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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也经

历了“从萌芽到逐步成熟”的重大转变，学科发展多

样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视角不断创新，逐渐

形成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和完整的学科体系，成果丰

硕，成绩斐然。目前，我国拥有体育学一级和二级博

士点的院校共有 22 所［1］，具有体育学硕士点的院校

和科研机构约 80 所。改革开放后，新学科如雨后春

笋，接连涌现，其范畴主要包括学校体育学、体育伦

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哲学、体育法学、体育管理

学、体育史学、比较体育、体育经济学等学科［2］。据

不完全统计，1978—2017 年，体育人文社会学相关

论文在体育类 CSSCI 期刊发文量近 12 000 篇；已公

开出版的学科著作、教材和译著总数近 1 500 部；国

家社会科学体育学类立项课题共计 1 313 项。

马克思在对社会发展高级阶段于理解初始阶

段所具有的意义作了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

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

征兆，反而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

解。”［3］回顾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人文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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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进展、规律、特征和主要问题等，有益于了解

其历史发展及现状，反思其存在的问题，准确把脉未

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演进

轨迹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4］。而改

革开放之前，由于深受苏联体育理论样式的影响，在

封闭状态下缓慢发展，停留对体育教育的狭隘研究

领域。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在学术界掀起一

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巨大变革。改革开放至

今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历史阶段可分为 3 个阶

段，1997 年，体育人文社会学被列为体育学的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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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2008 年，北京奥运会

的举办，开启了前、后奥运会研究的轨迹，其研究视

角和方法发生质的变化。

1.1　起步与探索：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探索期

（1978—1996年）

1.1.1 体育概念辨析引领体育原理探寻

为了摆脱僵化的苏联体育模式以及加强对体育

本身的理性认识，体育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体育

概念的大讨论，进而回答“体育是什么”的本体论问

题。学者们以“体育学术期刊”和“体育报”为平台，

辅之以“学术会议”展开了对体育概念、学科属性等

基础理论问题的大讨论，一时间百家争鸣，欣欣向

荣。林笑峰［5］认为体育是发展身体的教育，建设身

体的教育，完善身体的教育，增强体质的教育，德育、

智育、体育三育并列，是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胡小明［6］认为体育是一门社会科学，是教育的组成

部分；郑振坤［7］强调体育是一门自然科学，体育是强

调身体的生物学意义；谷世权等［8］认为体育是一门

综合性科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均有涉及。

这些讨论廓清了以前对体育的狭隘理解，使得体育

走向多元发展。

在对体育概念、体育科学属性等基本理论问题

研究的同时，一些体育研究者积极倡导建立体育科

学体系，提出了“从现代科学体系延伸出体育科学

体系”和“从体育概念的区分来建立体育科学体系”

两种思路，对体育科学体系的框架、结构等问题作了

具体的阐述［9］。胡晓风［10］倡导体育科学可分为体

育社会学、运动学学科和基础学科等 3 类；熊斗寅［11］

认为体育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包括自然科学

类、管理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田雨普［12］认为体育

科学可归为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自然科学的技术

科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专业技术等

5 大类。

与此同时，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国内掀起文化

研究热潮，体育界也跳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桎梏，

开始了体育文化研究。1984 年，程志理首谈“体育

文化”希冀从文化学视角切入体育学研究。同年，

成都体育学院召开全国首届体育文化研讨会，使得

中国体育开始回归文化本位，之后在韩丹、卢元镇、

王瑞、熊斗寅、周西宽、易剑东等人的推动下，特别咨

询了季羡林、李泽厚、谢遐龄等人的意见，体育文化

研究的序幕由此拉开。路云亭等［13］在总结 1986—

1990 年体育文化学的研究认为：“文化是体育的根，

体育进入文化领域有很多好处，首先，它可以让体育

研究接受大文化领域的检验，打破了过去体育的封

闭性研究的局面。第二，文化研究理念进来，可以

帮助体育学内孕育出体育文化学的新学科。第三，

可以为体育找到其根。”尽管在以后的研究中，体育

文化研究逐渐演变成“文化中的体育研究”，略偏初

衷，但这给体育学研究带来一缕清风，摆脱了对运动

技术科学的单一研究框架，进而上升到更高层次来

认识体育。

1.1.2 体育理论破裂引发学科建设初探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经过改革开放的思想

