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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网络和知识转移理论的双重视角，创建关于体育锻炼行为机制的理论框架，

并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进而得出关于全民健身深入推进的启示。研究发现：体育锻炼行为之

所以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惯性”和“偏好”，是由于体育锻炼者在互动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给人们

带来体育锻炼信息共享与交换，塑造人们的体育锻炼行为决策偏好，甚至价值观。体育锻炼群体

通常为低密度社会网络，情感网络密度越高其成员信任度越高，也越有利于体育锻炼的知识转移。

体育锻炼知识转移相对依赖少数几个节点；体育锻炼者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核心成员，尤其是教练

或体育俱乐部负责人，扮演着重要的知识传播者角色；成员获取体育锻炼知识越来越依赖于非正

式、开放和网络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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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with social network and knowledge transfe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the mechanism of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ur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is verified by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n obtains the enlightenment on the further promo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ason 

why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ur shows a unique "inertia" and "preference" is that the social networks formed by 

physical exercisers in the interaction brings people physical exercis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exchange, and shapes 

people's decision preferences for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ur, and even their values. Physical exercise groups are 

usually low-density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higher density of emotional networks means the higher trust among 

members, which would be more conducive to the knowledge transfer of physical exercise. The knowledge transfer 

of physical exercise is relatively rely on a few nodes. The core members of physical exercisers during knowledge 

transfer, especially coaches or heads of sports club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knowledge communicators; and now 

members' access to physical exercise knowledge increasingly depends on informal, open and networke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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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既是“宏大战略”，又是“基层生活”。

要理解全民健身战略实施的深层逻辑，必须破解民众

体育锻炼行为的“黑匣子”，而要破解民众体育锻炼行

为的“黑匣子”，是否有更加适宜且具有较强解释力的

新的框架呢？近年来，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

等学科交叉研究体育锻炼行为的学术成果不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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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生活方式、社会网络以及文化环

境等因素都包含在体育锻炼的概念图谱中，延伸出人

们常说的体育锻炼“习惯”或“传统”问题。在全民

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深入实施的背景下，体育锻炼

行为的研究应在更多理论维度上有更加深度的拓展。 

首先，为何需要关注“知识转移”这一变量？在

知识社会的大背景下，任何实践都可以被挖掘出其知

识本质。体育锻炼不是简单的“身体动一动”，而是个

人通过与他人的沟通和共享，获取事实性知识，通过

观察与模仿获取技能性知识[1]，通过文化传递塑造体育

偏好，不仅扩充个人的体育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在潜

移默化的继承和学习中形成社会互动效应。体育锻炼

知识在这个知识生态系统中生成和演变，其条件、动

力和演化机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体育

锻炼行为。 

其次，为何需要关注“社会网络”这一变量？全

民健身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是一群群具有共同爱好、

共同生活方式、共同价值取向，以体育锻炼为纽带的

人的共同生活。人们在网球场、健身房、健身步道、

保龄球馆等场所，共同健身、相互沟通、相互认同、

获得乐趣，建构多种多样的社会网络。由于存在社会

互动，体育锻炼行为才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惯性”和

“偏好”，社会力量通过文化传递(也就是“学习”)的

方式影响个人偏好。 

因此，如何看待体育锻炼群体的“社会网络”与

“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如何看待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的“基层逻辑”，以社会网络为基本的研究

视角、范式和分析手段，在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

理论框架下，探索建构体育锻炼群体的知识转移机制，

实现对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定性描述。在此基础

上，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体育锻炼者社会网络、知识社

会化与知识转移的整体模式路径，有助于优化体育锻

炼群体知识转移的方法和路径，为实现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的深入推进提供建议。 

 

1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以社会网络、体育锻炼、群体、知

识转移机制、知识转移效果等关键词检索相关文献，

评估文献来源的权威性，确定本研究的主题、论据和

应用结构，分析并综合评估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专业

知识现状。(2)实地观察。选取一相对固定的体育锻炼

群体，深入该人群的体育锻炼活动，从其行为表现中

验证其社会网络结构、知识转移情况。(3)深度访谈。

通过个体访谈获取资料，并以访谈资料作为讨论体育

锻炼者社会关系、体育锻炼情况、知识转移特点的论

据。(4)问卷调查。在社会网络数据的获取方面，采用

问卷对各体育锻炼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数据收集，在社

会网络、知识社会化以及知识转移之间的结构方程模

型建构中，采用量表构成的问卷进行数据收集。(5)数

理统计。通过 Ucinet 6.0 对具体的体育锻炼知识转移

案例中获取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2  理论框架的建构 
2.1  体育锻炼知识转移 

