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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建设体育强国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无论是助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增容体育强国建设的人民性，汇聚建设体育强国的中国力量，凝练建设体育强国

的中国智慧，还是坚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建设体育强国过

程中，把握时代脉络，解决实际问题。发挥党领导建设体育强国的强大优势，以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为中国体育发展目标，夯实中国特色体育之路，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建设体育强

国内涵等是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建设体育强国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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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value implication practice path on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sporting 

state guided b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hether it is to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increase the popular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sporting state, to gather the Chinese strength to build a 

leading sporting state, to condense the Chinese wisdom of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ing state, or adhering to the value 

posit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is to grasp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with a leading sporting state guided b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practice path of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sporting state guided b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ay include as follow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trong advantages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ing state; with the people's aspiration for a better life as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Chinese sports to consolidate 

the path of spo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ing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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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

途径”[1]。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既擘画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又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不仅丰富了建设体

育强国价值意蕴也拓展了建设体育强国的实践路径，

为中国体育树立了成为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

志性事业的里程碑，把建成体育强国融入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13 届全国运

动会上明确指出体育是国家强盛的重要载体。特别强

调要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步伐，进一步助推体育在我国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大国外交等领

域做出独特的价值贡献，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中国式现

代化引领建设体育强国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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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建设体育强国的价值意蕴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伟大事业的中心任务”[2]。

建设体育强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伟大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是把中国社会主义

特色与本质融为一体的现代化，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凝聚磅礴伟力的现代化。中国体育承担着助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使命，必然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

建设体育强国中打上浓厚的价值意蕴烙印。 

1.1  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的体育运动是大众的，我们要将体育运动

变成广大人民每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毛泽

东于 1952 年 6 月 10 日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

民体质”；又提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

好要求”[4]。“通过普及体育运动进而提高全民族健康，

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体育事业发展及国家社会经济发

展和国防建设的关键”[5]。在中华民族步入富起来的征

程时，中国体育就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履行通过

普及体育运动进而提高全民族健康的使命与担当。 

1983 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确立了“普遍加

强人民体质，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积极建设精神

文明，以实现 20 世纪末建成世界体育强国的目标”[6]。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于 1983 年 9 月在上海出席第

5 届全运会开幕式时就曾诚挚建议，中国已是一个体

育大国，应该派出一支强大的队伍参加明年奥运会[7]。

萨马兰奇热切希望已是体育大国的中国能够在第 23

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崭露头角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做出

贡献。中国体育代表团没有辜负萨马兰奇的期望，以

夺取 15 金、8 银、9 铜的优异成绩既为著名的“奥运

三问”的第二问“中国何时能够派支队伍参加奥运会”

提交了圆满的答卷，而且为中国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进入新时代的 201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精准分

析了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论述[8]。体育支撑着走好中国

道路、体育弘扬着中国精神、体育还能凝聚中国力量，

体育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责无旁贷。北京承办奥

运会两次赢得无与伦比的赞誉既为建成体育强国增添

了信心，也为助推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动力。“到本世

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9]成为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显著的战略目

标。与此相适应的是，建成体育强国不仅作为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要成为在构

建世界命运共同体中向全球讲述中国体育故事、展示

中国体育方案、贡献中国体育智慧的重要标识。 

1.2  增容建设体育强国的人民性 

中国体育能够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业，在于建设体育强国在助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彰显了浓郁的时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扩容建设体育强国的人民性，建设体育

强国为了人民，建成体育强国力量源自人民，建设体

育强国成果要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引领擦亮了中国体育

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时促进中国人民

强壮筋皮骨、提振精气神的鲜明底色。中国体育一嵌

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轨道，就开始了转变体育功利性为

体育的人民性，中国体育的发展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同频共振，把体育充盈民生、把强壮装点美丽、

把健康滋养幸福的理念来影响、动员与感召亿万人民

群众积极投身于强身健体运动，汇聚建设体育强国的

强大动力。“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体质、愉悦身心、

交流感情、激励精神、丰富生活、全面发展等方面的

需求”[10]。引领建设体育强国要树立“大体育”理念，

以实现体育工作全地域覆盖来检验体育强国建设的广

度、以全周期服务来检验其长度、以全社会参与来检

验其深度、以全球化合作来检验其高度、以全人群共

享来检验其温度，以能否确实做到构建、组织和发展

群众身边的体育组织、体育设施、体育活动、体育赛

事、体育指导、体育文化来检验体育强国建设增强人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可信度。截止到 2020 年底有 5

