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社会学的历史
、

现在与未来

刘 德 佩

一
、

体育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体育社会 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

其历史与母体学科相比
,
并不算太短

。

因为早

在 19 世纪末
,

也就是在社会学奠基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 ( A
.

C o m t e) 正式提出
“
社会

学
”

这一名称的 60 年之后
,

在美国就有人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体育了
。

杰布林 ( C
.

Z ue b ie n )

和阿米里克 (s
.

A m er ica 助在 18 9 8年发表了最早的体育社会学方面的论文
。

但是
,

这些成果

还都是零散的
,

研究的方向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

尚没有形成学科体系
。

作为一门学科
,

它还

处于准备酝酿阶段
。

世界多数学者认为
,

体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

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事
。

因为
,

在

此 以前
,

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著述
。

19 1 0年斯苔尼瑟 ( H
.

S et in iZ er ) 出版了他的著作 《体育运动与文化》
,

19 2 1年社 会 学

家里塞 (H
.

R i ss e) 在柏林出版了世界第一本 以学科命名的体育社会学专著 《体育运动社 会

学》
。

这些专门著作
,

与已发表的就体育的某一方面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论文相比
,

在系统性

方面有了新的建树和发展
。

至此
,

体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

在社会学中已占据了一

席之地
。

此后的 19 2 1~ 19 3 1年期间
,

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

这一高潮主要表现在

美 国的体育社会学界
,

其特点是参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人多
,

研究的内容具体而微观
,

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稳定的研究方向
,

研究结果呈现了一定的系列性
。

他们对闲暇时间
、

游戏

和娱乐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社会学研究
。

1 9 3 1一 19 4 5年期间是体育社会学发展过程 中的停滞时期
。

此间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遭

到了战火的洗劫
,

人 民的正常生活被破坏
,

也就很难谈到发展体育和进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

了
。

这一时期除了少数国家的学者
,

如荷兰社会学家赫新格 (J
.

H
u 汤 in 郎 )

、

法国 社 会 学

家 长罗斯 ( R
·

C a il l io s) 和麦克托什 ( P
·

M d nt OS h ) 等发表了为数不多的体育社会 学 论 文

外
,

多数国家的体育社会学者 几 乎 都中断了研究
。

体育社会学基本处于停滞状 态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随着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

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体育

,

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

体育人 口增多了 ; 体育的内容丰富了 ; 体育的

手段先进了 ; 国际间的体育交流日益频繁了
;
休育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作用也更加明显了

。

尤其是随着流血 “
热战

” 代之以不流血的
“ 冷战 ” ,

体育在国际间政 怡 斗 争 中的 地 位 就

更加显要了
。

这所有的一 切
,

逐渐形成了现代体育的大众化
,

高难化和国际 化 的特 征
。

体

育运动逐渐成了现代社会 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
。

社会学家和体 育 学 者 们共 同 认 识

到
,

欲探索并把握体育这一社会现象的运动规律
,

就必须将体育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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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社会学的发展出现了加速时期
。

如 日本从 50 年代初才开始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
,

到 19 59年在短短的 10 年时间里就正式

发表了 1 65 篇体育社会学的论文
,

涌现了一大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者
。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体育

社会学的领域中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

从 20 年代到 70 年代
,

仅在苏联就出版了休育社会学著述

7 0 0多篇
。

1 9 6 4年 6 月
,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体育运 动 理 事 会 (I C S P E 一U N ES CO )的

倡导下
,

在 日内瓦正式成立了国际体育运动社会学委员会 ( I C SS )
,

该组织同时 被 国 际 社

会学学会 ( sI A ) 接纳
,

成为国际社会学学会的正式成员
。

国际体育运动社会学委员会 设 委

员 11 人
,

他们来自欧
、

亚
、

美洲的不同国家
。

国际体育运动社会学委员会的主 要 活 动 为
:

( 1 ) 组织世界性的体育社会学学术讨论会 ; ( 2 )举办体育社会学研究班和讲习班
; ( 3 )

与国际社会学学会共同举办有关体育社会学方面的学术会议
; ( 4 ) 组织国际间的科研合作

项 目 , ( 5 ) 编辑发行期刊
。

国际体育运动社会学委员会成立以来
,

多次举行国际学术活动
,

使愈来愈多的来自不同

社会制度国家的体育社会学者们有机会参加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进行双边乃至多边的合作研

