶遥 渊3冤对在分析时间段

内更改过名称的机构统一为现机构名称袁 例如袁野北
京体育师范学院冶2000 年改名为 野首都体育学院冶袁
将两者统一为 野首都体育学院冶曰渊3冤 将数据中的同

义尧近义关键词进行合并袁例如袁野篮球竞赛冶和野篮
球比赛冶等合并为野篮球比赛冶遥

年发文数量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领

域的发展状况遥 国内篮球运动领域在某一时段文献

数量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该时期国内篮球运

动科研的活跃程度遥 通过对 2000要2017 年国内篮球

运动领域发文量的统计发现渊图 1冤袁其整体上呈现

倒野U冶型分布特征袁2007 年达到发文量峰值袁然后逐

渐减少趋于平稳遥

图 1 篮球运动领域年发文数量变化趋势图

图 1 显示袁从 2000 年到 2011 年袁我国篮球运动

科研文献每年的发文量基本都在 100 篇以上 渊仅
2001 年为 87 篇冤袁而在 2012 年以后袁年发文量均不

足 100 篇遥 2007 年出现文献量突增现象袁 其原因可

能与备战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有关遥 在体育运动中

野奥运周期现象冶 是一种常态袁4 年一度的奥运会是

各个国家展现本国体育风采的重要赛事袁 而观察我

国篮球运动领域每年发文量的变化趋势发现 野奥运

周期现象冶并不明显袁原因有待于进一步考察遥 根据

文献信息增长规律袁 一门学科的文献数量随时间的

增长变化袁可以分为 3 个阶段院渊1冤稳定阶段曰渊2冤增
长阶段曰渊3冤 循环阶段袁 即稳定和增长交替发生袁学
科处在成熟期 [1]遥 我国篮球运动学术研究领域符合

循环阶段的变化特征遥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研人员的付出遥 某一领域

科研人员的数量尧高产作者的数量袁以及科研生产模

式等信息可以反映该领域的发展状况及未来的发展

趋势遥我国篮球运动科研文献中袁合作产出的文献共

1 066 篇袁合著率为 57%袁与国外其它学科领域的作

者合著率相比差距较为明显 [2]袁说明国内篮球运动

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遥 本文使用

CiteSpace 5.0.R1 版本软件袁设置野Node Types冶渊节
点类型冤选择野Author冶袁野Time slicing冶渊时间片段冤选
择野2000 年要2017 年冶袁野Years Per Slice冶渊时间切片冤
选择野2 年冶袁入选阈值选择野Top40冶袁运行并进行可

视化袁得到国内篮球学术研究的作者分布图渊图 2冤遥
图中节点的大小与作者的发文量成正比袁 节点和连

线的颜色由冷色到暖色对应着时间由远到近遥

图 2 国内篮球运动学术研究的作者分布图

图 2 共有 284 个节点袁190 条连线袁 网络密度为

0.0047袁表明网络非常稀疏遥 图中可以看到袁一部分

节点是散乱的孤点袁且节点相对较小袁说明这部分作

者都是独自进行学术研究袁产量相对较少遥图 2 中有

3 处较为明显的合作子网络袁一处以于振峰尧孙民治

为核心形成的作者合作子网络曰另一处以陈树华尧许
永刚等为核心形成的子网络曰 还有一处较大的子网

络是以王家宏尧闫育东尧武国政尧郭永波尧练碧贞等为

新世纪国内篮球运动学术研究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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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形成的合作网络遥其中袁产量最高的作者为于振

峰袁共 22 篇袁其次是郭永波 15 篇袁孙民治和王家宏

同为 14 篇遥对比几位高产作者的节点袁发现于振峰尧
练碧贞尧武国政 3 位高产作者的连线数居多袁节点成

星芒状遥进一步探究发现袁几乎文献产量不少于 5 篇

的作者都与他人有过合作关系袁 这也反映了学术领

域的发展趋势遥图 2 中还有一部分节点连线很少袁并
没有形成网络规模袁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

