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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解读体育的首要伦理价值是反思体育类本质属性的元伦理问题" 本研究运用伦理学目的原理辨析社会体

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善恶价值取向做出首要伦理价值判断" 全民健康生活和健康长寿是新时代社会体育首要伦

理价值追求!培养青少年体质健康#身心健康#人格健康是新时代学校体育的价值追求!引领健身生活方式#提升人民健

康生活水平是新时代竞技体育的价值追求" 结果表明)健康理念贯穿新时代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各个价值领

域成为统领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首要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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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体育的首要伦理

价值是引领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价值理念#也

是探索体育类本质属性的关键点& 日常生活中#

竞赛新闻占据电视和网络各种媒体的新闻头条#

误导了人们将体育简单地理解为比赛和竞技#或

者为集体和国家争光#忽略了体育本质属性和功

能的认知& 从学理上看#杨文轩%陈琦合著的.体

育原理/将体育本质界定为增进人们健康和提高

人们生活质量目标的身体运动手段& 从哲理上

看#体育的本质属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身体

运动承载的客观生物属性#属于形而下的客观现

象范畴)另一部分是人和社会赋予其价值意义的

社会属性#属于形而上的价值和功能范畴& 从法

理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根据身体运动

的客观属性将体育划分为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

竞技体育三个部分& 从伦理上看#体育指向的目

标和价值是一个纯粹的应用伦理问题#体育作为

一种身体运动而存在的实践活动#一定有其所指

向的目的善"首要伦理价值$&

!4社会体育的首要伦理价值

社会体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满足 '社会

人(

*!+美好生活需求是我国社会体育的基本形

态& 十九大以后#党和国家赋予社会体育服务人

民幸福生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至此#社会体育肩负起指导

人民群众自愿参与体育%发挥健身娱乐休闲作用%

丰富人民文化精神生活内容%培养人民健康的生

活方式的时代重任&

然而#由于社会体育自身发展低俗化现象时

有出现遭到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侵蚀#以浅薄

空洞的内容和粗鄙搞怪戏谑的行为方式扰乱人们

视野#遮蔽和误导了社会体育活动的引领功能#体

育价值异化现象导致社会体育的多元功能和综合

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健身养生文化功能发展

不平衡成为制约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然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社会

体育充分发挥养生功能#引领健康生活方式%促进

全民健康生活& 根据亚里士多德伦理目的论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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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判断#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

的*"+

#新时代中国社会体育目标是满足人民幸福

生活#在目标的牵引下可将社会体育价值演绎出

三个价值追求!人民健康生活#全民健康生活#健

康长寿"图 !$&

图 !4新时代社会体育价值

!)!4人民健康生活价值追求

一是社会体育促进人民共享健康生活& 党的

十九大报告要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2+

#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

平总书记在 #$!*年新年贺词中说!'我们伟大的

发展成就由人民创造#应该由人民共享&(

*%+人民

共享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成果成为满足人民群众

体验快乐和幸福生活的时代使命& 根根.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0#$"$$/#

十九大后群众体育开启了实现体育惠民富民强国

的新征程#要求建成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服务体

系#保障全民体育健身需求#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开

展体育活动#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精神生活需求&

二是社会体育建设健康中国& .'健康中国 #$"$(

规划纲要/要求全民共建共享健康生活#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从 #$!% 年的 ")0 亿升高到

#$"$年的 %)" 亿#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

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从 #$!%年的 *:)0D提

高到 #$"$年的 :#)#D#健康服务个人卫生支出占

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 #$!% 年的 #:)"D降低至

#$"$年的 #%D左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

年的 !$D提高到 #$"$ 年的 "$D#人均预期寿命

从 #$!%年的 10)"2 岁上升到 #$"$ 年的 1:)$ 岁&

到 #$"$年实现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健康

生活方式得到普及#构建起体系完整%结构优化的

群众休闲体育健康产业#实现从胎儿到人生终点

的全程健康服务保障& 可见#社会体育不仅承担

着人民身体健康的政治任务#还要肩负起建设健

康中国的时代使命& 三是社会体育产业促进人民

体验健康生活& 国家统计局令第 #0 号.体育产

业统计分类"#$!:$/将'新型文化业态(阐释为

'体育b

(和'

