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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冬奥精神是对北京冬奥会申办、筹办、举办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升华。以北京冬

奥精神内涵为切入点，分析北京冬奥精神的时代价值，阐明北京冬奥精神与中国精神的逻辑关联，

在此基础上提出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的实践路径和要求。研究认为：第一，从内涵维度看，北京冬

奥精神的 5 个层面紧密衔接，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因而北京冬奥精神从整体而非个别的层面反

映中国精神的时代化和奥运精神的中国化。第二，从价值维度看，北京冬奥精神的时代价值在于，

功能上加快新时代我国体育强国建设；在精神上实现民族自豪，助推民族复兴的伟业；在世界历

史的意义上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第三，从实践维度看，深入研究和理论

化阐释、积极塑造文化环境以及优化传播方式，是传承北京冬奥精神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

国声音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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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value and practice: Grasp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irit 

ZHAO Ni，LI Jiayi 
(School of Marxism，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irit is the summary and sublimation of the experience in the bidding, 

preparation and hosting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iri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irit, expound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irit and the Chinese spirit, and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and requirements for carrying forward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iri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notation, the five levels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irit are closely connected, forming an 

organic and unified whole. Therefore,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irit reflect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pirit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Olympics spirit from the overall rather than individual level.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the era value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irit lies in that it has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ports power in the new era in function, realized national pride in spirit, promoted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demonstrated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sense of world history. Thir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in-depth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ctively shaping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optimizing the communication 

methods are the proper meaning of inheriting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irit, and telling China's stories and 

spreading China's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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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冬奥精神内涵 
北京冬奥精神基于历史、立足时代、面向未来，

其出场具有独特时空和时代语境。首先，从时间的长

度和空间的广度看，北京冬奥精神不仅只是举办北京

冬奥会这一历史过程的精神升华，还是中国从憧憬奥

运到参与奥运再到两次举办奥运的历史回应。北京冬

奥精神是以中国方式对“奥运三问”的回答，冬奥会

提出的“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四大办奥理念更

是为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蕴含中

国人民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逻辑。其次，从时代语境看，当前中国已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大变局，时代之变、和平赤字与世纪疫情等

互相叠加，给人类的和平、团结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

的挑战。北京冬奥精神虽发端于体育竞技，但其精神

实质超越体育领域，对于中国，它的精神内涵强化人

民群众对体育的认知和提升民族凝聚力，对外彰显了

中国如何走向世界并发挥作用。对于世界，它的理念

提供了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形势和困境的中国方案，

展现了中国面对新形势的精神气质。因此，对北京冬

奥精神内涵实质的阐释不仅要考察其内在的体育文化

因素，还要考察其背后所形成的历史性因素及其超出

体育文化之外的对于世界的重要意义。 

1.1  胸怀大局的担当意识 

胸怀大局就是心系祖国、志存高远，把筹办举办

北京冬奥会作为“国之大者”，以为国争光为己任，以

为国建功为光荣，勇于承担使命责任，为祖国和人民

团结一心、奋力拼搏[1]。大局意识与担当意识的关联在

于，胸怀大局以心系祖国、志存高远的担当意识来保

障，担当意识也唯有在大局意识中才能发挥其应有促

进作用。心系祖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是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志存高远是为祖国争光为民

