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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科学的参照和关联：从自然科学到体育自
然‐人体科学 

曹社华 
华东交通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330013 

摘要：在自然科学的关照下，深入了解和认识体育社会科学的不同规定性，可为管理体育社会科学的相关工作提供理论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体育社会科学将与体育自然-人体科学实现融合。基于此，本文从自然科学到体育自然-人体科学，深入探究体育社会科学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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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的参照之下，体育社会科学表现出了对立与差异

特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自然科学影响着体育社会科学，其中

体育人文科学体现出了很多社会科学性质，在很多方面体育社会

科学都在作用于体育自然、人体科学，并为其发展提供了支持系

统。 

1体育自然‐人体科学发展历程中体育社会科学的作用 

1.1 体育人文科学为体育自然-人体科学提供了母体 

体育人文科学将一些体育自然-人体科学领域的研究问题纳

入到自身的范围之中探讨，为体育自然-人体科学及相关问题研

究提供了母体。从科学发展史上来说，宇宙的缘起、物质的构成

等均属于自然研究的内容，最杂它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孕育并发

展的，从其早起发展来看，很多研究问题刚刚提出时，由于受到

体育自然-人体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还不能利用实证方式开展

研究，相关研究并未自觉，或由于缺少研究设备与手段，而成为

体育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当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相关学科才

从体育人文科学中挣脱出来，转化成体育自然-人文科学的范畴

之中，并开始了实证性研究的道路。近代，有关监控、执行运动

训练、竞技状态调试等问题，都经历着这样的转变过程，就是从

模糊、思辨式理解，逐步发展到量化、实证化、因果分析的过程。 

1.2 体育人文科学为体育自然-人体科学提供了认识论 

科学观、认识论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大

批思想家、理论家、文学家高举人文精神、人道主义的大旗，想

神权、宗教发起挑战，从权威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这些观念与思

想帮助人们摆脱了神权与宗教的禁锢，引导人们探索社会与自

然，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独立。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人文

科学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活动多数受到了科

学哲学观的影响，他们自觉的接受科学观的指导，很多重大科技

成果也与其相关。自然科学为体育自然-人体科学提供了源头，

随其自身的发展壮大，必然会产生一些科学哲学命题，如体育运

动极限问题，体育运动是否存在极限，它的极限有多大，这一问

题不仅是科学问题，同时也是涉及体育观的哲学问题。 

1.3 体育社会科学为体育自然-人体科学提供了支持系统 

体育研究的对象具有社会化特征，它不需要借助于体育社会

科学力量作出分析、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如研究如何提升运动员

成绩，其中涉及到了生物学、社会科学与训练学等内容，单纯依

靠体育自然-人体科学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于社

会科学的力量，需要社会系统提供支持。其研究成果进入实践领

域时，其作用处于理论状态中，需要结合其他社会过程才能进入

到实践领域中，得到社会的认可。 

2体育自然‐人体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二者的融合 

深入探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其中存在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两种倾向，它们各具片面性，过分夸大、突出自身取代对方的可

能性，只有二者实现互补与融合，才能使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朝着

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二者的融合不仅体现在方法的相互渗透上，

同时还体现在综合性研究上。首先，体育科学体现为综合性特点，

其中涉及到了多学科的研究，将多学科理论、方法融合在一起，

对某对象从不同侧面进行研究。体育对象非常复杂，其研究不仅

涉及到力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同时还涉及到社会学、法学、

哲学等理论知识，即使各学科相互交融也很难理清他们的界限。

具体来说，竞赛、训练与管理等问题将成为社会颚可续、自然科

学的结合点。 

结语： 

通过以上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体育自然-人体科

学会与体育社会科学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并不能说二者可以等

同，或者其间的差别会消失，也不能说各门学科会朝某科学看齐。

而是说体育自然-人体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的融合性将明显能强，

从实质上来看它是一种复杂的、多样化的、差异性的统一。其发

生与发展将与体育运行多样性实现统一，二者相互融合，最终实

现一体化发展目标，也就是说他们各自的个性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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