洗礼和体育概念大讨论之后，传统的体育理论遭到

“解体”，开始分裂成许多新的学科，体育人文社会

学在原“体育理论”的破裂后，吸收人文科学和社会

科学的理论，形成了庞大的学科群。学者们以“学

术期刊”为主阵地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构建新学

科的设想和理论初探。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相关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旨

在突破自然科学的局限性，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

和方法诠释新时期的体育现象，对于体育文化传承、

体育经济、管理和决策等的实践发展以及法律法规

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这时期对新学科的理论

认识较粗浅，且各学科越发独立起来解决某一体育

问题，不能充分发挥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集成效应指

导体育实践，但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

论支撑，更为 1996 年体育学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表1　1980—1985年体育人文社会学新学科创建情况

Tab.1　Establishment of new discipline of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from 1980 to 1985

时间 / 年 学科类别

1980 体育美学

1981 体育比较学 

1982 体育情报学 体育社会学 体育哲学 体育经济学

1983 学校体育学 体育伦理学 体育管理学

1984 体育法学

1985 比较体育学 群众体育学

1.1.3 体育发展战略引领体育研究面向实践

1979 年新中国重新获得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

1984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奥运会和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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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的申请、管理、验收和宣传，不仅仅提升了

体育的学科地位，也大大提升了体育研究的基础条

件和理论实践。首次申报指南有 7 个条目，“邓小平

理论与体育的发展”“体育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

地位”“体育立法的理论与实践”“全民健身研究”

等重大理论问题均在其中［53］。正是 20 世纪 80 年代

科技兴体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确立的多重作用下，

体育产业、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和体育教育的研究

成果非常突出。同时，发展阶段的体育人文社会基

金数量逐年增多，进入 21 世纪，首次出现重点项目、

青年项目、一般项目和西部计划多元立项成功的情

况［54］。此外，在此阶段体育社科基金项目不仅激发

了体育学研究的热情，也促进了各个体育院校熔炼

研究团队。

1.2.2 学校体育研究方兴未艾

20 世纪末，党和国家考虑到我国当时的教育理

念、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等都严重滞后于人才培养

的现实需要。1999 年 6 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的召开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颁布，极大地推动了学