族争气、勇于承担使命责任的气节。毛泽东[2]在《体育

之研究》中指出：“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

国也，此大言之也。”体育承载着强健人民体魄、振兴

中华的历史使命，正所谓“体育兴，国民强；国民强，

国运盛”。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

人民体质”到 1979 年体育界率先喊出“冲出亚洲，走

向世界”，到探索中国特色以“举国体制”为基础的体

育发展道路，再到提出体育强国建设战略部署，是中

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的谋略智慧、运动健儿为国争光

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无数体育工作者甘当“幕后英

雄”无私奉献的合力结果，也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的大局意识的体现。 

中国以世界公认的抗疫成效为依托，坚持“生命

至上”“以运动员为中心”，实施全流程、点对点、全

封闭的完整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北京冬奥会如期安全

顺利举行，实现中国人民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

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北京冬奥会申办、筹

办、举办的过程中，我国广大参与者胸怀为国争光、

为国建功的大局意识，牢记“国之大者”，以“中国速

度”提早完成奥运场馆的建设，并为组织赛事、城市

运行等各方面提供高质量服务保障。中国的运动员、

教练员把具体参赛的个人目标和报效国家宏伟大志有

机结合，落实拿道德奖牌、干净奖牌的要求，不懈攀

登体育高峰。闭环内被誉为“全球 安全的地方”举

办这场“无与伦比的冬奥会”，体现中国人民的爱国情、

强国志、报国行。 

1.2  自信开放的精神风范 

自信开放，就是雍容大度、开放包容，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递深厚文化底蕴，

以大道至简彰显悠久文明理念，以热情好客展现中国

人民的真诚友善，以文明交流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相互

理解和友谊[1]。习近平总书记曾感慨：“70 后、80 后、

90 后、00 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

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3]

“平视世界”这一措辞表达了我们的自信开放，让人

备受鼓舞，它背后所蕴含的是新时代我们迎来从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 

首先，自信开放的基础是对历史和实力的准确认

知，也是对我们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在精神层面的一以

贯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中国取得举

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既是“四个自信”的历史与现实

依据，也是自信开放的底气。其次，自信开放是一种

基于平等和尊重的立场，它背后反映中国国际地位从

舞台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转变。《奥林匹克宪章》强调

“体育运动政治中立”原则。但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

西方国家将体育政治化，以“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奥运会应是人类团结和友谊的象征，而不是政治操弄

的舞台。国家无论大小，都应是平等和被尊重，更应

通过体育消除隔阂促进和平与对话。 后，自信开放

是一种理性与客观的反思，它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实

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常在奥运会奖牌榜名列前

茅甚至榜首等事实，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在体育文化

事业上正在不断缩小与世界强国的差距；另一方面，

也说明我们离其他世界强国仍有一定的差距。只有客

观反思不足才能找准中国自身的定位，保证不是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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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开放，而是理智的自信开放。 

自信开放同时体现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这意

味着在当代，中华传统文化依靠冬奥会这一物质载体

有新的诠释方式，体现中华文化与现代因素的结合。

在北京冬奥会中，以传统二十四节气倒计时起笔，以

天干地支十二时辰收尾展示中国的大国气质和文化底

蕴。以国宝熊猫为原型的吉祥物“冰墩墩”、以汉字“冬”

为主体书法形态的会徽和由“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理念设计的火炬“飞扬”，传递着中国文化符号、冰雪

运动及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融合。吉祥物中的“岁寒

三友”、开闭幕式中的“来是迎客松，送是折柳别”、

中国运动员护膝上的双龙、头盔上的长城、奥运村挂

灯笼贴福字等，都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的

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的友善好客。 

1.3  迎难而上的顽强意志 

迎难而上，就是苦干实干、坚韧不拔，保持知重

负重、直面挑战的昂扬斗志，百折不挠克服困难、战

胜风险，为胜利勇往直前[1]。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历

史长河中，中国人民虽然经历各种挫折，但从未低头

妥协，反而越挫越勇、越险越进。《庄子•秋水》中提

到“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

人之勇也”[4]，经典诗词蕴含中国人民不惧挑战迎难而

上的主动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相对和平的

发展期，迎难而上的顽强意志在体育竞技领域得到更

好彰显，它不仅体现在个人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

顽强拼搏精神上，更体现在中国敢于直面挑战，克服

困难，立志实现体育强国的斗志。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体育事业突飞猛进，摆脱以往的“跟跑”状态，加