在体育学术成果中，知识转移常出现在体育教师

教学研究的文献中，旨在帮助体育教师完善知识结构，

提高知识管理能力，进一步丰富高校体育教师知识转

移理论和实践研究[2]。在体育课堂教学情境之外的体育

锻炼知识转移的相关成果有限。传统的观点把知识看

作信息，知识转移便可视为信息传输。若限于此，体

育锻炼知识转移的分析单位几乎完全集中在有机个体

上，对假定在头脑中发生的计算过程进行隐喻比较，

以解释体育运动能力的相对永久性变化。社会取向的

“社会知识论”，批评传统的“个体知识论”只关注认

识主体孤立的心灵运作，转而强调社会关系、利用、

作用与制度等“社会条件”对知识概念和规范条件的

影响[3]。社会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于 2018 年曾提出

“Enskilment”的概念，认为学习与做事密不可分，并

且两者都嵌入了实际参与的环境中[4]。蒂姆•英戈尔德

对体育锻炼的一些看法突破了传统的体育运动技能学

习观里身心和世界的分野，分析单元不再是通过身体

表面与社会世界分离的自治个体，这样自然人会被动

地内化到文化环境里。相反，巧妙的行动不是重复的

体育运动和序列脱离背景，而是个体动态的、身体与

环境之间的互动，人们通过感知动作机会来主动自我

调节，实现预期的任务目标。 

在蒂姆•英戈尔德看来，一些隐性的体育锻炼知识

就是“感知-动作耦合”，这种耦合使人们能够(熟练)

“玩”游戏。例如，棒球击球手需要注意投球手的手

臂和腕部位置，飞行中的球的旋转，球反弹以及守场

员的位置等信息；发球的网球手需要注意球的表面信

息、发球线的位置、接发球人的站位以及风向和强度

等信息。蒂姆•英戈尔德强调，信息源在不断动态地发

展，体育锻炼不能预先计划行动，而是必须适应和响

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这就意味着，健步走者是地形的

掌握者，必须等待能预示前方道路的迹象，一个经验

丰富且技能娴熟的乒乓球手、网球手或足球运动员不

是一个能够更好的个人，而是一个更加乐于完成任务，

进行行为调节的人。 

本研究认为，体育锻炼知识是指经过具体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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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经由实践所确认的各种体育锻炼的语言和文字信

息，以及有关体育运动的信仰、信念、价值、习惯、

经历、磨练、技术、能力等“隐性知识”，其特点包括：

(1)多领域知识的整合。(2)必然以体育锻炼实践为目标

导向。(3)体育锻炼知识的本质，只有少部分是显性的，

大部分偏向隐性知识。(4)体育锻炼知识转移很难规范

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5)体育锻炼知识转移效率内

生于体育锻炼的技术性过程和体育锻炼者互动的社会

性过程。 

2.2  社会网络及其对体育锻炼知识转移的影响 

社会网络理论从网络关系或人际关系的网络结构

出发来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提供一个结构主义的微观

基础[5]。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范式，其前提是社会生活

通过关系和由这些关系形成的模式而出现和发展[6]。在

组织研究中，友谊、知识、咨询、信息和信任之间的

关系是被研究最多的关系。 

在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常见主题是参与者如何使用

社会资本，以及可以通过何种结构安排、使用社会资

本。卡内基•梅隆大学 Krackhardt 等[7]将社会网络分为

情感网、咨询网、情报网、信任网，其中，咨询网能

够更直接反映知识的交流情况，其他维度的社会关系

网与知识转移间接相关。国内学者罗家德[8]认为，在组

织中有 4 维的社会网络——情感网、咨询网、情报网、

信任网，情感网代表网络中各节点之间交往的密切程

度，信任网代表网络各节点之间建立联系并相互认可

的程度，情报网传递着群体人际互动的各种信息，而

咨询网代表网络中各节点之间相互咨询、交流知识的

状况。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一组概念和指标研究知识

转移结构和动态过程，其核心指标主要有强度、密度、

中心性、连接性、距离。 

 