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提出学校体育要树立健康第

一的教育观［20］。学校体育改革呼之欲出，研究初始，

学者们围绕素质教育与学校体育的关系以及实施途

径等方面进行了辨析。杨贵仁等［21］认为强调素质

教育并不是对过去学校体育的否定，而是规避应试

教育存在的缺陷，要转变思想观念，努力提高全体学

生素质，进一步促进学校体育改革。沈建华等［22］认

为学校体育在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倡导通

过学校体育、家庭体育、社会体育有机结合共同推动

素质教育和终身体育。此外，王继庆、王燕妮等［23-24］

就学校教育中如何具体贯彻素质教育做了具体研

究。素质教育的实施触发了学校体育的改革，使得

学者们和体育教师们重新思考学校体育的目标、教

学方法等。

学校体育改革使得学者们开始反思以竞技项目

为主的传统教材体系，并以提高运动技能为核心的

教学目标，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学生素质的全面发

展。学界基本达成一致，强调新世纪应树立“以人

为本”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体育课程等改

革方面，陈琦［25］提出体育课程改革要使以运动技术

教育为主线的教育转向强身育人教育， 增强课程的

科学性和趣味性， 建立以增强体质为中心的考核制

度。在教育方式上，毛振明［26］认为在体育教学过程

中必须遵循的各种规律性来设计，在体育教学过程

中除了有同其他教学相一致的认识规律外， 还有其

独特的技能规律、运动负荷规律、情感体验规律和人

际交往规律等。曲宗湖［27］认为有效的体育教学应

有 3 个标准：“第一，每堂课每个学生都有进步，使学

生的技能和体能都有所提高；第二，提高单位时间

的教学质量，即每堂课教学密度要达到 85% 以上，

充分利用有效的课时；第三，充分发挥和利用教学

生态环境对学生身心的影响，把物质条件（硬件）和

软件指标结合（据美、德的体育教学理论，有效的体

育教学评价包括生理指标、心理指标和社会指标）。”

此外，学者们还对大、中、小学的学校体育教学的内

容、方式和评价体系等进行了具体的研究。这一时

期，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大讨论无疑是成功的和有

效的，切合我国实际。

1.2.3 体育产业研究备受瞩目

随 着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的 成 功 申 办 以 及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给体育产业发

展带来了契机。2007 年，中国体育及相关产业的增

加值较 2006 年增长 22.83%；2008 年，中国体育及相

关产业的增加值较 2007 年增长 14％ ［28］。同时，关

于体育产业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历史成就，其

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并且对体育产业的

实践发展等都取得长足进步。

首先，理论成果丰硕。学者们对体育产业的内

涵、分类、体育产业与事业的关系以及体育产业的现

状做了大量研究。胡立君等［29］认为体育产业是同

类体育产品生产企业的集合，体育产品只能是体育

劳务、体育产品的劳动边际产出递减等。丛湖平［30］

认为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资源为基础、体育活动为载

体， 向社会提供有关物质产品和服务为收入来源的

经营性的各种行业的总和， 它由体育本体产业和体

育载体产业两大类构成。张西平［31］认为体育产业

中各行业的生产要素构成比较复杂，产业呈现出由

劳动密集型到资金密集型，再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方

向发展的趋势。此后鲍明晓、张林等人对我国体育

产业的现状、结构和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等方面做了

详尽的研究。

其次，体育产业研究紧跟时代脉搏，关注现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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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学者们广泛探讨体育产业与社会生活中的体育

旅游、体育赛事、区域性体育消费、经济政策、体育彩

票、场馆设施、经纪人、职业体育的互动关系。准确

分析了体育产业存在的问题和现实困境，提出了切

实有效的对策。无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既反映了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良好势头，又折射出群众对体

育产业的多元价值和功能的期盼。 

1.2.4 群众体育研究逐渐深入

20 世纪初，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入关键期

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党和国家认识到体育事业

的发展不仅局限在竞技体育，应惠及到人民大众。

1995 年 3 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把发展群众体育，推行全民健身计划，

普遍增强国民体质作为重点。” ［32］同年，国务院颁布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与此同时，国家体育总局于

1996 年和 2000 年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群众体育普查

工作，调查表明：“1996 年，我国 16 岁以上城乡居民

有 34.35% 参加了至少一次体育活动，达到体育人口

判定标准的人口比例是 15.50%。2000 年，体育人口

提高的幅度较大，为 2.80%。”［33］两次群众体育现状

调查工作的实施，也为群众体育研究提供了依据。

学术界掀起了群众体育的研究热潮。城乡群众

体育统筹发展，城市社区中的群众体育，职工群体

体育的内涵、现状和管理机制，少数民族群众体育

开展的状况和相关政策，国外群众体育开展的现状

与经验，不同年龄群体的体育锻炼状况，各个省市的

全民健身状况，奥运会与群众体育的关系，群众体

育文化建设，群众体育工作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卓著［34-35］。

1.2.5 竞技体育研究持续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发展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如何适应市

