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止到 2020年 3月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席

卷了全球 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人感染，对世界

经济与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世界卫生组织

（WHO）已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构成一次全

球性“大流行（pandemic）”。此次疫情期间采取的联防

联控机制，既表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中

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

大战略意义，也表明我们在推进包括公共卫生治理在

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仍然有不少短板，如风险防

控理念出现偏差，预警机制不灵敏。通过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事件使我们发现了系列治理短板与不足，如主

体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权责不平衡，公共卫生和疾病防

控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等［1］。体育作为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更是国家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的一部分，理性认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

露出的体育治理问题，认真反思总结新冠肺炎疫情治

理中的经验教训，不仅能使我国的体育治理体系与能

力获得整体性的改进，还能加快实现体育治理的现代

化进程，从而满足推进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现实需

要，顺应国际体育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所提出的时代

要求。

1 新冠肺炎疫情下当前体育治理存在的缺陷

“疫情”严重地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给包括体育在

内的服务行业带来了不利影响，如环意、法网、F1、
NBA、五大联赛等国际赛事相继延期或取消，使各职业

赛事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开始大规模的裁员与降

薪，全球瞩目的 2020年东京奥运会被推迟到 2021年
（不迟于夏天），成为了奥运史上第一次延期举办的奥

运会，这些都将影响到体育世界的蓝图。对于国内体

育行业，除了 2019年度上半年体育赛事的取消或延期

外，2021年国内举办的各国际赛事受到奥运会延期举

办的虹吸效应冲击，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备战工作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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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众多体育培训、体育健身企业陷入破产倒闭等。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体育乃至全球体育市场带

来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在学校体育、群众体

育、竞技体育等治理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1.1 学校体育治理层面：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脱节

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终生体育

基础阶段，其新目标是“让学生形成体育锻炼的良好

习惯”的达成方面，但在“工具至上”“技术至上”的理

念下，学校体育远离生活，竞技项目得以推崇，学校之

间体育办学水平与质量的考核指标与标准固化于各

体育比赛的成绩，忽略了学生多元化的体育需求与参

与主体的创造性，同时，体育教师的基本权益与发展

得不到保障，致使体育课堂的课程设置过度模式化［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校“停学不停课”的要求使

体育课程须在没有足够器材和场地、人员的居家的

小环境里进行。表面上是对体育教师教学能力的考

验，实际上是对学校体育治理效果的一次检验与大

考。体育教师虽可通过直播平台开展体育教学，但

学生的课堂运动反应却不尽人意，有的学生躺着看

体育老师一个人在视频前各种动作自己却无动于

衷，有的学生总是无法掌握动作的基本要领等。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作为引导，缺乏直接面对

面的管束后，体育教师再好的示范也无法提高学生

体育运动基本能力。2018年教师节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帮助

学生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这成为学校体育治理行动的指导思想之

一。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暴露出在学校体育治理过

程中，治理主体单一，仍是重政策制定而轻落实，与

家庭体育教育严重脱节，治理效果不佳；对学校体育

主体需求重视不够，“学校—教师—学生需求”为中

心的理念被忽略。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若无法

让学校体育从关注运动转为体育教育，不真正回归

于生活世界；或是无法将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相连

接，吸收更多治理主体的力量，新时代学校体育的价

值与担当将无法实现。

1.2 群众体育治理层面：体医融合建设任重道远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是对我国治理体

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全体国民免疫力的一次

检验，而“人民体质”是人民群众免疫力的坚实基础和

根本保障，可以说“人民体质”就是免疫力［3］。早在

1956年毛泽东就谈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人民群众是作为体育的主人，而增强人民身体素

质是发展体育的基本目标，因而，群众身心健康是发

展体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经过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群众体育已得到

了一定发展，但当前“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渐趋多

元的体育需求与体育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仍是

群众体育发展问题的集中表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至今，每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而不得不采取隔离防疫

措施，此时追求健康也就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

求。在传统的健康观中，“无病即健康”，而现代人的

健康观是“整体健康”，即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不仅是

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

有道德”。84岁的抗疫战士钟南山院士能继续站在抗

疫前线就与他喜爱运动的习惯不无关系，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后，他不止一次地公开他的运动观和日常的运