b体育(新文化业态& 由此可见#国

民体验健康成为新时代生活理念#总局规划要求

体育b健康%体育b互联网%体育b科技%体育b传媒

旅游%体育b金融等多个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发展

体育休闲产业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建立人民全

方位体验健康的群众体育休闲产业群&

!)#4全民健康生活价值追求

一是社会体育促进全民健康& 国务院全民健

康不仅是全民健身的价值追求#它还是体育强国

建设的目标任务#也是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举措&

.全民健身计划"#$!00#$#$ 年$/明确指出#群

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与体育健身资源相对不足

是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多元化健身需求是社会体育发展的出发点

和归宿点& 体育强国要求 #$"$ 年实现全国人民

健身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2%D以上#为全民健康提

供坚实的条件保障& 健康中国行动要求人民群众

健身锻炼时间每天不少于 1 $$$ 步#为身体健康

筑造合理的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

多次强调#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必须以全民健康为

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0+

& 二是全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 纵观全民

健身计划发展历程无不以追求最广泛%最大限度

地实现人民身体健康为价值目标& !::% 年国务

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通知/明确要求#改

善人民体质和健康状况#提高人民整体素质#丰富

群众体育活动形式和内容#增加参与群众体育活

动人数#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为价值

目标& #$$:年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条例/明确

指出#把群众体育活动条例化#将全民健身上升为

国家意志层面#把公民身体素质作为价值目标&

#$!!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十五年/表明全

民健身工作必须服务人民健康体质#将人民群众

不断增长的健身需求作为群众体育的出发点和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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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点& .全民健身计划"#$!!0#$!% 年$/和.全

民健身计划"#$!00#$#$ 年$/明确要求#全民健

身是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的基本保障#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建

设小康社会进程& 不难分辨#全民健身计划始终

把人民身体健康和体质健康作为落脚点&

!)"4健康长寿价值追求

.健康中国'#$"$(规划纲要/明确要求 #$"$

年人均寿命达到 1:岁& 至此#健康长寿成为新时

代体育和卫生事业的价值追求& 健康长寿不仅是

新时代中国人的价值诉求#在毛泽东看来#体育与

养生术在价值层面是一回事#都追求生命的长生

久视& 不同在于西洋体育与中国养生术的锻炼方

式各异和活动方法不同& 一是中国人不变的诉求

'长生久视(& 道家思想是中国民族体育的理论

源头#是中国导引%按摩%吐纳%调气%服食养生术

的理念之源#养生方法就是长生久视之术& 老子

.道德经/五十九章曰!'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

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

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

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1+老子认为治理人事

就像莫若啬#'啬者(多入而少出#如田夫之务益

藏#是治国之道#亦是养生之法& 二是传统养生术

促进健康长寿& 从功能上看#社会体育是通过健

身运动的手段#促使血液循环加快增强心脏的功

能#改善大脑的供血状况#消除脑力劳动后的疲

劳#使思维敏捷提升& 同样可以促使呼吸肌肉能

力增强%肺功能提高%肺活量增大#提高人体供养

能力#增强吸氧利用率& 还能使肌红蛋白增多#肌

肉结实粗壮有力#密质增厚#骨骼坚韧抗折能力增

强#改善人体活动能力%适应能力%抵抗疾病的能

力#达到延年益寿目的& 然而#传统养生健身是根

据个体所需#选用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最终达到养

生效果#促进长生久视& 实际上#人们养生知识不

足%健身锻炼方式不科学%酒后锻炼等无效并损害

健康的现象普遍存在& 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养生

常识#对于保养%滋养%涵养等传统方法不清楚#更

不知道遵循人的新陈代谢规律适度运动& 因此#新

时代社会体育应该立足于满足人民个性化养生需

求#为人民提供更加便捷%简单的养生服务&

#4学校体育的首要伦理价值

'健体育人(是新时代学校体育的价值追求#

增强学生体质%提高运动技能%塑造健全人格是学

校体育的本质要求和教育功能& 然而青少年体质

达标连续 "$年下降#'娘炮( '伪娘(等人格问题

层出不穷#身心割裂现象严重#学校体育德育功能

效果不明显#以至于灵魂塑造和人格教育缺乏#急

需新的价值理念引领学校体育的发展& .#$!* 年

全国教育大会/报告明确要求#学校体育要以'健

康第一(

**+为价值目标& '充分挖掘和发挥学校

体育的德育功能是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

*:+正

如阿部忍"日$和林笑峰所说#体育的类本质是培

养人社会品格的教育过程& 因此#学校体育应该

充分发挥'健全人格(的德育功能#培养青少年健

康体质#促进身心健康#健全青少年品德和人格#

如图 #所示&

图 # 学校体育的育人功能

#)!4青少年体质健康价值追求

一是新时代学校体育促进体质健康& 党的十

九大报告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

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新时代接班人的体质健康成为落实

立德树人的着力点& 早在 #$!0 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的意见/明确指出!针对学生体质健康的明显短

板#推进素质教育中的综合作用#全面提升体育教

育质量#促进学生体魄强健%身心健康#健全学生

人格品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1%年颁布.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和 !:1:年印发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明确

要求学校体育以增强学生体质为目的#学生体质

的健康水平作为评价学校体育工作的指标& 随

后#教育部陆续出台相应课程标准#.#$$# 年学生

体育健康标准/明确指出体质健康的标准& 由此

可见#广大青少年体质健康是学校体育的工作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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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同时也是学校体育内在本质的价值追求& 正

