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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全球化及其进程本身已经影响到了我国体育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体育全球化》阐述了体育全球化的含义、进程及其特征、成因及动力、时空效应，体育全球治理，
体育全球化问题，体育全球化与大国的贡献等，对于全面揭示体育全球化现象，初步形成体育全球化
的基本理论框架，深化体育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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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体育全球化及其含义一、前言二、体育全球化第二节 体育全球化研究的回顾一、
国外学者对体育全球化的研究二、国内学者对体育全球化的研究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结构一、研究的基
本内容与结构二、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 体育全球化进程及其特征第一节 体育全球化进程划分及阶
段特点一、体育全球化起始阶段及其阶段特点二、体育全球化快速发展阶段及其阶段特点三、体育全
球化全面深化阶段及其阶段特点第二节 体育全球化特征一、“西方化”或“欧美化”倾向二、国家化
倾向三、进程有序四、体育精英带动下的资源流动五、体育竞赛活动的同质化六、奥运会是顶层表现
形式七、呈加速状态第三章 体育全球化的成因及动力第一节 体育全球化的成因一、体育组织文化的
不断成熟和超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体育组织的出现二、现代科技的推动三、相关产业的推动作用四、国
际交往促使了体育的全球普及五、殖民化的推动六、世界级体育大赛的推动七、国家的驱动作用八、
体育项目的特点与受喜爱程度九、体育教育的推动十、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推动第二节 体育全球化
的动力一、赢利是体育全球化的发动机二、科学技术进步是体育全球化的助推器三、体育文化流动是
体育全球化的势能四、国家政治是体育全球化的催化剂五、国际体育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是体育全球化
的内在动力六、国家走向现代化是体育全球化的心理需求第四章 体育全球化的时空效应第一节 体育
移民一、体育移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二、体育移民的原因三、体育移民的主要来源国四、体育移民类
型五、体育移民的效应第二节 跨国体育劳动者一、跨国体育劳动者类型二、跨国体育劳动者出现的前
提条件第三节 体育赛场经济一、体育赛事品牌二、职业体育赛场背后的淘金热三、诞生了一大批运动
员富裕阶层第四节 世界体育商标一、体育球队品牌二、与体育相关的产品品牌第五节 世界性球迷一
、体育全球化造就了世界性球迷二、球迷遍及世界各地第五章 体育全球治理第一节 体育全球治理的
阶段划分、必然性及价值一、体育全球治理二、体育全球治理及其阶段划分三、体育全球治理兴起的
历史必然性四、体育全球治理的主体与对象五、体育全球治理的基本特点六、体育全球治理的危机和
制约因素七、国际奥委会在体育全球治理中的价值八、参与和分担国际体育秩序治理的体育组织第二
节 体育全球治理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与挑战一、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和削弱二
、跨国公司不仅操纵体育全球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三、国家权力开始分
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四、国家的传统职能受到严重的限
制和削弱五、体育全球化使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六、全球问题的增加使得
国家权力的边限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变得模糊七、体育全球化淡化了国家认同感，民族国家的认同遇到
了危机八、体育规制的全球化及其约束力的硬化．对于国家主权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制约九、政治价值
和政治评价标准的全球化，对国家的权力构成了强有力的约束，对国家文化和价值观产生影响第六章 
体育全球化问题第一节 体育全球化的利与弊一、体育全球化利弊并存二、体育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
响三、体育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四、体育全球化对落后国家的影响第二节 体育全球化面临的问
题一、兴奋剂问题二、恐怖主义与体育赛事三、政治问题四、“美国化”的忧虑五、国际体育领域里
的腐败问题六、运动员出走七、体育赛场上的死亡八、球迷骚乱九、运动员场上斗殴第七章 体育全球
化与大国的贡献第一节 主要体育项目起源于大国一、开展最普及的主要体育项目起源于大国二、大国
对体育项目的成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节 大国具有体育全球传播的优势一、早期大国的优势二
、当代大国的优势第三节 大国引领当代全球体育发展潮流和方向一、大国参与的奥运会使全球体育更
精彩二、大国创办了有全球影响力的职业体育制度和联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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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体育全球化进程划分及阶段特点　　从目前现有的资料来看，体育全球化始于何年，难以
找到确切的标志性年代。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流行的竞技运动已经越过大洋，远传美国和加拿大。
尤其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度，世界市场形成，民族间壁垒被打
破，这时，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国际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体育出现了国际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考察体育全球化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到19世纪末已经形成的体育国际化的趋
势，而应该看到在这种“国际化”趋势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国际化的涌动”。
一般认为体育全球化要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催生了近代体育形态和思想的形成。
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为近代体育的传播创造了种种条件。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以及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是体育全球化的典型代表。
　　一、体育全球化起始阶段及其阶段特点　　（一）起始阶段（文艺复兴运动-1893）　　这一阶段
，体育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自发行为。
　　16世纪以后，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展开了以人道反对神道，以
人权反对神权为核心的思想解放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强调“灵肉一致”，认为必须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建立和谐，主张重视身体和精神的统一
。
这种思想的兴起和确立，使传统的道德标准和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体育的价值。
由于人的自身发展被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和舆论基础，极大
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和近代教育的产生发展，近代体育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体育全球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