入到与其他体育大国“并跑”的行列。新时代以来，

在体育强国建设的道路上，中国人民砥砺奋进。中国

现代冰雪项目起步晚、体系不健全，冬奥会体育项目

一直是我国的弱项。通过北京冬奥会契机，中国克服

重重困难，大幅度提升我国冰雪运动水平。 

迎难而上的顽强意志同时意味着要毫不妥协地坚

持创新以应对各种挑战。在新冠疫情横扫全球背景下，

冬奥建设秉持“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

也误不起”原则，以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克服各类难

题。例如，在延庆赛区建设中，建设者们克服“无路、

无水、无电、无信号”等困难，实现国内高山滑雪和

雪车雪橇国际高水平竞赛场地“零的突破”；又如在冬

奥赛场上，冰雪运动健儿披荆斩棘、突破自我、屡创

佳绩，中国 终位列奖牌榜第三，创下历史佳绩。 

1.4  追求卓越的奋斗品格 

追求卓越就是执着专注、一丝不苟，坚持 高标

准、 严要求，精心规划设计，精心雕琢打磨，精心

磨合演练，不断突破和创造奇迹[1]。奥林匹克运动在发

展中形成“卓越、尊重、友谊”的核心价值。北京冬

奥精神的“追求卓越”不仅与奥林匹克核心价值的“卓

越”在理念和目标上高度契合，也契合中华民族从古

至今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卓越的奋斗品格体现中华

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的结合，它不仅要求高标准，

更揭示了不断奋斗才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式。“卓越”

是奥林匹克新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

目标凝练。追求卓越是规定与超越的统一，在继承前

人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新条件进一步创新发

展。敬业精神、专业知识、严格标准和实践能力是追

求卓越的“四原色”。敬业精神是根本，专业知识是依

托，严格标准是关键，实践能力是保障。 

北京冬奥精神的卓越奋斗品格还体现为对各种不

利客观因素的克服。例如，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

制冰技术制造的冰面；采取一次性喷射浇筑成型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 1.9 km 赛道；国家速滑馆采用新型制冰

技术打造冬奥史上“ 快的冰”等多项全世界领先技

术为运动员提供场馆支持。正是在整个冬奥会举办过

程中都秉持追求卓越的信念，方能打造出一场载入史

册的奥运盛会。 

1.5  共创未来的价值追求 

共创未来就是协同联动、紧密携手，坚持“一起

向未来”和“更团结”相互呼应，面朝中国发展未来，

面向人类发展未来，向世界发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热情呼唤[1]。习近平总书记[5]指出：“自古以来，

奥林匹克运动承载着人类对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

追求。”“共创未来”是这一价值追求的精简表述。2021

年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在日本东京举行，通过历

史性决议，正式将“更团结”加入奥林匹克格言中，

体现共同体精神之于体育运动乃至于世界的重要性。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团结推动了我们通过体育让

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使命。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跑

得更快，追求卓越，变得更强。”[6]北京冬奥会的口号

“一起向未来”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的这一口号。“共

创未来”的精神价值不仅蕴含五环之下世界凝聚共识

共创未来的愿景，同时也是中国在诠释奥林匹克新格

言时所贡献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形

成各国共识的 大公约数，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价

值指南。共创未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宣言，

以人类利益共存、合作共赢为旨归，超越西方中心主

义和霸权主义，是解决全球性矛盾的应然之策，实现

人类共赢共享的历史必然。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所言：“当前，世界需要一届成功的冬奥会，向世人

发出明确信息，即任何国家、民族、宗教的人民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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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越分歧，实现团结与合作。”[7]通过北京冬奥会平

台，中国向世界人民传递团结协作的可能性、同舟共

济的必要性、守望相助的重要性，通过共善凝聚共识，

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2  北京冬奥精神的时代价值 
2.1  凝神聚气，加快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 

第一，北京冬奥精神在群众体育中的社会动员功

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放置前所未有的高度。2019 年国

家颁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以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实现全民健康和健康中国的理

