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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一个穿越百年、历久弥新的历史命题。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先后两次重提这一历史命题，赋予其丰富而深邃的时代价值，并对新时代实践这一历

史命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结合习近平关于体育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解析了这一历史命题的

当代价值意蕴。研究表明，新时代该命题具有多维价值向度，真切表达了提升民族素质、振奋民

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促进民族复兴的时代诉求。应促进体教深度融合、深化体育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扩大体育交流交往，以实现体育在促进人民健康与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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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vilization its spirit, barbarism its physique" is a historical proposition that has passed through a 

century lasted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Xi Jinping reiterated and reiterated this 

historical proposition two times, and he endowed it with rich and profound era value, and put forward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historical proposition of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combines Xi Jinping's series 

of important discussions on sports development, it analyz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implication of this historical 

proposi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new era, this historical proposition has a multi-dimensional value 

dimensions, and truly expresses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to improve national quality, stimulate national spirit, 

condense national strength and promote national rejuvenation. Based on these, it can be suggested that promoting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deepening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ports supply side, and 

expanding sports exchanges, so as to realize the role of sports in promoting people's health and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meeting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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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一个穿越百年、

历久弥新的历史命题，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人的

全面发展与民族伟大复兴相统一的时代诉求、理论建

构与实践探索。1917 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

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历史命题[1]。跨越百

年时空，习近平先后两次重提这一历史命题：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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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在参加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庆祝“六一”活动

时提出“希望孩子们要文明精神、野蛮体魄，把身体

锻炼好，把知识学好”；2020 年 4 月在陕西省平利县

考察时指出“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的隐忧。

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

是强身健体”[2]。同一个历史命题，由于历史发展阶段

与时代背景的不同，其价值必然发生一定转向。那么，

新时代“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蕴含着怎样的价

值？它赋予体育怎样的使命？当下如何实践这一历史

命题？这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答。 

 

1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认识发生

学阐释 
本质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对体育的

认识。认识发生学强调，认识活动是由认识主体、认

识对象、认识环境等基本元件构成的，是以实践的需

要、观点的争论、认识主体的特质等为动力的[3]。以认

识发生学审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一历史

命题，其价值转向是一种逻辑必然。 

1.1  认识环境 

认识活动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作为

一种认识活动成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提

出，自然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毛泽东提出这一历史

命题之时，正是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加剧之时，在

“三座大山”的多重挤压下，中国经济与社会呈现一

种畸形发展状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极其落后，约 80%

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4]。为挽救中华民族于

水火，许多仁人志士不约而同选择“体育”这一工具。

孙中山强调“体育是国民身体素质提高之根本”，主张

尚武以“强种”、强身以“保国”、健体以“摄生”。毛

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历

史命题，其根本价值取向在于“强种强国”。 

经过百年奋斗，毛泽东等先辈“强种强国”的历

史宏愿得以实现，中国人民已经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意气风

发地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点

上，习近平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而

深刻地揭示了体育的价值功能，指出“体育是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

台”[5]，强调以全民健身激活传统体育文化，以竞技体

育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

体育产业发展活力，以体育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诚然，我国体育发展还面临诸多现实矛盾，虽然体育

事业日益繁荣昌盛但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

出，虽然人民体育素养素质整体上不断提升但青少年

体质却呈下降趋势。习近平由此重提“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历史命题，反映了其对个体发展与民族

命运的关注与关切，根本价值取向在于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生活至上。 

1.2  认识对象 

认识发生学强调，认识对象决定着认识活动的性

质，但每一次认识活动却只能认识对象的某一方面而

非全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固定资本整个地加入生

产活动，其价值却是部分地被转移”一样[3]。“文明其

精神，野蛮其体魄”是把体育作为客体之一纳入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认识对象之中的，其性质与价值取

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具体历史阶段与历史任务。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是通过革

命与斗争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这就决定了“文明

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性质与价值在于“体育救国”。

毛泽东在提出这一历史命题的同时，亦明确了其实践

路径：“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1]此后，

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与革命实践需要，毛泽东不断完

善这一历史命题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中央苏区时

期，提出“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

延安时期，提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并以体育运

动竞赛“为抗战而动员起来”[6]。 

经过百年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开启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强