场经济发展和完善举国体制就成了学者们研究的热

点。杨桦等［36］认为应继续完善举国体制，优化利益

格局，改变条块分割。秦椿林等［37］认为举国体制不

适于所有竞技体育项目，应集中在传统优势项目，注

重效率。此外，学者们主要对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大量研究。虞重干［38］分

析认为我国竞技体育训练体制的“金字塔”塔基过

宽，塔身过大，比例失衡；高投入，低产出，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缺乏；教练员群体的“近亲繁殖”现象必须

改变。田麦久［39］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来设计和规划我国

竞技体育的未来蓝图，促进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健康、

快速发展。学者们还进一步研究了竞技体育的管

理方式、竞技体育社会化、后备人才培养、备战奥运

会策略、职业化改革之路、伦理问题和国外训练经

验等。

1.3　多元与争鸣：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成熟期

（2009年至今）

这个阶段是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发展

期：研究视角开始转变；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宽；

学科理论建设不断加快。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迈

入成熟期，论文发文量不断增加，研究成果趋于规范

化和系统化，研究深度进一步增强。体育产业、体育

文化、竞技体育等领域发文数量不断增长、体育人文

社会学科范式、方法论层面逐步规范和本学科的综

合影响力持续上升，社科基金项目的申请不断增多，

并在北京奥运会之后首次突破了重大项目的难关。

当然，成熟期是一个漫长过程，这一时期体育工作的

研究重点和热点业已发生转变，如何将体育的价值

和功能惠及全体人民以及加强体育产业发展成为成

熟期的研究热点。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尚

处在成熟期的初步阶段。运用软件 Citespace Ⅴ，以

CSSCI（2009—2020）收录的 5929 篇论文为数据源，

分析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进而揭示了这一时期的研

究热点（表 2）。

表2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高频词一览表（2009年至今）

Tab.2　List of high-frequency words in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research （since 2009）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1 体育产业 362 17 职业体育 83

2 群众体育 362 18 公共体育服务 82

3 体育管理 288 19 体育消费 75

4 体育史 287 20 体育用品 71

5 体育经济 282 21 民族传统体育 71

6 中国 270 22 大型体育赛事 70

7 体育文化 247 23 体育强国 66

8 竞技体育 212 24 社区体育 58

9 体育 196 25 体育法 58

10 全民健身 162 26 体育旅游 52

11 学校体育 156 27 发展 51

12 体育赛事 152 28 现状 47

13 体育社会学 148 29 美国 45

14 体育教育 111 30 体育原理 42

15 休闲体育 107 31 公共服务 40

16 体育公共服务 85 32 体育传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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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体育社科基金稳步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体育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增加，特别是 2013 年后，体育学

基本涉猎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西部项目、成果文库、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

等所有项目类型，地域也逐步从北京、上海等发达城

市过渡到东部为主、中西部并举的局面，立项高校逐

步从体育院校独揽过渡到师范类、综合类、体育专业

类院校并驾齐驱的趋势。凸显了研究成果的国家体

育实践和社会意义的转换，现实层面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体育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断引领了体育学科

的研究热点，体育哲学、体育理论、体育管理学、体育

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学校体育学、社会体

育学、竞技体育学、体育史持续平稳增长且不断分

化，体育哲学、体育思想史、体育美学、奥林匹克理论

等方面的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55］，在此阶段得到改

善，理论层次和研究视角不断深入。与此同时，体育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断地分化与深入，呈现出与其

他学科发生严重交叉，嫁接其他学科理论严重，学科

独特性遭受质疑，社科项目的体育精品意识仍需进

一步提升。

1.3.2 体育产业研究持续升温 

伴随着我国体育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完善，体育

产业发展蒸蒸日上。2016 年，体育产业总产出为 1.9

万 亿 元，比 2015 年 增 长 了 11.1%。2014 年 11 月 20

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颁布（以下简称《意见》），将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 年 11 月 27 日《国务院关于创

