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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

设”与“建成”一字之差，但意义深远；党的十九大报告再

次强调从现在到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从两

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中，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信心和决心，并向世界展示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1  体育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阐释

1.1体育

在中国，“体育”一词最早出现于1904 年(光绪三十年)，

在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中提到对幼儿进行全面教育时说：“保全

身体之健旺，体育发达基地。”新时期，随着我国由“体育

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对中国体育来说，新时代是全

面建设体育强国的时代。[1]

1.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单纯地解决温饱问

题，而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方面得到充分

发展，这也是世世代代努力奋斗的中国人民地不懈追求。习近平

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

与“建设”一字之差，但意义深远，这也展现党中央对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

2  体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作用

2.1 发挥教育功能，提供精神动力

体育教育的本质在于“强体育心，促进全面发展”。[2]体育教

育是体育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本质功能在于“强体”，围绕“强体”

来促进“育心”，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1.1激发爱国途径。体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爱国运动。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成功，激发了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我国

作为主办国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榜取得第一名的成绩，无

疑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在我国，每一

名运动员和教练都希望可以身穿国家号运动服，即便可以要承担

运动损伤和牺牲经济利益，都义无反顾的为国效力。在国际体育

赛事上，一个体育代表团便代表一个国家，广大教练员和运动员

的这种为国效力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其内在内在的精神动力。

这种精神影响着我国社会各界人士，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内在动力。

2.1.2提升道德水准。在全国道德模范公式活动中，习近平

主席强调：“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足以展示出国家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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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中国人民大学的罗国杰教授认为，社会

主义道德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动力，道德建设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体育在道德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大部分的体育项目

是团队性项目，发挥集体主义优势，充分展现集体荣誉至上的精

神；其次，体育项目都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及项目属性，但都有一

个共性，那就是公平竞争。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公平公正，运动员

在规则范围内充分展现实力，裁判员严格按照规则公平公正的制

裁，赛事方严把兴奋剂检察关，这都充分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再

次，体育倡导尊重对手、维护裁判和服务观众。总之，体育所展

现的集体精神、公平竞争和相互尊重等道德观民，逐渐深入人心，

成为人们的行为榜样，这将有利于提升道德水准。

2.2发挥经济功能，提升人力资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3000美元。除了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明确要求，还包含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

恩格尔系数低于40%等经济指标要求。体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经济建设上发挥不可替代带的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功能，提高

人力资源水平，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

2.2.1体育运动是身体健康的主要途径。早在2007年，时任

中国教育部长周济在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上，提出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口号，该

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各大高校的广泛响应。体育锻炼是途径，

健康工作和幸福生活的目标；清华大学作为我国高水平教育的代

表，早在建校之初，周诒春校长就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

方针。然而最具代表的就是“体育课不及格不能毕业”，这条“铁

律”在马约翰校长任职期间尤为严格，其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新

中国最健康的人”。清华大学最为中国教育的最高学府，将体育运

动最为教育学生的重要途径，对全国体育运动影响深远；习近平

新时代，大力发展体育运动，提出建设“体育强国”，更让中国进

入“健身2.0”时代。体育运动作为身体健康的主要途径和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2.2体育产业的发展为劳动就业提供了重要渠道。随着新

时代体育产业的高速发展，体育产业具有涉及领域多和消费群体

面大等特点，在提供就业方面提供了重要渠道。2019年9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在深化“放管服”、完善产业政策、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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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体育消费、场地设施、平台支持、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体育

＋”、示范引领和基础建设10个方面进行改革举措，推进体育产

业的发展。相关体育增长数据显示，体育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大

产业群（包括主业、相关产业和边缘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

和就业的重要渠道，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中，体育的经济功能将得到更好的发挥。[3]

2.2.3 体育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当前我国正存于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是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

期”。体育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也有利于经济的

结构性改革，对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起到重要作用。以

体育服务业为主体的体育产业总体上属于第三产业。体育产业的

快速发展将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传统

上，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建筑业被划分为第二产业。因此,他

们不仅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但也加速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从而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快转变我国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后工业化社

会。[4]由此可见，体育产业对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有相当

大的促进和优化作用。在现阶段，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

升级，也有利于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2.3 发挥政治功能，展现大国实力

新时代，体育作为“软权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其对国际地位和影响日趋凸显。体育以其自身的文化性质和文化

媒介、文化载体的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体育在政

治和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一种新的重要方式。

2.3.1强化民族形象，提高国家威信。2019年10月的武汉世

界军人运动会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国际军事赛事，是继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无论赛事规

