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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价值观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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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价值观决定个体的体育认识和体育行为。本研究对现有体育价值观相关研究从概念界定、特征分析、研究领域、

结构维度划分、体育价值观转变及研究局限等方面，进行概括、分析和评价，以期为体育价值观研究者提供可借鉴参考的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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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values determine individual sports awareness and sports behaviors. In this study,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sports 

values includes concept definition, feature analysis, research fields, structural dimension division, changes in sports values, and research 

limitations, summarize, analyze and evaluate,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ports valu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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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一种客体上的存在，它包含着人这一主体

对各类事物的具体意义和涵盖的内容，旨在表达社会存在各

类关系的属性、变化对其本身产生的作用 [1]。通常看来，如

果一件事或一个物体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就是有意义、有

价值的；相反，如果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就是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的。价值观是反映人们的价值态度和价值意向，尤

其表现在对人的自身价值及如何实现自身价值的看法。它直

接影响着个体对各种价值观念事物和行为的判断，使个体发

现事物对自己的意义，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向着自己认

为有价值的方向或目标去做 [2]。

体育价值观是价值观的一种特殊形态，对人的体育思

想和体育行为具有明确的导向和调节作用。体育价值观是体

育行为的杠杆 [3]，由此可见，体育价值观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1 体育价值观概念界定 

《体育大辞典》中对体育价值观的界定是：人们对体

育价值的认识和评价。体育价值观为个人参与体育活动提供

了决定性态度和行为取舍的价值标准 [4]。体育价值观是体育

的价值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或者说是关于体育价值的基本

观点、基本看法，是指导人们对体育问题作出价值判断、价

值取向的基本原则 [5]。体育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体育价值的观

点与信念，是一种体育社会心理现象 [6]。体育价值观是人作

为主体对体育这一事物的主观反映与评价，决定着个体的体

育认识与行为 [7]。体育价值观是人们从自身出发对体育现象、

体育功能的认识所产生的重要性判断的内部标准 [8]。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中，对于体育价值观的定义、概

念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和看法，他们用不同研究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了

阐释。但是，总体看来，专家学者们都是围绕“体育价值观

是主体对体育价值的认识和评价”这一主要观点进行研究和

阐述。体育价值观不仅影响群体和个人的体育行为，很大程

度上也决定着社会或个人对体育的基本态度与肯定程度。 

2 体育价值观相关研究

2.1 体育价值观特征的研究

体育价值观作为价值观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与价值

观相似的特征。杨闯建指出，体育价值观包含主观性、选择

性、稳定性、社会历史性、发展性、导向性、系统性七大特

征 [9]。孙柱兵等人将体育价值观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主观选择

性、相对稳定性、社会历史性、明确导向性、逻辑系统性。

他们认为体育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价值体系，是

人们体育行为最基本的内部指针，对人的体育行为和认知起

到“领航”的作用 [10]。

2.2 体育价值观的研究领域

2.2.1 学校体育领域的体育价值观研究

学校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强学生体质、

增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学校体育肩负着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重要任务。李可兴、黄晓丽认为，“学校体育是否

能够达到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体育价值观。

我们应确立学校体育的目的，将体育作为促进学生身心全面

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培养学生

从事体育运动的意识、兴趣、习惯和能力，为终身体育奠定

良好的基础”[11]。梁建平等人认为，“城乡中学生体育价值

观认知差异的学校因素主要包含学校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学

校指导思想、师资水平、课外体育活动、学校体育文化、体

育社团开展情况、学校体育运动会等方面”[12]。

2.2.2 竞技体育领域的体育价值观研究

竞技体育以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创造优异运动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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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目的，具有竞争性、公平性、规范性、协同性、公开性、

观赏性等特征。竞技体育所倡导的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等体

育精神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竞技体育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加强了国际交往和对外交流，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蔡