究
。

该委员会在波兰出版的英文学术刊物 《国际体育运动社 会 学 评 论》 (
“ I nt

e
rn at ion al

R ve ie w of s p
叭 so d ol og y’’ ) 对促进学术交流

、

繁荣体育社会学研究起到了积极 的 作 用
,

使体育社会学研究
,

从地区
、

国家走向世界
。

可 以说
,

国际体育运动社会学委员会的成立
,

是体育社会学这一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

二
、

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部门社会学
,

体育社会学就是 以社会学的观点和理论去研

究体育这一社会现象的
。

对于这样一个基点
,

世界范围内的各派学者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

不

存在争议的问题
。

但是
,

研究体育的哪个方面
,

其研究内容都包括哪些
,

其研究领域如何划

定等等
,

各派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
。

不同认识的产生
,

主要是由于各国学者所处的社会环境

不同
,

和在这一学科领域中的研究侧面不同造就的
。

日本体育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
,

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营原礼认为
: “

所谓体育社会学
,

就是依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休育事实
,

以及与体育有关的一些问题
,

力图使体育合理化的科

学 ” 。

国际体育运动协会体育社会学会会长霍尔 ( A
.

W
o l l l ) 给体育社会学 下 定义说

: “
体育

社会学是记述
、

研究与体育运动及其社会机能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的经验科学
。

它通过研究促

进体育运动发展或妨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
,

阐明规定这种 发 展 的法则
,

并在我们所期望的

范围之内
,

通过这种研究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
” 。

19 7 4年美国出版的 《社会学小百科全书》 指出 : “
体育社会学是以体育运动 作 为 一 种

社会制度
,

研究它的结构
、

内容
、

变革和发展
。

研究以体育为特点的社会行 为
、

关 系 和 作

用
,

包括系统内的和其它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 。

尽管各派学者对什么是体育社会学的论述不同
,

但是其中的基本点是一致的
。

即 : 1
.

把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 ; 2
.

这种研究是 以社会学的观点和理 论 进 行 的
; 3

.

