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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文化学的研究对象

体育文化学文化学科的一个子学科，它是在文化学的研究与

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我国的体育文化研究

历经3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就其研究对象这一问题而言，其答

案各有不同。在本文中作者认为体育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从以

下三个角度来看待：首先，从体育的文化的角度，将体育本身

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其次，从体育与文化关系的角度，体育

文化研究的是体育与文化的关系、体育与体育文化等。体育文

化概念是文化规律的体现；体育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文华特征体

现；体育文化是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的体现；体育文化在文化

中的归属和地位。最后，从体育中的文化的角度，将体育中文

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体育出现的开始，体育就具有了它本

身的文化。

2　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质

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质是由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领域

的广泛性决定的。它是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充分

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体育发展的社会需要，应运而生的一

门多学科交叉边缘而成的边缘学科。

从文化学学科来看，体育文化学属于文化学的分之学科；

从体育学学科来看，体育文化学是体育学的基础性学科；从交

叉学科的领域来看，体育文化学产生于体育科学与文化学之间

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的学科体系和内容涉及人文学科的知

识，还涉及到社会与自然。根据以上对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质

的探讨，结合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因此要确定

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质，必须要处理好它与其他学科的的关系，

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体育学中的基础学科，吸收和借鉴

其他相关学科的优势，以全新的视野阐释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

质，完善学科体系。

3　体育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根据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质和其特殊的研究对象，体育文化

学本身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属于一门综合性学科。这些决定体育

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学习和借鉴其他相关学科

的研究方法。

根据上文体育文化学的学科属性可以定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这就说明体育文化学与体育人文和社会科学有着一定的联系。第

二，根据体育文化学本身的跨学科性，其研究方法需要用到与它

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文化学、比

较体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第三，根据其研究的领域和课题其

研究方法也会不同。一般来说体育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观念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心理学方法、观念分析法、结构法、发

生学方法等。

总而言之，体育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是根据研究的主题和领域

而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选择是多样性的，但是一定要

遵循研究的方法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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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原则。这样才能结合人类文化的背景，找出找出体育行

为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内在联系；才能看清体育体育文化的发展

过程，揭示体育文化的发展规律。

4　体育文化学的研究者

在我国有关体育文化研究的文章中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

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体育文化的研究者也在发生改变。首先，研

究体育文化的研究者大部分都是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如体育史

学、体育美学、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等学科均有研究人员参与

进来。其次，部分在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和体育界中少数从事体育

社会科学的有识之士也参与进来。最后，体育文化学的研究的重

任落在了经过专业培训的体育界中的青少年肩上。这些研究者都

是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随着他们的出现，关于体育文化学的

研究都慢慢步入正轨，出版了大量关于体育文化的书籍。

不管是哪个领域上的学者们，作为体育文化学的研究者，都

必须围绕人们在创造体育文化进行研究，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的成

功与失败，为未来的学者们提供指导与参考。同时，希望能够建

立专门的体育文化研究机构。

5　体育文化学的学科体系

体育文化学的学科体系是指体育文化学的研究领域，是体育

文化学的定义和性质决定了体育文化学的学科结构体系[1]。体育

文化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是体育文化学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很

多关于体育文化学的研究中发现，体育文化学的学科体系并未确

定下来，如易剑东、薛有才的《体育文化学》一书都只是为体育

文化学勾勒出一个简单的框架，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一些理论依

据，让体育文化学不在是体育学界和文化学领域一门边缘性学科。

鲁威人的《体育文化学》主要从游戏文化、竞技文化、奥林

匹克文化、体制度文化、体育精神、体育价值、女性体育文化这

几个方面进行探讨[2]。易剑东的《体育文化学》对体育文化的

结构与功能、体育文化的分类与模式、体育文化比较与交流、体

育文化从图与变迁进行说明[3]。王玉珠就主要探讨了体育文化学

的形成与发展、体育文化学的新体系、体育文化学的作用、体育

文化学的社会化与现代化登记本理论问题[4]。

由此可见，体育文化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对它的

学科体系研究是必须实行的，只有不断完善和构建体育文化学的

学科体系，体育文化学才能脱离边缘学科这一说法，体育文化学

的研究才会日益成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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