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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运动与极限运动对比研究 
◆谭博超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号称“未来体育运动”的极限运动从孕育到兴起一直饱受争议，
甚至法律明令禁止其开展，而竞技运动的开展却如火如荼。本文分析了
竞技运动与极限运动所存在的不同，为今后规范极限运动，发展极限运
动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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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缘起 
通过访问 www.olympic.org 得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新增五项

运动项目，分别为冲浪、滑板、攀岩、空手道、棒球。将冲浪、
滑板、攀岩这三项极限运动项目列入奥运竞技运动项目。[1]不禁
心中疑问，难道极限运动项目也可以是竞技运动项目？还是极限
运动就是竞技运动？程思淏在《我国高校 展极限运动制约因素
分析》的研究中说道：“从广义上讲，一些挑战性高的，非奥运、
非世界运动会的项目都可以叫做极限运动。”[2]然而随着新增奥运
项目的公布，这一说法显然不合适。 

2 竞技运动的历史沿革 
竞技运动指的是带有竞技和比赛性质的体育活动，如：田径、

游泳、篮球、足球等运动都是奥运会竞技运动的项目构成。 
据史料记载，在公元前 776 年，在希腊奥林匹克村举行了第

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象征着和平与友谊。从公元前 776
年到公元 349 年，古代奥运会被罗马帝国的皇帝废除为止，古代
奥运会一共举办了 293 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停办了 1500 年
后，法国人顾拜旦提出举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 年，在
希腊雅典举行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并将“更高、更快、更强”
作为奥运格言，将“参与竞争重于获取优胜”作为奥运信念，至
今已有 30 届。 

3 极限运动的历史沿革 
3.1 极限运动的产生 
极限运动(Extreme-sports)是指通过一定的器械在自然或人

工的场地上进行的能 大限度地发挥自我身心潜能,向自身挑战
的娱乐体育运动。[3]如：滑板、高山滑翔、滑水、冲浪、水上摩
托、蹦极跳等运动则是极限运动的项目构成。 

20 世纪，为获得新奇、时髦的运动体验和追逐刺激、超越
的神经感受，在叛逆的文化导向下，极限运动从西方萌芽。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 始盛行，已被世界各国誉为“未来体育运
动”。 

3.2 极限运动的发展 
极限运动在 展期间曾遭受法律明令禁止。资料显示，欧洲

每年冬季参加雪山攀登等极限运动的人多达 750 万，2001 年共
发生各类伤亡事故 15 万例。[4]在 2007 年，法国“蜘蛛侠”阿兰•
罗伯特便因徒手攀爬上海的金茂大厦，被中国警方处以拘留 5 天
的处罚，同时被限制入境 5 年。2017 年 11 月 8 日，号称“国内
高空挑战第一人”的吴永宁在表演过程中失误坠楼身亡。知名评
论员沈彬发文号召：规范极限运动，切莫走上不归路。[5]就笔者
观点，其实极限运动不是送命运动，而应该在有保护措施下的安
全运动。 

4 极限运动产生原因分析 
极限运动作为“舶来品”，能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迅速发

展必有所理由。通过查阅知网得知，在我国关于极限运动的研究
较少， 展也主要集中在我国沿海几个发达城市。 

从历史发展和实践表现来看，极限体育运动发展动力原因包
括：青少年叛逆文化的产生、人类个体的冒险、回归自然、追求
新颖的天性，以及人类体验成功、自我超越的需要，促使年轻者
投身其中。极限运动可以为参与者提供创造、超越、追求自我，
回归自然，获得身份认同；同时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推进主流
文化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体育运动超越、 拓、创造精神。 

5 对竞技运动与极限运动特点分析 
田麦久的《运动训练学》中说到，竞技运动具有高度的竞争

性，集群性、公平性、公 性、功利性和观赏性。[6]正是这些特
点赋予竞技运动长久不衰的内在动力。 

从极限运动项目也不难归纳出这项运动的特点，高难度、高
多变性、高危险、高死亡率，高关注度、高创造性以及低安全、
低团队性。参与这项运动的运动者大多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和较好的体能作为支撑，且大多项目要求运动者克服心理对恐惧
感，并通过过程中缺乏的安全感和完成后的成就感作为快乐的来
源。 

6 结论 
通过分析竞技运动与极限运动可以得出以下共同点和不同

点。 
6.1 共同点 
6.1.1 强化体能 
两项运动在参与过程中都需要强大的体能作为基础，甚至将

体能作为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发展一般体能的同时还需要发
展与各个不同项目的专项体能。在运动中需要体能、技能、智能
和心理等不同能力的高度配合 

6.1.2 精神追求 
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格言赋予竞技运动突破自我、战胜

自我、挑战自我的精神追求。极限运动以超越自我、不断突破、
达到极限为乐趣，追求一种“精神高潮”。 

6.2 不同点 
6.2.1 价值取向 
竞技运动可以显示一个国家（地区）和社会团体的综合实力，

具有激励人类积极进取、不断奋斗的力量源泉，促进社会大众的
体育参与，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等等。极限运动更多的是显
示个人的 拓精神和发泄压力、追求刺激获得的新奇感。 

6.2.2 文化内涵 
单从 具代表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来看，奥林匹克运动会会

歌、会旗、会徽、吉祥物，就已经给予竞技运动非常丰富的文化
内涵。被誉为“未来体育运动”的极限运动，体现在无私无畏的
精神层面，但不排除有不负责任的行为，在尚不完善和规范的情
况下，文化内涵也有待考究 

6.2.3 安全性 
竞技运动的运动风险和伤害较极限运动小，其原因主要是项

目难度、高度、远度可控且可预测，且器材场地质地安全，甚至
某些项目配有辅助保护人员，而极限运动一般为室外运动，场地
器材不固定且难易程度相差较大，与自然界的交互较多等原因造
成不可控因素较多，导致安全性较低。 

6.2.4 社会影响力 
竞技运动项目已经遍及全球五大洲，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每年参赛运动员和锻炼爱好者数不胜数。而极限运动项目兴起较
晚，参与人员较竞技运动少，但扩张性较强，深受广大青少年热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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