于地域尧资源尧研究方向等因素的影响袁限制了作者

之间进一步的相互合作遥
图 3 显示了突发性排在前 12 位作者的时间分

布遥 突发性探测是 CiteSpace 软件的特有功能袁它基

于 Kleinberg.J 于 2002 年提出的算法袁对节点的突发

性进行探测袁 根据节点类型的不同袁 可分为突发主

题尧文献尧作者尧机构等 [3]遥 从图中可以看出陈树华尧
武国政尧张振东尧于振峰和贾志强在 2000 年至 2003

年这段时间是产量较多的作者袁也是我国进入 21 世

纪后袁篮球学术领域第一批领军人物遥 其中袁于振峰

的研究成果主要在篮球运动员体能尧 基本技术评价

标准尧篮球技战术训练袁以及职业篮球俱乐部有关法

律问题研究等方面[4,5]遥 在这 12 位作者中袁于少勇的

突现持续时间最长袁时间跨度从 2005 年至 2010 年袁
这段时间其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对篮球队员之间和队

员与教练员之间信任方面的研究[6,7]遥 近几年的突现

作者是练碧贞袁 其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与中国男子篮

球职业联赛渊CBA 联赛冤主客场赛制相关的篮球训

练方面的研究袁 以及高等体育院校体育教育专业篮

球方向毕业生教学能力现状及培养对策研究等[8,9]遥

图 3 国内篮球运动学术研究领域前 12 位作者突现

时间分布图

对某一领域相关研究机构的可视化分析可从宏观

层次反映出该领域的合作现状遥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

件对国内篮球学术研究的机构分布进行分析袁野Node

Types冶渊节点类型冤选择野institution冶渊机构冤袁野Time slic-

ing冶渊时间片段冤 选择 野2000 年－2017 年冶袁野Years Per

Slice冶渊时间切片冤选择野2 年冶袁入选阈值为野Top50冶袁生
成国内篮球学术研究的机构分布网络图谱渊图 4冤遥

图 4 国内篮球学术研究机构分布图

图 4 共有 218 个节点袁232 条连线袁 显示标签的

阈值为野10冶袁即出现频次不小于 10 次的机构显示其

标签遥从显示的标签可以看出袁我国篮球领域学术研

究机构主要是以专业体育院校为主的高等学校遥 在

CiteSpace 生成的网络节点中袁以常用节点的出现次

数渊或被引次数冤和节点的中介中心性渊centrality冤来
对节点重要性进行衡量 [3]遥 图 4 中除一些孤立的节

点外只形成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合作网络袁 是以北京

体育大学尧首都体育学院尧武汉体育学院尧广州体育

学院等为核心的合作网络袁 其中北京体育大学发文

量最多袁高达 153 篇袁年均发文量 8.5 篇曰其次是武

汉体育学院共发表了 93 篇袁年均发文量 5 篇曰排在

其后面的高产机构还有首都体育学院尧 广州体育学

院尧成都体育学院尧上海体育学院等体育专业院校遥
可以看出袁 国内篮球运动科研机构呈现出以北京体

育大学为首袁一超多强的多核心网络布局遥中介中心

性主要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林顿窑弗里曼教授提出来

的一个概念袁 它测量的是一个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

图中其他野点对冶的野中间冶[10]遥 图中中介中心性值最

高的节点是北京体育大学袁 中介中心性值 =0.40袁进
一步观察其在网络中的位置袁 发现节点的连线最多

且成散射状袁说明北京体育大学合作多袁并且合作较

广曰其次是武汉体育学院袁中介中心性值为 0.1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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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机构之间连线的粗细反映机构间的合作