克章等人认为，“青少年体育竞赛训练，应将体育价值观的

养成教育摆在重要位置，这是竞技体育本身所具备的特殊性

决定的。运动员在拥有良好的体育价值观、高尚的体育道德、

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时，将会增强他们的训练

动力和克服困难的决心，才能信心百倍地迎战对手，超越自

我”[13]。陈琦等认为，“在发展战略上，竞技体育要走绿色

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应当克服过分追求功利

的倾向，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关注运动员的身心健康。

在竞技比赛中切实扼制球场暴力、假球黑哨、滥用兴奋剂、

过度商业化等问题，倡导拼搏进取的社会价值观念”[14]。

2.2.3 群众体育领域的体育价值观研究

群众体育是人们在余暇时间自愿开展的，以强身健体、

休闲娱乐、社交为目的的社会体育活动。群众体育涉及范

围较广，涵盖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

人群的体育活动，具有业余性、自愿性、多样性等特征。专

家学者们针对不同群体对其体育价值观进行了研究，包括农

民、女性、老年人、留守儿童等，也对不同地区居民的体育

价值观进行了研究。丁秀娟、吴超认为，“受教育程度、角

色冲突及大众传媒影响着城市女性健身观念的形成。应当进

行正确的引导，加大体育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健身氛围，

培养城市女性体育健身意识，使她们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

观，从而促进妇女体育的发展，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全面深入

开展”[15]。么广会和张龙对贵州省农村留守儿童的体育价值

观从不同性别、不同家庭居住环境、不同健康状况进行了调

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从借助政府体育

部门、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家庭体育方面建立了农村留守

儿童体育价值观培养体系 [16]。

2.3 体育价值观结构维度的研究

体育是一个多元的、系统的社会现象，体育价值观也

应该属于体系性的存在。专家学者们立足不同的视角，针对

不同的研究对象，对体育价值观从不同的结构和维度进行了

分析和研究，尚未形成统一划分标准。

陈琦等将体育价值观的内容体系从横向、纵向和价值

结构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从横向划分为体育教育价值

观、体育竞争价值观、体育休闲价值观和体育经济价值观。

从纵向划分为生物体育价值观、三维体育价值观和人文体育

价值观。从价值结构上看包含体育价值方向、体育价值标准、

体育价值竞争、体育价值实现手段等内容 [17]。还有学者对

体育价值观的结构维度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健身价值、娱

乐价值、调节心理价值、竞争上进价值、培养意志品质、交

往价值、审美与健身投资价值”[18]；“体质素质、文化教育、

娱乐消遣、社会交际、奉献、竞争、冒险、极限和反向价值

观”[19]；“教育学习、交流、感情、追求时尚、协调统一、

娱乐消遣、能力、自我需求、幸福”[20]；“个体价值取向（教

育、人际关系、娱乐休闲、精神、健身）和社会价值取向（社

会经济、爱国主义、社会安定）”[21]。

2.4 体育价值观转变的研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体育价值观的转变与社

会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体

育的认识不断提高，体育价值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体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新的体育

价值观体系应是一个以满足个体体育需求为基础，坚持以人

为本的基本理念、多元主体为重要特征、和谐发展为目标的

新体系 [22]。当代体育价值观大致经历了从“工具论”向“本

体论”、从“手段论”向“目的论”的转变，体育的本体价

值逐步显现出来，体育发展逐步回归自身的本体价值，体现

了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体育价值观 [23]。核心素养背景下，

大学生的体育价值观应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从生物

向人文转变、从健身向多元转变 [24]。

3 讨论

3.1 体育价值观结构维度划分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

专家学者们在以往研究中，对于体育价值观的概念界

定及结构维度划分方面尚未形成共识，这虽然可以使体育价

值观的研究内容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特点，但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不利于知识的整合和积累，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理论

模式的建立。在内容结构上，关于体育价值观结构体系存在

较大的分歧，任何结构体系的确立都必须基于一定的理论与

实践基础之上，但是现有研究中大多数的理论具有疏散、随

意的特点。当前，体育价值观研究需要更加科学、全面、系

统的理论指导，需要构建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体育价值观

体系，使体育价值观结构维度划分更具科学合理性。

3.2 体育价值观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实证研究

科学研究只有准确找出影响事物发展的原因，才能提

出合理、有效的建议和对策。体育价值观会随着社会发展而

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影响体育价值观的因素是主观、客观

多方面的，在所有影响因素中，主、次因素分析需要进行实

证研究。实证研究是体育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一，具有追

求客观性、因果性、演绎性、定量性、概括性和普遍性的特

点，遵循“假设——演绎”模式。实证研究通常是提出研究

假设后，运用数学方法对事物可以数量化的部分进行统计、

测量和分析，以检验假设，并通过对事物的量的规定性分析

把握事物质的规定性 [25]。在现有研究中，有学者对体育价

值观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都停留在表面浅显的分析，没

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3.3 缺少对其他学科价值观研究的借鉴

体育价值观是价值观的一种特殊形态，对体育价值观

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体育领域，可以充分借鉴其他学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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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研究的视角、方法、技术、成果等许多方面 [26]。所以，

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不断更新思维方式，结合多学科、多领

域的价值观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体育价值观进行研究，如素

质教育、核心素养、新媒体环境、社会转型等。

4 结语

体育价值观决定个体的体育认识和体育行为，因此，

体育价值观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新时期，体育

价值观研究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体育理论和体育实践

为基础，进一步完善研究体系，运用实证研究探究影响因素，

结合多学科进行全面、有层次、有深度的研究，使体育价值

观研究更具时代性和创新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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