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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价值论的体育文化对生命个体价值意识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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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创造了文化，而文化又赋予人以意义、价值、意识。

体育作为一种群体文化实践活动，同样赋予生命个体或者群体以

价值、意义、意识。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逻辑分

析法对体育文化与生命个体发展的价值进行论述，研究认为体育

文化对生命个体的生长发育发展中充当引航者的角色、为人的身

心发展提供动力、并随之唤醒其个体的发展意识和发掘出个体存

在的潜能和力量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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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论认为人是文化的存在者，只有从有意义的文化世

界获得价值意识之后，生命个体才能真正变为外部自然界价值存

在的自觉的理解者和意识者。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个体

或者群体参与运动的过程就是生命个体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

也是生命个体被群体整合、同化的过程，把生物意义上的人变为

社会意义上的人，把生命个体的意识转化为社会价值意识。所以

本研究基于文化价值论探讨体育文化对于生命个体的成长发展赋

予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之价值。

一、体育文化创造与生命个体的独特性

（一）生命个体的独特性

独特性是指每个人都具有属于自身的个性特点、实践经验、

社会能力，个人行动的出发点在于对“自我”的重视与保护。正

是基于这种生命个体的独特性的事实条件，才能体现价值的多元

和社会的宽容的必要。古代教育家孔子的“因材施教”原则较早

地论述了生命个体存在独特性。通常生命个体的独特性可以从自

然、社会及自主发展三个层面来进行解释，即生命个体的肉体外

部特征有差异，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叶片，更别说两个相同模

样的个体。生命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人和事也有不同，

最后前两者可以导致生命个体本身所具有的对于发展的偏好选择

从而共同形成生命个体的独特性。

（二） 体育文化的独特性

体育活动的独特性包括活动形式的独特性以及所形成的文化

精神独特性。校园运动、竞技体育运动、大众运动等每种不同类

型的活动种类，所面对的主体群里的文化不同以及人群的社会特

点差异，除了活动类型差异以外，活动的规则与组织形式上的差异，

也使得我国体育活动更加普遍而富有地方特色。古往今来，体育

健儿们所表现出的包括了不怕苦不怕累、敢于奋斗、好胜不骄败

不馁团结一致的体育精神，等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而这

些精神文化既可以助友爱、育真诚，也可以鼓舞运动参与者不怕

困难、敢于奋斗，是践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最有效方法。

青少年的独特性必然导致体育活动具有独特性，由此看来体

育活动应该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不断发展以适宜青少年的发展，青

少年则可以通过体育活动的独特性来不断强化本体的社会化进程。

二、以文化人：体育文化引领生命个体发展方向

生命从层次上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性，一类是可塑造

的发展。生命个体的天性不可以改变，但可以控制。对于生命个

体天性的性质，一直有善恶之争，这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判断，都

无足够的凭证来证明。人作为文化的存在者，人类创造了文化，

文化又赋予人以意义、意识和价值。体育作为文化于生命个体同

样有着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价值。这种引领生命发展价值是通

过个体通过参与体育文化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个体在参与中体育

运动中可以保护生命个体天性和引导生命向善发展。

（一）体育文化保护生命个体天性舒展

对生命个体天性的性质，不可一概而论。生命个体人有的天

性可能是善的，如怜悯和同情。但有的天性，如懒惰、放纵就很

难说是善的。有的天性，如自由，是善是恶，就看它如何表现，

表现在哪些方面。所以，对于生命个体善的天性或天性之善的表

现，体育文化首先要保护、顺应、敬畏个体的天性，在参与体育

文化实践活动过程不断地创造条件，使生命个体得到积极的舒展。

但对于生命个体有的天性，如荀子所说，“若顺人性之自然而不

加以裁制则会流于恶”。所以对于带有恶的性质的特征或天性之

中所存在的恶的部分表现，必须予以及时有效的遏制。体育教育

作为一种使人向善的活动，便能够有效地遏止人性中的恶，杜绝

恶的表现。生命个体作为社会一份子，其发展遵循或者顺应当时

社会发展趋势与潮流，反过来说需要反映当时社会发展对人的要

求，同时，这一要求又不违背生命个体的天性，不违背参与体育

群体活动的生命个体身心发展的特质，反映生命个体的发展意向，

使生命个体舒展。

（二） 体育文化引领生命个体向善发展

自我是人的意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理性，按照现

实原则对本我进行控制。弗洛伊德曾用马和骑手来比喻：马就像

本我，骑手就是自己，通常骑手控制着马行进的方向。超我是从

自我中分化出来行使监督功能的，它按照至善的原则，监督自我

去限制本我的本能冲动。体育教育如同自我和超我一样，行使着

对本我、本性的控制和监督功能。体育教育对生命个体的引领作

用，主要表现在后天发展方向定位的指导。生命个体是发展中的

个体，参与体育文化实践活动，其文化力量、精神以及制度规约

能够极大的塑造人格。如果任其发展，就像荒野丽的野草，参差

不齐，东倒西歪。生命个体如何发展，怎样发展以及发展的怎样，

体育文化承担着引领生命个体向善、向上发展的积极作用。因为

体育文化实践活动所创造、积累的文化是一种有目的的以体育人、

以体塑人的文化实践活动，所以生命个体或者群体参与其中决定

着生命个体向善、向上的发展方向。所以，生命个体参与体育文

化实践活动赋予生命其价值、意义和意识，对生命个体赋有引导

正确道路和开发未知潜力的双重责任。

三、以文化人：体育文化提供生命个体发展动力 

刘淑娜研究认为生命个体的发展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具有

极强的发展潜力。在这一过程中，生命个体最初的发展主要是生

命个体本质规定性与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资源三者相互影响、彼

此感染的结果，随后这一结果就构成生命个体新一阶段发展的影

响因素，最终成为影响生命个体的发展的重要动力资源，体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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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为生命个体发展动力提供了文化价值。