3  理论框架的验证 
3.1  案例概述及方法的交代 

通过个案探索和验证体育锻炼知识转移的理论框

架。案例选取的是 X 市一个网球运动参与者群体，共

有成员 30 人，大部分成员都将网球作为体育锻炼的重

要手段，而不以此为专业或职业，但其中也有成员是

退役网球运动员。另外，成员既有同属一个业余网球

俱乐部的，也有非正式组织在一起的情况。实证研究

的目的是探索体育锻炼知识转移机制，剖析社会网络

对体育锻炼知识转移机制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通过问

卷调查法来收集该群体的关系数据，进行编码转换为

矩阵，再借助 Ucinet 6.0 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在进

行问卷调查的同时，调查人员结合研究目标对成员日

常的交往进行仔细观察；对成员进行单独访谈，通过

与每位成员的交流核查数据的真实性和网络分析结果

的准确性。 

3.2  网络密度分析 

密度值越接近 1 说明关系越紧密[9]。从统计结果

看，案例中体育锻炼者的社会网络密度并不高，情报

网、情感网、信任网、咨询网的网络密度值分别为：

0.154 0±0.361 0、0.117 2±0.321 7、0.082 8±0.275 5、

0.102 3±0.303 0。也就是说，体育锻炼的非严肃性，

非工作任务特性突出，体育锻炼是一种非强制性活动。 

3.3  网络结构分析 

在探索体育锻炼者知识转移之前，有必要先厘清

知识来源于哪里？具体来说，究竟体育锻炼者的各方

面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主要的来源与途径有哪些？ 

如图 1(见第 61 页)所示，体育锻炼者知识转移网

络并不存在孤立的结点，这与体育锻炼的游戏性、比

赛特性有关。除了从资料参阅、活动参与或通过人的

因素获得显性信息外，许多知识事实上来自于内隐的

环境氛围、经验实践。不过，这样的知识来源有时不

易觉察，因为身处其中，不用刻意探求，就自然养成。

节点 WW、ZSX、LDS、WXP、XT 在体育锻炼群体网

络中的位置居于中心，是重要的体育锻炼知识源头。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4 位成员的身份都是教练或教

师，受到职业习惯的影响和网球技战术的高门槛特性

影响，4 位中心成员作为其他网络成员的咨询对象，

是该体育锻炼群体的知识中心。 

1)显性知识转移机制。 

体育锻炼显性知识转移包含书籍的翻阅、影带内

容分析等方式，都是在一种理性思考、分析的模式下

来建构体育锻炼知识来源，案例体现了信息、活动、

人等 3 部分内容。 

(1)信息——以外显化信息为参考。 

网球作为一项流行运动，长期以来累积了丰富的

外显信息，但凡网球基本动作、战术、战略的介绍，

网球相关人事物的报道、著名球星的动作解析、或行

家教练的诀窍推荐，经常通过文字、口头或影像表达，

形成许多正式、系统、结构化的信息，以推广或付费

的方式，提供有兴趣的阅听人使用。例如网球书籍、

专业杂志、技术手册、教学影带、计算机教学软件等，

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球的各种信息通过互联网

资源便捷而广泛地传播。 

在本研究的案例中，很多体育锻炼者都养成了高

度的求知热忱，他们的这种热忱，使工作和休闲分界

模糊，阅读网球相关文献、关注网球公众号以及翻阅

网球短视频等变成生活的一大乐趣。不过和一般人不

同的是，他们是有系统地吸纳各种网球外显信息，构



 
第 5 期 杜长亮，等：社会网络中的知识转移：一个新的体育锻炼行为机制的理论框架 61  

 

筑成自己的外显知识。譬如 WW 喜欢美国教练“老尼

克”的教学和教练系统，尽其所能地收集相关的书籍、

教学影带、训练手册、传媒报道等，甚至参加了相关

的网球教练员培训。 

XT 提到，他也曾经下过功夫，通过各种网球外显

信息的收集、阅读，进而对许多网球教练的理论或秘

技加以比较、分析，使得尔后他在观看其他体育锻炼

者的球路时，具有独到的见解和犀利的眼光。而在和

其他体育锻炼者(包括自己的学员)交流时，也因为懂

得许多不同的技术教导方法，因而可以灵活运用，从

其中找出较适合的学习模式来进行练习。另外，他也

看过许多网球教学视频、比赛转播，利用各种资料的

参阅来丰富自己的网球知识；收藏国际和国内前 30

名男女选手的比赛视频，供交流、分析及研究之用。

这种外显信息收集、分析的方式是很基础、很根本的

知识取得来源。不过，任何由此方式所获得的信息仍

然需要通过网球活动实践过程，才能得到进一步肯定

和确认。

 

 

 

图 1  体育锻炼者知识转移网络(咨询网)结构 

 

(2)活动——以参与的方式收集信息。 

除了从外显信息收集体育锻炼知识以外，体育锻

炼者常以参与活动的方式来收集信息。例如，到比赛

场地去观看同伴们的比赛情况，从中记录或收集某些

技术或比赛的各种信息，做为拟定策略或改进技术的

参考。LDS 提到，他不一定要“霸占球场”比赛练习，

他会在场边看其他人的出赛或练习情形，通过“贴身”