如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所说#培养青少年健全人格#

首先在于体育#位居育德育智育美之首#而学校体

育的主要功能就是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健身教学活

动#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态度%习惯%知识和能

力#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道德品质以促进身心健

康& 二是古今中外不变的学校体育促进体质健

康& 儒家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人生修

身分为六个阶段& '八岁习洒扫应对进退#十五

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十五岁开

始学习'六艺(#'射( '御(是中国古代庠序学校

身心兼修的体育项目& 柏拉图.理想国/认为#培

养优秀护卫者要用体操来训练他的体魄和品质#

用音乐来陶冶他的心灵& 正如卢梭.爱弥尔/中

所说#'如若要养成儿童的智力#必将先养成智力

的体力#要养成儿童的政治以聪慧#必常常使他运

动%锻炼身体&(

*!!+苏联.教育科学辞典/认为体育

就是增进人体健康和身体正常发育为目的的一种

教育活动& .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体育是关于人

体构造%身体发展的教育活动*!#+

& 吴蕴瑞把体育

二字理解为身体教育之简称& 林晓峰把体育定义

为身体的教育和体质的教育*!"+

#杨文轩把体育界

定为增强体质和完善人体的教育过程*!2+

& 由此纵

观中外古今教育价值理念#培养体质健康的青少年

是学校体育不变的价值追求#而学校体育课堂是培

养和践行体质健康教育的主阵地和渠道&

#)#4青少年身心健康价值追求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

调#要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 学校体育要围绕塑造灵魂%塑

造生命%塑造新人的目标努力#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年修订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明确规定#开展群众性

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提倡公民参加

社会体育活动#增进身心健康& 随后教育部 #$!1

年颁布.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强调#发展素

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接班人#至此培养青少年

身心健康成为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 由此分辨#

学校体育位于德育%智育%美育%劳育的中心地位&

身心统一是人存在的基本生命形式& 正如蔡元培

先生所说#人的精神与身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精

神依附于身体而存在#身体健则脑力盛#脑力盛则

精神强& 身体与精神和谐统一是人生命发展的基

本规律& '有健全之身体#始于健全之精神#若身

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5(

*!%+马约翰在.体

育价值的迁移/中强调体育的德育功能#身体健

康是精神健康的根基#精神以身体为依托#身心一

体是人存在的基本形态& 认为学校当局和高等教

育家们逐渐认识到有必要设立体育部门#动机是

在学校里发展学生体质#很少有人能够看到体育

在树立人格方面的重要功能*!0+

&

#)"4青少年人格健康价值追求

健全人格成为新时代学校体育的主要任务&

#$!*年.全国教育大会/报告提出健康教育理念#

以完善人格%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要

在培养青少年勇于奋斗精神上下功夫#培养敢于

担当%不懈奋斗的精神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道

德品质#培养青少年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和乐观

向上的人生态度& #$!: 年中央%国务院印发.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0#$## 年$/明

确指出#大力加强体育美育劳动育人#落实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1+

& #$!2 年

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明确指出#立德树人是学校

教育活动的根本任务#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

的基本依据& 季浏在.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改革

与发展/中认为#学校体育要深化体育与健康课

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和实现育人目标#落实

学校体育的德育价值& 由此可见#人格健康教育

成为新时代学校体育的主要任务#是中国学校体

育的价值追求& 蔡元培的人格教育思想把体育放

在首位*!*+

#以'体育(为第一要义#以习惯感化乃

至整个'性格(为第二要义#以'勤勉(涵养为第三

要义#以'自制(节欲为第四要义#以'勇敢(操持

人生顺境和逆境为第五要义#以'修学(消除疑惑

为第六要义#以'修德(致良知为第七要义#以'交

友(济患难为第八要义#以'从师(学行守业为第

九要义&

"4竞技体育的首要伦理价值

竞技体育以捍卫国家尊严%提升民族整体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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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服务国民精神生活为类本质和价值追求& 然

而#新时代针对竞技体育违背主体价值的物化取

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以北京冬奥会为契

机#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平衡发展#推进

全民健身事业#不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至

此#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不仅是新时代竞技体育的

价值追求#还是体育强国事业的价值追求#体育事

业发展的价值追求&

")!4竞技体育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引领健康生活

方式

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时强调!'要分类指导#从娃娃抓起#扎扎实实

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持之以恒开展群众体育#不断

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体育强国不仅

仅是金牌数量的多少#竞技体育的发展要立足于

'人(#关键是提供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生活#传

递人民群众健康的体育生活理念#引领健康的生

活方式#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成为新时代竞技体育

的价值归宿& 新时代把'人民(作为竞技体育的

实践主体和价值目标#要求竞技体育服务人民%促

进人民健康和实现人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正如

杨国庆所说#新时代竞技体育应该助力健康中国

建设#带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实现体育

强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 竞

技体育强国建设始终要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

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不难分辨#

人民已经成为新时代竞技体育的主体和价值目

标#服务人民健康幸福生活%提供各式各样的竞赛

节目%引领健康生活方式成为竞技体育的价值

归旨&

")#4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理念与契合奥林匹克

主义

#$!:年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

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人#而不是3物化4的

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3单向

度4的人&(

*#"+针对人的'物化(和'单向度(现象#

新时代中国把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

盾#把人民利益放在首要地位#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现人的本质当作共产主义

的最高理想& 马克思在.!*22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记载!'人以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

