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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以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念为
研究对象，意在探查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念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并且通过中西方体育
文化的起源以及发展的阶段性，探寻出中西方体育文化观念存在的差异性，并通过促进中西
方体育文化价值观念的融合交流，以此促进中西方体育文化有序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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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不同文化成长自

身，而就如今而言，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也

是迫在眉睫之事，只有中西方相互了解、相

互融合、相互促进才能引领世界的有序发展。

体育作为世界级项目，具有较高的民族性和

吸引了较多的世界人民，其具有较高的普及

度和参与度。所以研究中西方居民体育文化

观念的差异性，有利于促进中西方民族文化

的交流和融合，更一步推进世界的有序发展。

1.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念为研究

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按照课题研究内容和方向，首先是在学

校内图书馆以及线上数据库等平台查阅、借

阅与中西方体育、体育文化、中西方文化差

异等相关的专著书籍和书刊等，并通过 cnki、
万方数据库以“中西方体育”“体育观念”

“体育文化”“文化差异”等为关键词和主

题检索到过往期刊和硕博论文数百篇，通过

甄选和探寻精读其中对于本研究具有实际意

义专著书籍和期刊以及硕博论文几十篇，这

些论文和期刊以及中西方体育、体育观念、

文化差异等专业书籍为本研究的实施和撰写

提供了充实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1.2.2 比较研究法

通过查阅以及阅读与中西方文化以及体

育文化相关书籍和论文期刊研究成果，运用

比较、对比等手段和方法对中西方体育文化

产生背景、发展土壤、地理影响、文化差异、

区域特色等进行对比研究和分析，在浩瀚如

海的文献之中认真研读，从文化产生区域的

地理、环境、政治的不同甄选出中西方体育

文化观念的内外在联系。

1.2.3 结构分析法

通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在查阅和研读

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结构分析研究、文化对比

研究等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对中西方体育

文化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行结构分析，厘清中

西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差异性体育文

化观念，并探寻出中西方体育文化观念优缺

之点，同时通过结构化分析揭示中西文化的

差异性和相同性。在融媒体时代、地球村背

景下，中西方体育文化各自取长补短，有效

结合达到促进文化融合和增加文化普及的目

的。

1.2.4 逻辑分析法

通过总结和分析阅读文献得到的具体信

息和理论，凝练总结在目前国内对于中西体

育文化的相关研究等情况。合理运用逻辑分

析的缜密思维，为论文的逻辑顺序以及论文

具体的撰写内容进行合理的有序的分析和撰

写。

1.2.5 归纳总结法

通过缜密的思维和观察能力，在查阅中

西方体育文化专著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等在

不同视角下探查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和

共同之处，并对这些观念和观点进行归纳总

结。同时也需要整理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变迁

发展的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挖掘、

整理、提炼、融合，浓缩与中西体育文化的

内容和材料，以此为文章后期的总结和概括

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帮助。

2.中西方体育文化发展历程

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研究以“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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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整体的论述线索需要从了解中西方体育、

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产生、发展、衍变等发展

历程，只有做出充分的了解，研究才能把握

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性。

2.1 中方体育文化的起源、发展

圣人有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句话讲明了所

有的事情都需要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的去

积累去完成，而中国的体育产生以及体育文

化的产生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则和原理。从最

初的“无”到“有”，在从“有”逐渐完善

健全，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融合当时的

时代背景以及区域特色或者是政治要求等，

然后就塑造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体育文化的不

同，同样也影响着中国体育文化价值观念的

形成与发展。

2.1.1 中方体育文化的起源

泰戈尔曾言：“时间是变化的财富。时

钟模仿它，却只有变化而无财富”。 这句话

讲明了时间的重要性，时间的作用，在时间

的作用下事物都在变化并且会取得傲人的成

就。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有迹可查并有文字

记录之文化，可追上古，据考古研究发现河

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 8000 年左右的

卦象符号，这可能是中华大地上发现最早的

在器皿或器具上出现的符号或“文字”，而

具有完整体系的文字“甲骨文”则出现与 3600
多年前。中国人常说：“中华文化上下 5000
年”，同时中国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起源悠久，历史文化底蕴深沉，这些都从侧

面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

最初，人类在还没有学会记录性的文字

之前，体育项目已经存在，原始社会、石器

时代的古人类，在没有掌握和学会农耕、养

殖等手段获取食物之前，所有的古人类就需

要经历学习捕猎和逃避其他大型野生动物的

捕杀，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跑、跳、

投、掷”等原始捕猎手段和技巧都是现在的

体育项目。在原始社会古人通过一些特定的

身体活动来获取或猎取猎物和食物的方式就

是现今我们所从事和参与的体育活动或体育

项目。从有人类起，体育文化就相应的随着

人类的狩猎而产生了，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

背景下，体育项目或体育活动以及体育文化

具有其不同的特性。

2.1.2 中方体育文化的发展

古语有云：“进水知鱼性，进山识鸟音”。

通过这句话我们知道，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变

化影响着周围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而人类社

会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成熟与发展，中国的

体育文化也相应的随之变化与发展。例如：

进入母系氏族时代，女子通过采摘桑果和其

他食物用以果腹和生活，相应的体育文化呈

现的方式就产生了变化，更多的是在祭祀中

进行更多的实体活动，表明部族对于天地的

敬畏和感谢。而慢慢的各个部落为了争夺社

会的生产资料以及繁衍后代的资格相互之间

进行了战争的掠夺，所以体育活动方式就变

成了武术运动或者是军事体育等，在后期的

秦统一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军事力量

或不可缺，而体育文化的形态也逐渐变化。

《周礼·保氏》中就有记录：“养国子

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

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小六艺”指的就是其中提到的礼、乐、射、

御、书、数。而其中的射与御都是体育活动，

这也可以看出远在周朝的儒家文化对于君子

的行为要求和标准评判。而后在贵族社会中

还有蹴鞠、马球、观看角斗，饮酒投壶等等

体育活动，从这些可以看出古时体育文化与

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儒家、道家、释家

的思想也对体育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等思想的影响中国体育文化价值观念也

有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因为中国为农耕社

会家族观念中，所以传承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又因为“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等思想中国