动生活，坦言自己几十年从来都没有停止锻炼，也号

召大家也能养成经常运动的好习惯。

群众治理作为国家体育治理现代化重要组成部

分，当前任务就是解决群众体育主要矛盾。过去的群

众体育治理过程中，过度关注体育运动与项目本身，

却忽略了体育之于健康的基本功能，仅依靠政府单一

主体和行政指令的治理方式，忽略全民健身与全民健

康深度融合，不能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群众体育治理积

极性和有效性。新冠肺炎疫情将“体医融合”推到新

的高度，不仅对群众体育提出新的发展任务，即让体

育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保障公

民体育权益［4］，也为提升群众体育治理能力提供了新

的路径。

1.3 竞技体育治理层面：关注竞技本质与本真

开展竞技体育活动就意味着大量公众的聚集，而

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最有效的措施却是自我隔离，人与

人保持1.5 m以上的安全距离，这使全球竞技体育领域

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无论是国际型赛事还是各国的

国内本土职业赛事被迫取消或延期，在世界各国、各地

区全力抗击疫情的主题下，及时暂停和延期举行比赛

是竞技体育对世界各国、各地区抗击疫情努力的有力

支持和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世界体坛把运动员的健康

和安全放在首位的重要理念。其中原计划今夏举办的

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经过权衡多方因素后，延期至

2021年举行，沿用“2020年东京奥运会”名称，作为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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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第一次延期举办的奥运会，这直接打破了国际

奥委会的“最高宪法”——《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

四年为一个奥运周期，奥运会必须在奥运周期的第一

年举办。奥林匹克发展史上曾不止一次地经历过传染

病、战争以及恐怖主义带来的遗憾，而延期举办2020年
东京奥运会此举直接把 1000多年的古奥运会传统和

100多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规则直接打破，这是竞技体育

对政治权利和商业利益的追逐和彻底妥协［5］。诚然，商

业运营让奥林匹克运动起死回生且得到巨大的经济回

报，但百年奥林匹克作为竞争体育的最神圣存在，由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来建立它的依托，奥林匹克文

化的全球影响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异曲同工之

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方式多样、渠道通畅、持续不断

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交汇，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格局，求同存异，创造出一个永续的和平与发展的

美好世界［6］。原本大部分国际体育赛事都已在2020年
避让奥运会，但如今奥运推迟举办会对世界其他体育

赛事的会产生较大影响，比如明年中国的全运会、世大

会，甚至巴黎奥运会周期受到波及［5］。国际奥委会作为

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机构，已成为全球体育治理的重

要主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触发的带有霸权性质的

治理方式势必将引发世界体育格局与发展趋势的调

整。而长期以来，西方文化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

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

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7］，这种人超越

一切的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成为现代体育的价值导

向，导致竞技体育竞争过度、市场操纵、政治追求的膨

胀，一些非人道主义的训练、兴奋剂等“体育异化”现象

扭曲了奥林匹克运动精神，背离了竞技体育的本质与

本真。

2 体育治理的价值基底构筑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2.1 疫情之下体育基础价值凸显

为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并于 2018年全国两会宪法修正案中将“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了宪法。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人类思考自身未来提供了全新视角，为推动世界和

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新冠肺炎

疫情的暴发使全人类第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人类社会

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在面

对世界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在面对这些新的考验时，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

地球家园［8］。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作为一

个大国，始终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上下齐

心协力，共战疫情，通过多管齐下，互相协作的方式，

全民参与到这场战“疫”中。中国自古以来就秉承着

“天下为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宗旨，始终坚持对

人民、世界负责的态度，从抗疫之初就采取了“严防严

控，封城抗疫”模式，为国际抗疫创造了重要的窗口

期，为世界防疫事业设立了新标杆［9］。

这次全球抗疫是最能孕育和检验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的绝佳时机，在灾难面前看到的更应是人性的

美善而非丑恶，遗憾的是，在网上看到国内国际各种

相互攻讦和猜忌，包括各种无根无据的阴谋论，以及

不需负责的评论，深感人类陷入了共建命运共同体之

急迫与命运共同体之虚幻的悖谬。但体育始终能成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代言词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突然

