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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竞技体育精神作为竞技体育文化的核心，不仅是竞技体育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也是激发我国
运动员发挥竞技运动水平，创造优异成绩的保证。
我国高水平运动员竞技体育精神的塑造和完善，不仅是为了实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的目
标，也是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

　　《中国体育博士文丛：我国高水平运动员竞技体育精神研究》以现役国家队运动员为调查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和个案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高水平运动员竞技体育精神
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竞技体育精神是指运动员通过竞技活动所表现出的超越本能的意识活动、竞技思维的心理状态
。
它包括竞技活动中运动员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理想人格、行为规范和道德风貌。

　　2.竞技体育精神是竞技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精神的传承性和传播方式使得竞技体育精神具有明
显的民族文化特点。
奥林匹克精神对竞技体育精神具有指导作用，民族精神对竞技体育精神有深刻的影响。
竞技体育精神具有竞争性、超越性、公平性和功利性四个基本特征。

　　3.竞技体育精神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三个方面：教育价值、竞技价值和社会价值。
高水平运动员竞技体育精神的理论框架为：目标层的奥林匹克精神；核心层的竞技精神；基础层的职
业精神、民族精神和团队精神。

　　4.高水平运动员竞技体育精神包含：竞技体育精神的理想目标，为参与、公平、竞争、奋斗和和
平精神；竞技体育精神的核心内容，为心念力、竞争力和战斗力；竞技体育精神的文化道德基础，为
民族精神、职业精神和团队精神。

　　5.分析表明我国传统文化下的高水平运动员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崇尚道德、自强不息等优
良精神品质，同时又表现出不善竞争、缺乏个性和创造欲望，以及过于沉重的得失观念。

　　6.依据精神的生成机制和精神动力理论，提出培育运动员竞技体育精神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思
想教育开发运动员的竞技情感动力；二是通过创建运动队文化，引导运动员竞技理智动力；三是通过
运动实践环节的磨炼，强化运动员的竞技意志动力；四是通过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运动员的内
驱动力。

　　7.我国优秀运动队塑造的“女排精神”、“乒乓人精神”、“梦之队精神”，使我们认识到竞技
体育精神之力量。
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展示了我国高水平运动员优良的竞技品格，成为时代
精神的最强音，激励人们奋进，引导世人追求卓越。

　　8.中国高水平运动员赛场失利精神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文化知识的薄弱、非职业精神、非竞
技精神和非现代精神四个方面。
其主要原因是未能建立起有效、合理的运动员竞技体育精神体系，运动员文化知识的薄弱是根本问题
，其世界观、价值观、理性思维和竞技伦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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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 运动员的竞技斗志 在竞技体育比赛中，人们常常被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旺盛的
斗志所折服。
竞技赛场上，两队相逢，总有落后失败的一方，但落后、失败并不意味着丧失斗志，如果斗志不灭，
就有可能转败为胜。
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在决赛中，虽先输两局，但她们并没有因为落后而丧失斗志，而是一局局拼
，一分分拿，最后反败为胜，获取了胜利。
旺盛的斗志会使人在坎坷困境中迈开脚步，并能激发人的内在潜力。
但如果丧失斗志，失望颓丧，失去的就不只是一场比赛，往往是人的整个精神系统。
运动员对待失败的态度比失败本身更重要。
“胜败乃兵家常事”，竞技体育更是如此，只有胜利没有失败的运动生涯是不存在的，关键是你被失
败打倒，还是失败被你打倒。
斗志是运动员面对困难和失败时的精神支撑，它不断激发人的潜能，帮助运动员顽强地走出困境。
 邓亚萍，这个从进入体育界就被认为是没有前途的运动员，到最终成为世界级的球星，正是凭着坚韧
不拔的斗志和永不服输的精神走向成功。
在赛场上，她留给人们的不仅是精湛的技术，更多的是自始至终高昂的斗志，她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
获得了成功和人们的尊敬。
人们之所以对优胜者极为推崇，原因在于竞技运动首先是一种搏斗，或与自己意志搏斗，或与他人斗
智斗勇，竞技运动最能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所体现出来的生存技能、勇气以及抗
争的意志。
人们对优胜者的赞誉体现出了对征服命运的强者力量的崇拜，从失败者的身上体会到了一种永不放弃
的战斗精神，体现出了人可能遭遇失败，但不能被打倒、不可以被毁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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