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

将体育健身作为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社会事业的重点

领域之一［40］。体育产业发展潜力和后劲十足，体育

产业研究持续升温。

学者们重点关注体育产业中的产业结构、体育

消费行为、休闲体育产业、产业融合、体育产业政策、

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新常态与体育产业、供给侧改

革、价值链、旅游产业等研究。这些研究旨在促进体

育产业经济增长和优化产业结构，并提出应对当前

国家经济新常态的有效对策，进一步转变体育产业

发展方式。

1.3.3 群众体育研究贯彻始终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群

众体育发展，将群众体育视为体育工作的主旋律。

2014 年，国务院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体育价值得到凸显，引发了群众体育研究的

新一轮热潮。

仇军［41］认为：“就群众体育而言，经过多年探索

和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在面

对巨量人口及其多元需求时，并没有找到行之有效

的发展方式，从根本上摆脱群众体育工作的窘境。”

刘国永［42］认为：“全面深化群众体育改革，就是要转

变长期以来封闭的群众体育模式，实现群众体育从

单一管理，向多方治理转变，形成群众体育与竞技体

育、体育产业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

成的整体效应，更好地发挥群众体育的综合价值和

社会功能。”针对当前群众体育思想的束缚和体制

的顽疾，首先，学者们集中从群众体育管理、体育体

制、公共体育服务、体育政策和体育产业互动等视角

突破制约群众体育发展的体制藩篱；其次，学者们

普遍从全民健身、体育文化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开

展、农村体育、社区体育、残疾人体育和体育锻炼等

方面突破封闭的思想桎梏。

1.3.4 体育管理研究异军突起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化改革提上了日

程。然而，全面深化体育改革，推进体育治理能力现

代化也迫在眉睫，而体育各方面的改革同样是体育

管理的大问题，至此，有关体育管理的研究也受到学

术界的普遍关注。体育理论界围绕着竞技体育、群

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的管理问题展开了热议。辜德宏

认为：“政府需要调整自身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干预

方式，需要正视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环境、条件

和需求的变化特点，不断转变自身的管理理念和方

式，与市场组织、公民社会等形成多元治理的管理格

局。”［43］季浏［44］认为：“对于我国群众体育管理模式

而言，确定‘强政府、强社会’的改革目标，是对传统

的‘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一种修正。”另外，

学者们的研究聚焦在体育治理、体育政策、体育社

团、体育赛事、体育场馆、体育传播等视角中的管理

问题。

1.3.5 体育史和体育文化研究日渐盛行

2016 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发展“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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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首次将体育文化作为独立的课题立项。

而且，伴随着十八大强调“文化自信”，体育文化研

究也从相对边缘化研究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白晋

湘等［57］认为新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具有助

推体育强国战略的使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到今

天，学界越发注意到体育史研究对深化体育认识和

学理支撑的重要作用。郝勤认为：“作为体育文化

研究的基础与支撑，体育史学科在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的同时，其自身的建设发展和学术研究成果将对

体育文化研究产生直接影响。”［45］

在体育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集中研究体育文

化本体、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各地区体育项目文化、

外国体育文化、各单项体育文化、足球文化、近现代

体育文化、文化传播、体育电影和摄影、校园体育、奥

林匹克运动、文化强国、文化产业中的文化现象和内

涵等。而在体育史方面，学术界关注古代体育、近现

代体育、中国武术史，中国传统体育、体育文化断代

史、地域体育史、运动项目史略等方面。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现实

反思

2.1　研究热点拥趸，各学科发展不均衡

体育人文社会学自 1997 年开创至今，其研究紧

跟时代节奏，重视社会实践，而鉴于中国 40 余年的

沧桑巨变，我国体育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

热点和焦点，其研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断裂性。

改革开放之初，借着思想解放的东风，突破苏联的体

育理论模式，展开了“体育是什么”的大讨论，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体育理论和学科建设工作。1997 年，

