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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构建途径

杨美容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 摘  要 ] 新时期体育运动中结合传统人文精神是当代必然发展趋势，本文将对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构建途径进行分析，主要阐述

现代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同时探寻其在时代中的应用的途径，希望可以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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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现阶段，在体育场上人们不断的超越自己，超越他人、超

越极限。然而这阶段存在着一定的遗憾，在提升体育技能同时人的

价值逐渐淡化，逐渐被经济、政治所代替。进而出现人文危机，为

当代体育事业发展带来了影响，这也是目前体育行业健康发展的一

个热点话题。在深入研究人文危机源头时，也在不断的探索培养体

育人文精神的途径。

1 分析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

体育人文精神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体系，

很难通过一言而概之的进行概述。本文结合新时代信息数字化为研

究对象，根据现阶段体育人文精神发展情况进行普遍意义的阐述。

体育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发展意义，处于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含义，

但是归根结底体育人文精神都应当基于人性以上，总而言之指的是

以人为本。现阶段，体育运动中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人们

的生命，强调以人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引领人们在开展体育活动时，

以追求真、善、美开展活动的宗旨。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充分的展

示自我。体育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彰显着人类的

精神气质，并且与时代的发展社会主导性的变更之间存在着共生共

进的联系。为此，在中国社会现代数字化发展进程的背景下，对于

有效提升体育人文精神及其发展应当具备以下几个内容。第一，充

分和尊重人的尊严和幸福，这也是人文精神的最初目的。第二，遵

循体育运动发展的本质和客观要求，同时这还是体育人文精神的基

础。第三，体育人文精神准求体育的理解及意义，是体育人文精神

的本质。总而言之，新时期人文精神的指的是以人文赋予体育定义，

从人的价值着手，探寻体育运动对人的生活、生存意义带来的影响

以及积极作用。

2 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的建设途径

2.1 提高体育人文精神的教育培养社会基础

培养人们体育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是为了可以满足人类发展与

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教育的方式寻找其提升其价值的方法与途径。

在体育人文教育中，教育主要承担着对体育人文精神的传播、扩展

以及继承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形式。其一，

根据个人发展方面而言，体育人文精神多人具有起到的塑造作用，

体育教学不仅需要传授其体育知识，还需要重视以人文本的发展理

念，促进人们健康发展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其二，根据社会发展

来讲，通过对体育教学的探索，构建体育人文精神的体系，进而提

供给社会的一套完整的体育人文精神的培育教育体系，并且这套体

系需要达到人们的接受的标准，促使体育人文精神能够得到充分的

发挥 [1]。

2.2 构建体育人文精神和当代科学的结合

这是体育方面的“人文学科”，也是构建人文精神的途径。首先，

当代体育科学和人文精神是相辅相成，体育人文精神是支持体育科

学的依据，同时体育科学为传统体育人文精神提供媒介，二者之间

相互依赖。通过人文精神支持的科学内涵更加便于人们的理解以及

更具有说服力，反之科学将会很难被理解。体育人文精神支撑着体

育科学的不断发展进步，进而为科学发展方向提供保证，人文精神

对科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反之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将会对人类发展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体

育人文精神也需要科学的支持，科学可以为人文精神发展提供更加

坚实的基础以及方法。其次，人文精神与科学之间是相互融合的关系，

目前诸多体育科学中包含了许多的人文精神因素。比如，科学体育

医疗领域，能够有效的降低运动项目给人带来的伤害，最大程度上

为人们的身体健康提供保障。再如，对于裁判员而言，当代的精准

计时仪器、摄像技术，能够帮助裁判人员更加精准的判断运动员名

次以及动作标准、技术水平。以此提高人文精神公平、公正的理念。

然而体育人们精神的也并单纯是哲学思辩，在研究方面上存在很多

的理性成分 [2]。

2.3 促进人文精神与生活实际的融合

体育人文精神属于文化象征的一种，是构建体育运动持续的发

展中一种文化导向，体育人文精神对于生活中仅仅起到了文化的作

用。因此，在建设现代体育人文精神期间，必然需要促使理论知识

与实际应用一致，这也是人文精神的形象化、客观化、对象化实现

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方式是，通过体育人文精神和社会中的经济、

政治等之间的有效互动，在体育法则、规则等基础上体现体育人文

精神，进而在实际生活中实现体育现象运作。从而在体育生活中实

现人文精神的“软着陆”[3]。

2.4 结合数字化时空结构建设人文精神

如今是数字化时代，在当代社会时空架构中“时空的发展和延

展”是主要的特征，我国信息化水平还有待提高，因此为我国体育

人文精神发展带来了一定阻碍，由此为我国的体育人文精神面临着

压缩的情况。为此需要提高时代精神和世界精神之间的协调性，同

时提升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在此基础上构建体育人文

精神。西方人文精神主张自然生长，与西方文化相比我国建设体育

人文精神采用后天培养的方式，在时空结构中呈现出“空间流动性”

以及“时间瞬时性”的特征。在不具备这种“自然”发展时空环境，

必然需要采用“超越性”扩展的一种建设人文精神观念。这种理念

实现了体育人文精神的统一性、时代性，结合我国传统的文化内涵，

同时保留着人文精神的民族感，促进当代体育人文精神和民族统一。

结论：

综上所述，在体育中人文精神涉及到各种的人的生活意义以及

自我实现，需要正确理解人的道德、审美、文化价值的正确理解，

实现以人为本的正确意识。

通过提高体育人文精神的教育培养社会基础、构建体育人文精

神和当代科学的结合、促进人文精神与生活实际的融合、结合数字

化时空结构建设人文精神方面建设体育人文精神，分析人文精神的

内涵和构建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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