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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体育理论”范畴，具体而言，包括体育概论、学校体育、运动训练、群众体育。我国体育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和良好的发展态势，如果能乘势而上，就能在世界体育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代表“中国的声音”。
我们需要产生具有原创力的、代表中国特色和国际水平、能够讲好“中国体育故事”的优秀成果，这样才能让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
学更好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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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价值 
1、促进中国体育理论的提炼与升华 体育其实是从西方传

过来的，和西方的体育项目，体育形式等相比，中国的体育理
论还是在逐渐的完善过程中，我们对体育的原初性和认识和解
读都不够准确。虽然说中国和西方对体育的理解上存在差异，
但是，我们对体育核心本质的把握应该是一样的。像李宗浩教
授就提出了“体育元概念”的命题，抛却了以往以目的、价值
等分析取向，提出了超脱体育之功利性的观点，即体育就是一
些无意识、自发的行为动作的综合，但体育社会科学始终没有
解决好“原创性，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反响较好的论著较少，
缺乏对体育实践的高度理论概括、新的理论概念的提出、新的
理论话语创造、提升体育社科层面的论述不多”的现实问题。
自从现代体育被引入到中国之后，已经和中国社会实情进行融
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我们需要通过对普通型
体育理论的提炼和本土性体育研究的升华，从而确立中国体育
哲学社会科学的定位。 

2、促进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成就 
近年来西方体育逐渐从竞技体育引领下的专业体育向职业

体育转化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我国接触体育比较晚，我国目前
的体育一直处在对西方国家的追赶过程当中，这样就导致我国
的体育发展过程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国虽然建
立了和世界接轨的竞技体育体制、职业体育联盟等，但是我们
缺乏对竞技体育体制、职业体育联盟等问题的深入探究，最后，
就难免陷入摸着石头过河的情景当中，导致我们的实践非常缓
慢。作为正处在赶超型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体育社会科学
需要扮演问题解决和理论阐释等多重角色。我们需要在对我国
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解答，从而形成对这些问题
的高度总结，以此来推动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3、最近全球化
背景下的积极参与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社会，奥林匹克体育精神在全
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从体育全球化中我们可以看见
体育俨然成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世界体系”中的一部
分，在世界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充满了运动项目、理念、权力
等要素的纠缠，由此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现代与传统对立，不
仅体现着民族国家体育的定位与认识，同时表征着民族国家的
民族影响力和自信心。巴里斯马特认为，体育全球化的来临使
体育一些价值与功能都发生了改变，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跨越国际的经济活动、全球对财富追逐的体现、媒介交
流的工具、消费文化的代表。在新的时期，由于外部环境的剧
烈变化，中国体育发展，也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和改变，就需
要有更多见解出现，也需要加强中国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让
中国体育能够走向世界，在世界上可以听到中国体育的声音，
拥有话语权。  

二、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面临的困境 
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会面临很多的困境，比如

说语言习惯、表述格式和问题选择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但是目前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具有紧迫性，而且具有
历史必然性。1、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国际交流存在
意识障碍虽然说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很多国家间学术交流也变
得越来越频繁，但是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依然面临着主动融入
国际交流的意识障碍。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同志曾经就此
问题说明要体育社会科学从学贯中西的角度，认识把握体育社
会科学研究的时代价值，从而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至于中国与
西方交流的议题下予以考虑。虽然说中国和西方体育发展具有
不对称性，但是也体现了国家体育行政领域对中国走社会科学
研究的期望。但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是否已经拥有了这种理
论自觉，具有积极走出去的欲望，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做
出一些判断。 当前传播领域侧重于对一些体育赛事的传播，体
育哲学社会科学可能因关注的人比较少，而且比较枯燥，而不
受到重视。除了在一些专业的学术刊物当中，没有其他的传播
途径，使得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2、
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议题与国际社会差异明显 可否认
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议
题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倾向于宏观问题
和整体层次的领域，缺少关注体育的微观领域。而西方体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更多的倾向于微观领域的研究。同时我国体育哲
学社会科学还存在着学科合法性和独立性的问题，体育社会科
学研究和经济、社会、政治的场域发生联系，因此受到上述领
域的监督、支配。邓正来先生就曾对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讨论进
行研究，而且他的研究对于体育社会科学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
义。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存在的主体性不足的问题，
是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与政治常玉等支配下，通过一定的学
术制度主动契合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体育哲学社会
科学主要扮演着问题解决而不是问题阐述的角色，即为某种规
则准则提供合理性辩护的知识，成为国家政策的传声筒。 

3、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方法、逻辑和行文
未与国际接轨 

目前国际社会的通行语言，还是以英语为主三说，使用汉
语的人数很多，但是国际社会体育影响力来说，汉语离英语错
得很远。就目前收录的体育类的期刊当中，比较多的还是以英
语为主的刊物，语言障碍是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融入到国际
社会当中比较大的一个障碍。而且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的使用，也是制约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
素。 【结束语】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走
出去，具有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为了更好的走出去，我们需
要解决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采取积极
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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