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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全面阐述了“体育文化”与“健康素质”的要义与内

涵ꎬ并分析了体育文化的本质内涵与基础功能是提高健康素质的发展ꎮ 研究发现:我国

体育文化发展一直处于异化与失范状态ꎬ主要表现我国体育文化长期承载着国家的政

治重任ꎬ在组织管理、政策实施等方面严重政治化ꎻ在全球化、市场化的推进ꎬ社会资源

重新分配的背景下我国体育文化又偏重于体育产业的发展ꎬ价值取向日趋功利化ꎬ以至

于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严重滞后ꎬ我国体育文化偏离了其本质内涵ꎬ国民的健康素质出现

严重问题ꎮ “以人为本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及我国“小康社会”与“和谐

社会”的国家奋斗目标的提出ꎬ诠释着我国应该发展提高国民素质的体育文化ꎬ切实实

现体育文化人文精神的理性回归ꎮ
〔关键词〕体育文化ꎻ本质内涵ꎻ健康素质ꎻ群众体育

体育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标识与品格ꎬ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
仰及个性的具体体现ꎮ〔１〕基于国情ꎬ长期以来ꎬ我国体育文化更多的是被赋予提

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ꎬ扩大国际影响力和提升国家形象地位的政治任务ꎬ随着

全球化、市场化发展ꎬ我国体育文化开始向功利化方向倾斜ꎬ西方竞技体育、体育

产业经济等显性的体育文化受到追捧ꎬ而体育文化所固有的本质属性、人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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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教育价值等逐渐被人们所忽略ꎬ导致我国群众体育基础发展薄弱ꎬ国民健康

素质堪忧ꎬ人们的身体健康素质、心理健康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已成为我国亟需

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ꎮ 我国体育文化的异化与失范ꎬ使得体育文化迷失了其价

值内涵的本质属性ꎬ使得坚持以人为本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我国科学发展观无

法落在实处ꎬ使得建立构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无法得到真

正的实现ꎮ 体育文化具有发挥思想意识的创造性和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过程中

的能动性功能ꎮ〔２〕只有充分发挥体育文化的功能作用ꎬ发展提高国民健康素质

的体育文化ꎬ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群众体育、民族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乃至整

个中国体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ꎬ才能使我国真正走上体育强国之路ꎮ

一、体育文化的内涵解读

早在 １９５２ 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阿尔弗雷德克洛依伯(Ａｌｆｒｅｄ Ｋｒｏｅｂｅｒ)和
克莱德克拉克洪(Ｃｌｙｄｅ Ｋｌｕｃｋｈｏｈｎ)在«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中ꎬ
就列举、归纳了当时出现的 １６０ 多种有关文化的定义ꎮ〔３〕从 １８５２ 年开始至今ꎬ关
于“文化”的定义ꎬ约有 ２００ 来种之多ꎬ可以说是庞杂纷繁ꎮ〔４〕而中外关于“体育”
的定义可谓汗牛充栋ꎬ不下百种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ꎮ 由于“体育”与“文
化”这两个上位概念没有得到认同ꎬ也由于“体育”和“体育文化”边界模糊ꎬ从而

导致“体育文化”的“属”概念和“种差”问题难以界定ꎬ以致对“体育文化”一直

都未能作出权威性的统一定义ꎬ国内外学者专家也一直陷入“体育文化”的定义

纷争ꎮ〔５〕目前国内外有关体育文化的概念有数十种之多ꎬ但归纳起来总的有三

类观点与方向:第一类是用物质和精神的两元关系来界定体育文化ꎻ第二类是借

用文化的结构主义来界定体育文化ꎬ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来考察ꎻ
第三类是用狭义的文化概念来界定体育文化ꎬ通过人的身体活动而衍生的体育

文化ꎮ〔６〕

揭示体育文化之义ꎬ必须跳出“定义”的窠臼ꎬ应该摒弃体育文化“具体化”ꎬ
寻求思维上的转向ꎬ从体育文化的内涵着手理解与发挥体育文化的社会功能与

价值ꎮ〔７〕所以ꎬ体育作为一种“文—化”过程ꎬ就是人的类生命“以文化成”的过

程ꎬ其本质是它的人性内涵ꎬ“实质是以‘类文化’的方式存在”ꎮ〔８〕 在欧美语汇

中ꎬ与汉语“体育文化”最接近的是“身体文化”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ｕｌ￣
ｔｕｒｅ 原在德语中指“锻炼身体”之意ꎬ后在日本被译为“身体文化”和“体育文

化”ꎮ 在 １９ 世纪末期ꎬ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在欧洲主要是指一些带有艺术表演性质