观察收集相关信息，来了解同一社会网络中体育锻炼

者的各种情况。XT 认为，他一直保持着每天练习网球，

定期参加比赛，揣摩球友的心态和技术变化，了解大

家的困难。体育锻炼虽然以休闲和健康为主，但网球

本身的练习和比赛是一个很辛苦的实践活动，很多体

育锻炼者对自己有要求，甚至是过分的要求，以至于

有一些体育锻炼者，会过度依赖外显知识理论或一些

“诀窍”，强加于自己身上，遇到困难时，也不反省。

有些网球爱好者满脑子理论知识，对外显知识充满太

多想当然，不知道外显知识要融入网球的身体动作习

惯，仍需要长时间的体悟。所以，XT、WW 等都强调

自己最好有练球、打球、比赛的习惯。 

(3)人——通过对话讨论、自省来找寻知识。 

除了阅观信息、参与活动之外，与人的对话、沟

通也是获取体育锻炼知识或进行体育锻炼知识转移的

重要来源与途径，其中包含对他人、还有对自我的协

谈。这里所指的对话或自省，都是已经外显化成口语

或文字，将信息传送到体育锻炼者身上，成为人际互

动相处的知识。 

向其他体育锻炼者(包括教练)请教，探寻他的专

长技术、特殊的训练方法、独到的教练见解或特殊的

状况处理，是获得外显知识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一般

而言，教练们长年沉浸在教练工作，不只有很多宝贵

的内隐经验累积在个人身上，也因为每天实践上的需

要，将许多一般人不好言传的经验，通过不断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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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思考、领会、操演、教学，逐渐把知识统整起

来，诉诸于语言文字，形成了自己外显化的知识库。

而这些关于网球的外显知识，都已经达到足以让网球

爱好者们清楚了解的程度。ZSX 对网球技术教学，有

很深的洞察力，他会找出各种击球动作背后的精髓，

利用影像或科学数据佐证，以直接的讲述或间接的类

比表达，配上他清晰的口语、生动的表情、风趣的态

度，让很多体育锻炼的同伴受益。 

个案中的许多网球爱好者，还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练习网球，成为一名父母教练。他们在陪伴孩子的过

