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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体育的现实与体育社会学的共生共长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体育的出现是促使中华文

化发生巨变的一股重要的动力，无论它的规模、持续

时间，还是社会吸引力、影响力，都是其他任何一项

文化活动无可比拟的。 

在当代中国体育发生发展过程中，体育社会学起

到了重要理论建设作用。比如在全民健身领域，我们

可以看到一条鲜明的逻辑线：当统治我国群众体育近

30 年的单位所有制退出时，社区体育的研究为这一转

化提供了理论空间；当社区体育在寻找组织依托时，

体育社团理论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当全民健身进入家

庭生活时，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及时地提出了体育生活

化的概念；当全民健身深度发展阶段需要确认政府在

其中地位时，公共产品与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的介入为

此提出了充分的依据；当中产阶层大量涌入全民健身

时，体育消费与体育产业的理论就成为一门显学……

总之，近 30 年来全民健身之所以获得良性发展，理论

与实践的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此外，体育社会学对推动中国竞技体育、体育产

业的发展以及体育改革也不遗余力。尽管这场改革至

今还很不彻底，固有的体育管理体制还没有将全国各

行各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只是借用“举国”一词掩

盖了由政府管、政府办的实质，但在这场改革中体育

社会学工作者是尽了力的，对中国体育改革多方发声，

提出了各种方案与建议。 

 

2  几个值得重视的新概念 
1)休闲地位的提升。 

休闲观念在中国社会上的普遍承认与确立具有民

族文化突破性的意义。人们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动机

不同，面对生老病死，追求身体健康的压力而不得不

进入体育的，是消极、被动的；而出于休闲娱乐的动

机，则是积极、主动的，是可以吸引容纳更多社会成

员的，这使得全民健身变得更加富有生机、得生动活

泼，也更容易与体育产业结合。必须认识到休闲是全

民健身文化的核心，并把休闲“嫁接”进全民健身之

中，让它成为推动全民健身发展的一种文化动力。 

2)运动受到重视。 

运动在全民健身领域受到重视，一方面源于全民

健身参与者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民健身为历

史上未经历完整体育教育的民众补课的任务即将完

成，大量年轻人已进入了全民健身。另一方面说明固

有的健身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体育需要，人们需

要参与有氧运动、球类运动、极限运动、拓展运动、

水上运动、冰雪运动、户外活动等运动项目中得到更

有效的锻炼与更多方面的心理满足。 

运动不同于一般定位的、功操拳为主的健身活动，

它必须要有大肌肉群、大关节参与；它必须要有足够

的运动负荷，能对人体的身心产生剧烈的刺激；并且

它已经具有人们公认的文化形态，有自己项目的训练

与竞赛方法；并有自己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记载。运动

的理论与实践在全民健身中的迅速扩张，不仅具有体

育方法方面的意义，更具有文化进步的价值。 

3)活力城市凸显出来。 

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长、文化的活跃、社会的

发展，都有可能改变城市的面貌，提升城市的活力。

有一种新的认识正在成为共识，就是体育对城市活力

的影响不容忽视，体育发展的重心已转移到城市。 

在活力城市中，内涵丰富的体育公园、容量极大

的体育城、智能化程度很高的健身跑道、多种多样的

运动项目与赛事，将越来越多的人们吸引过来、集合

起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共同的标识、共同的信

念，就是体育让生活更美好，体育让城市更充满活力。 

4)体育认同将在中国落地。 

近年来，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体育认同的研究日

益兴盛。体育认同的研究，在语言系统上，已超越了

早期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自我概念，强调体育认同的

社会意义；在学科上，日渐融合社会学和文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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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主题，从阶层、种族和宗教认同拓展到体育参

与的女性主义、男性气概、体育的国家认同和体育参

与的阶层认同；其研究的方法论上，强调体育认同的

过程性与主观性体验。 

 

3  中国体育未来趋势的预估 
可以预料的是，未来中国体育将进入一个转型期。

经过了 3 年疫情的沉寂，即将出现报复性的繁荣，特

别是贵州村超、村 BA 的出现，我们更预感到了这一

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经历了多年量的积累、质的提

升，中国体育的本土精神与大众体育的国际潮流将得

到充分融合，这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为基调，以亿万民众平等参与为追求，以城

市规模为基本单位，以体育改革为前提，以智能化、

大数据为支撑的新时代体育，必将造福于千家万户，

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据一席之地。 

未来的全民健身将以全面提升民族的体育素养为

基本任务。体育素养，将与文明素养、教育素养、科

学素养一样成为衡量人口的体育品质的尺度，表现在

如下方面：其观念层面，指的是人们乐于接受良好的

生命观、健康观、运动观、休闲观、社团观，将其纳

入人生观；其体育参与层面，指的是人们将以积极主

动体育参与作为获取健康的一种手段，并作为社会参

与的一种形式，为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准备；其知识

技能层面，指的是人们努力掌握多种运动知识和技能，

将其看作是传承下来的体育文化知识与促进自身发展

的必备技能；其道德规范层面，指的是人们自觉接受

游戏规则、体育规则、体育道德的约束，将其作为进

入公平社会的一种准则，人们将十分珍视给自己带来

的健康、休闲与快乐的体育运动，悉心保护并不断扩

大这种公民权利。 

未来中国体育的发展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看

到科学技术的变革正在主宰人们生活方式的再次转

型。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科技革命，如互联网的

普及、平台经济的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广泛运

用，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由于过度技术导向

使得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提供肌肉能量的机会越来越

少，于是流行病、运动不足、灰色健康、手机控等现

象日益成为社会问题。未来体育不得不再次面对生活

方式快速剧烈变革造成的巨大社会问题。 

城市化的发展助推了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壮大。这

一变化促使全社会的富裕程度在迅速提升，人们的工

作方式、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产阶层受

教育程度较高，对体育参与和体育消费的认同度也高

于其他人群，他们不仅是未来全民健身的主力人群，

也是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关注人群。随着体育文化逐

步融入城市的消费文化，越来越多的体育参与者将以

观赏性体育和体验性体育来改变传统体育消费文化的

观念与行为。 

中国未来人口的总趋势是先增后降。在这一结构

变化中，人口老龄化让人触目惊心，整个社会变老的

趋势，一方面会更加强烈地依赖于体育、求助于体育，

试图用体育接替昂贵的老年医疗费用；而另一方面它

降低了社会的活力，放慢了生活的节奏，提高了生活

成本，包括体育成本。 

此外，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

抑郁病患者的快速增长，且低龄化，都需要体育的介

入求得解决。 

这场新冠疫情的流行肆虐引发了全世界亿万人对

过去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社会发展的

长考，以及对人生观、价值观与发展观的反思：结论

之一是体育运动将占据更高的社会文化地位。这也向

体育社会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现象的过去需要它

去总结，体育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需要它去发现，

体育前进过程中迸发出的新概念需要它去提炼，体育

的未来需要它去预测。 

不难看到，未来的体育社会学肩上的负担将是沉

重的，也是光荣的。 

（该文是作者在 2023 年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

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主题报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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