（一）体育文化唤醒生命个体自觉意识

自觉意识是生命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取向，它强调人的生

命发展主要是内在动力主导和自主推进的结果。关于生命个体的

自觉意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李政涛教授对其已经进行专

门的研究和概括，李政涛教授认为人的“生命”兼有精神、社会、

自然等多重属性，其共同特征是充满活力的不断生长变化的有机

体。生命个体或者群体参与体育文化实践活动所创造体育精神能

够唤醒生命个体的自觉价值意识。因为体育精神力量使生命个体

由消极被动的适应性生存方式向积极主动、不断自我更新的发展

性生存方式转化，从这个价值、意义出发，生命个体参与体育文

化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或者说价值以及意义

就是唤醒生命个体的生命自觉意识。 

（二）体育文化提供生命个体主体动力

个体生命的发展不只是表现为知识的增加、智力的发展、人

格的成熟，更重要的是还应当表现为建立在这种发展基础上的“发

展动因”的发展。

主体性的增强，使发展不为外力所迫，成为一种内在的要求、

内在的需要，成为主体自身的建构过程。因此，发展不只是先天

的自然生命与环境资源在实践中相互作用生成的产物，而且还是

自我选择、自我建构的结果。体育教育作为专门的育人活动，无

疑对知识经验的获得、自我意识的培养和主体性的激发，即对生

命个体的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承担着主要的责任。

体育文化应该把生命个体潜能的开发、健康个性的发展以及

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变化所必需的自我教育、终身学习的愿望和

能力的初步形成作为重要的任务，一方面，赋予生命个体的学习

兴趣和乐趣，另一方面引导个体学会学习的能力以及培养对知识

的求知欲，为个体打好持续发展的基础。

四、以文化人：体育文化唤醒生命个体发展意识

未特性化的生命个体蕴藏着无限的潜能。而潜能是发展的前

提，动物的生命是完善的，它只能有本能和天性的出现，没有潜能，

也谈不上发展。人发展的过程，一定文化意义上，就是潜能的不

断开发的过程。

（一）体育文化唤醒生命个体独特思维

潜能如同丰富的矿产资源，没有经过勘探和挖掘，不会自己

现身，需要矿工钻开一个口子，资源才会显现。于个体来说，这

个口子就是他本身的意识。与人不同，动物的行为为本能所控制，

不存在意识。“在人身上，并且只有在人身上，意识才使自身获

得了自由，具有独特性。” 所以，人与世界存在的巨大的缺口能

够被意识照亮，自此，生命复杂性到达新的高度。危急时刻，人

的潜能的发挥极大程度能达到极致。认识到意识对潜能开掘、进

而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体育教育就必须着眼于意识的唤醒。

（二）体育文化增强生命个体创造力

长期以来，体育教育观过分强调外在的影响和要求，较为忽

视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自我意识的唤醒，使生命个体的发展失

去了自主的力量和可能。存在主义教育思潮和文化教育学给我们

以深刻的启迪。“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

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如何充分生成”。

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和接纳已有的东西，而是从生命个

体深处唤起他沉睡的自我意识将人的创造力、生命感、价值感唤醒。

意识与自我意识是生命个体之灵魂是人自主发展的力量，因此，

关注生命个体的教育必须唤醒人的生命意识。

五、以文化人：体育文化培养生命个体张扬个性

（一）体育文化广泛生命个性的培养

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不管是否愿意，个性都属于每个

个体生命。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整体上都具有独特的心理

特征，即个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只强化和

突出单子式的“个”性，而忽视了每个人除了个性还有共性的一面。

共性和个性如同硬币的双面，同时存在于每个个体的生命之中。

没有共同性，这个人就不是社会的人，丧失了社会性，他就不可

能存在；同样，没有个性，他就不可能成为他自己。对于生命个

体这一个性的培养体育文化有着其价值。

（二） 体育文化协调生命个体个性的发展

过分地强调自己的独特性，甚至按照自己的意志肆意妄为，

这是不健康的个性，是不合群的个性，体育教育要警惕和避免这

种个性的发生。体育教育要培养的个性，必须是正常的、健康的

个性。所谓正常的生命个性，不仅是和社会性协调的个性，而且

是个人身心协调发展的个性，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个性。个性

发展不仅和全面发展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具体

到每个人身上，不可能是划一的平均的发展，它必然表现出客观

的差异，所以，全面发展的实质就是个性的发展。体育文化首先

不是“打造”或“培养”个性，而是要尊重个性，给个性一个施

展和张扬的空间和机会。

一言以蔽之，体育教育的价值就在于为生命发展奠基。体育

教育的过程就是生命不断积淀和否定、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断地

受教育就是为了不断地发展。生命在发展中形成，也在教育中生成。

（三） 体育文化赋予生命个体超越性个性

人是生物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但人的超生命的本性，决定着

精神是人的生命的根本。人失去了精神，就成为了纯动物性的存在。

因此，精神依附于动物性机体而存在，同时又将动物性带出自身，

使人超越了人的内部自然所规定的各种生物学需要，而体育教育

即是这一功能的载体。通过参与体育活动，不仅个体的各种身体

素质潜力得到展现与提升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个体超越肉体的精神

发展，长期或短期的参与体育活动都能或多或少增强个体的满足

感，加强社会幸福感，丰富了生命个体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体育

教育对于生命的超越性的独特体现。面对体育教育对于个体发展

过程中产生的独特且不可或缺的多方面的正面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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