强度袁连线越粗说明合作越频繁遥 通过观察发现袁较
粗的线所连接的机构袁在地域上多为临近机构袁这可

能是因为临近机构之间的合作更为便捷遥 在合作关

系上袁 国内篮球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强弱合

作袁其原因可能是高产机构科研水平高袁设备尧资源

丰富袁从而吸引其他一些机构与其合作遥未来科学知

识的产生多发于跨界活动 [11]袁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

应该加强跨地域尧跨地区之间的科研合作遥

研究热点是对一个研究领域内研究成果的高度

概括袁也是研究成果的重点剖析[12]遥在文献计量学中

通常对关键词或主题词等这类能够表达文献核心的

词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袁 依据相关词汇出现频次的

高低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袁 来判定该领域研究热

点及发展动向[13]遥本文采用 citespace 软件袁野Node Types冶
渊节点类型冤选择野keyword冶袁野Time slicing冶渊时间片

段冤选择野2000 年－ 2017 年冶袁野Years Per Slice冶渊时间

切片冤选择野2 年冶袁野Selection Criteria冶选取野Top50冶袁
即提取每一时间切片内出现频次排名前 50 位的关

键词袁点击运行并可视化袁生成国内篮球学术研究热

点网络图谱渊图 5冤遥

图 5 国内篮球运动学术研究热点分布图

图 5 中节点数量为 196 个袁 连线 679 条袁 标签

显示的阈值为 20袁 即出现频次不小于 20 次的关键

词显示其标签袁其中出现频次较多的关键词有 野篮
球运动冶野CBA 联赛冶野篮球运动员冶野篮球比赛冶野篮
球教学冶野竞技体育运动冶 等遥 可以看出 2000 年以

来袁我国篮球学术研究热点紧紧围绕 野篮球运动冶

这一主题袁逐渐衍生出野CBA 联赛冶野篮球运动员冶尧
野篮球比赛冶野篮球教学冶等不同方面的研究遥在研究

对象方面袁对男子篮球的研究远远高于对女子篮球

的研究遥
表 1 国内篮球学术研究高频关键词渊Top10冤

表 1 显示的是频次排在前十位的关键词及其中

介中心性遥 野篮球运动冶的频次渊185冤和中介中心性

渊0.45冤 均位居第一位袁 说明所分析的文献当中大部

分的研究都是围绕篮球运动展开袁野篮球运动员冶
渊90冤尧野篮球比赛冶渊73冤尧野篮球教学冶渊73冤尧野篮球技能冶
渊43冤等都是篮球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遥 因此袁与篮球

运动相关的研究袁大都与这些关键词相联系袁例如袁刘
晶等通过文献资料尧实验尧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袁对多

元训练法在男子篮球运动员体能训练方面的影响进

行实验研究袁以指导篮球运动员体能训练 [14]曰刘玉林

等从篮球运动的技术尧战术尧规则尧竞赛和社会学 5

个方面对篮球运动特性展开探讨 [15]遥 值得注意的是

野CBA 联赛冶出现的频次位居第二渊97 次冤袁说明在这

期间国内学者对 CBA 联赛做的研究较多遥CBA 联赛

自 1995 年至今袁已发展成为我国最高水平的篮球职

业联赛袁对它进行大量的研究袁有助于我国职业篮球

更好地发展袁 其中严精华 2005 年用数理统计法对

CBA 和 NBA 联赛裁判员执法效能进行统计袁比较分

析 CBA 与 NBA 裁判员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临场执

法技术处理上的异同[16]曰王恒同 2015 年对 CBA 职业

联赛制度建设中存在的联赛产权尧组织管理尧战略规

划尧 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袁 并提出 CBA

联赛构建野产权明晰尧管办分离尧独立监管尧五位一

体冶的联赛发展新架构[17]遥 野竞技体育运动冶的中介中

心性渊0.19冤位于第二袁竞技体育运动最显著的特点

是竞争性袁目的是战胜对手袁取得优异成绩袁对其所

做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服务于竞技篮球这一层

面遥 野篮球比赛冶渊73冤[中介中心性渊0.15冤]也是网络中

的重要节点袁篮球比赛是检验运动员尧教练员以及裁

编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2 

3 

4 

5 

6 

7 

8 

9 

10 

篮球运动 

CBA 联赛 

篮球运动员 

篮球比赛 

篮球教学 

竞技体育运动 

NBA 

CUBA 联赛 

中国男篮 

篮球技能 

185 

97 

90 

73 

73 

58 

58 

57 

52 

43 

0.45 

0.13 

0.08 

0.15 

0.12 

0.19 

0.08 

0.06 

0.1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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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员能力的重要手段袁也是吸引观众袁激发人民群众