程中，也累积了许多宝贵体验，对网球技术、战术、

战略以及大家的相处之道等有许多独到见解，能够很

清楚讲出他们的看法，这是长年在“圈外”生活的人，

很难了解、未予重视或时而有意无意忽视的地方。 

2)隐性知识转移机制。 

(1)与人互动：指的是体育锻炼者与他人实践性互

动，磨练隐性知识的方式。体育锻炼中，与人互动是

一种涵盖面极广且非常重要的隐性知识来源。体育锻

炼中的倾听、观察、表达和对抗比赛能力等无一不是

在处理人际互动中培养出来的能力，能力应用的对象

也是在“人”身上。XT 认为，在网球体育锻炼者实践

世界里，以体育锻炼者之间通过网球联系和比赛中互

动营造的隐性知识最为多样，也最为深刻。 

(2)摸索体悟：则要强调不管体育锻炼者操作学习

的过程如何，都会回到体育锻炼者个人自我的揣摩体

悟。体育锻炼隐性知识的来源，离不开在不确定中摸

索前进，凭着个人的直觉、灵感、信念、习惯去感受

自己或他人身心线索的变化。WW 对于摸索体悟，有

他独到的见解。体育锻炼者的体能和技术，主要靠的

不是师徒制的模仿和传承，大家的联系不需要唯唯诺

诺，要潜心摸索体悟选手的身心状态，才能在锻炼的

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而要以情服人，则需建立彼此

间的信任感。另外，LDS 提到自己在摸索体悟上下过

功夫。例如他尝试过用各种握拍击球，揣摩不同打法

的身心情态；也经常在平日与人比赛中，刻意制造困

境，迫使自己在身心做极端的发挥；有些体育锻炼者

口中的“诀窍”会试行操演；网球技术推文或视频上

的知识，会用心揣摩；训练的重点，则会事先模拟；

而且心中永远留着空间，让体育锻炼者实践的各种细

节记忆，能够自在进出、反覆咀嚼。LDS 认为体育锻

炼者是自我成就的，要让理论和实践有顺畅的结合，

体育锻炼者摸索体悟的功夫是否到位，是非常重要的。 

(3)耳濡目染：除对外与人互动和对内摸索体悟之

外，ZSX 认为接受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是一个人成

长过程中重要的隐性知识来源。譬如一个生长于网球

世家的小孩，自然地涵养了网球的隐性知识；不同社

会环境出身的体育锻炼者，不免因缘际会接收当地网

球文化的洗礼；参加不同层级的球赛，体育锻炼者得

到的隐性知识也会不同。在这方面，ZSX 把自己和其

他体育锻炼者作了比较，“我是被动地感受到网球文化

气息。当初，因为到队里练球，在那里学网球，后来

又教网球，看着网球队的训练，和各类人群打球，自

然就从这样那样的文化环境中学到许多。在那里有丰

富的网球显性信息，也感受到一些狂热的网球文化气

息。身在其中，我耳濡目染了许多难以言喻的网球默

会知识”。一方面，置身其中地培养出某种高度的网球

视野和文化素养，另一方面，把握机会，全心投入，

在优质的网球环境中，用力学球、打球、教球。这对

后来 ZSX 的网球生涯，预铺了某种隐形却根深蒂固的

基础，也让他得以跳脱现有环境氛围框框来思考问题。 

耳濡目染的隐性经验得之于环境，却深刻地储存

在个人的身心记忆里，表面上虽然很被动、很潜藏，

实质上是一种可以主动投入的学习方式。所以，有很

多体育锻炼者(如 LDS、LXF)，由于知道环境氛围的重

要性，会采取主动迁移方式，透过一段时间的融入与

实际操作后，累积经验、了解自身，取得适合发展的

位置。例如，找不同球友和教练取经、规划参加各种

层级的比赛，都是在主动寻找环境，形塑不同视野、

技术、思维的方式。 

(4)边做边学：体育锻炼者的隐性知识是长期实践

经验的累积。这种经验的养成，不能光说不练、照本

宣科，而是需要贴近真实情境，一边做、一边学，不

断尝试、不断摸索、不断改进、不断突破。体育锻炼

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一定要边做边学，也无法不边做

边学。体育锻炼实践的灵魂，是在完全真实的情境中

做有效操作，操作过程中来自人的变化或情境的不同，

会产生很多现实问题，必须一一学着去克服、解决，

也是这样一点一滴边做、边摸索、边学习，累积成丰

富的隐性知识。每一个体育锻炼者在不同阶段，有不

同的想法和技术，面对的环境也不断变动，边做边学，

边学边做，是体育锻炼者永续的循环。 

体育锻炼者也强调锻炼效果或质量的提升，他们

往往都主动争取或尽力把握操作学习的机会。案例中

都强调学得更多，而且要把握每次的机会，做深度操

作、深度学习。在此网球爱好者的社会网络之中，既

有曾经的专业队教练，也有师范专业的网球专修生，

让许多节点个案能边做边学，不断提升视野，跨越网

球的技能门槛。不过在每个阶段，每一个节点个案的

的确确都是全力以赴，非常清楚边做边学、把握机会、

深入操作的重要性。边做边学是一种不间断的、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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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性的隐性知识转移方式[10]。CPY 在历经一段