的身体展示活动与健美运动ꎮ〔９〕 “体育文化的结构和功能都统一于这个核

心———人ꎬ通过体育锻造出来的身心健全的人ꎮ” 〔１０〕 由此而然ꎬ体育文化概念的

本质内涵在于反映社会的主体———人的健康素质之中ꎬ只有在先解决人的健康

素质后ꎬ体育文化其它价值属性才能充分发挥ꎬ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才具有实际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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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体育文化的主流思想及价值向度

体育文化ꎬ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ꎬ它的发展历史与人类文化

的发展历史是同步的ꎬ中西文化发展历程的不同决定着中西体育文化的主流思

想与价值向度有着巨大的差异ꎮ 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理念的中国体育文化

和以勇敢、竞争、自由、平等为核心理念的西方体育文化分别成为了中西体育文

化选择的趋向ꎬ同时也决定了中西体育的基本存在方式ꎮ〔１１〕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ꎬ儒家所奉行和倡导“和”与“合”的
文化精神ꎬ体现着和谐大同、崇仁尚义、尊礼守信的文化观念ꎬ是我国历史过程中

的精神所沉淀出的传统文化深刻内涵ꎬ〔１２〕 “以和为贵” “天人合一”贯穿我国传

统文化发展脉络ꎬ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和睦共处ꎬ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也要

“天人合一”、和谐共存ꎮ〔１３〕在儒家文化影响下ꎬ我国古代体育深深地镌刻上儒家

文化的印记ꎬ我国古代体育文化主导阴阳和谐ꎬ精、气、行、神合一的修炼ꎬ崇尚智

慧、崇尚以静养生ꎬ讲究以“健身、养生、益智、自然”为主ꎬ具体身体活动上ꎬ主要

是以缓慢的运动形式为主ꎬ练习的运动强度较低ꎬ肌肉的活动幅度较小ꎬ强调身

心的一种修养ꎬ是一种内聚的活动ꎬ〔１４〕 表现在运动项目上如ꎬ“八段锦” “五禽

戏”“太极拳”等传统体育活动ꎮ 我国传统的体育文化与我国儒家文化高度的契

合ꎬ形成了中国传统体育养身思想ꎬ即一种清静、淡欲、与世无争的近乎于宗教思

想的人生观ꎮ
西方体育文化根植于古希腊的传统文明ꎬ由于古希腊三面临海ꎬ恶劣的环境

练就了古希腊人自强奋斗、热烈追求、思变好动、敢于冒险的民族性格ꎮ〔１５〕 以宙

斯众神为宗教信仰序列ꎬ以竞争精神为哲学基础ꎬ以个人英雄主义为伦理导范ꎬ
以竞技赛会为组织保障ꎬ古希腊竞技文化开启并铸就了古代西方体育文化的时

代丰碑ꎮ〔１６〕西方体育文化经历文化和战争的洗礼ꎬ以宗教信仰为核心ꎬ崇尚“力”
与“美”的外在体现ꎬ倡导竞争意识ꎬ追求个人自由、崇尚奋斗、竞争为特点的文

化内涵ꎮ 形成通过身体的强烈运动ꎬ肌肉锻炼、体力的消耗、意志的磨练ꎬ对自然

极限的挑战来达到强身健体目的的西方体育文化主流思想ꎮ〔１７〕西方体育文化思

想推崇运动比赛的输赢ꎬ崇拜勇者并通过竞技运动展现人的力量、速度、柔韧性、
耐力、等物理因素ꎬ〔１８〕享受运动的快乐ꎮ 西方体育文化主流思想形成了以竞技

发展突破身体极限的奥林匹克精神ꎬ并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精神支柱ꎮ 西方对

于奥林匹克精神的深刻领悟和传播ꎬ从而推进各式各样的体育比赛以及奥运会

才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推广ꎬ从而促进了以“更高、更快、更强”的奥

林匹克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广泛的传播ꎮ
总之ꎬ由于社会文化的不同也造成中西体育文化的主流思想与价值向度的

巨大差异ꎮ 我国“和”“合”的传统儒家文化决定着我国体育文化以“健身、养身、
修行”等静态活动体育文化思想为主ꎻ而西方体育文化主要体现是以竞争为核

心的奥林匹克精神为主流思想ꎬ提倡个人自由、崇尚奋斗、勇者竞争的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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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ꎮ 中国体育文化主“静、内、防”ꎬ西方体育文化主“动、外、攻”ꎬ这也就是如