暴发虽让世界体育按下急停键，导致全球体育产业受

到巨大影响，但正因为隔离与提高免疫力双重要求，

使健身锻炼、居家健身流行，体育在这种背景下回归

本质，即以人体运动为基本手段，增进人们健康，提高

人们生活质量的本质。在抗疫过程中，体育的人文关

怀得到凸显，其中表现在武汉各地的方舱医院启用

后，患者在医生、护士带领下习练太极拳、健身气功，

跳广场舞、冠军健身的视频风靡网络，这些强度不大

的有氧运动不仅能尽早介入康复治疗，加速恢复健

康，还有助于缓解病人们的压力，建立战胜病魔的信

心，从而最大限度减少疾病给生活带来的影响。毛泽

东早年曾在《体育之研究》中论述到“勤体育则强筋

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

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10］体育是良医、运动是良

药，体育运动发挥着医心、医身的治未病的作用，几千

年的《黄帝内经》就指出上医治未病，这些都反映出体

育之于人生命的基础价值。体育通过共同体的情感

认同、价值认同以及行为认同，使全世界人民积极参

与到体育中，从而形成新型的国际关系，培养全社会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自觉认知，用体育精神包

容彼此，用体育语言交流文化，用体育行为带动外交

行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为认同打下深厚的基

础［11］。体育之于人民体质健康的基础性和持续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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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免疫力连

着劳动力，劳动力连着国力，人人提高免疫力，就是增

强国力，一个个身心健康的你我，才能汇聚成一个健

康的中国、健康的世界［12］。健康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画像的重要元素离不开体育。诚如曼德拉所说：“体

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而奥林匹克神圣休战这一

传统，也是体育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集中

体现。

2.2 人类命运与共下的体育治理价值取向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使世界又一次走到历史

关口的时候，每个人都被疫情所困行动受限，致使很

多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全球股市暴跌、金融市场

失灵，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显露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短

板，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将经历一场永久性转变。新

冠病毒是全球危机，也可能是全球化的危机，在这场

异乎寻常的危机驱动下，民族国家将卷土重来，悲观

情绪导致否定全球化，这将强化在危机暴发前就已经

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政治趋势——尤其是要求加强

保护主义、将生产本土化和加强边境管控等［13］。中国

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发展，更离不开世界的舞

台，这场疫情在展示中国体育发展的根基与实力的同

时，让人们意识到体育之于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的基础价值，疫情首当其冲考验的是全民免疫力，

其次考验的国内、国际体育市场的应变能力，这些都

将落脚于考验中国的体育治理能力。国内学者将体

育治理定义为“运用治理的新方式来处理体育利益多

元主体的冲突，使之协同合作，高效有序，最终达到体

育善治的过程。”［14］体育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后疫情时代，面对纷杂的国际局势和

经济下行国内形势，如何统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和体

育发展，是对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的重

大考题。

中国的体育发展经历了从“管制”到“管理”，再到

现今的“治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深刻分析，

中国体育客观承担的“内强”与“外强”的历史责任，中

国体育治理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充满智慧的独特发展

战略与方式，形成一条融体育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

体育治理于一体的体育治理之道，理解并实践强国战

略在体育领域中的有效延伸，发挥中国体育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构筑过程中的历史担当［15］。体育治理必须

紧紧围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更好地整

合各方体育治理资源，形成治理合力，提高体育治理

效能，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体育的力

量，即明确未来体育治理中“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

“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16］。首先，强调体育治理的

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以确定谁来治理问

题；其次，从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四个方

面规定了怎样进行体育治理问题；最后，从长远来看

为人民谋体育权利与健康幸福，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与项目谋复兴，为国际体育谋大同，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为什么进行体育

治理问题。

3 共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育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面对危机，毛泽东曾在新中国疫情期间论到“乱