亿多中国人进入了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行列，能够参

与冰雪运动者达到 3.46 亿人；从 2012 到 2021 年，中

国体育健儿不仅勇夺 986 个世界冠军，还创造了 127

次世界纪录；截至 2022 年 12 月 7 日中国体育彩票销

售累积 2 446.243 亿元，筹集公益金 595.66 亿元[11]。

2021 年底，全国有田径场地 18.92 万个，场地面积 10.01

亿平方米；全国游泳场地 3.25 万个，场地面积 0.74

亿平方米；全国球类运动场地 248.10 万个，全国冰雪

运动场地 2 261 个，场地面积 0.77 亿平方米，滑雪场

数量达到 800 座，雪道面积达到 1 亿平方米，雪道长

度达到 3 500 千米[12]。以上罗列的体育事业发展的真实

数据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增容体育强国建设

的人民性所取得的成效。 

1.3  汇聚建设体育强国的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汇聚建设体育强国中国力量的

显著特征，就是坚持不懈运用科学的体育理论培育人、

营造正确的体育舆论指引人、凝练高尚的体育精神鞭

策人、弘扬优秀的体育文化激励人。旨在有利于培养

和造就一代又一代理想远大、情操高尚、文化优秀、

纪律过硬的优秀人才，而且在建设体育强国中发挥强

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来凝聚中国力量。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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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时，要“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大力弘扬新时

代的女排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发

展的精神动力”[13]。一是在国家层面体现的价值指引

就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根本，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既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导航仪，更蕴含着建设体育强国

的价值理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建设体育强国、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体育强国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选择。

二是在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念是

建设体育强国的保障。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建设

体育强国维护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树立了风向标。“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更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保

障，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生动实践。

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引领建设体育强国推动社

会自由和平等目标的实现，又努力维护和保障社会公

平正义的局面。三是要夯实建设体育强国的社会基础，

就要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引领与促成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在全体公民中崇尚爱国、提倡敬业、坚持诚

信、弘扬友善更是建设体育强国个人层面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引导建设体育强国要弘扬爱党报

国、敬业奉献的民族精神，更要求形成诚实守信、友

善待人的道德规范。 

1.4  凝练建设体育强国的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

科学理论体系，更能为引领凝练建设体育强国的中国

智慧提供广阔的时空间。“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体育强国，必须坚定指向，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体育强国之路”[14]。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充分凝练

好建设体育强国的中国智慧，就能够铺平走实建设体

育强国之路。凝练中国体育智慧必然把发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坚持独立自主建设体育强国的

实践无缝对接，必然增容与拓展建设体育强国的理论

和实践内涵，必然在弘扬与传承中华体育精神中形成

建设体育强国的特色，必然把建设体育强国成果融入

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精准拓展中国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路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融入中

国体育智慧，不仅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

体育领域复杂敏感形势和环境的必然选择，更是走好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的体育强国之路的必然要求；把

中国式现代化的 5 大特征融入中国体育智慧，就能够

优化和设计出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应对人口规模巨大而

站稳全地域覆盖、全社会参与、全生命周期的制高点；

要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就会抓牢全人群共享的生命线；

要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就会充分挖掘体

育强壮筋皮骨提振精气神的功能；要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就会坚固热爱生命、保护自然的理念；要真

正助力世界和平，就会脚踏实地促进全球化合作。只有

中国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和总结才能给出最佳方案[15]。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国体育把前途与命运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任何体育组织封堵

与打压都没有撼动中国体育独立自主的理念，都没能

阻止中国体育由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脚步。3 届亚运

会、夏冬“双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都表现出了中国

人“敢想敢干”的独立自主精神能够转化成为“能干

会干”的体育事业改革能力[16]。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引

领下中国体育既坚持独立自主又持续改革创新，“举国

体制”“奥运争光”“全民健身”“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等制度充盈着中国体育智慧。 

1.5  坚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 

中国体育走向世界之时，就体现了中国人民与世

界人民命运与共、携手同行的初心使命，本着以体育

文明交流超越体育文明隔阂、以体育文明互鉴超越体

育文明冲突、以体育文明共存超越体育文明优越，以

便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当西方敌对势力

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和实施各种各样的封锁

时，“取得以‘新兴力量运动会’‘乒乓外交’为标志

的巨大成功，为新中国在全世界的‘可见度’作出了

贡献，成为中国发展的‘鲜亮名片”[17]。从新中国成

立到 1983 年，中国先后向 88 个国家派出教练员和工

作人员 870 多人次，帮助这些国家开展体育活动，提

高运动技术水平[18]，体现出尽管国力薄弱、体育综合

实力单薄的中国人民还念兹在兹与全世界人民同向同

行。党的十八大以后，“为了以体育作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践行着元首体

育外交，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体育途径”[19]。

中国体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踩着中国式现代化的

鼓点，在建设体育强国的征程上坚持全球站位和开拓

全球视野，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引

领下，中国体育在构建体育外交新格局中不断打开新

局面，在与全世界的体育合作中融入中国精神，在助

推全世界体育发展中发挥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体育强国建设的价值意蕴体现

在，无论是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容体育强国建

设的人民性，汇聚建设体育强国的中国力量，凝练建

设体育强国的中国智慧，还是坚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价值立场，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建设体育强国

过程中，把握时代脉络，解决实际问题，不仅能够弘扬

和践行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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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还能够凝聚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2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建设体育强国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建设体育强国的实践路径，其