念。北京冬奥会展现中华民族自信的形象和健康的精

神风貌，成为民族成员共在的集体记忆仪式。北京冬

奥会通过“符号互动—情境创设—仪式操演”机制实

现观念的建构以及契合时代的调适，从而推动主流观

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北京冬奥精神通过“符号提炼

—内涵阐释—交互联动”机制聚焦情感动员和价值动

员，激发国民运动的热情，增强大众的健康意识，对

全民健身起到重要的社会动员作用。尤其是在群众冰

雪运动方面，以冬奥赛事撬动大众运动参与，超越地

域的界限，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都激发了人民群众

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地方政府出台系列地方特色的

促进冰雪运动发展规划，例如《北京市体育设施专项

规划(2018—2035 年)》《吉林省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规

划(2021—2035 年)》等，大力推动群众性冰雪运动。

北京冬奥精神赋予后奥运时期人民群众参与体育健

身、改善体质、实现健康中国的新动能。 

第二，北京冬奥精神在竞技体育中的激励功能。

自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的发展经历体育救国、体

育强体、体育兴国、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的阶段。新

时代赋予了竞技体育新使命，也向其提出新要求。北

京冬奥精神有利于提升竞技体育水平，提振运动员信

心。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国的战略目标

是实现优势项目巩固扩大，潜优势项目突破发展，一

般项目水平提高，新增项目有所表现[8]。北京冬奥精神

中的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精神，激励运动员挑战极限、

超越自我，以昂扬的姿态面对困难和挑战。我国在竞

技比赛中对优势项目保持一流水平，提升短板项目的

综合水平，在许多项目中也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的突破。 

第三，北京冬奥精神在体育教育中具有引导功能。

体育是一种社会制度，它向体育参与者传递某种社会

价值观，维持社会的秩序[9]。北京冬奥精神为体育教育

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极具教育价值。通过挖掘北京冬

奥会中项目特色、组织文化和运动员事例，讲述体育

运动中的团队协同重要性，培养团队精神；讲述竞技

体育的对抗性与竞争性，培养奋斗精神；讲述规范性

与公平性，培养规矩意识；讲述体育文化的传承性，

培养中华体育精神。席勒曾指出：“只有人当竞技是游戏

时，他才是人， 终实现竞技体育生命本体的重塑。”[10]

北京冬奥精神的价值引导功能在于，北京冬奥精神传

递健康积极体育价值观，呼吁摒弃金牌至上论。金牌

至上论是价值取向外在化、功利化的表现，冲击奥林

匹克运动的理念和目标。竞技体育追求挑战极限、突

破自我，竞技体育的目标从单向度的为国争光拓宽多

向度的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和带动体育产业发展等，从

单纯追求技战术水平提升转变为综合竞争力提升。北

京冬奥精神为受教育者树立健康科学人文观、价值观

提供引导。 

2.2  新时代中国精神的诠释，助推民族复兴伟业 

第一，北京冬奥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时代彰显。习

近平总书记[11]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北京冬奥精神的生成是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

果，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是中国精神的生动

诠释。精神的展现和实践推进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北京冬奥会举办，明确

四大办奥理念和三大办奥目标，在全面研判国内外疫

情形势下作出“顺利举办即成功”的科学判断。北京

冬奥会的成功实践培育北京冬奥精神，全国人民高度

自觉把个人利益和国家荣辱融为一体，党心、民心空

前凝聚，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北京

冬奥精神与中国精神谱系中的其他精神一同构筑实现

中国梦的磅礴精神力量。北京冬奥精神的时代意义还

在于，在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际，它的

提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支撑。

从民族文化发展史角度看，北京冬奥会的实践是中华

民族的集体记忆，在共有的历史场景下构筑理解中国

精神的集体框架。北京冬奥精神将多元主体凝聚，形

成价值共识，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助力实现

民族复兴。 

第二，北京冬奥精神是“四个自信”的现实确证。

在疫情横扫全球的背景下，如期安全举办北京冬奥会

凸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性和中国的制度优势。首

先，北京冬奥精神彰显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党和人民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并在艰苦奋斗历程中选择的道路。我们应