子有二重性”，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可以促使我们接

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

上来说，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们必须学会全

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

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

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17］这启发我们要

认识到体育行业虽受疫情影响严重，但也能危中寻

机、化危为机，疫情暴露出了过去体育治理的各项问

题与短板正是未来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的治理重点

与难点。在我国疫情抢先一步得到控制、各行各业复

工复产的要求相继落实的背景下，接下来可从内外兼

修两方面来提升体育治理能力。

3.1 精炼内功，服务本国人民

中国的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离不开国家和政府

的全面统筹管理，以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信息处理

方式有效地缓解群体行为的副作用，为其赢得了民众

的支持与信任。这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调动国家治

理中的社会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推动国家全

面防疫的重要法宝。社会动员与参与机制的建立是

政府管理成本意识增强的表现，检视我国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自疫情暴发以来的表现，唯有切实向基层下沉

资源，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才能站稳脚跟，形成灵活有

效的防控行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疫情时

所展现出来的社区和单位的双重治理、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集体主义治理、统筹安排的全局性治理以及高

效硬核的刚性治理，均体现出社区之治、中国之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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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性［18］，这给中国体育治理带来重要启示。

中国体育深化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府虽为体育

治理的责任主体，仍需将大政府的主体观念转变为小

政府，以此减少体育治理过程中政府成本过高的现

象。社区是体育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全民健身工

作做得好不好，社区体育治理和体育服务状况是基础

性评判标准。体育治理的过程中要重视社会力量，尤

其是由社区力量，强化社区的功能，把基层政府和社

会组织结合起来，将体育治理关口下沉至社区，以实

现“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体育治理转变。以

“柔性化”方式吸纳社会体育力量的主动参与，以互

惠互利原则满足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造就人民大众

普遍需要而又切实有效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引

导居民组织化的参与社区体育事务，挖掘社区体育资

源，解决社区体育问题，形成以社区民众“少生病、晚

生病、更健康”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先导，推动社

区健身服务提质升级，为社区居民提供集运动、营

养、心理、环境健康干预为一体的社区健康服务，促

进社区居民主动健康，增强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19］。体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

的主体地位，更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使人民参与各项建设，分享发展成果，只有凝

聚起人民群众，才能塑造众志成城、风雨无阻向前进

的坚定意志和强大正能量。体育治理需要吸取新中

国初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经验，

通过广大人民群众来最大限度地传播体育文化、培养

体育健身意识，服务群众体育的发展，服务人民的健

康。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加速，每个家庭生活都离

不开社区，社区也是校外教育的重要场所，重视社区

体育治理将对学校体育与群众体育的治理效果起着

事半功倍的作用。

体育治理过程中要树立“德法兼备”的理念，由于

法律由外向内的强制性导致体育治理过程中，仍有不

依法、不守法的行为出现，同时治理复杂性决定了中国

体育治理不能单独依靠法律这种刚性的治理模式，还

应重视和协同发挥伦理治理这种柔性治理的作用，以

“体育道德”理念滋养体育法治精神［3］。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

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结合起来”，

这是新时代治理国家要遵循的根本，也是体育治理现

代化过程中要基本理念，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一种延伸。体育治理要立足于当前中国体育的现实与

深化体育改革的具体要求，从历史视野角度来批判与

继承中国传统体育伦与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

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下，以国际视野创新中国体育

治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包括规范评价标准和建立相关

的监督控制机制，以确保体育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3.2 精于外交，服务世界人民

在世界关系中，今日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方位

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正以一种新的逻辑展开互

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寻求国际

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增量改革而不是革命［20］，疫情之

下，世界各国体育的发展也不再单单是一个国家或一

个地区的问题，国际体育秩序的维护需要各国之间的

密切合作，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或人员援助，也需

要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与呼求。因此，中国体育治

理所面对的时空范围和领域议题远远超越本国体育

发展的范畴。在世界体育发展格局与国家治理现代

化建设的双重推动下，应树立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治

理定位，主动承担国际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责任，通过

“官方+民间”体育外交的模式创新国际体育治理，为

世界体育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基于此，可以从两方面具体改进。首先，在思想

上要树立中国体育文化自信，在国际交流中展现中国

民族独有的体育精神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以追求社

会环境稳定为目标，将包容、大气、稳重、谦虚等作为

人才的优良品质进行培养，以此衍生的太极、武术、导

引术等运动项目逐渐得到社会认可，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疫情防治手册第 9条提到：“不要集中锻炼，建议