国的新征程。新时代全面建设与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历

史任务，决定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性质

与价值在于“体育强国”，在于“强民”“强国”。正因

如此，党的十九大将“体育强国”纳入建设现代化强

国的宏伟蓝图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习近平

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在各方面

都强起来”“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强

国的基础在群众体育”“要分类指导，从娃娃抓起，扎扎

实实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持之以恒开展群众体育”[5]。这

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体育强国建设的本质要

求，即人民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坚实根基、强大主体，

建设体育强国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强人民体质、促进人

民健康、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3  个人体育偏好  

认识对象的选择、认识活动的发动与控制，依赖

于认识主体的兴趣与能力[3]。也就是说，“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的提出，与伟人对体育的偏好特质相关。

毛泽东与习近平均是独具魅力的领袖，他们对体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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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共同的兴趣与偏好。 

“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在实践上，毛泽

东一生尤爱体育，常进行野游、登山、游泳等体育运

动，这不仅强健了体魄，而且培育豪迈豁达、乐观自

信的个性。在理论上，青年毛泽东在研究哲学思想与

宇宙发展规律中，寻找与发现体育健身的理论依据。

受严复“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思想的影响，毛

泽东认为通过体育运动，“身心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

无时不可改易也”[7]。他在阅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时作了如是批语：“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

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此成其为豪杰焉。”[8]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把“动”和“力”视为宇宙万物

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视为豪杰之士的“人格根源”。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既蕴含着毛泽东“身心

并完”的价值追求，也蕴含着其唤醒民族意识、激发

民众斗志、获取民族解放的理想抱负。 

习近平亦是一位体育爱好者。2014 年 2 月他在接

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说，“我喜欢游泳、爬山等运动，

游泳我四五岁就学会了。我还喜欢足球、排球、篮球、

网球、武术等运动。冰雪项目中，我爱看冰球、速滑、

花样滑冰、雪地技巧”[9]。长期的体育实践，使之对“文

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有着深刻的体认。他强调，

“一个健全的人既要有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内涵，还要

有健康的精神和强健的身体”，体育教育要“帮助学生

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参加重要会议、

会见外宾、接见中外体育工作者、视察工作等不同时

机与场合，就体育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与论述，

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体育思想，赋予“文明其

精神，野蛮其体魄”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其对实现人

民美好生活向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追求。 

 

2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当代价值意蕴 
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点，习近平重提“文明其

精神，野蛮其体魄”，基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现代化

强国建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不同价值维度，赋

予其丰富而深邃的价值意蕴。这些价值是“以人民为

中心”而展开的，其根本价值指向在于促进人民健康

与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1  体育是体魄与精神的价值共同体 

就体育本体而言，从来都是体魄与精神的价值共

同体。这也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固有价

值。从身体哲学看，法国思想家梅洛•庞蒂的“身体图

式”，揭示了人的“行为身体”是体魄与精神的统一体，

即“大脑与神经系统统摄下的生理肌肉、骨骼组织与

意识等心理内容的融合”。安德略•伯纳德在此基础上

所建构的“生态化身体图式”，则进一步印证身体、意

识与大脑三者成长的“一体同流性”[10]。但长期以来，

人们往往把“精神”与“体魄”割裂开来。在西方文

明史中，“身心二元论”的思想论战持续两千多年，从

柏拉图以“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

上当的”诋毁“身体”，到尼采以“我全是肉体”驳斥

“灵魂”[11]，灵魂因失去身体而陷入“虚无”，身体因

失去灵魂而沦为“空壳”，从而造成思想与认知的自我

封闭。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中，从春秋时期追求“仁爱”

“养性”“德性”，到秦汉“去武行文，废力尚德”，再

到宋明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重文轻武”思想始

终占据主导地位。近代以来，由于“重文轻武”传统

文化影响，加之“三座大山”的多重挤压，造成“国

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毛泽东提

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历史命题，以唯物辩

证法思想驳斥了“身心二元论”与“重文轻武”观点，

“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既突出“身

体第一位”，又强调“身心并完”。 

当下，“重文轻体”意识、体育单向思维依然不同

程度地存在，加之不良生活方式与饮食习惯，许多人

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体育锻炼与体力活动不足，严重影

响了其身心发展。国家体育总局 2000—2014 年发布的

4 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青少年群体身体素

质、身体机能持续呈下降趋势。近年来，青少年群体

近视率、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中小学生精神障碍患

病率为 21.6%~32.0%[12]。习近平强调，“少年强、青年

强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创新能

力、动手能力，也包括身体健康、体魄强壮、体育精

神”“更加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继续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积极参与体育健身运动”“树立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