模、参赛人数还是影响力都是世界之最。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的

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强化了民族形象，

提升国家威信。

2.3.2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我国举办的2008年北京奥

运会和2019年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都取得了金牌榜第一名的成

绩，展示了在举国体制下的骄人成绩。每次夺金后，五星红旗高

高升起，此时每一名中国人都感到无比荣耀。这种自信心和自豪

感，不仅仅影响着运动员和教练员，也影响着每一名中国人。体

育运动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是无可替代的，其对政治的

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2.3.3促进国内政治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中国自古以来就

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

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56个民族是一家，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

在国内各种体育赛事中，各地区的人民同场竞技，在竞技场上展

现实力相互学习，团结互助；在国际体育赛事上中，56个民族的

优秀运动员共同组成了中国体育代表队，代表国家出征世界比赛，

为国争光。体育运动不仅有利于各民族团结，还服务于国内政治

统一。

2.3.4促进国际交流，增强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世界性的

体育赛事，是各个国家相互交流，促进团结的有效途径。世界上

最具代表性的体育赛事是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举行一

次，它的奥林匹克精神已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奥运会是具有

体育精神、民族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世界级体育盛会，象征着

世界的和平、友谊和团结。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需

要加强与各国的交流合作，体育便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稳定和世

界和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稳定的外部环境基础。

2.4发挥社会功能，营造和谐社会

“小康”包含着“和谐”；“小康社会”期待“和谐社会”的到

来，两者前后相继，互为前提。

2.4.1调节人际关系,促进人际间的和谐。随着我国现代化进

程的加快，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方式发生

变化，竞争加剧，人们的不满、敌意、愤怒等情绪的累积。如果

不及时疏通这些不良情绪，很可能导致攻击性行为的发生，情节

严重的人可能走上犯罪道路。运动可以帮助缓解不好的情绪，减

轻压力，解放身心。研究表明，喜欢体育锻炼的人一般思想开放，

社交能力强，与人合作能力强，亲和力强。这种良好的心理素质

带来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2.4.2树立集体主义精神。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

团队配合，集体主义精神凸显。在体育运动中，不乏团队项目，如

篮球、足球、排球等。在进行这些项目运动时，可以有效地促进

每一名成员树立团结协作和集体主义精神，只有集体强大才能取

得最终的胜利。因此，体育运动对团结互助、相互信任等良好的

人际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2.5发挥文化功能，增强民族自信

在文化建设方面，明确指出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要让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将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

全球化背景下，体育的文化性使体育成为国际关系中地位和影响

正日趋上升的“软权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的保持和发扬也成为一国文化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5]

体育在文化建设上，应发挥自身文化功能，增强民族自信。

2.5.1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个人层面包括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四个部分。体育具有较强的导向功能，主要通

过体育精神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奥运会的

赛场上，每一名运动员都代表着所在国家奋力拼搏，这便是爱国；

在备赛期间，教练员严格要求，运动员认真执行，这便是敬业；比

赛前后，教练员和运动员严格执行兴奋剂管理规定，不适用兴奋

剂，这便是诚信；赛后，无论胜败都做到尊重对手和观众，互相

学习，共同进步，这便是友善。体育精神在爱国、敬业、诚信和

友善四个方面，对大众都具有导向作用，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2.5.2展现中华体育文化，增强民族自信。中华民族5000年

的发展历史，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其中包括太

极、引导和武术等。随着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武术等传

统体育项目越来越被世界人民认可，这不仅展现中华体育文化，

还增强了民族自信。

2.6发挥环境功能，促进生态文明



    15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体育具有人性和自然的特征。首先，大自然为运动提供了

场所。大多数体育运动(室内项目除外)都是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

进行的。其次，体育场地和设施美化了自然环境。在新时代，

体育与环境的关系日益密切。26、体育积极适应环境要求，对

环境保护有积极影响。体育通过其对环境保护的影响，正在逐

渐对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奥林匹克运动提出了“绿色体育”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

影响下，本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以“绿色奥运”为主题，采

取了一系列环保措施。北京提出了“新北京，新奥运”的申

办口号，提出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三大主题。动

员政府、民间等 2 0 多个环保组织，制定并签署了涵盖绿色交

通、绿色商业、绿色生活的“绿色奥运行动计划”，共同向

社会提出建议和做出承诺。随着国家和人民对生态建设越来越重

视，应充分发挥体育的环境功能，合理规划体育场地及场馆设

施，促进生态文明。

3  结束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奋斗目标，它需要社会各

行各业同心协力、艰苦奋斗，体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应站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

度上，深刻认识体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充分发挥体育在教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六大

方面的功能，使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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