个人可适当、适度活动，提高身体抵抗看，可做一些太

极拳、八段锦等传统运动和健身操……”足以显示出

其实用价值极高。以人类身心修养和精神追求为思

路的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内涵，终将被长期处于竞争压

力和信息爆炸之下的现代体育所需要。在“以人发展

为本，回归体育本质”的人本观理念下参与国际体育

治理，遵循“共同利益、合作发展”逻辑，秉承公平正义

理念，奉行互惠互利原则，拓展体育领域合作方式，在

谋求自身体育发展的同时也兼顾他国的发展［21］。其

次，行动上从全球治理和国际关心的角度，以“为人类

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借助“一带一路”的平台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体育成果。“病毒无国

界，疫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各国必须携手拉起最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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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联防联控网络。中方已经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网上知识中心，向所有国家开放”，而体育也没有国

界，运动健康是我们的共同朋友，各国人民的健康离

不开体育，体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在体育领域

的成果与治理经验也应分享给全世界人民。譬如借

助国际开办孔子学院传播传统体育文化，国内开设北

体奥运班和奥林匹克学院等为国际体育的发展输送

人才；扩大体育外交主体，鼓励各市与国际友好城市

间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发动民间体育力量传播中

国体育文化；将更多的中国体育名人故事搬上荧幕

上，如讲述中国女排奋斗历程的《夺冠》、改编网球运

动员生涯的《李娜》等，以中国体育精神传递正能量，

塑造与强国地位相符的国家体育形象等。通过中国

体育与世界体育的丰富互动，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

理，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态度重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目的的新型体育文明观，为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

供合理性的价值引领，为重塑全球理性交往贡献中国

体育的智慧。

4 结束语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中国的体育将迎来新的显著

发展，这对中国的体育治理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体育治理要达到

“善治”的理想状态，即所有利益相关方均从公共政策

中获益、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状态，就要把增进

全体人民的体育公共利益作为国家体育治理的根本

目标。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则作为体育

治理的重点，在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两大国家战略背

景下，将公共卫生与体育进行融合交叉形成新的治理

手段，建立并坚持与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体育治理

观，用体育手段增强人民免疫，增强人民健康与幸福

感，共筑全民小康社会，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

设贡献体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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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new coronary pneumonia epidemic”）has urged u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s a theory，but also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d deep thinking of the basic

value of sports for human destiny.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the sports governance which are exposed under this epidemic，

combin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from social governance measures during the anti-epidemic period，considering the valu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n ultimate goal,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rove sports governance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vels with a view to successfully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One is to refine

internal skills，putting the sports resources to the grassroots, and treating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as a key step，to enhance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ommunity fitness services，and better serve the Chinese

people，thereby achieving the realization of protecting citizens’sports rights and 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The other is to be proficient in diplomacy, participating in the sports governance positioning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affairs

enhancing the self-confid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showing the good side of Chinese sports by telling Chinese

sports stories，and forming“official + folk”sports diplomacy mode so as to convert China from a participant or adaptor to a

reformer and lea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system and order then to serve better the world.

Key words：：COVID-19；sports value；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sports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sports；sports diplomacy

The Dilemma and Response: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ports

ZHONG Bingshu 1，HUANG Zhijian 2，WANG Kai 3，CHE Bingqing 3，SONG Yu 4，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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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At the turn of 2019-2020，there was an outbreak of COVID-19 in China（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new coronary

pneumonia epidemic”）.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has brought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various

national undertakings. In order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have contributed their own strength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from different field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cause，how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impact of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on various sports

undertakings，and to deeply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various spo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are inevitable demand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t is also the due mission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 Scholars should take the lives of the world as their responsibility，contribute to the country，serve the society，

and benefit the people. Sports academic journals must also fulfill their academic duties，shoulder their du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ies，disseminate the social services and wisdom contributions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in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ports undertakings against epidemics. To this end，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fields of mass sports，competitive sports and the sports industry from

more than 50 submissions of manuscripts，and has integrated the views and thinkings of sports experts and young scholars，such

as Zhong Bingshu，Huang Zhijian，Wang Kai，Che Bingqing，Song Yu，etc.，to form the article Dilemma and Response: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on Sport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scient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and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orts.

Key words：：COVID-19；healthy community；closed training；mental health；sports governance；sports industry；online fitness；

hom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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