对疫情考验、如期举办北京冬奥会的底气就在于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积累而来的坚实经济

基础、科技创新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等。其次，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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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精神诠释理论自信。从北京冬奥精神生成逻辑的

角度看，领导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参与主体是人民群

众，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是北京冬奥精

神的源头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其鲜明特点就是人民性。

北京冬奥会体现的“以运动员为中心”等价值观念正

是人民性的体现。再次，北京冬奥精神展现中国制度

自信。“中国之治”基于“中国制度”。在北京冬奥会

筹备、举办过程中，彰显了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全国

上下一盘棋的治理优势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皆是“中国之治”的生动实践。科学规划、严格

要求、如期完成，奥运场馆建设展现中国基建能力。

积极动员、周密部署、精准防控，疫情防控得力是“中

国防疫方案”缩影。 后，北京冬奥精神激发中国文

化自信。北京冬奥会的实践升华了伟大民族精神，增

强文化自觉与自信。北京冬奥精神也体现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强大生命力，使世界感受中华

文化的魅力。例如把冬奥元素和中华文化融入“雪如

意”“雪飞天”等新建比赛场馆，把现代建筑和中华文

化审美结合，向世界传达中国精神气质，体现中国走

向世界的从容自信。 

2.3  彰显大国担当和大国道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北京冬奥精神是奥林匹克格言的新时代阐

释。顾拜旦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初衷，是将世

界各国定期聚集在一起，通过一套共同的符号、仪式

和神话，把奥运竞技场当做战争的替代品，劝诫和呼

吁各国通过相互理解和建立友谊寻求解决冲突的机

会。奥林匹克运动起到勾连不同空间场域的重要作用，

体育的无国界性使得各个国家通过身体展演进行交流

乃至合作[12]。北京冬奥精神的“共创未来”，正是体现

了“和合共生”的本质、“共商共建”的路径和“共享

发展”的旨归，回应奥林匹克“更团结”的精神诉求，

以体育之名激励全球各国团结应对共同危机。 

第二，北京冬奥精神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倡导自主平等参与建设

的程序正义，又体现正义公平的价值目标，是对传统

的“中心-边缘”国际秩序的解构和“向心-在场”新

结构的建构。“共创未来”是我国全球共同困境的反思，

是对世界历史趋向的构思。“共创未来”呼吁多元共治

与合作共赢。当前世界，逆全球化浪潮来袭、博弈冷

战思维重启，此起彼伏的危机表明全球治理体系片面

失序。“共创未来”超越单一治理的霸权主义，树立新

型国家利益观。“共创未来”蕴含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

亲仁善邻的历史传承、同舟共济的传统智慧、平等均

衡的和谐理念，力求多元共生、包容共进，以交流超

越冲突，以共商共建取代藩篱隔阂，实现发展成果全

球共享。 

第三，北京冬奥精神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形象展示，

也是国际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精神名片。体育故事具有

区别于其他中国故事的独特性，一方面，体育在政治、

文化和外交功能上的叙事优越性，使其为解决跨国传

播中的叙事错位问题提供可能；另一方面，体育活动

尤其是国际体育赛事本身即可构成对外传播行为。传

播中华体育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突显了奥

运会的叙事优越性，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认同中国，打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凝练

和宣传北京冬奥精神，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

话语权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 

 

3  新时代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的实践要求 
3.1  深入研究和阐释北京冬奥精神 