体育文化思想就偏重于健身性，养身性等。

2.2 西方体育文化的起源、发展

万事万物均有缘起缘灭，古时西方社会

体育文化的产生与中国古时基本没有区别，

因为所处环境的不同思想文化的特点会有不

同的呈现，但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一起体育

活动和体育形式都是以活下来为目的性的。

2.2.1 西方体育文化的起源

就以人类起源学说为基，人类的发展经

历了较长时间的蜕变。从第一位学会使用工

具的人类开始，到不停的开发肢体的功能以

及对于肢体的运用，到创造工具，进行狩猎

和耕种等。人类的活动脚步就是体育文化的

演变脚步。

2.2.2 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

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最初的起

源，在后期有经历了很多，例如：古希腊体

育文化、古罗马体育文化、以及后期由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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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控制下的体育文化等过程，在古希腊阶段

由于其实行的城邦管理模式，在当时具有特

色的是两个城邦的体育文化或体育教育的不

同。

古希腊中的雅典城邦在体育文化方面讲

究全面发展，一专多长，当时的培养以及教

育模式有点与周朝时期的君子六艺要求类

同。雅典城邦对于城民的培养集中于多个方

面，不仅仅是体育、哲学、文学等多方面培

养自己的城民，并且在古希腊举行的原始性

的奥运会祭祀性大型体育活动赛事上也取得

了辉煌的成绩。另一个则是斯巴达城邦，我

想《斯巴达》系列电影大家也都有看过，其

中有些片段就讲明了斯巴达是如何选择以及

培养自己的战士的，其通过较为严峻的层层

筛选最后培养出较为出色的战士，其培养流

程基本上从最初孩子出身性别的选择以及身

体是否具有残疾的孩童都会直接排除掉，接

下来孩子在成长到一定阶段就要离开家庭以

及母亲的照顾，统一集中在训练营中集中训

练战斗能力，并在孩子通过一定年限的训练

后独自在野外生存并活下来，最后在通过战

争活与血的洗礼，才能成长为一名战士。斯

巴达城邦的体育教育或是军事教育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但是其培养周期过长，中间孩子

成活率低，以及没有均衡发展，全面发展等

问题所以城邦人口一直不多，具有特殊性。

后期西方体育又经历了古罗马时期，这

一时期贵族多以观看人与人斗，人与兽斗为

主，体育文化具有血腥色彩，以及后期的基

督教统治阶段的废除身体活动形式等，再到

后来的文艺复兴阶段，体育文化和观念又得

到了重视与发展，强调体育竞技美，人体雕

琢美等，一直到近代的西方体育文化，都突

出了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例如在西方开展和

发展很好的拳击运动，搏击运动等，西方世

界突出个人的英勇表现，同时追求现代奥运

精神的“更高、更快、更强”

3.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念差异

中国和西方因为政治制度以及长久以来

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地理环境，宗教信仰、

生活方式的不同因素的影响，就造成了目前

中国和西方居民之间的对于体育文化价值观

念的异同。

3.1 中方“贵在不争”

首先，中国由于受到“百家争鸣”以及

后期“儒释道”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是

农耕社会，人民在稳定的社会条件下，“日

出而作，日落而栖”等农耕社会的影响，生

活环境相对安逸稳定，所以古人从内而外的

就透漏出“圆、静、空、对称”等平和的气

息，而又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

境界中表露出中国人民的融于自然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思想。而这些思想都影响着国人的

体育文化价值观念，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

贵，贵在不争”等思想，所以中国体育文化

价值观念主在不争，主在以静制动。这也说

明了中国的体育文化价值观念，“以和为贵，

贵在不争，以静制动，先礼后兵”。等内敛

的体育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

3.2 西方“赢在竞争”

西方体育价值观念因为本身资本主义制

度国家，以商为贵，并且由于古时希腊城邦

和古罗马斗兽场的存在，还有西方民族生活

方式的不同。西方以游牧民族为主，四处游

荡去进行放牧生活，本身生活方式充满动荡

以及不确定因素，每天的经历各有不同，其

西方就产生了激情、热血、争斗、表现等不

同的体育文化价值观念。同时西方很多较为

流行和普及面较高的运动形式，都表露了西

方世界的体育文化价值观念，如：篮球、橄

榄球、拳击等等，很多运动形式都是同场对

抗类，并且夹带着较为强烈的对抗精神，所

以这也塑造了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念侧重于

对外的张扬性，个人性格较为鲜明和自主。

4.结语

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念都具有一定的

特色性和区域性。但有时中国的不争可能会

引起他人的误解，例如：自身能力不强不敢

竞争或是处处不争思想过于超脱，无法相处。

这样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而西方体育文化

价值观念的赢在竞争过于张扬表现自我，给

他人一种过于强烈的侵略感觉同时具有一定

的压迫感也不利于长期的发展，而为了促进

世界体育运动和体育文化的长久发展，中西

方可以相对借鉴，融合优秀文化促进自身长

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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