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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体育专业作为体育领域中的重要分支，在培养体育

从业者和体育管理者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然而，体育

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和竞技活动，它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和社会意义。在全球范围内，体育被视为一种文化传承和

社会凝聚的重要工具，它承载着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

责任等多重元素。因此，将体育人文精神融入社会体育专

业的发展中，不仅有助于培养更具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的专业人才，还有助于提升体育事业的质量和影响力。

1　体育人文精神在社会体育专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首先，体育人文精神强调体育的文化传承和传统价值

观。社会体育专业应该培养学生对体育文化的理解和尊

重，传承传统体育活动和价值观念，有助于维护和弘扬民

族文化。其次，体育人文精神注重社会责任感。社会体育

专业的学生需要认识到体育不仅是个人健康的问题，还涉

及到社会的整体福祉。学生应该积极参与社区体育项目、

志愿者工作等，为社会健康和发展贡献力量。此外，体育

人文精神强调多元文化和包容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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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育专业需要尊重不同文化和群体，确保每个人都有

平等的机会参与体育活动，避免歧视和排斥。体育人文精

神还关注体育的哲学与道德原则[1]。包括公平竞争、尊重对

手、合作精神等。在体育专业的培养中，此类道德原则有

助于塑造学生的道德情操，培养学生成为体育界的良好从

业者和社会的道德人。最后，体育人文精神强调体育的教

育与普及。社会体育专业需要参与体育教育工作，为各个

年龄段的人提供体育教育和培训，提高社会体育素养，促

进全民健身。

2　社会体育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教育体系中体育人文精神的不足

一是课程设置不足。一些教育体系在社会体育专业的课

程设置中，较少涵盖体育人文精神的内容。课程更多地侧

重于技能培养、竞技训练等实践性内容，而忽视了文化传

承、社会责任和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教育。二是师资力量不

足。部分学校或教育机构在社会体育专业的师资力量中，

缺乏具备体育人文精神教育背景和经验的教师。导致师生

之间对于体育人文精神的传递和理解不足。三是考核评价

体系不健全。一些教育体系的考核评价体系较为功利化，

更加注重学生的技能和成绩，而对于体育人文精神的培养

和评价相对薄弱。使学生缺乏对于体育人文精神的认识和

重视[2]。四是教育理念和目标不明确。一些教育体系在社会

体育专业的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方面，未能明确体育人文

精神的地位和作用。导致教育过程中忽视了培养学生的文

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2.2培训体系中忽视体育人文素养

首先，一些社会体育专业的培训体系过于侧重运动技能

和管理技巧的培养，而较少注重体育人文素养的培养。导

致学生在专业技能上表现出色，但却缺乏文化修养和人文

情感。学生未能理解体育的文化内涵、道德原则和社会价

值，从而无法在实际工作中传递和践行此类重要的体育人

文精神。其次，培训体系中对体育人文素养的培养常常被

边缘化或被认为是次要任务。学生和从业者将体育人文素

养视为附加项，而非核心能力。导致在体育实践中，学生

未能充分理解和体现体育的教育、文化传承和社会和谐的

作用。另外，培训体系中的课程和教育方法未能有效地传

达体育人文精神的理念和实践。体育人文素养通常包括了

对体育的历史、哲学、伦理等方面的学习，以及对团队合

作、公平竞争、社会责任等价值观的培养。然而，在培训

体系中，此类内容被忽略或教学不足，学生未能全面地了

解和领会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最后，由于培训体系中对

体育人文素养的培养不足，一些从业者在面对复杂的社会

体育问题时缺乏足够的文化背景和道德情感支持。学生更

容易受到功利化、商业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坚守

体育人文精神的立场。

2.3社会体育实践中缺乏体育人文精神导向

首先，竞争至上。在一些社会体育活动中，竞争成为唯

一或主要的目标，追求胜利和成绩成为了唯一的动力。导

致运动员和参与者过度追求胜利，不顾体育道德和体育人

文精神，采用不正当手段来获得成功，损害了体育的公平

性和道德性。其次，忽视团队合作和社会和谐。社会体育

应该强调团队合作、友谊和社会和谐，但一些活动过于个

体化，强化个人主义，忽视了集体精神和社会互动。导致

参与者缺乏团队协作和社交技能，使体育失去了促进社会

和谐的作用。最后，功利性目标。一些社会体育项目追求

商业利润和市场价值，将运动变成商品，过度商业化。导

致运动失去了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成为赚钱的手段，而

非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的途径。

2.4体育人文精神教育与职业技能培养的失衡

一是文化教育不足。在一些社会体育专业中，教育体系

过于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体育人文精神的传授。

学生缺乏文化修养、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情感，无法全面理

解和运用体育的文化内涵。二是教育与培训的差异。社会

体育专业中，教育与培训往往有不同的重点和目标。教育

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考能力，而培训更侧重于

职业技能的培养。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失衡，从业者在一方

面表现出色，但在另一方面较为薄弱。三是教育与实践的

脱节。体育人文精神教育与职业技能培养之间的失衡还表

现为教育与实际体育实践之间的脱节。学生在学校接受了