很长时间的摸索、适应、挣扎，突然有了驾轻就熟的

把握，尔后对战其他球友，感觉很轻松。 

3)情感与信任发展机制。 

体育作为一种休闲活动，是发展情感认同的“一

味良药”。体育锻炼活动通过模拟战斗的方式来延长获

得胜利的愉悦体验。兴奋是由体育活动中的紧张局势

引起的，甚至体育锻炼者还能感受到成功的希望以及

对失败的恐惧。整个活动集中在一个小比赛或练习上。

运动项目(如本案例中的网球)对体育锻炼者有强烈的

情感意义，用来彰显勇气、游戏性、正直和更加积极

的社会价值观。体育锻炼者可以通过在体育锻炼尤其

比赛中的行为来展示自己的性格，而社会网络则通过

信任、友好、尊重等价值元素来建立[11]。因此，体育

锻炼不仅仅为个体参与者带来满足感，还可以为社会

带来更广泛的情感认同网络。 

体育锻炼的游戏环境中发生的动态变化可以促进

成员们的团结和信任的发展。例如，在网球双打比赛

中的技战术手势等，伙伴们可以相互预测彼此的举动，

并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产生共鸣。当个人定期

互动并彼此信任时，社会关系会更加富有成效。人际

信任对于促进合作行动以实现社会网络中个体的互利

至关重要。与其他社区成员具有积极和信任关系的个

人会发展出积极的社会性格。此外，具有高度社会信

任关系的个人可以更轻松，更高效地完成事情，包括

具有个人利益的事情。 

3.4  网络相关性分析 

由于咨询网是直接反映知识转移的矩阵，因此，

本研究重点进行情报、情感、信任与咨询网之间的相

关性分析。 

(1)情报网和咨询网的相关系数为 0.413，具有统计

学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30 名体育锻炼者

的知识转移与情报网有关。情感网和咨询网之间的相

关系数为 0.525，情感网与咨询网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正

相关。也就是说，30 名体育锻炼者的知识转移与情感

网有关。 

对于这一结果，可以从正式和非正式网络的视角

进行解读，它们之间的区别对于通过个人提供的各种

社会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交

网络都可以产生情感和工具资源，但在非正式网络中，

人们比正式网络更能找到情感资源。这些资源主要来

自非正式的友谊网络，这些非正式网络是从正式的网

络内部发展而来的。 

一段纯净的朋友关系：在球场上，这群朋友互相

较劲、比赛，甚至为了赢得一分斗嘴，但下了球场他

们互相帮忙，没有丝毫利益纠葛，更不求任何回报，

纯粹就是兴趣相同、情投意合，大家享受运动、享受

生活。一种类家人的情感关系：这群球友除了在固定

时间在球场厮杀外，离开球场后他们变成除家人外的

最好朋友，他们相约到大排档吃饭、出去泡温泉、到

茶社喝茶；而当球友遇到病痛、或遭逢家庭问题时，

大家关心不断，甚至集体奔走，排难解忧；有时还会

互相分享自己珍藏的物品。一种生命的润滑剂：网球

令他们平凡的生命显得不同，打网球成了生命中的润

滑剂。无论是工作上的挫折，或是生活上的困难，来

到这边享受网球的厮杀后，挫折感立即降低，不如意

顿时消失。 

(2)信任网和咨询网的相关系数为 0.408，具有统计

学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30 名体育锻炼者

的知识转移与信任网有关。相关性检验中，情感网与

咨询网之间的佩尔森系数最高，达到 0.525，说明情感

网和咨询网的正相关性最高。也就是说，相比较情报

网和信任网，情感度越高，越有利于体育锻炼的知识

转移，也验证了体育的社交功能。 

信任是关系资本的基本维度[12]。在本研究网球锻

炼者的案例中，由于其固有的特质，网球隐性知识的

转移在相关各方彼此信任时是最有效的。实际上，信

任是共享默认知识的先决条件。当体育锻炼者之间存

在信任时，人们就不必担心对方的行为。他们对伙伴

的行为采取积极的态度。伙伴之间通过反复互动增强

信任。案例中的个体，每周一三五六日都有固定的人

群进行练习赛，并且每半年都有正式的比赛。 

每个锻炼者的职业身份、文化认同对体育锻炼者

之间的信任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在体育锻炼知识转

移中，信任使每一方都有信心，伙伴的行为不会是机

会主义的，会受到个人行为和组织结构(无论是正式的

还是非正式的组织)的影响。当每个锻炼者的职业身

份、文化认同差异明显时，体育锻炼者之间的信任就更

难建立。但是，随着互动机会的增加，人们正在对其他

人加深了解，他们会意识到建立信任与合作的需要。 

本研究的个案表明，有必要认识到通过体育锻炼

增强人际交往的必要性，以便成功地利用合作伙伴之

间细微且难以表达的默认知识。在本研究的案例中，

建立信任和利用相关的关系资源特别重要。体育锻炼

具有隐性知识转移的社会维度。建立在信任关系上的

社会网络可以使体育锻炼者群体发展一种转移体育锻

炼隐性知识的能力。 

3.5  网络中心势及小团体分析 

情报网、情感网、信任网、咨询网的中心势值分

别为 24.63%、21.18%、23.65%、29.80%。咨询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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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值是最高的，表示在在体育锻炼知识的转移方面相