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13]。

这些重要论述，均是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这一历史命题新的阐释，其主旨在于强调体育是体魄

与精神的价值共同体。 

2.2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体育的价值核心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以“身心并完”为

价值内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

想。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包括人的体力

与智力的充分自由的发展，体育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

完善与实践“身心并完”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毛泽

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健康第一，

学习第二”，并强调“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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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邓小平指示

“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并要求青少年

“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江

泽民强调“体育的中心任务、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人

民身体健康”。胡锦涛强调“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

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

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5]。

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体育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人的全面发展作出了

系统的生动阐释。具体到体育，就是“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

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全面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

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5]。

在实践上，提出了新体育理念，为体育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导；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建设，为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战略目标；提

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为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战略举措；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为体育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形成了体育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的新格局、新局面。 

2.3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蕴含着“体育即生

活”的价值内涵。毛泽东在提出这一历史命题的同时，

强调“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善其身无过于体

育”[1]。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把体育与中国革命与建设

联系起来，以体育增强体质、磨练意志，使自己“胜

任”革命工作的需要。1936 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讲述

其青年时代“雨浴”“日光浴”“风浴”及游泳的情形

时，指出“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

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

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14]。毛泽东不仅身

体力行，而且积极倡导为中国革命与建设而锻炼体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发动群众经常做各种

运动……锻炼革命斗争中需要的技能”；新中国成立

后，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思想，要

求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 

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体育成为人们追求

与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必然选择。习近平重提“文明

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其意义就在于以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为动力，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发展性体育需要。正如习近平所

强调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

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

要基础”[5]。这就要求我们坚守生活至上的价值取向，

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供给丰富的体育产品与服务，

共建共享生活化体育模式，切实使体育成为涵养精神、

增强体魄、融入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 

 

3  新时代“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价值

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重提“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一历

史命题，赋予体育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时代使命。实践

这一历史命题，总体而言，就是按照党的十九大以来

对体育体制机制改革、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所作

的一系列顶层设计与战略安排，全面推动新时代体育

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

进体教融合，深化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体育

交流交往，最大程度发挥体育多重价值功能。 

3.1  促进体教深度融合 

体教融合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应有

之义，因为体育是教育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

指出“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指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的内容。第

三，技术培训”，并强调体育、智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几乎可以认为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5]。

毛泽东在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一命题时

强调，“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1]。

可见，体育不仅仅是单纯的体育健身、体能技能训练，

而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一种手

段。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当代价值，

须坚持和深化体教融合，将体育融入教育之中，建构

德智体美劳一体化的教育体系；将教育融入体育之中，

在体育运动中融入渗入教育元素、弘扬体育精神，以

促进人“身心并完”与全面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制约，体育与

教育处于“分离”状态，虽然相关部门提出“体教结

合”，但由于体育发展的重点在竞技体育，这一理念内

涵的实质在于“以竞技体育为核心的体育部门期望更

多地获得教育部门的体育资源与支持”[16]。这种“体

教结合”，虽然赢得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但也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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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群众体育的发展，造成体育人口不多、青少年体质

健康水平下降等问题。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

提出“体教融合”模式，并着眼于人的发展关键阶段、

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以及国民体育教育基础，颁布了《关

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体发

[2020]1 号)。该意见明确了体教融合的发展理念、精

神内涵、发展方向，并从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等 8 个方

面作出了系统的顶层设计，这为当下实践“文明其精

神，野蛮其体魄”这一历史命题提供了遵循。各利益

相关主体应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意见，着力消除行政部

门利益分歧的基础上，强化目标融合，切实使体育回

归教育本位，成为实现教育目标的抓手；强化理念整

合，确立和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学校体育

核心地位理念、多元开放融合发展理念；强化机制融

合，建构规范化的部门联动机制、清单式的责任落实

机制、常态化的监督机制，形成体教融合发展的强大

合力；强化资源融合，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引导社会

资源进入校园，丰富体教融合资源，促进体育和教育

资源互通共享；强化措施融合，通过减轻青少年学业

压力、完善学校体育意外伤害预防与处置机制、畅通

体育后备人才输送渠道等，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

育锻炼协调发展，促进其“身心并完”与全面发展。 

3.2  深化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展体育，归根结底在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这既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一历史命题的