研究的目

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体育健康和谐的发展 。

公 8 9 ,



在体育社会 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

各派学者对它的理解和描述始终存在着 差 异 和 分

歧
。

这种差异和分吱在某种程度上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

因为这种差异和分歧的产生
,

除 了各

派学者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研究的侧面不同等原因外
,

还有各国学者们对体育这一概念的

理解不同的原因
。

如我国体育理论界和整个社会
,

对 ,’f 水育” 这一概念的习惯认识是
:
体育不仅包括身体

教育 ( P h ys i c al de clt at ioll )
,

也包括运动和竞技 ( S p沉均
,

甚至还包括身体娱乐 (P h y滋c -

叭 r ce er 时 io n)
,

如钓鱼
、

养信鸽
、

远足等
。

因此
,

在我国将体育社会学理解为
“
体育和运 动

的社会学
” ,

而在国外
,

体育社会学则被限定为身体教育的社会学
,

相当于我国所说的学校

体育的社会学
。

其研究领域基本囿于学校体育的范围
。

在一些国家中
,

和体育社会学并列的

还有运动社会学 ( S oc i ol og y of S p or )t
。

近年来
,

随着各国学者在体育领域中社会 学 研 究

的不断深入
,

又分化出就体育的某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的局部社会学
,

如教练员和运动员社会

学 ( S oc i ol 呀 y o f S p o .l t o m a n a n d C o a e h )
、

运动规则社会学 ( S o c i 0 10 g y o

州资
u l e ) 等

西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

社会 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

时时促进或制约着体育的发展
。

反之
,

体育的发展也反作用于社会
。

也就是说
,

体育的发展

变化一方面受到其它社会现象 (如政治
、

经济
、

宗教
、

习俗等 ) 的制约
,

另一方面也能动地

反作用于其它社会现象
。

体育与其它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
。

体育是为人类所独有的现象
。

世世代代人们参与形形色色体育活动
,

使体育兴旺发达
、

绵延不断的同时
,

体育也作用于人身的发展和进化
。

除去体育对人体那些显而易见的生物效

应之外
,

体育对人许多社会观念 (道德
、

习俗
、

情趣
、

美感
、

价值观念等 ) 的形成
,

也存在

着不可忽视的效应
,

即体育对人的社会属性方面也发生着作用
。

在现代社会 中
,

随着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膨胀式的发展和对现代人生活的广泛渗透
,

体育

作为一种社会媒介
,

已将大千世界中不同肤色
、

种族
、

年龄
、

性别
、

行业和社会职位的人
,

相对紧密地维系在一起
,

形成了一个
“ 亚社会

” 。 “ 亚社会
” 之间的人们

,

依着疏密程度的

不同
,

又结成了不同的群体
。

群体之间
、

个体之间不时进行着或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交往
。

如此说来
,

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

从宏观层次看
,

体育社会学把体

育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
,

以体育与其它社会现象间的相互关系为对象
,

研究它们互

相间作用的规律
;
从微观层次看

,

以体育与人的社会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对象
,

研究体育

与人之间的互动规律
;
从中观层次来看

,

体育社会学还要 以体育领域内的组织
、

结构
、

制度

等为对象
,

揭示以体育为社会媒介所形成的
“ 亚社会

”
内部运动的规律

。

这样看来
,

如 以体

育这一社会现象 自身为立足点的话
,

则在其外部有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势力范围
,

在其内部也

有体育社会学探索的领地多 大自整个社会
,

小至从事体育活动的人的社会观念
,

都在其研究

之列
。

这些巨细搀杂
、

纵横交错
、

彼此联系的客观事物
,

共同构成 了 体 育 社会学的研究范

畴
。

所 以
,

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体育社会学
:
体育社会学是把体育这一社会现象

,

作为一个

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
。

在外部以体育与其它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对象
,

在内部以体育

与人的社会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体育领域内的组织
、

结构
、

制度等为对象
,

研究它们之间

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
。



三
、

体育社会学在一些国家中的发展概况

美国是进行体育社会学研究最早的国家
,

他们的研究成就也较丰富
。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

的一些西方体育社会学家们注意研究的课题有
:

( 1 ) 体育与社会制度
、

社会过程的关系
。

比如现代社会中的体育
、

体育制度与社会制度 , 政治
、

经济
、

文化教育
、

军事与 体育 的 关

系
。

( 2 ) 体育的社会组织结构
。

比如体育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姐织
, 运动队的社会结构 ,

业余运动组织与职业运动组织
。

( 3 ) 体育运动领域中的社会问题
。

比如运动中的社会越轨

与社会控制 , 运动竞赛中的暴力行为 , 运动领域中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 ; 运动员吸毒和使

用兴奋剂间题
。

( 4 ) 特殊领域中的体育与人的社会化问题
。

如残疾
、

弱智人和幼儿的体育

与人的社会化
。

他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是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兼顾起来
,

其中以研究体育

领域中的社会间题为突出的着眼点
。

另外
,

,
】

美国的体育社会学界十分注重不同政治制度国家

的比较研究
,

尽管这类研究有时由于他们世界观的限制
,

结果是不完整的
,

甚至是曲解的
。

日本的体育社会学界一直很活跃
,

他们在与国际学术界广泛交流的同时
,

注意保持自己

的研究特点
: ( 1 ) 注重体育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研究

。

诸如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系
、

基本理论

和术语概念的研究
。

( 2 ) 注重体育社会学的微观研究
。

如儿童体育活动中的社会间题 , 青

年人
、

家庭妇女的体育运动问题等等
。

在微观研究中很注意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体育的管理

联系在一起
。

近年来日本国内发表的论文
,

侧重理论研究和侧重微观实用研究的几乎各占二

分之一
。

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体育社会学家
,

在研究中尤其注重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
,

十分强

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指导研究
。

他们的研究特点是
:

( 1 ) 为政府现

行政策服务
,

努力为现行的体育政策和实施体育规划做科学的论证和解释
。

( 2 ) 注重实际

应用的研究
。

国际体育运劝社会学委员会委员
、

苏联教育学博士 H
·

月
·

巴诺马列夫撰文说

到 19 8 1年苏联社会学学会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计划的28 个命题中
,