同我国国学大师林语堂所认为的“中国的文化主静ꎬ与西方勇往直前跃跃欲试

之精神大相径庭”ꎮ〔１９〕

三、我国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嬗变

体育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形态一直寓于我国具体社会活动或社会实际劳作之

中ꎮ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其体育文化源远流长ꎬ中国古代体育萌芽于原始

民族社会ꎬ形成于奴隶社会ꎬ发展于封建社会ꎮ 依据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明ꎬ我国

在夏朝以前就有了民间的游戏、射箭、舞蹈、医疗体育以及某些带有体育因素的

生产劳动教育和军事训练等ꎬ夏、商、西周时期ꎬ相继出现了乐舞、武舞、射礼、田
猎、手搏、跑跳等竞技运动项目ꎮ〔２０〕 概括古代体育文化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养

生类ꎬ如“导引”“行气”“散步”“游山”等都可以纳入范畴ꎻ二是军事训练类ꎬ如
“田猎”“讲武”“击剑”等ꎻ三是各种娱乐类ꎬ包括“百戏” “蹴鞠” “掷壶”等民间

活动ꎮ 中国从出现体育思想的早期时起ꎬ就主张身心一体ꎬ肌肉与体育精神是统

一的整体ꎻ以后在锻炼方法上又主张身心结合ꎬ即锻炼肉体与锻炼精神相结合ꎮ
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素问»中早就提出了“形与神俱”的意见ꎮ “形”指肉

体ꎬ“神”指精神ꎮ 三国时期嵇康的«养生论»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形神以

立ꎬ神须形以存ꎮ”南北朝时期著名养生家陶弘景在«养生延命录»中说:“生者神

之本ꎬ形者神之具”ꎮ〔２１〕 可见中国古代形成的体育文化就注重了健康素质的发

展ꎬ也促使我国优秀的民族体育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ꎮ
中国的近现代是一部遭受欺凌、反抗、胜利、建设的发展史ꎮ 这种社会发展

历史背景下我国体育文化也处于一种异化与失范的嬗变状态ꎮ 首先ꎬ为抵御外

部入侵ꎬ保卫国家安宁与领土的完整ꎬ近代我国体育文化主要是大力发扬中国武

术文化ꎬ武术运动在此阶段进入一个巅峰时期ꎮ 清末时期ꎬ鸦片战争爆发ꎬ洋务

运动失败ꎬ中国处在国家失去自主权ꎬ人民饱受欺凌的外忧内患之中ꎬ中国文化

包括中国体育文化失去了活力而陷入自卑境地ꎬ此时的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处

于停滞的状态ꎬ民族体育文化的生存空间正被逐步压缩ꎬ我国优秀的民族体育文

化得不到继承与发扬ꎬ广大民众健康素质下降ꎬ国人甚至被蔑贬为“东亚病夫”ꎬ
同时ꎬ西方体育文化乘虚而入ꎬ更是在奥林匹克运动推进下ꎬ使发端于西方的田

径、游泳、足球、篮球等项目很快被中国接受并成为中国体育的重要内容ꎮ
当代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更是脱离了其本质内涵而嬗变为政治与经济的

“工具理性”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ꎬ为发展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ꎬ我国体

育模式发展实行“举国体制”ꎬ体育文化承载着政治重任ꎬ主要起着提高民族自

信心、自豪感ꎬ扩大国际影响和提升国家形象地位的政治功能ꎬ在特殊环境下发

挥着积极的正面效应ꎬ并通过竞技体育的成绩的获得向世界展示了新兴大国的

“力量”ꎬ洗刷了多年扣在中国人头上东亚病夫的耻辱ꎮ １９７１ 年我国通过“乒乓

外交”实现了打开了中美两国的对话之门ꎬ１９７９ 年的“奥运模式”解决和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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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等等ꎬ都是时代赋予的体育文化为政治发展服务的任

务ꎮ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ꎬ我国体育文化出现功利化倾向ꎬ市场

经济逐利本性与西方价值观的植入ꎬ加快了我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天平向功利化

方向倾斜ꎬ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教育价值和人文精神等隐性的体育文化受到冷

遇ꎬ体育传统文化的保健、健身、养生等内隐性的实效功能遭到漠视ꎬ竞技成绩、
体育产业经济等直显性的体育文化追求受到热捧ꎬ以致我国体育文化价值观出

现异化与失范ꎬ国民健康素质严重下滑ꎬ身心素质上广大群体处于亚健康或不健

康状态ꎬ社会健康上体育竞赛中经常出现了一些贪腐、黑哨、假球、打架、兴奋剂

等违法或不文明现象ꎮ

四、我国应该发展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体育文化

(一)健康素质的要义与内涵

２００２ 年末ꎬ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ꎬ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而奋斗»中指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