随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正式确立，围绕着社会转型、

市场经济和北京奥运会，体育学界普遍关注体育产

业、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以及全民健身。

而后奥运时代，随着经济新常态和“健康中国”的提

出，群众体育、体育文化、体育史和体育管理等成为

新的热点。研究热点多变与拥趸的背后，折射出研

究方向的不确定性和学科发展的不成熟性。学者们

紧追时代热点，产生了“重短期，轻长期”的学术风

气，造成了“热点研究拥挤，基础研究冷清”的局面。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过程，体育人文社会学

侧重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和学校体育研

究，而一些基础学科，如体育哲学、体育美学、体育文

化学和体育人类学等被忽视。而且，各学科过于追

求将某一主题作为本学科的独立研究点，使得体育

人文社会学的集成效应和互相渗透优势难以发挥，

对指导实践收效甚微。独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固然

是一种专业情怀，但如果无视社会潮流和市场需求

而固步自封、顾影自怜，那么，整个体育学科、专业将

无法融入社会，只能在狭小的天地里独舞［46］。学术

焦点问题变化快，学术的注意力常处于漂移状态，加

上学科间的师资队伍和人才分布不均，导致了学科

间发展的不平衡。

2.2　应用研究偏多，理论探究难以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诸多问题，体育发

展问题也层出不穷。学术界发扬“经世致用”的学

术传统，关注社会和现实，务实际、重操作，运用人文

社会学理论解答层出不穷的体育问题，聚焦转型期

的体育改革事宜、竞技体育发展、体育产业再优化和

群众体育等方面。但是，近 40 余年来，学术界在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对体育的概

念、本质和功能的回答一直悬而未决。刘显等［47］曾

对 1999—2011 年间 189 篇体育人文博士论文进行

过认真分析，结果发现，理论基础薄弱是其中许多论

文的共同软肋。基础理论既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

系构建的基础，又决定了体育工作者解决重大现实

问题的观念与方法论，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体育

相关概念的认识。

在理论上的踯躅不前，无疑使得研究难以在纵、

深维度充分展开，造成理论体系建设不足，进而影响

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此同时，在过去 40 多年里，我

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引进了大量母学科理论，特别

是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扩充了体育人

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储备，提供了探讨体育问题的新

的视角和分析工具。但是，由于缺乏认真的消化理

解，在应对中国体育实践复杂而多变、颇具难度的问

题时，体育理论工作者尚不能纯熟运用这些理论，生

搬硬套较为多见，也常常会出现玩弄概念、华而不实

的学术泡沫。

2.3　问题意识缺乏，学术思想创新不足

著名学者劳凯声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应当树

立专门的研究意识， 即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

意识。”［48］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普遍采用两种

路径，一是，以具体实践问题为切入点，分析现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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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验证问题并解决问题；二是，

学理研究，对事物的概念、内涵和价值以及理论推进

等。我国关于实践应用研究普遍缺少问题意识，陈

家起［49］对 2012—2013 年间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

位论文进行学理性分析，研究发现“缺少问题意识

和原因”是研究者的薄弱环节。同时，有的学者习

惯于将现象当作了问题。如学生体质健康下降、体

育产业结构不均衡和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固化等，这

些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层，而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层

次问题尚未发掘。如广场舞扰民现象，其背后的问

题是社会规范的缺失。

同时，在学理研究上，没有问题的理论推进，无

法正确有效指导实践。研究普遍存在从“本本主义”

出发，“嫁接”理论，空谈知识。没有“问题意识”的

理论醉心于概念的抽象思辨，致力于纯粹的逻辑演

绎，是一种概念游戏［50］。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体育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涌现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