对依赖少数几个节点。咨询网中的 WW、ZSX、LDS、

WXP、XT 几位网球教师(教练)，是网球技术与比赛方

面的重要指示来源，在该体育锻炼群体中的知识转移

过程中，他们承担着知识来源的角色与责任。 

WW、ZSX、LDS、WXP、XT 是其他体育锻炼者

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换句话说，是体育锻炼群体

中的纽带性资源，各个成员通过获取信息和其他资源

促进个人的互利，促进了协调与合作，从而促进了个

体之间的互利。 

指导关系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牵涉到相互信任。

这些“教练”充当指导者和榜样，并促进体育锻炼者

的社交、情感联结、技能学习。经过一段时期的关系

互动后，其他体育锻炼者通常开始将其看成是关心他

们并可以依靠的人。可以说，这些人被其他体育锻炼

者视为依赖。 

在每一个网球锻炼者的社会网络系统中，行动者

之间通常都有共同的典范与价值标准，影响成员共同

的目标和行为。体育锻炼群体可以视为一种用来表现

社会知识的合作与学习的典范，伙伴之中个别组织的

知识转移通常会有其范围限制，组织间的认知是扩大

知识转移范围与缩小知识转移限制的有效工具。在体

育锻炼者的社会网络中将增加每一个体育锻炼者对知

识分享的承诺，提升每一个体育锻炼者接近其他人物

及情报信息的能力。 

本研究将咨询网视为直接反映体育锻炼群体知识

转移的网络结构。为了分析该网络的小团体状况，采

用 Ucinet 软件统计网络中的节点联系，发现不存在“孤

立点”，也就是说，案例中的 30 名网球锻炼者或直接

或间接地产生咨询关系。 

该小团体中重复率最高的成员为 WW、LDS、ZSX、

XT。如上所述，他们是关于网球技术、战术、比赛和

相关知识的知识源，既承担了正式的网球教练员、体

育俱乐部负责人的角色，也承担着网球锻炼小团体知

识权威的非正式角色。其中，WW 和 LDS 是指导其他

成员的活跃分子，同时负责网球俱乐部的活动策划、

比赛组织、技能学习以及会员管理等事务，他们和其

他成员的联系也最紧密。在其带动下，成员之间关系

紧密，有效地促进体育锻炼群体内各成员之间的知识

转移。由小团体分析生成的聚类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 2  咨询网络小团体聚类情况 

 

聚类图显示该体育锻炼群体的小团体中存在多个

知识交流小组，小组成员之间的交叉性较强且联系紧

密，表明不仅体育锻炼小团体内成员之间可以进行交

流和知识转移，小团体之间也可以通过交流咨询获得

体育锻炼知识，较强的异质性同时丰富了体育锻炼知

识库。虽然体育锻炼有短暂逃离现实繁琐事务的功能，

但体育锻炼者的社会网络往往又不可避免来自于工作

单位或工作伙伴关系。案例中有一部分人来自同一单位

(某高校)，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以非正式的来往居多。正

式团体所形成的价値观会影响体育锻炼时的网络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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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核心人物与中心性分析 

根据 Ucinet 中“核/外围”分析模块对咨询网络数

据的计算，共存在 8 名核心组成员，分别是 WW、LDS、

ZFK、LXL、ZSX、XT、WXP、YH。其他成员在咨询

网中相对只是边缘人物。核心成员中的 WW、LDS、

ZSX、XT、WXP，是教练或俱乐部负责人，扮演着重

要的知识传播者角色。LXL 与 YH 是女性，在健身习

惯和技能水平上还无法与上述几位成员相比，但女性

特殊的角色让他们一边扮演者学习者的角色，一边又

起到了沟通小组的角色。在 30 名体育锻炼者的日常活

动中，核心组成员若无特别的原因(如离开居住地或更

换住所，或伤病)通常不会离开核心组。随着体育锻炼

群体中知识转移的进行，成员的位置也在不断变化，

尤其边缘组成员，会在体育锻炼知识存量增加的同时

向核心组位置靠近。 

综合来看，WW、LDS、ZFK 是各个网络下的核心

人物，信任网络下也形成了几个核心人物，但 SUNB、

YSL、CGX、JCH 等人因为居住地远离案例中的两个

网球场，所以在咨询网络下无法成为核心人物。场地

或体育锻炼的时空条件非常重要。反映 30 名体育锻炼

者中的权力中心，需要分析程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

两个指标。 

(1)程度中心度：点入度中心度越高的节点，在体

育锻炼群体网络中的位置越居于中心，根据 Ucinet 统

计，LDS、WW、WXP、ZSX 便是这样的节点，是重

要的体育锻炼知识源头。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4 位

成员的身份都是教练或教师，受到职业习惯的影响和

网球技战术的高门槛特性影响，4 位中心成员作为其

他网络成员的咨询对象，是该体育锻炼群体的知识中

心。CPY、YH、TWD 等人的点出度中心度排名比较

靠前，因为几人的球龄较短，但社会交往路径多，能

够咨询的对象较多。LDS，WW 的点入度中心度和点

出度中心度值都较大，说明他们既贡献自己的体育锻

炼知识也积极向其他节点获取所需知识，属于群体内

比较活跃的。 

(2)中间中心度：在群体中，中间中心度较高的人

掌握着信息流以及其他各种机会，进而获得中间利益。

LDS 中间中心度最高，数值为 124.617，意味着他在整

个体育锻炼者群体中，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扮演积极的

角色。在体育锻炼的场域中，知识获取越来越依赖于

非正式、开放和网络化的方法。作为群体中的一种桥

梁，占据结构孔位置的行动者控制着圈子之间的信息

流动，获得了巨大的信息和控制优势。该体育锻炼群

体属于结构洞较少的网络，相互信任程度更高，并且

传输体育锻炼知识更频繁。CHEN、LZZ、ZHU 都受到

WXP 的极大限制，付费锻炼或体育培训的黏性使然，

而 DL 受到 CJ 的极大限制，则是因为二人为夫妻关系，

DL 的网球基本上只局限在和 CJ 的锻炼。公共体育服

务和市场化是有冲突的，因为增加了场地和机会的不平

等，于是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就更加重要。此外，非正

式组织、非契约关系在全民健身中的地位也更加突出。 

 