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ꎬ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

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ꎮ 将“健康素质”提高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的高度ꎬ明确把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确定为国家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ꎮ 这次报告是我国政府部门用正式文件方式第一次使用“健康素质”一
词ꎬ而在«辞海»与«现代成语词典»中却查询不到ꎬ那为什么会在十六大上使用

这个词呢? 其实在十六大报告起草时ꎬ围绕着“体质” “体能素质” “心理素质”
“身体健康”等进行过讨论ꎬ最后大家一致同意ꎬ使用“健康素质”表述ꎮ〔２２〕

对于“健康素质”的理解ꎬ仁者见仁ꎬ智者见智ꎬ学者董新光总结为:健康素

质是人的躯体素质、心理素质、社会素质与综合素质的整体体现ꎮ〔２３〕但是按照十

六大报告提出“健康素质”的科学范畴ꎬ“健康素质”是对关于“身体素质”“心理

素质”“生理素质”“体能素质”ꎬ以及“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等众多类似概念的

提炼ꎬ主要指的是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及“社会适应素质”的综合反映ꎬ
是并列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人的智力、体力、心理以及社会适应等

多方面的综合能力的体现ꎬ是对于坚持以人为本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ꎬ实现小康

社会的国家奋斗目标诠释ꎮ〔２４〕

“健康素质”深刻地把“健康”的意义ꎬ从素质的角度提升到与崇高的思想道

德、先进的科学文化相并列的高度ꎬ从单纯的生物学意义ꎬ提升到与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有机统一的高度ꎬ进一步展示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ꎬ也丰富和发展了人的素质的科学范畴ꎮ
(二)我国国民健康素质现状令人堪忧

健康素质是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健康素质的综合体现ꎬ反映了一个国家或

地区人群健康状况与整体文明的发展水平ꎬ是社会经济、科技、教育与文化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保证ꎮ〔２５〕社会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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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功利性教育制度的影响ꎬ造成了当前我国国民健康素质出现严重问题ꎬ这种严

重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国家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ꎮ 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每

五年进行一次的国民体质健康调查ꎬ全面监测了我国国民身心素质发展状况ꎬ得
出了结论是我国国民健康素质状况令人担忧ꎮ

在生理健康素质上ꎬ我国居民身高增长幅度较小ꎬ视力不良检出率继续上

升ꎬ并出现低龄化倾向ꎬ而身高国民体体重持续增长ꎬ«２０１０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

报»显示ꎬ２０１０ 年全国有 ３. ０ 亿超重ꎬ１. ２ 亿肥胖ꎬ青年人、成年人与老年人的超

重率分别为 ２５％ 、３２. １％和 ３９. ８％ ꎬ肥胖率分别是 １２％ 、９. ９％ 和 １３％ ꎻ在运动

素质上ꎬ成年人的身体素质中的握力、背力、坐位体前屈等指标平均数略低于

２００５ 年ꎬ更低于 ２０００ 年ꎬ呈持续下降趋势ꎻ纵跳、闭眼单脚站立、选择反应时等

指标平均数则低于 ２００５ 年ꎬ高于 ２０００ 年ꎬ而由于阳光体育的实施ꎬ学校体育的

重视ꎬ我国青少年整体身体素质下滑趋势得到遏制ꎮ 另外ꎬ在身体疾病上ꎬ我国

约有 ２. ３６ 亿人患高血压ꎬ每年约有 ２６０ 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病ꎬ心脑血管病死亡

率占总死亡率的 ３４％ －４０％ ꎬ有 ９４００ 万糖尿病患者ꎬ并且每年还在以 １６％的速

度递增ꎮ〔２６〕据 ２０１３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表«中国的医疗

卫生事业»白皮书指出ꎬ中国现有确诊慢性病患者 ２. ６ 亿人ꎬ慢性病导致的死亡

占中国总死亡的 ８５％ ꎮ〔２７〕

在心理健康素质上ꎬ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ꎬ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旧观念

的转变ꎬ中西文化的碰撞、贫富分化的加剧等社会环境变化ꎬ社会价值观也出现

变化ꎬ人们经历由茫然无措到逐渐适应的内心变化过程ꎬ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心理

特点ꎬ也必然产生种种怀疑和焦虑ꎬ内心承受着挣扎冲突ꎬ表现出矛盾性心理特

点ꎮ〔２８〕尤其是青少年在心理健康上ꎬ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不断下降ꎬ懒惰、
脆弱、心理承受与情绪调控能力差ꎬ缺少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ꎬ缺乏吃苦耐

