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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我国现代竞技体育文化的特征进行分析。我国现代竞技体育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

是一种集礼仪、道德、情感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精英文化，它体现了现代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竞

技运动价值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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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culture in China. Modern competi-

tive sports culture in China is a diversified culture, an elite culture that integrates multiple elements such as proto-

cols, ethics and emotions; it embodies people’s competitive sports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sport culture；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diversified culture；China 
 

 
  
收稿日期：2010-04-26 
作者简介：张恳（1968-），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竞技体育追求的是身心的和谐一致，展现的是力

量的较量，表现的是一种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拼搏

精神。我国竞技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孕育和演

变的过程，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竞技体育的价值追求是

不同的，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按照中国史的时代

划分，我国现代竞技体育是指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竞技体育。在这个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实力显著增

强，对外交流日益广泛，在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与融

合的过程中体现出了特有的文化特征。 

 

1  我国现代竞技体育文化展现的是一种精

英文化 
现代竞技体育与社会体育有明显的区别。社会体

育淡化了体育竞争功能，强化了体育活动的休闲娱乐

性，而现代竞技体育体现的是竞技选手超越自身极限、

敢于面对和接受挑战的体育精神，“更快、更高、更强”

成为竞技体育追求的目标。在经过残酷的竞争淘汰之

后，优胜者会得到奖赏和追捧。这种强调对体育竞赛

优胜者的奖励以及社会对优胜者的追捧，在一定程度

上催化了现代竞技体育精英文化的延伸。我国现代竞

技体育精英文化表现更为明显，如我国发挥举国体制

的优势，实施《奥运争光计划》，重点培养优秀运动员

为个人和国家取得荣誉。在现代竞技体育文化体系中

的精英文化体现在两个方面：(1)滋生在竞技体育内部

的精英文化。优胜者处在“塔尖”的位置，随时要接

受来自处在“金字塔”下方选手的挑战，因此优胜者

必须得保持或者提高自身的竞技水平，挑战者则需投

入更大的努力才能取代“塔尖”的位置。(2)延伸在竞

技体育之外的精英文化。通常优胜者扮演着传播竞技

体育文化的角色，他们把竞技体育特有的精英文化通

过比赛的形式传播到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当下的

市场经济社会，竞技体育精英文化与充满竞争的社会

环境不谋而合，在现代竞技体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

对竞技体育的关注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竞技体育的精

英文化与社会竞争形成了有效融合，不屈不挠的拼搏

精神以及更高、更快、更强的奋斗目标成为了当代社

会核心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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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现代竞技体育文化彰显的是一种和

谐理念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是中国古人处理

人天、人际、身心等关系的理想范式，并成为中国文

化思想的普遍原理，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

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1]。我国现代竞技体育文化是在

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思潮碰撞中形成的。在

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讲求的是整体、和谐的理念，具体

表现在：(1)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天人合一”阐述

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

将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向世界，打出“绿色奥运”

的口号，其含义就是通过奥运会来宣传保护环境、保

护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思想。(2)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从“人文奥运”的口号可以探视我国以

人为本的竞技体育和谐理念，在受传统儒家“尚中贵

和”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竞技体育文化

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存在较大的本位差异，西方竞技

体育崇尚的是个人、超越、竞争，而中国传统体育则

注重“调和”而不提倡争斗，视争斗为“匹夫之勇”。

所以中国古代体育也不提倡西方体育那种赤裸裸的个

人英雄主义，而是提倡“心欲宁、志欲逸、气欲平、

体欲安、貌欲恭、言欲讷”[2]。(3)中西现代竞技体育

文化的和谐。在中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碰撞中，中国

传统的处事态度是以“容”来接纳万物，所谓“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因此，以求同存异的态度来处理中

西竞技体育文化之间的冲突，体现出了一种中西和谐

的局面，而且中西竞技体育之间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我国传统体育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不足。 

 