价值取向。革命战争年代，党和政府在战争极其残酷、

经济极其落后、财政极其短缺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建

立体育组织，组织编写体育教材，动员和组织广大军

民发展和创新体育项目、修建体育场地，以满足军民

工作、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

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丰富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最

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要。截至 2019 年，我国

体育场地达到 310 万个，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622.24

倍，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全国近 90%的行政村；全

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至 4.73 万个，城市社区全民健身

站点平均已达每万人 3 个；至 2020 年，全国累计拥有

社会体育指导员 260 万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

员 1.86 名[17]。同时，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较好满

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需要。 

2020 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2 189

元，是 1956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98 元的 328 倍、1978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2 元的 188 倍。人民群众的体

育需求也随之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并非直线的，而

是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体育消费结构呈现出从求量

向求质、从有形产品向服务、从模仿向个性化多样化

升级趋向，与此同时，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不

足、水平不高等问题日益凸显。为此，应深化体育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政府应以实施全民健身“六

个身边”工程、“百万公里健身步道”工程为载体，不

断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着眼于经济、

社会与环境效益，建立体育产业投资项目录、设立体

育产业引导金、引导社会资本理性投入，并采取 PPP、

TOT、BOT 等合作模式，拓宽体育产业融资渠道，提

升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能力；以创新为动力，加大体

育科研投入与技术创新，推动体育健身、竞赛表演、

场馆服务、文化创意、生态旅游等产业相融合，打造

更多引领体育消费潮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品牌，

提升体育产品与服务质量与水平，以适应和满足人民

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3.3  扩大体育交流交往 

“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

言之也”[1]。毛泽东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这一历史命题，并非仅仅从个体意义上的强身健体、

“身心并完”而言，而是将之与振兴民族精神、凝聚

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

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

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国

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体育不仅可以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还可以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体育运动

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对人类发展的贡献”[5]。这一系列重

要论述，不仅丰富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

一历史命题的价值内涵，而且明确了新时代实践这一

历史命题的路径：扩大体育交流交往。以广泛的体育

交流交往，推动我国体育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的物质与精神力量，

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情感价值行为认同的心理

基础、和谐共生的桥梁和团结友谊和平的文化环境[18]。 

在国内，一方面应扩大国内不同地区，特别是内

地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体育交流交往。内地与港澳之

间，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平台，通过制定体育交流合

作专项规划、完善协调与保障机制、建构体育资源共

享机制等，加强体育交流与合作，以增强港澳同胞民

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感。海峡两岸之间，可以“一带

一路”建设为机遇，通过共建“妈祖文化体育圈”、轮

流举办“海峡两岸体育论坛文化”、搭建体育产业项目

合作平台等，促进两岸体育交流多层次、多元化发展，

以密切两岸人民的联系与人文关系，使之同心筑梦、

并肩追梦、携手圆梦。另一方面应加强各民族之间的

体育交流交往，通过建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历史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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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支持和支援民族地区体育发展、举办全国民族

运动会等体育赛事、传播与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等，增

强各民族对中华体育的思想认同、价值认同，以此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大

家庭中团结奋斗、繁荣发展。在国际上，应加强与世

界各国，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体育交流合作。通过建构

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参与的体育外交格局、完善体育

交流交往运行体制机制、搭建各类体育交流平台、打

造“一带一路”精品体育旅游赛事和线路等，不断拓

展中国体育外交的广度与深度，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 

  

毛泽东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一

历史命题，深刻揭示了体育运动的内在规律与本质功

能、个体体育健身与强国强种的辩证统一关系。时隔

百年，习近平两次重提这一历史命题，真切表达了提

升民族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促进民

族复兴的时代诉求，赋予其丰富而深邃时代价值意蕴，

同时也对新时代实践这一历史命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应着眼这一历史命题不同的价值向度，着力推动

我国体育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向度，

应将体育打造成为体魄与精神的价值共同体，全面发

展体育、发展全面体育，增强体育系统内部发展的协

调性与可持续性，促进人民健康及人的全面发展；基

于美好生活的价值向度，深化体育体制机制改革、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体医融合、体教融合、体育产

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增强体育发展韧性与活力，提高

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质量，满足人民快速增长的体育

消费需求；基于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价值向度，统筹实

施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健康中国，使体育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民族

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价值向度，加强与世界各国、国际体育组织的交流与

合作，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增强中国体育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国际影响力，

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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