4  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体育锻炼群体通常为低密度的社会网

络。总的来看，体育锻炼情报网、情感网、信任网与

咨询网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正关联，情感网与咨询网

之间的佩尔森系数最高，情感度越高，越有利于体育

锻炼的知识转移，印证了运动项目对体育锻炼者有强

烈的情感意义。就中心势分析，体育锻炼知识转移方

面相对依赖少数几个节点；小组成员之间的交叉性较

强且联系紧密，促进了体育锻炼知识转移；体育锻炼

者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核心成员，教练或体育俱乐部负

责人，扮演着重要的知识传播者角色，而女性体育锻

炼者的性别角色使其也成为知识转移的核心人物。在

体育锻炼的场域中，知识获取越来越依赖于非正式、

开放和网络化的方法。作为群体中的一种桥梁，占据

结构孔位置的行动者控制着圈子之间的信息流动，获

得了巨大的信息和控制优势。案例中体育锻炼群体属

于结构洞较少的网络，相互信任程度更高，并且传输

体育锻炼知识更频繁。据此可进一步验证体育锻炼的

非严肃性、非工作任务的显著特性。因此小团体、核

心成员作用突出，隐性知识转移过程是关键的机制。

据此提出提高体育锻炼者知识转移效果的策略。 

1)发展自治的基层体育俱乐部。 

尽管有《体育法》和《全民健身条例》，但政府及

体育主管部门对体育俱乐部没有直接的法律义务，反

之亦然。传统的附属性和自治性原则的志愿服务仍是

体育俱乐部的精髓。这种自下而上的志愿服务能够确

保成员有机会在俱乐部中获得民主决策方面的经验。

志愿服务不仅与体育俱乐部和会员息息相关，而且与

公民社会也息息相关，因为融入俱乐部可以导致更广

泛的社区融合，在社会信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志愿服务是体育锻炼者分享知识、创造知识的根本，

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促进者，这意味着体育俱乐部需

要在没有直接的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安排他们的计划。

政府则需要在必要时给予支持。 

2)发展核心人物并连接孤立点。 

现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

决该问题，但仍然需要更多的培养市场思维的核心人

物作为补充。此外，建立体系和层级完整的群众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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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体系十分必要，体育锻炼者要在实践中完成知识

转移，发展角色，而比赛是激活一切有关体育锻炼实

践的最重要机制。它不仅能够让核心人物发挥更加积

极和更加频繁的作用，同时也创造“桥梁”增进“小

世界”与“小世界”之间的互动，并有效连接体育锻

炼者社会网络中的孤立点。 

3)发展邻里社会资本。 

邻里社会资本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与体育锻炼相

关的结果，例如休闲时间的有效利用，再比如彼此信

任的邻居更有可能在需要时提供帮助和支持，将孩子

们带到附近的体育俱乐部，或者在公园玩耍。此外，

体育部门和社区管理部门可以协助居民传递有关体育

锻炼行为的信息，维持体育锻炼规范以及提供社会支

持。邻里关系有助于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模仿，尤其是

在邻居之间有很强的社会联系时。因此，体育部门可

以帮助转移规范，改善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并为树

立体育锻炼行为提供积极的榜样。家庭周围区域对于

人们进行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区内应有安

全和支持的环境以促进体育锻炼并帮助人们发展良好

的体育活动空间。因此，重要的是要制定和执行适当的

政策，以提供能够促进人们进行体育活动的环境类型。 

4)提高体育场地设施的可达性和可用性。 

目前国内体育场地设施供给水平的评价主要以市

(县)人均体育场地设施面积、城区万人拥有体育设施

数为指标，原指标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未综合考虑国

土面积和人口密度对体育设施供给水平的影响，可进

一步从密度、区位度、覆盖度和可达度 4 类指标测算。

但区位度和可达度计算相对复杂，而密度(体育场地设

施数/统计单元的面积)，可对应目前城区指标，覆盖

度=体育场地设施占地面积/统计单元的面积，可对应

目前县市指标。综合考虑监测工作的便利性、再顺承

原指标的“人均(或每万人)思路”，建议可以考虑将监

测指标修改为：采用“人均体育场地覆盖度(县市)”

和“每万人体育设施密度(城区)”两项指标，两项指

标的标准都是值越大，供给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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