3  我国现代竞技体育文化传播的是一种礼

仪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被誉为“礼仪

之邦”，其各种礼仪渗透于各个场合之中，我国传统体

育自然承载着“以礼待人”的美德。礼仪作为道德范

畴，在我国儒家思想长期统治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礼

仪所传播的内容大多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天人

合一”作为哲学基础，形成独特的以崇尚礼让、平和为

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体育活动作为传统体育礼仪文化

的表现形式，传统体育从未将胜负与竞争放在首要位

置，而是把追求修身养性和精神境界放在首位[3]。如武

术的抱拳行礼，博弈时的礼让先手等，都是传统体育

礼仪文化的表现形式。而进入现代，受中西方体育文

化差异的影响，我国传统体育的礼仪文化格局产生变

化，西方体育的礼仪文化逐渐渗透到我国现代竞技体

育文化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礼仪文化的

传承，反而使现代竞技体育的礼仪文化更具时代性特

征，因为在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礼仪成

为一种交际的手段。我国竞技体育与世界各国交往日

益频繁，例如“乒乓外交”等就为我国争得重要的社

会地位和与世界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 

 

4  我国现代竞技体育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

文化特色 
我国几千年文化史孕育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直到在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击下，才产生了具有中国

传统特色的竞技体育文化。这种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竞

技体育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展示，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体现，在培养各族人民优良的品质、强健的体魄、规范

的社会行为及加强民族团结的社会实践中发挥着巨大

的作用。我国现代竞技体育运动高度发展离不开民族体

育文化的传承，之所以要传承和发展是由于我国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表现出人本关怀的思想，强调身心、道德兼

修的观念，蕴含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4]。我国现代竞

技体育部分项目中以遵循人体运动的自然规律为特色，

讲求“内外兼修”的人体运动理念。其中 具代表的中

国武术就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文化内涵和特色。 

 

5  我国现代竞技体育包含大量的健身文化

元素 
健身文化是我国现代竞技体育特色之一。我国传

统体育健身观是建立在经络学说和直觉外推与思辩的

基础上，强调“内外相通”的整体观，在具体实践手

段与方法上，不但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能提高人的意

志品质，使健身与生活融为一体，使人在锻炼过程中

起到调节精神的效果。这种传统的体育健身观实际上

意味着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全面改善。如我国竞技太极

拳拳法、招式、动作路线都已规范，完全按照人体运

动规律练习，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政府相关部门不断

加强保护和发展，为所谓“高、难、形、美”的健身

技术“标准化”并设立为竞技项目。中国武术以自身

所蕴含的文化特色、价值属性、评判标准、审美方式

正得到全世界更多人的认可，这正式是我国现代竞技

体育产生于传统体育项目的典型[6]。但由于部分传统竞

技体育项目尚无法被国际奥委会所接纳，所以我们更

要加强竞技体育健身普及和宣传，让世界更多的人去

感受我国传统健身文化所带来的进步。 

 

6  我国现代竞技体育体现出的是一种道德

文化 
体育道德是竞争双方需要的一种特殊的规范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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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道德规范是道德价值的可能，道德关系是道德

价值的事实，在个体意义上，道德表现为人的“德性”。

在人的发展中，个体的德性就是一种道德价值事实[7]。

我国现代竞技运动选手在参与竞技比赛中，体育道德

文化得到全面体现。注重道德修养和精神文化教育是

我国现代竞技体育文化的精髓。首先，在我国，受几

千年传统文化影响，必然存在相对稳定的民族意志和

民族情怀，始终追求和平与和谐的民族心态。竞技体

育主要表现在举国体制，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通过竞技体育展示民族核心利益“和平与发展”，因此

竞技体育成为追求国家和民族荣誉为目的，提高政治

外交效果，展示综合国力的体育文化活动。那么对于

竞技体育文化道德修养就会从小孩抓起，树立顽强、

拼搏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和“与世界人民友好”的道

德理念，并且把这种精神以全民教育形式从不同层面

加强宣传和引导，从基层、地方政府竞技体育赛事到

国家高级别竞技盛会全面加强宣传教育和培养，长期

形成培养体育文化精神的“教育基地”和宣传阵营。 

 

我国现代竞技体育发展迅速，在国际体育盛会中

展现出强劲的实力。我国现代竞技体育文化的特征体

现了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特点，既有

时尚的体育文化内容，同时也有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

体育文化特色。在竞技体育文化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我国现代竞技体育文化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竞技体育文

化的同时表现出了稳定的共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尤其

是我国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

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展望未来，我国现代竞技体育

的发展将更加注重国际化、市场化，其承担的国际角

色将更加引人人注目，发展的空间会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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