立足点建立在强化中国特色体育的建设来丰富完善建

设体育强国的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开辟出既

要走好又能走实的独特实践路径。 

2.1  发挥党领导建设体育强国的强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

论，领导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更是建设体育强国

取得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与核心力量。发挥好党领导

建设体育强国的强大优势，就要全面加强党对体育工

作的领导，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牢牢掌握建设

体育强国的主动权，既为建设体育强国创造高质量发

展的物质条件，也能激发中国人民积极参与建设体育

强国的精神主动。发挥好党领导建设体育强国的强大

优势，首先要以历史主动精神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牢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20]157。发挥

党领导建设体育强国的强大优势，就要以历史主动精

神贯彻落实好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建设体育强国的

战略目标、实施步骤，抓住和利用好稍纵即逝的历史

机遇，是建设体育强国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选择。打

好“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

问题”[21]的基本功。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建设体育强

国的制度体系，明确和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规则体系，

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中全面强化党的

领导，织密筑牢建设体育强国的制度框架 

2.2  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体育发展目标 

“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

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2]。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建设

体育强国之所以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因为

“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

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23]。建设体育强国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中

人民主体的根本立场。建设体育强国的成功、认识的

飞跃与实践的创造都离不开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

和智慧力量。遵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原则，

党和政府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建设体育强国主体活力，

培育人民群众建设体育强国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群

众化解建设体育强国中的各种矛盾，借助人民群众的

磅礴伟力破解建设体育强国中的难点、打通堵点，推

动体育强国建设走稳、走实、走好。以历史主动精神

推动体育强国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亿万人民。

人民既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实践主体，更是建设体育强

国成就的共享主体。实现人民共享，让人民群众成为

建设体育强国的最大受益者。还要让人民群众作为评

判主体，因为建设体育强国成效如何，只能靠人民来

检验，建设体育强国这张答卷，只能由人民来评阅。

“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

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24]。

建设体育强国也应受人民监督，确保以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为中国体育发展目标的实现。 

2.3  夯实中国特色体育之路 

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扎根中国大地引领建设体

育强国的实践路径，在充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努力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基础上，寻找拓展中国

体育现代化的正确路径。走好建设体育强国之路，就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必然拓展和夯实中国特

色体育之路，才能使建设体育强国面临的新难题迎刃

而解，才能以提升创新能力来破解制约我国体育事业

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环节，才能为提高体育创新能力提

供更广阔的时空间，而且拓展到能够脚踏实地解决中

国体育发展难持续与不平衡、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及

时和不充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建设难以满足发展需

要、体育产业如何解决提质增效、体育法治建设如何

实现规范有序、弘扬体育文化如何突出中国特色、体

育信息化建设能够实现普惠便捷等问题，以及健全完

善体育工作要谋划计全地域覆盖、要体现全周期服务、

要引导全社会参与、要加强全球化合作、要实现全人

群共享的机制落地落实等事关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等

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建设体育强国的实践路径要

真正变成坦途，唯一的指向是实现中国体育的高质量

发展。不仅要打破限制体育发展的惯性，更要拆除限

制体育发展的藩篱，与建设体育强国相匹配的创新能

力的提升，最显著的标志是实现中国体育高质量的发

展，挖掘提升体育改革创新的潜力动力，不仅认清中

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形势、营造新

环境、明确新任务、提出新要求，紧紧盯住问题导向，

在补短板强弱项中不断创新体育发展理念、调适发展

模式、掌控发展速度、积蓄发展成果，使中国体育高

质量发展成为在建设体育强国中彰显更足的创新性、

更强的标识性，真正把全民健身做实、把竞技体育做

强、把体育产业做大、把体育文化做优、把体育对外

交流做特。 

2.4  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建设体育强国内涵 

中国人民不仅放眼世界而且胸怀天下，始终主张

世界各国人民都应持有现代化的“入场券”。从 1917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在研究体育时全面深刻剖析了体育

的内涵，到新中国成立后就制定出“发展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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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方针，再到 2015 年 1 月 14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告诉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

迈德亲王“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对人类的贡

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为中国体育赋能谱写了人

的体育、人民的体育、人类的体育的“三部曲”。事实

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越宏伟，中国体育越发达，

中国人民全面发展的前景越远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22]十八大以来，中国体育已经承担了中国对外交往的

重要手段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务活动和不同的重要场合宣传体

育功能，在元首外交中为中国体育赋能，拓展了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的体育途径。“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
[20]475。中国体育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能够为

全球提供正确的理念指引，更能示范实际的践行。两

次荣获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与冬奥会，不仅营造和

平的氛围、带动发展的脚步、弘扬公平正义，而且示

范真正的民主与自由，真正彰显作为负责任大国中的

体育对全人类的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体育强国建

设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潜力无限、前途无量。 

 

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建设体育强国的价值意蕴

与实践路径，旨在建设体育强国初心弥坚、使命如磐。

发展群众体育真正成为建设体育强国的根，使其根深

叶茂；发展竞技体育真正成为建设体育强国的本，使

其本固枝荣；发展体育产业真正成为建设体育强国的

源，使其源远流长；发展体育文化真正成为建设体育

强国的魂，使其凝魂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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