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实际应

用方面的
。

苏共二十七大以后
,

又涌现出一批与苏联当今政策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体育社会

学课题和成果
,

造就了 H
·

H
·

布格洛夫
,

B
·

H
·

斯多立亚洛夫和 A
·

n
·

拉巴 杰夫 等一

批卓有成就的体育社会学家
。

他们的研究成果
,

对于制定和落实苏联的体育政策
,

建立苏维

埃人的健康生活方式
,

改善体育的教育途径和提高体育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成效
,

都起到了

十分显著的作用
。

我国台湾省的体育社会学者们也很活跃
。

他们不仅大量介绍西方的现有研究成果
,

还以

社会学的原理对中华民族的体育文化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
,

以其研究成果在大学 中 设 课 讲

授
。

但是
,

在他们的著作中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较多
,

这既是在台湾那种特定政治环境

中的必然产物
,

也集中体现了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鲜明政治性
。

目前
,

在欧美各国都设有体育社会学会和运动社会学会的学术组织
,

在一些大学中也设

有这类专门的学术组织
,

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

在美
、

英
、

德
、

日等国家中
,

都把体育社会

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
,

在高等学校中讲授
,

甚至在大学体育专业中亦开设体育社会学课
。

他们认为
,

这是体育在当代社会中迅速发展的需要
。

在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中
,

视体育社会

学为体育基础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不仅在体育院系中设课
,

而且由国家组织力量同国外的

学者一道
,

搞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学术合作
。



四
、

体育社会学的成就

目前
,

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正在不断发展
,

日趋丰富
,

由早期单纯定性的分析
,

已逐

渐发展到定性与定量并行的新阶段
。

19 8 0年以来
,

已见到的苏
、

美
、

日等国家发表的体
一

育社

会学论文中 (1 13 篇 )
,

单纯定性研究只 占38 % (4 3篇 )
。

由于体育社会学的历史较短和各国学者选择的研究方向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
,

尽管其自

身的理论体系至今尚未形成和统一
,

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来说
,

它已取得了许多颇为显著的成

就
。

若干年来
,

体育社会学者们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本身的研究成果有
:

体育的社会
“
安全阀

” 理论
:

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们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体育
,

可以起到社

会的
“ 安全阀

” 作用
。

恰如蒸气机上为了防止故障而装设的安全阀一样
,

社会中的人当他们

对社会
、

周围环境因素和人际关系发生不满的时候
,

也会产生一种心理紧张
,

他们会寻找各

种渠道来发泄 自己的冲动情绪
,

这时往往产生对社会的破坏行为
,

以致引起大大小小的社会

动乱
。

而体育
,

是向人们提供发泄情绪的最适宜场所
。

无论是亲 自参加体育运动
,

还是观看

体育竞赛
,

从旁呐喊助威
,

都可以使他们的情绪得到发泄
,

感到心情轻松
,

这样就减少了可

能产生的对社会的破坏行为
。

根据这一理论
,

西方的许多企业都将结养高水平的代表队和提

供 良好的条件去组织职工业余体育活动
,

作为很重要的福利措施去落实
。

体育的
“
奋斗快乐

” 理论 : 西方的体育社会学家麦金 敦 ( R
·

C
·

M cl n t“ h) 认 为
,

体

育的本质就是对 自己
、

对对手
、

对物的环境的一种挑战行为
。

人们 自己以在这种艰苦的努力

奋斗中
,

感受到快乐
,

求得心理上的满足
。

这一理论也为一些颇为残忍的竞技项 目和一 些冒

险性的运动项 目的发展
,

作出社会学的解释
。

体育竞赛的
“
战争模拟

”
理论

:
体育运动离不开竞赛

,

竞赛是体育运动的主 要 形 式 之

一
。

国外的一些体育社会学家认为
,

体育竞赛和战争有许多相通之处
。

如呆将体育竟赛和战

争加以区别的话
,

那只是
“
竞赛是有条件的战争

,

战争是无条件的竞赛
” ; 竟赛卷入的人寡

,

战争卷入的人众而已
。

体育竞赛的
“
战争模拟

” 理论
,

为一些国家开展军事国民体育提供了

理论依据
。

体育的
“
高层次文化

” 理论
:

我国学者认为
,

体 育属于人类共同文化中的高层次文化
,

作为高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
,

它身上留下的政治印痕是很浅的
。

正因为如此
,

体育才
一

可能在

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进行交流
,

并且被各个 民族所理解和接受
。

体育的
“ 社会化功能

” 理论
:

体育运动有时是整个社会活动的缩影
。

体育运动中
.

