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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前国际体育社会学会主席，现任教于英国拉夫堡大学的约瑟夫·马奎尔(Joseph
Maguire)教授，以及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凯文·扬(Kevin
Young)教授共同主编，这也是他们同为主编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丛书”中的第一部重要理论文献。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挑战了当下社会学研究中众多重要的理论议题，并且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做出
了具体的分析与解释。
它直面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福柯、埃利亚斯以及布迪厄等社会学名家；纵论后现代主义、型构社
会学、文化研究、女性主义、身体社会学以及符号互动论等多种经典理论，并且将社会学的各种理论
视为研究的对象本身，同时结合作为社会性现象的体育实践给予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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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体育社会学中，角色理论在性别角色领域内引发了大量研究，可是却落了个恶名。
为了解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性相对较少参与体育的状况，许多体育社会学家和体育心理学家—
—那时这两个学科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提出了角色冲突的概念（或者说性别角色“差异”）。
把与运动员相联系的典型特征和与女性相联系的模式化特征相比，可以得出结论：运动员特征是“男
子汉气概的”，而女性通过退出解决了这一冲突。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女性参与的开始增加，并且女性开始参加那些以前只有男性参与的运动
，人们开始关注角色冲突或者是违反性别规范的结果（女性气质的消失，女运动员的“男性化”）。
他们运用“性别角色量表”进行了一些研究，其目的是在于测量一个人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程度
（Jackson & Marsh，1986；Matteo，，1986）。
 女性的连续参与并没有对她们的心理健康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促成了它与雌雄同体这一观念——
该观点认为真正的心理健康（按照女权主义者和支持女权主义者的宣称，对于女性和男性而言一样）
在于既具有男性特征又具有女性特征，确切地说，是具有对女运动员的性别角色测量中所表现出来的
特征——度过了一个的短暂的“蜜月期”。
但是性别角色和体育参与的前提产生于对角色这一概念的误解，这导致了对复杂的人类互动作出了一
个过于简单的解释。
在女性政治权利（和体育参与）日益增加的一个时期，这一误解含有意识形态的意味。
角色并没有成为人们互动过程中建立和重新建立起来的身份，而被看作是稳定的、可辨认和可测量的
身份。
因而，角色便与个性具有相同的意思，尽管它的原始概念更接近于戏剧中的角色概念——没有两个演
员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扮演哈姆雷特，甚至同一个演员在不同时间扮演的同一个角色也会不同，在
不同演出中更是如此。
 虽然性别角色思想以及相关的研究在体育心理学领域持续的时问长一些，但20世纪80年代它在体育社
会学领域内开始消失。
随着女性地位的改变，她们的性别角色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前，社会学家接受了女性气质（以及男性气质）多样化的观念——也就是说，并非只有通过一种方
式才能成为男性或女性，或者是成为“异性恋”或“同性恋”，抵制刻板的性格描述是一种合法的追
求（Hall，1996：18—23，对体育中角色理论和性别的更实质性的批判）。
 符号互动论和角色理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上文中所引述的许多关于社会化和亚文化的研究运用了角色这一概念。
体育社会学中明确地以角色理论为基础所做的最好的研究可能是对美国大学生篮球队员的研究
（Adler&Adler，1991）。
球迷和媒体给这些甲组的运动员制造了身份，这些运动员被迫去迎合他们。
作者还说明了这些学生是如何放弃做“自己”、完成学业以及获得学位的选择，而专注于篮球运动员
（以及将来的职业运动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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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挑战了当下社会学研究中众多重要的理论议题，并且从体育社
会学研究的角度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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