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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体育和我们的联系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形态、所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是
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
这样一种由体育所引发的社会现象，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历史学家的史册
里，还是在社会学家的视野中，体育运动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都是值得特别书写的一笔。
在这一世纪中，以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为代表的精英体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在
世界范围内传播扩散；以休闲、健身、交流为特征的大众体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许多人日常生
活中的重要内容。
体育运动正在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在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之力，在不同的
领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和方式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也是体育社会学家应当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体育，就其由来而言，并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它是西方国家在娱乐、休闲、消遣和竞技过程中逐
渐形成的一个概念，原本是在非日常空间发生的个人性行为，而在今天，已经发展演变成为在日常空
间展开的社会性行为，并且和社会的流行、社会的脉动、社会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影响着我们的
社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体育的社会性凸显，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知识，认识和解释体育运动这一社会现象，研究和探讨伴随
着体育运动而发生的社会问题，自然也就成了体育社会学者乃至社会学者的一种学术追求和社会责任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体育社会学>>

内容概要

随着体育的社会性凸显，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和解释体育运动这一社会现象，研究和探讨
伴随着体育运动而发生的社会问题，自然也就成了体育社会学者的一种学术追求和社会责任。
    本书在考察西方体育社会学制度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西方体育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及其变迁、理
论建构、研究视点、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方法的流变及其发展启示等方面对西方体育社会
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国内目前最全面、最系统研究西方体育社会学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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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军，1955年生于江苏盐城，1979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留校任教，1995年、1999年先后于北京体育
大学获教育学硕士。
博士学位。
2001年作为人才引进调入清华大学。
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国家体育社会科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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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出版专著《中国体育人口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日本排球运动研究》译著《体育管理学入门》
（合译）、《排球练习法百科》”在《体育科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
体育科技》。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等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多篇、学术译文40多篇，在其他，报刊发表文
章20多篇。
其学术论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资料》转载。
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项目的研究。
2004年先后获北京体育大学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1999年），北京市哲学社会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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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随着北美体育在各个领域的不断发展，诸如奥运会对北美体育带来的更加积极的影响，
体育与大众媒体的紧密结合，一些新的问题第一次进入北美体育社会学者们的视野，对于新显现的问
题，研究者一般会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进行描述或做简单的分析，而无法进行以假设一检验为主的定
量研究，因为，面对新问题，既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也缺乏前人的研究基础以提出研究假设。
（2）经过前一阶段的积累，北美体育社会学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经验性研究，而这些经验性研究
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往往以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见长，而定量研究方法的一大劣势在于它会强调事物的
同一性，忽视事物的特殊性，对于现象本身而言，在研究时会过滤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在1984～1993年这一阶段，许多北美体育社会学者运用深层访谈、对资料进行再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
对某些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在1984～1993年这一阶段，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进入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他们在研究中运用
新的学科方法和视角，给体育社会学带来了许多探索性的研究，这些探索性研究重在提出问题，而不
是分析问题，这样，以统计分析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法暂时失去了“用武之地”。
（4）学术氛围上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如前所述，北美体育社会学委员会在这一阶段明确提出体育社
会学的研究应以“体育与文化”作为新的主题，无论是文化分析的方法，还是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
抑或批判主义的介入，这些方法流派都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
（5）跨国研究对研究方法的运用带来的影响。
体育社会学的跨国跨地区的研究所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历史比较和文化分析方法的增多。
这些方法都属于定性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在运用上的增多导致了定量研究方法使用频次上的相对
下降。
（6）1984—1993阶段，北美出现了一批针对体育社会学本身理论与方法的反思和总结的文章，这类文
章多采用归纳和演绎等定性研究方法。
对于偏向于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北美体育社会学界而言，1984—1993阶段，定性研究方法得到极大的
强调，这是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的显著标志。
3.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为主的三大研究传统并立以在研究中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为指导，
社会学研究可分为三大研究传统，一为实证主义传统，二为人文主义传统，三为批判主义传统。
这三大研究传统的特征如表13—12所示：根据社会学三大研究传统的具体特征，对北美体育社会学这
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社会学研究的三大传统在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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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体育社会学:理论、视点、方法》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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