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但在实际从事社会体育工作时难以

将体育人文精神应用到实践中。

3　以体育人文精神为指引的社会体育专业发展对策

3.1课程和教育体系的体育人文精神融合

首先，跨学科课程设计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通

过将体育与文化、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融合，学生可以

接触到多元的知识体系，深入了解体育在不同文化和社会

背景下的演变和影响。有助于打破传统体育教育的狭隘局

限，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体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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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的强化可以提高学生对体育人文精神的敏感度。通

过深入研究体育的历史、价值观和文化传承，学生可以更

好地把握体育的深层含义和文化内涵。学生能够认识到体

育不仅仅是一种运动，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社会价

值观和历史发展。这种认知有助于学生更加珍视和传承体

育人文精神。最后，教师培训和发展是确保跨学科课程设

计有效实施的关键。培养师资队伍，使教师具备跨学科教

育的能力和意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传授体育人文精神。

师资培训可以提供教学方法和跨学科知识的更新，使教师

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探索体育与文化、社会、伦理之间的

联系。

3.2培训和实践中的体育人文精神培养

一是实践项目设计。为了培养体育人文精神，社会体育

专业可以通过实践项目的设计来实现。此类项目应融入体

育人文精神元素，例如文化传承、公益服务等。学生可以

参与文化活动、康复计划、社区体育项目等，从而将体育

与文化和社会责任相结合。通过此类项目，学生能够理解

体育的社会影响力，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并将体育人文

精神贯穿于实践中。二是导师指导。指导学生将体育人文

精神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是至关重要的。为此，社会体育专

业可以为学生分配导师，此类导师不仅在职业技能方面具

有经验，还能够传授价值观和体育人文精神。导师可以通

过个别指导、导师制度和课程教学来引导学生，帮助学生

在职业生涯中实际应用体育人文精神，例如在团队合作、

社区服务和文化传承方面。

3.3社会体育项目的体育人文精神导向

首先，社区参与是体育人文精神的重要传播途径。与社

区合作能够增强项目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力。社区的参与不

仅包括项目的受益者，还可以包括社区领袖、志愿者和其

他相关方。通过与社区的密切合作，项目能够更好地满足

社会需求，传播体育文化和价值观，增强社区凝聚力和社

会责任感。其次，文化活动组织也是传递体育人文精神的

关键环节。除了体育比赛和锻炼，文化活动如文化展览、

艺术表演和庆祝活动也应该被纳入项目中。此类活动不

仅能够丰富项目的内容，还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例

如，在体育比赛中融入当地传统文化元素，或者组织文化

艺术展览，都有助于引导参与者和观众更深入地理解体育

与文化的关联。最后社会参与机会。提供学生参与社会体

育项目和志愿者工作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体育人文精神。学生可以参与社区健康促进活动、残

疾人体育项目、体育文化节庆等。此类参与机会让学生亲

身体验到如何通过体育服务社会、关心弱势群体以及传递

文化价值观。通过参与，学生将学到如何将体育人文精神

付诸实践，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3.4学生发展中的体育人文精神培养

一是学生支持服务。学术和心理支持服务对于学生全面

成长至关重要。社会体育专业可以提供学术辅导、心理咨

询等服务，帮助学生在学业和生活中取得平衡，同时培养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体育人文精神。此类支持服务可以提

供指导，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角色和价值观，并将其

融入到体育领域。二是学生组织和社交机会。鼓励学生加

入体育俱乐部、文化团体以及其他社交组织，有助于促进

同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此类组织不仅提供了社交机会，

还可以组织各种活动，如文化展示、座谈会和志愿者活

动。通过参与此类组织，学生将有机会与不同背景和价值

观的人交往，拓宽视野，培养包容性和合作精神。三是价

值观教育。通过课程和讲座，社会体育专业可以传授积极

的价值观，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此类课

程可以探讨伦理、公平竞争、社会责任等主题，引导学生

思考体育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通过教育，学生将更深

刻地理解体育人文精神，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和

生活中。

4　结论

综上所述，以体育人文精神为指引的社会体育专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培养具备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和

价值观的专业人才，社会体育领域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

求，促进文化传承和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要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克服教育体系、培训体系、社会实践和

学生培养中的多重挑战，采取综合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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