研究成果，如女性体育的研究，但女性体育中的“个

体”价值等深入探讨还比较匮乏。总体而言，创新

的程度远不能满足中国体育发展的实践需要和理论

诉求。

3　新时代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趋势展望

3.1　聚焦研究主题，完善学科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和著作呈

“爆发式”增长，其热点多变，具有较强的阶段性特

征，且对一些重大和元理论问题的研究难以持续，从

而抑制了学科发展。一个成熟的学科应当有独立且

稳定的研究内容、主要议题、特有的研究方法和学科

理论。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群下属的学科均

存在研究对象不明晰，研究视角多变等问题，使得应

用研究难以拓宽，理论研究无法深入，同时，体育学

科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学术原创力不强。因此，新时

代体育学的发展需要明确各学科的研究对象，辨析

概念和内涵，聚焦研究的主要议题，立足体育学术实

际，努力构建全方位、宽领域的学科体系，构建体育

学科话语体系。当前，体育与其他学科之间融合度

不高，且重短期效应的学术风气也滞后于中国实际

发展需要。首先，当前应努力打破学科壁垒，深化体

育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性，实现研究的纵深度。其次，

优化学科队伍建设，细化学者研究方向，巩固学术团

体建设，聚焦重点研究领域，完善体育学科体系。

3.2　坚持体育问题与方法论的融合

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

一个问题更重要， 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

上或实验上的技术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 新的可

能性，从新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

象力， 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51］因此，在体

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应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意识

是学术研究的逻辑先在性，而问题开始之后需要在

方法论指导下探寻适合的方法。在学科交叉和融合

的今天，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化，如何应用正确的方法

解决问题显得弥足重要。就研究本身而言，可视作

一个系统工程，研究中涉及到“顶层设计”的指导思

想、具体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证据积累和研究结果

等都需要统筹兼顾，系统思维。因此，体育人文社会

学研究要坚持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统一，如此才能实

现科学研究的深度和高度。

3.3　注重体育理论和应用研究同时深入

社会变革激发新问题、新机遇。因此，学者们应

响应时代诉求，直击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

国体育问题，构建能够解决中国体育问题乃至世界

体育问题的学术体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体

育强国梦，需要对发展中面临的新矛盾和挑战作出

理论回应，为解决体育实践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并且

将改革开放以来体育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转换成规律

性的认识和系统的理论，进一步为体育可持续发展

奠定理论支撑。

体育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但这不意味着

体育研究就不重要，恰恰相反，体育科学研究最重

要的任务就是理论建构和理论发展［52］。没有理论

指导的问题和数据，始终是管中窥豹，不见“大道”，

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理论正是体育发展的路标［56］。

毛泽东说过：“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

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

没有意义的。”［53］中国体育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

的伟大成就，首先是源于对时代和社会的实践深刻

理解，并从实践中生发出体育智慧和理论。因此，学

术研究既要保持实践问题的张力，也要增强理论的

渗透力，一方面，要加强对时代中体育变革的战略性

和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重视创造科学

的、系统的理论阐释社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相关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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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理论，指导实践。

4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取得辉煌

成就：学科体系逐渐完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才

培养机制日渐健全，学术交流平台得到确立。由于

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与其他学科有很强的交叉性，

且起步较晚，目前仍存在研究不够规范化，学科发展

不均衡，理论研究滞后和学术创造力不足等问题。

但是，新时代随着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壁垒的突破

以及学科本身的发展调整，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体

系将不断完善，理论和应用研究同时深入，未来学科

将沿着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向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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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Trend of Chinese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Researc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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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dopting literature review， literature metrology and interview as methods， the present study collects and organizes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study of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different st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udy of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exploration period （1978—1996）， the development period （1997—2008） and the 
maturity period （from 2009 to present）. The main problems of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research are analyzed in the study： 
research hotspot have been changeab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subject have been unbalanced； the research is more 
about the application， while the theoretical study hardly enables any in-depth inquiry； lack of awareness of problems， lack 
of innovation in academic though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brings forward the prospect the trend of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research： focus on the subject and improve the discipline system； adhere to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problems and methodology； pay attention to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reform and opening-up； sport industry； competitive sports；public fitness program；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