一是要阐发北京冬奥精神的理论逻辑。我们要深

入挖掘北京冬奥精神的具体内涵及其理论基础。北京

冬奥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耦合的产物。二是要阐发北京冬奥精神的历史

逻辑。北京冬奥精神的生成，源于历史的积淀，展现

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主动。从体育救国到体育兴国，从

体育报国到体育强国，近现代中国的体育史与中国的

近现代史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探索史本质相连，这为北

京冬奥精神生成提供历史依据。三是阐发北京冬奥精

神的现实逻辑。北京冬奥精神是根植实践、顺应时代

的产物。北京冬奥精神是我国体育事业探索的精神升

华，也是我国体育精神的新时代表达。我国开启冰雪

运动、冰雪产业蓬勃发展、冰雪竞技水平提升、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北京冬奥会的如期顺利举行，这些重

要实践生成北京冬奥精神。 

3.2  积极塑造北京冬奥精神的文化环境 

一是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文化建设。一方面，将

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城市文化建设，冬奥文化设施增添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例如，建设一批冬奥社区“北京

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等；

另一方面，打造文化 IP，增强文化认同。北京冬奥吉

祥物、奖牌等一系列冬奥形象标识，将奥林匹克文化

和中华传统文化有机融合，成为国家形象传达与建构

优路径，突破固有认知圈层，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认

同与共情。  

二是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学校教育。结合青少年

群体的思想动态和实际需求，合理选摘培养大局意识、

厚植爱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容，将北京冬奥精



 
第 1 期 赵麑，等：内涵•价值•实践：把握北京冬奥精神的三重维度 19  

 

神放入教学素材中。把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到课程思政

和思政类课程中，形成协同效应。通过第二课堂的主

题班会、仪式活动等使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学生日常生

活，把理论讲授与实践教育有机结合。 

三是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日常生活。政府可通过

举办主题突出、导向鲜明、内容丰富的展览，为弘扬

北京冬奥精神提供平台和营造氛围，让民众从中汲取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养分。加强北京冬奥会先进典型事

迹在社会上的宣传力度，推动北京冬奥精神教育进机

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把抽象的形而上精神

转化为通俗化、形象化的日常经验。 

3.3  完善北京冬奥精神的传播策略 

一是优化宣教方式，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对先进

典型要坚持“宏大叙事”和“微观讲故事”结合，既

展示先进模范榜样形象，同时又要考虑其普通人的身

份，不能一味拔高和夸大。发挥文艺作品涵养化人的

功能，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探寻北京冬奥会背后的故

事，创作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的文艺精品。在国际传播

方面，在保持独立性和民族特色基础上，尊重文化差

异，了解和把握国外受众的习惯，结合国际传播的优

秀案例，树立全球视野，将叙事话语体系灵活化，让

世界愿意听、听得懂中国故事。 

二是善用全媒体，提升北京冬奥精神传播力。数

字时代的传播形态不断迭代与创新，让北京冬奥精神

的传播更具目的性和主动性。利用新媒体的特点和优

势，解决好受众层级分类不清晰、宣传素材不聚焦、

宣传故事不灵动等问题。借助媒介融合的优势，充分

挖掘北京冬奥精神内涵，提供高质量和权威内容；关

注受众需求，实现推送精准化，增强对北京冬奥精神

的价值认同；基于统筹多元化表述方式创新传播方式，

革新表达方式和传播模式，使主题报道更加立体生动，

增强可读性，实现传播效果 大化。 

  

北京冬奥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

推进奥林匹克事业的精神凝练，也是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表达，是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对中华体育精神的

新阐发，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价值。相比其

他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时代性、

人民性和世界意义。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

关键时期，北京冬奥精神更加坚定广大人民群众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信心。北京冬奥精神通过带动冰雪运动和共享

冬奥遗产，增强人民体质，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

办？”的世界之问，北京冬奥精神给出了“共创未来”

的中国回答。北京冬奥精神是中国申奥、办奥实践的

抽象概括和集中反映，把握其内涵要义、理解其时代

价值的基础上，更要将其赓续发展与弘扬传承，助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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