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2+同样#

奥林匹克主义认为体育运动是以提高人的体质%

才智和意志素质#创造一种使人们在锻炼中寻求

乐趣的生活方式#促进和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

的和平社会*#%+

& 由此可见#奥林匹克主义的价值

目标是人的和谐发展和身心健康& 人的和谐发展

的前提条件是服务人和谐%全面%健康发展*#0+

&

奥林匹克主义的中心思想与新时代人民健康理念

异曲同工#都以人本主义为原则#服务人的健康生

活为价值追求&

")"4竞技体育的价值变迁!$服务神%转向$服务

人%

从'古代奥林匹克祭奠(演变成'现代奥林匹

克运动会(历经了思想和价值的巨大转折& 古代

奥林匹克祭奠历时 ! !0* 年#共举行 #:" 届*#1+

&

古希腊人为了表达对奥林匹克众神的虔诚和敬

仰#公元前 110 年举办了古代奥林匹克祭奠& 公

元 ":2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推崇基督教禁欲主

义#停办古代奥林匹克祭奠& !%$$ 年以后#顾拜

旦倡议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2 年在巴黎

!#个国家联合决议复兴奥林匹克运动& 古代奥

林匹克祭奠由此演变成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彻

底摆脱了宗教禁欲思想对竞技运动的束缚& "!$

竞技体育伦理价值聚焦'神(转向'人(& .现代奥

林匹克宪章/把奥林匹克精神定义为#每一个人

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

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

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 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建立

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成为运动会宗

旨& 从西方伦理史可以看到思想的转变#关注

'神(向'人(的重大转折& 正如叔本华反对宗教

一样#把人的幸福理解为健康%力量%美德%气质%

道德%知识%教养七要素*#*+

#认为人的幸福离不开

健康而与上帝无关#爱护人%尊重人%关心人是实

现人幸福的基础& 尼采比奥林匹克主义走得更

远#直接宣称'上帝死了(#彻底抛弃宗教信仰#肯

定人的价值#实现了伦理价值从'关注神(转变为

'关注人(的伟大迁移& "#$竞技体育伦理价值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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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与肉体对立(走向'灵魂肉体统一(& .现代

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表明奥林匹克主义!一

是奥林匹克主义的中心思想是人的和谐发展和改

善人的生活方式)二是奥林匹克主义将运动作为

实现人和谐发展的途径#运动必须与教育%文化融

合实施达到人的和谐发展的目的)三是奥林匹克

主义运动员以身垂范#践行奥林匹克主义价值理

念& 在顾拜旦看来#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仅是人

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本质上说竞技体

育就是人的生存方式& 竞技体育不仅追求身体的

强健有力#还承载着积极%进取%拼搏的人生态度&

现代竞技体育把人的力量与人本精神高度融合在

一起#把精神与肉体统一起来肯定人身体运动的

基础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是名副其实的

人生实践哲学& ""$'康强之精神#必寓于康强之

身体&(

*!%+身体是竞技文化的载体#是精神思想的

宿主#竞技体育应该坚持'人民体质(为中心的道

德原则#摒弃'物化(金牌至上的单一价值导向#

人民的竞技体育理应服务人民#回到促进最多数

人的健康功能上来& 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应该树

立身心统一的价值审美观#应该倡导竞技体育服

务人民身心健康#传递积极的审美观和引导健康

的生活理念#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24结语

健康是人生活的出发点#是'新时代人民幸

福生活(的首要条件#是一种人身自由#在一切自

由中首屈一指& 健康理念存在于新时代社会体育

和全民健身追求的人民健康生活之中#存在于新

时代学校体育培养青少年体质健康%身心健康和

健全人格的价值追求之中#存在于竞技体育提升

人民健康生活水平的价值追求引领之中#成为统

领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首要伦理价值& 健

康理念贯穿于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动机%过程

和结果之中#在这个过程开始就已经存在着#它以

一种首要伦理价值的方式存在& 健康对新时代体

育不仅使对象发生变化#同时它还在服务对象之

中实现自己的统领#这个目的是新时代体育发展

自己设定的#是作为规律决定其行为的动机%过程

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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