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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要说体育，我基本是一个门外汉，很少身体力行地参加体育锻炼，但要说我不关心体育，那也不符合
事实。
1959年，容国团勇夺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一句“人生能有几回搏”感动了一代中国人，我作为
一个公民，也是深受鼓舞的；1981年.中国男排身处逆境却顽强拼搏，最后反败为胜的壮举，就像号角
一样吹响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
凡此种种，至今仍历历在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作过一个国际性的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众认为怎样的民族成就是重要
的”。
调查的结果是：体育在所有能引起对国家成就感到自豪的指标中位居第一。
其他依次是历史、艺术和文学、科学成就、军队、经济成果、民主、社会安定、公平待遇和政治影响
等。
这个调查结果说明了体育成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产生认同的重要因素。
时代毕竟在快速地向前发展，体育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也有了更多的阐释。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激发了每个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自豪感，也为世界了解中国、共
建“和谐世界”的人类理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今天，体育不再是少数人所从事的一项事业，也不再是那些具有天赋的运动员的专利了。
观察一下周围的人，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各种各样体育活动当中。
同住在一个小区的老人们每天清晨会聚集在一起，或做操，或打拳，或跳舞，抑或天南海北聊家常，
其乐融融，一派和谐的景象。
年轻一点的职业白领们则会在下班后或节假日相约去健身房，去网球场，去游泳馆自由地舒展身体，
释放工作的压力。
感受生活的乐趣。
你还可以发现，由于大众媒体的高度发达，在你的生活中，有关体育的新闻旧事纷至沓来.电视直播的
精彩赛事会吸引住你的眼球；报刊、杂志以及网络上体育评论让你知道体育不仅仅是一场比赛而已。
不可否认，体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直接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中，与此相关联的是，体育也越来越与
经济、文化、教育、传媒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结构性特征。
我的同事陆小聪教授长期从事体育社会学教学与研究，颇有建树。
由他主编的这本《现代体育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体育与相关的社会设置之间
的辩证关系；探讨了在体育现象中所反映出来的体育社会问题的本质等。
这些论述为我们更全面地辨析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更理性地理解体育在个人生活中的价值，无
疑具有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
是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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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现代体育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体育与相关的社会设置之间的辩证关系
：探讨了在体育现象中所反映出来的体育社会问题的本质等。
这些论述为我们更全面地辨析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更理性地理解体育在个人生活中的价值，无
疑具有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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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小聪，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体育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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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体育社会学导论现代体育正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到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构成了我们生
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世界的图景之一。
精彩的体育赛事吸引着大众的眼球．各类媒体充斥着体育的报道评论，在余暇的时间里人们盘算着如
何用体育的方式进行休闲娱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体育更是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符号和交流媒介，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可能以各自的
方式共同感受着体育所带来的欢欣或者困惑。
 体育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文化活动，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反映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
观念、制度和风俗，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构成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育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而在不同的社会空间里人们对于体育的理解也存在着
差异。
那么体育是究竟怎样演变成现在这个形态的？
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在哪里？
体育社会学研究又何以可能？
这些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如何定义体育何谓体育？
从语义学的意义上说，体育所指的就是一种对于“身体的教育”（physica education），归属于教育的
范畴，学校体育是这种意义的最好体现。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发现体育一词是从日语的同名汉字中转译过来的，它的前身是“体操”，专
指20世纪初期在日本学校中开设的诸如“兵式体操”等教育课程。
当“体操”更名为“体育”后，其内涵也随之得到了扩展，体育的含义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的领域，
同时也指称那些高水平的竞技比赛以及工作之余的健身娱乐等活动。
由此看来，体育的概念是双义的，即在狭义的意义上，它是特指在各类学校中开展的体育活动，而它
更为广泛的含义则包括人们通过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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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与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的博大精深相比，这部书稿只能说是在它的浅滩上做了一次仓促的漫游，不足
以呈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全貌。
如果说它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读者对体育社会学研究有一个概观上的理解.能够为我国的体育社会学研
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则心愿足矣。
本书主要为学习体育社会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编写，在内容结构上将体育放在一个宏观的社会结构下
进行考察，主要侧重于体育与相关社会设置问的关联性分析.以期使读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体育的发展
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参与本书编写工作的人员及其分工如下：第一章，陆小聪；第二章，董鹏；第三章，马进军、王斌；
第四章，杨坤；第五章，夏丽娜；第六章，张修枫；第七章，胡全柱、张鹤巾、王永；第八章，赵文
杰；第九章，杨柳；第十章，包艳；第十一章，秦文宏；第十二章，耿敬。
上海大学礼会学系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本书的校阅工作，陆小聪最后对全书做了统稿及其修改。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胡申生教授从选题到内容以及人员的组织都提供了极其有
价值的指导性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得到了上海大学教材建设基金的资助。
体育社会学在我国虽然起步不久.但是已经引起了众多的学术关注。
本书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希望它能成为正在构筑中的我国体育礼
会学大厦的一块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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