篮球兴趣的重要方式遥 高水平的篮球比赛其观赏性尧
竞技性不言而喻袁表中的关键词野CBA联赛冶野CUBA

联赛冶都是篮球比赛的一种形式袁而对野篮球运动员冶
和野篮球技能冶的研究也是为了在篮球比赛中有更好

的表现遥
图 6 展现的是突发强度排在前 20 的关键词遥 在

科学计量学理论中袁 研究前沿的识别是通过将研究

的主题词进行加权渊Kleinberg 跳跃检测算法冤得到其

突变系数袁加权值越大袁该词越可能是该研究领域的

前沿[18]遥 在步入新世纪后袁野身体素质冶野现代篮球运

动冶尧野训练方法冶野进攻队员冶野基本技术冶野身体接触冶
这几个关键词最先成为国内篮球学术领域研究的热

点前沿袁其中袁野基本技术冶突变系数最高袁高达 6.4袁
野身体素质冶和野训练方法冶排在其后袁这可能是因为

在国际赛事当中袁我国篮球运动员在身体素质尧基本

技术等方面的表现不尽人意袁 使得国内篮球科研人

员将目光转向到这方面袁 试图以此来提升国内篮球

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袁如张振东 2001 年发表

的叶我国优秀青年男子篮球运动员身体素质尧基本技

术的测试结果与分析曳一文袁对我国优秀青年男子篮

球运动员身体素质尧基本技术等情况进行分析袁并后

续发表的对我国青年女子篮球运动员身体素质和基

本技术的相关研究等[19-22]曰王慧琳分别对我国少年男

子尧 女子篮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基本技术的评价

方法进行研究袁并建立了综合评价模型袁以期为教练

员在运动员训练尧 运动员选拔等方面提供参考 [23,24]遥
从 2002 年开始袁国内篮球学术研究的重点是篮球运

动最重要的一部分要要要篮球比赛袁 像 野主客场赛季

制冶渊篮球比赛的一种比赛方式冤尧野世界篮球锦标

赛冶野CUBA联赛冶野篮球联赛冶野职业联赛冶野奥运会冶
野亚洲锦标赛冶等关键词袁这是因为篮球比赛不仅可

以发现球队尧球员等许多潜在的问题袁也更是检验相

关训练理念和方法最客观尧有效的方式袁并且通过研

究高水平的篮球队伍在一些赛事中的表现及其技战

术特点袁可以为我国篮球队伍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遥
例如袁孙民治发表的叶我国篮球职业联赛引进外籍球

员的多维思考曳和叶论世界竞技篮球运动的当代对抗

特征要要要兼析我国男篮对抗差距曳 [25,26]曰 张培峰对

CBA 联赛职业联赛裁判员职业化的研究袁及其后续

发表的对我国篮球裁判员体制问题的研究 [27,28]曰张松

奎发表的 叶从北京奥运会篮球比赛看中国男篮技战

术之差距曳 [29]曰王春生的叶篮球比赛中运动员的消极

情绪及其调整与克服曳和叶国际篮球规则改变特点及

对比赛影响的分析曳等文章[30,31]遥

图 6 国内篮球运动学术研究热点前沿时间分布图

为了更加深入剖析国内篮球学术研究成果袁通
过全面综合地查看各高频节点所包含的文献信息袁
并根据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袁本文对我国 21 世纪以来

篮球运动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聚类分析渊图 7冤遥

图 7 国内篮球学术研究成果聚类图谱

图 7 中共有 5 个聚类袁 每一个聚类代表一个研

究方向袁A1 是篮球教学训练袁A2 是篮球比赛袁A3 是

职业篮球袁A4 是篮球运动员尧 教练员和裁判员袁A5

是篮球运动文化遥 图中野篮球运动冶和野影响因素冶两
个节点所包含的文献信息比较庞杂袁无法归于一类袁
因此袁将其置于各聚类的交汇处遥

A1 篮球教学训练院 这一聚类主要包括 野篮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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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冶野篮球教学冶野身体素质冶野篮球意识冶 等关键词袁研
究的内容主要对篮球技战术的教学训练袁篮球攻防意