劳的意志品质ꎬ不愿出门找工作“啃老族”群体增多ꎮ
在社会适应上ꎬ由于市场经济的推进ꎬ一切经济因素进入市场ꎬ并通过价格

杠杆与竞争机制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动ꎬ即导致了社会物质层面的深刻巨变ꎬ又导

致了人们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深层变化ꎬ社会从高度政治化、道德化走向以经

济为基础的市场化与利益化ꎬ以至于引起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理想失落与

行为失范等一系列社会价值观的嬗变ꎮ 对于这些突然而来的社会价值观的变

化ꎬ人们的本体价值目标与价值取向出现困惑、疑虑ꎬ人们在社会行动中也显得

手足无措ꎬ无所适从ꎬ从而不能良好地适应社会去实现个人人生目标ꎮ
(三)提高国民健康素质是体育文化的人文精神回归

文化的社会性即文化的群众性ꎬ因为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人民大众ꎬ更不能离

开社会ꎮ 体育文化源于生活ꎬ又服务于生活ꎬ群众体育是一切体育活动的基石与

源泉ꎬ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ꎬ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ꎬ是综合国力的具体

表现ꎮ〔２９〕只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才能拥有强大的体育后备力量ꎬ体育才能成为一

种事业ꎬ体育事业才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支持ꎬ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等才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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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为群众体育事业ꎬ提高国民健康素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ꎬ是促

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ꎮ
群众体育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竞技体育提升和产业发

展的基础和动力ꎮ 基于国情ꎬ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

中为特征的、以行政管理为主要机制的“举国体制”ꎬ我国的竞技体育在短时间

内取得了快速的进步ꎬ尤其 ２００８ 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更是取得金牌第一的成就ꎬ
然而ꎬ相对竞技体育的强劲态势ꎬ我国群众体育严重滞后ꎬ这种滞后一方面导致

了国民健康素质的持续下滑ꎬ尤其是我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问题严重ꎻ另一方面

也导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础薄弱、人才匮乏ꎬ也反过来制约了竞技体育的可持

续发展ꎻ另外ꎬ群众体育发展滞后也影响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程度ꎬ
影响体育经济的发展ꎬ制约了体育产业的开发ꎮ 因此ꎬ我国体育文化应以人民群

众为根基ꎬ使体育文化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促进人们从思想

上、态度上支持体育文化发展ꎬ形成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浓厚文化氛围ꎬ享受体

育文化带来的快乐ꎬ从而达到促进国民健康素质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高

我国文化软实力ꎬ增强综合国力的新时期国家发展目标ꎮ
体育文化的人文精神实质是“以人为本”“关爱人的健康和生命”的自由的

文明精神ꎬ体育文化的全部内涵就是对这一精神的体现ꎮ〔３０〕 体育文化在提高国

民身体健康等人文精神上具有其它社会文化不可比拟的独特作用ꎬ人们通过体

育活动的参与与赏析ꎬ在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允许的范围释放受压抑的情感ꎬ宣
泄排解不良情绪ꎬ以减轻心理压力和紧张感ꎬ恢复理智和心理平衡ꎻ可以通过如

野营、登山、滑雪、冲浪、漂流等各种与大自然亲近户外运动ꎬ让人回归自然、亲近

自然、体验自然、享受自然ꎬ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ꎮ〔３１〕 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

的发展ꎬ坚持以人为本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实现的基

本内容ꎮ 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素质提高的需求与社会所能提供体育资源不足的

矛盾是目前我国体育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ꎬ提高国民健康素质ꎬ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ꎬ是我国当今体育文化发展的重点和重心ꎮ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ꎬ金牌体

育、精英体育的社会价值取向下降ꎬ人们的健康素质的本质诉求的提高ꎬ尤其是

当今严重的国民健康素质发展状况ꎬ强烈地要求着现代体育文化的人文精神的

理性回归ꎮ

五、小　 结

从哲学上看体育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标识与品格ꎬ是一个民

族的精神、信仰及个性的具体体现ꎻ从社会学上看体育文化肩负着提高国民健康

素质ꎬ推动着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重任ꎮ 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与核心是人的健

康素质ꎬ只有建立在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基础上ꎬ我国学校体育、民族体育、竞技

体育、体育产业等各种体育事业才能得到健康持续发展ꎮ 只有国民健康素质得

到有效提高ꎬ我国才能做到坚持“以人为本”ꎬ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ꎬ才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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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实现“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ꎮ 然而ꎬ我国体育文化出现政

治化、功利化的异化与失范ꎬ使我国体育文化始终游离在其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

基本内涵任务之外ꎮ 基于此ꎬ我国应该发展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体育文化ꎬ切实

实现体育文化的人文精神的理性回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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