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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文明概念的正式提出，体现近年来社会和大众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全
面发展的追求，同时也说明生态学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得到接受和重视。
生态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它将自然界、社会的各种事物及人都看成是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统一的系统
，其中各种因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不可分割的生态链、生态位、生态场，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因
素呈现出统一与背离、平衡与失衡的动态矛盾运动。
将生态学思想和方法引入体育研究之中，或是将体育纳入生态学视野，都给传统的体育研究注入了新
的活力。
《体育生态论纲》是将系统观、平衡观、联系观、动态观等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体设计的一种尝试，
而以下一些基本思考渗透于整个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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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雪峰，男，湖北应城人，1950年出生。
教育学博士，现任武汉体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亦被聘为北京体育大学博
士生导师。
从1982年起一直任教于武汉体育学院，期间曾受国家教委派遣到原苏联中央体育学院(即现在的俄罗斯
体育与旅游大学)访学和研究，在原华中理工大学(即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攻读高等教育学而获博士学
位。
高校任教以来出版著作多部，在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并获
多项科研奖励。

　　唐宏贵，男，湖北武汉市人，1950年出生。
1974年于武汉体育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武汉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和作为主要成员承担国家社会科学项目4项，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10余项。
正式发表学术论文110篇，出版专著、教材9部(部分与人合作)。
先后获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2001、2006)，被评为中国体育科学学
会“优秀会员”(1995)。

　　张江南，男，58岁，教授，200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获博士学位。
现任武汉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外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信息委员会委员，中国传播学会体育分会副主任。
近年来在国内外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出版专著1部、主编教材2部、合著3本，译著3本。
已完成7项科研项目。
获省部级以上成果5项。
目前主持项目：国家级1项，省部级3项。

　　雷选沛，1965年10月出生，湖北仙桃人。
先后获得工商管理硕士、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经济)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
现任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主任，武汉体育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
先后出版《世界等待你》等著作多部；在《人民日报》、《武汉大学学报》等国内外核心报刊发表论
文50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湖北省社科基金等课题7项，曾获多项科研奖励。

　　周昀，女，1973年5月生于湖北武汉。
1990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系，1994年7月进入武汉体育学院工作至今。
其间主要从事文献资源建设，体育信息检索、关学与审美等课程教学，及《国外体育科学》杂志编辑
工作。
2000年与武汉体育学院张江南教授合作编著出版《体育信息概论》一书，2010年主编《体育信息检索
》教材，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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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体育是人体运动的一种形式以及以人体运动形式为核心所组成的特有社会活动，它既具有自
然厨陸又具有社会属性。
先看体育这种人体活动的自然属性。
首先应指出，它与其它动物的运动具有许多相似性，比如奔跑跳跃、游泳、攀爬等等，与自然界的动
物一样，会受到同样的物理学规律的制约，因此具有自然性。
进一步探究，这种自然性还可从人体性和人类性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体育的人体性即这种属性它对每一个运动的人体都可单独发生作用，每一个人体都可以是体育运动的
主体，只不过因年龄、性别、生理、心理等因素的不同而出现个体差异。
从体育的人类性方面来看，既包含自然性因素，也有社会性因素在内，我们首先考察其自然性。
其自然性主要体现在只要是人，其运动都服从于同样的自然规律，如果有不同，那也是人体的不同，
不表明对人类有偏差。
换言之，人类的某些群体和集团，在体育方面具有共同的特点；而群体差异则服从于人类学规律，取
决于某些种族和民族特征。
体育科学的发展，也证明了体育的人体性和人类性是并存的。
比如在体育研究领域及体育科学中，有一系列的人体科学的不同学科，如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等等，它们主要是人体运动条件下的相关生物学研究成果；同时体育科
学序列中也有相应的人类学研究，比如运动人类体质学、运动人类考古学、运动人类工程学、体育人
类学等等。
体育的人体性使得体育的本质意义具有反身性，即体育运动由具体的人体发生，反过来又促进运动者
本人的身心健康，因而健身健心功能是体育的本体性功能。
这一功能是体育的人体性赋予的，它不可能直接迁移到其他不从事这一运动的个体。
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理念——“重在参与”，就正好揭示了体育的真谛，不参与是不能受益的。
人类生态学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每个孤立的个人与生物圈关系的总和，而是人类视角之下的人
与生物圈的关系，它已演变为智能圈。
而体育的人类性给我们提供的价值在于：体育生态所展示的是从事运动的人与自然的理性协调，它也
不是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体育群体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揭示体育智能圈的全景而不只是
单个的碎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气象组织曾将1996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定为“气象为体育服务”，说明
自然与体育智能圈的关系受到普遍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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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生态论纲》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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