识的培养袁篮球教学方法的研究等遥 其中袁乔诚运用比

赛教学法对普通高校篮球教学课进行实验研究袁力图

找出提高篮球教学效果的方法[32]曰胡英清在叶篮球意识

训练的相关因素研究曳一文中袁提出把技术尧战术尧对
抗尧观察能力等训练作为发展篮球意识的主要内容[33]曰
辛艮伟通过对全国部分体育院校篮球课程教法的运

用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袁 认为常规教学法仍是现阶段

的主要方法袁 现代教学法运用呈现越来越频繁的趋

势[34]遥 这一聚类的研究是篮球运动的基础袁进行这类

研究符合现阶段我国篮球运动的发展需求遥
A2 篮球比赛院篮球比赛相关研究是 21 世纪我国

篮球学术研究的重点袁这一聚类包含野CBA 联赛冶野中
国男篮冶野篮球比赛冶野竞技体育运动冶等高频节点遥 许

多科研工作者以篮球比赛为出发点袁进行不同方向的

研究袁其中有对篮球赛事组织方面的研究袁像闫育东

发表的叶我国青年阶段篮球竞赛组织系统的优化与重

构曳一文袁认为青年阶段篮球竞赛组织存在的主要矛

盾是野体制冶问题[35]曰有对篮球比赛中队伍对比分析的

研究袁如颜海波运用对比尧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伦敦奥

运会男篮比赛数据进行分析袁发现中国男篮竞技水平

与成绩出现较大滑坡袁呈现身高体单对抗弱尧克托莱

指数低尧体能差等问题 [36]曰还有一部分是提高篮球比

赛能力的研究袁如毕仲春通过分析篮球比赛最后时刻

攻防战术案例袁总结出最后时刻攻防战术的规律和特

征袁认为时间和比分因素是影响篮球比赛最后时刻技

战术运用的关键因素[37]遥 总的来说袁对篮球比赛的研

究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袁 从篮球赛事的组织管理袁到
比赛队伍的技战术特征分析袁再到运动员比赛能力的

研究等遥 并且这一聚类与其他聚类的连线也比较多袁
这是因为篮球比赛是从个人到整体的全方面的展现袁
不仅涉及到篮球教学训练袁也涉及到运动员尧教练员

和裁判员等遥通过对篮球比赛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提高

篮球教学训练质量袁对高水平参赛队伍的研究可以为

运动员尧教练员以及篮球队管理人员提供指导建议遥
A3 职业篮球院职业篮球在我国起步较晚袁这一

聚类的研究主要针对 CBA 联赛尧职业篮球市场等方

面遥张宁对 CBA 联赛外籍球员的引进机制进行梳理

分析袁认为 CBA 联赛的引援机制应该规范化尧系统

化袁完善监管条例 [38]曰田文学对 CBA 赛场危机管理

预警系统进行了研究袁 认为预警信息尧 危机预测预

报尧危机监测尧危机预处理作为危机管理预警系统的

具体内容[39]曰周武对我国职业篮球产业规制的动因尧
现状进行研究袁并得到一系列结论[40]遥

A4 篮球运动员尧教练员和裁判员院这一聚类的研

究主要是针对个体袁其中对篮球运动员的研究居多袁
主要包括篮球运动员的技术动作尧心理素质尧运动损

伤等方面袁 刘海涛通过实验得出膝关节损伤后男子

篮球运动员在完成急停跳投动作出现代偿现象[41]曰胡
安义运用模糊数学理论构建青少年篮球运动员选材

模型袁以期为篮球运动员选材提供客观合理的方法[42]曰
杨宏峰分析讨论了篮球裁判员判罚行为主观性产生

的原因以及对比赛的影响袁并提出相应对策 [43]遥 21

世纪以来对篮球裁判员的关注越来越多袁 但对教练

员的研究相对较少袁 高水平的篮球比赛需要高水平

的运动员和裁判员袁也需要高水平的教练员遥 因此袁
需要加强该方面的研究遥

A5 篮球运动文化院 篮球运动文化的相关研究是

近几年才逐渐兴起的袁 这一聚类中包含的文献成果

几乎都是在 2006 年之后发表的袁 其中孙民治发表的

叶关于我国篮球文化的一些思考曳一文袁提出学风不

正和虚无是我国篮球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首要障碍[44]曰
巩庆波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篮球文化理

论与实践体系的一系列手段[45]遥

渊1冤新世纪我国篮球运动学术研究成果发文量总

体呈先增后减的倒野U冶型分布袁在 2007 年达到峰值遥
渊2冤新世纪我国篮球运动学术研究的主阵地集

中在北京体育大学尧 武汉体育学院等高等体育专业

院校袁涌现出以于振峰尧王家宏等为代表的一批学术

领军人物袁但机构间与作者间的科研合作较少袁尚未

形成稳定的核心学术团队遥
渊3冤新世纪我国篮球运动学术研究的重点主要

集中在篮球教学训练尧篮球比赛尧职业篮球尧篮球运

动员身体和心理素质尧 篮球运动文化等方面袁 其中

CBA 联赛尧篮球运动员训练尧篮球比赛尧篮球教学尧
篮球技能等映射着领域研究热点与前沿的流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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