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JIAOYUYANJIU                                                                                                                                        理论探讨 

 126 

基于差异的反思：从区别、分化到互动、互补 
——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的多维参照 

杜进荣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330013 

摘要：体育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仅具有统计性，同时各自还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如果忽略其基本前提，很有可能会混在一起。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在认识体育社会科学时，应合理区分二者的类型，从狭义上理解体育社会科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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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体育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认识还处于分化状态，其中

体育人文学科体现为体育哲学、体育美学、体育史学、体育伦理

学等，虽然人文学科并未在体育领域衍生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是

其主题与体育相关，也属于体育人文科学的内容之一。 

1体育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的不同之处 

首先从二者的关注点来看，他们的关注点不同，体育认为科

学对人的研究关注对个体、具体的人进行研究，关注点放在了人

的观念、精神与情感世界等方面上，关注体育社会系统背后的意

识、价值与观念等；体育社会科学主要对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成

员进行研究，其关注点在体育社会结构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体育社会运行机制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存在一定内在规律，因

此可以将其社会结构看作与自然物质现象类似来看待。其次从研

究方法上来看，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同，体育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

是体育系统中人的精神世界，它主要通过人的心理体验去领悟、

感知；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它研究的是具有一

般性、规定性与稳定性的客体，因此它可以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

方法，对体育社会系统结构事实实质性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一

般规律或模式。 

2体育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的分化 

之前由于忽视了对二者的区分，从一定程度上对体育人文科

学造成了一些损害，表现一为主张体育人文科学用数学化研究方

式，表现二是主张体育人文科学应与体育社会科学一样，其研究

成果也要具备较强的实用性，在这两种倾向下，体育人文科学研

究开始进入一个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的困境之中。在这种背景下，

体育社会科学中各学科可超越个体主观体验、道德与情感等束

缚，超越民族、历史背景、国家等差异，形成具备普遍意义的理

论体系，尤其是体育社会科学领域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中，更是如

此。所以，从体育人文科学中分化，体育社会科学即可从体育人

文科学的思辨方式缺陷中脱离出来，形成较为具体、规范、客观

的个性特征。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理论与知识不会再停留在抽象

精神理念层面上，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从而推动体育的发

展。 

3体育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的互动 

社会科学是以一种独立科学形态在 19 世纪发展的，在其之

前各门体育学科并未独立。其相关主题内容被包含在人文科学之

中，主要由人文学者对体育社会科学问题进行探讨，或者与人文

科学成果混合，在人文著述中保存对培养完善的人起到了重要作

用。实际上研究者不仅在体育社会科学中对客观性经验事实进行

了真伪判断，同时还针对人文学科涉及到的体育价值、意义等进

行了追寻。在约束机制中，体育人文科学体现了重要的价值导向

作用。实际上，体育人文科学受到体育社会科学的影响主要来自

于一般社会科学，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体育社会科学是一般

社会科学的内化，直接的与体育人文科学之间互动，因此人们经

常将其置于此类议题之中探讨。 

4体育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的互补 

体育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体育人文科

学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宏观的思维、批判的角

度与对思想的把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把握对解决体育社

会问题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例如《星光为何这般灿烂》是“国

球长盛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总结了我国乒乓球经历 40

年长盛不衰的经验，在社会中引发了重大的反响，其成果更是被

全国 60 多家网站、报刊杂志转载，引发了非常广泛且深渊的影

响。这些研究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总体上体现出了人文科学的华

丽色彩。 

结语： 

总之，体育社会科学中一些学科体现出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

学的双重属性，其中一些学科站在不同内容、层次上来看，可以

分化成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内容，与这些学科的价值存在紧密

关联，虽然这些学科具备双重属性特征，但并不会妨碍将体育社

会科学体系分成狭义的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本文着重从其

二者的区别、分化、互动与互补等方面内容，从多维度对体育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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