人与人

之间交往的规范 (同伴之间
、

对手之间
、

运动员与裁判员之间
、

运动员与观众之间 ) 和运动

规则
,

对儿童
、

少年早期社会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

尤其从现代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

角度看
,

体育对于促进人社会化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
。

除此之外
,

各国体育社会学者在体育人口
、

体育价值观念
、

体 育领域中的社会 问题 (如

体育政治化
、

商品化
、

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和毒 品
、

体育竞赛方面的骚乱和暴力事件
、

体育运

功中的种族歧视等 ) 等方面
,

都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



五
、

体育社会学的意义与前景

体育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
。

在现代社会中它又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

现代人

的生活已经不能离开体育了
,

因为它已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项制度固定下来了
。

然而
,

体育

在它膨胀式的发展 中
,

又会向我们提出许许多多挑战式的问题
。

生产力的发展使现代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

据大量研究
,
人们与日俱增地把这部分时间

转移到体育活动上去
。

一些经济发达国家 自不待说
,

就我国来看
,

近几年体育人 口的增长速

度也是令人吃惊的
。

那么
,

目前我国体育人 口的构成情况如何 ? 这种构成的稳定性如何 ? 随

着体育人 口的剧增将会出现哪些问题 ?

国际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渗透
,

是伴随着现代化建设必然出现的一个特征
。

体育是文

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

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就有什么样的体育
。

那么
,

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发

展
,

体育将出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

在现代社会中
,

由于体育对现代人生活的广泛渗透
,

以体育为媒介
,

逐渐形成了一个体

育的
“ 亚社会

” 。

那么
,

这个亚社会的存在
,

对于整个社会有着什么意义
,

对于人的社会观

念
、

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都起着什么作用呢 ?

多年前未来学家预言
,

未来的社会是一个科技的社会
,

信息的社会
。

现在他们的预言不

仅得到了证实
,

而且未来的发展还可能大大地超越他们的预言
。

过去的社会历史已经证明了

科技与信息给人类整个社会文化 (包括体育 ) 带来的巨大变革
。

那么
,

科技和信息在未来的

日子里还将给体育带来什么 呢 ?

民族间题
、

妇女儿童问题
、

婚姻家庭问题
、

老人间题等是任何社会制度国家都十分关心

的问题
。

因为它们与整个社会的安定息息相关
。

无数事实证明
,

体育与它们都存在着一种微

妙而明显的关系
。

那么
,

如何利用这些关系的能动作用来稳定社会
,

发展社会 呢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借助于现代化的传播工具
,

社会上多数人都自觉或不 自觉地被浸泡

在
“
体育的海洋

” 之中
。

那么
,

这些人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都受到了哪些影响? 在我国建

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过程中 ; 怎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挥体育的积极作用呢 ?

这些课题无不与体育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

这些课题
,

也唯有依靠体育社会学的

研究才能解决
。

毫无疑间
,

现代体育急剧发展所形成的趋势正强烈地刺激着体育社会学的发

展
。

现在
,

体育社会学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受到愈来愈多的社会学家
、

社会 心 理 学 家
、

文

化人类学家和体育学家的青睐
,

他们都愿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其中
,

并期待得到突破 性 的收

获
。

近年来
,

各国不同学派的学者们发表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和著述逐年递增
。

一些国家

的政府 (尤其以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 ) 也动用行政力量来发展本 国的体育社会学
,

并

起到立竿见影的显著效果
。

体育社会学作为发展中的学科
,

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一个全面起

飞的加速期
。

因为
,

这是体育发展的需要
,

是体育科学 自身完善的需要
,

也是整个社会发展

进步的需要
。

体育社会学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
,

但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 以及体育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

学工作者的通力合作
,

发展幅度较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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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叙年北京大学林启武教授编写了 《体育运动社会学》 (打字稿)
,

向国内体育理论界

介绍了体育社会学的框架
。

继而
,

天津
、

沈阳
、

南京都有一些体育理论工作者
,

结合自己的

研究发表了体育社会学方面的论文
。

1 9 8 5年在福建永安市举行了全国体育哲学社会学学术报

告会
,

在青海西宁市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
,

在北京密云举行的第二届全国

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
,

和 19 8 6年在沈阳举行的全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交流会上
,

都有一批

初具水平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问世
。

1 98 2年江苏省成立 了我国第一个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研究组织
,

以小城镇的体育间题为中

心课题展开了研究工作
。
继江苏之后

,

辽宁省在 1 9 8 6年也成立了体育社会学研究会
,

在组织

会员从事体育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的同时
,

以体育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变迁
、

体育人口
、

体育时

尚等社会现实间题为研究的主线
。

目前
,

在部分体育院系中已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或讲座
。

许多体育社会学者的研究工

作
,

直接参与了国家体育发展战略的设 计和论证
。

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体育社会学正在

形成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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