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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1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最初年头里，我们以“社会体育”为主题，编写了一套系列教材，作为
对新世纪的献礼，作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献礼，作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献礼。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现代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人类从重视过去，到注重现在，到关注未来，无疑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它既是现代化的起点，也是现代化的归宿。
而人的现代化应该是全面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
体育运动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现代化的诉求，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最终必将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
理论构建、学科建设在倡导和形成学习型社会中，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无疑带有根本性的意义。
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我们有了共同的愿望。
我们抱着积跬步达千里的心态，踏上这样一条布满荆棘的探索之路。
　　回眸人类的历史，在古今中外的文明进程中，世界公认的三次人类文明的高峰与体育运动的发展
有着高度的关联。
一是古希腊文明，它勃兴了古代奧林匹克运动；二是曾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它是近代第一次现
代化的代表，催生了户外运动；三是知识经济的代表一一美国，在第二次现代化的过程中，将竞技运
动的职业化、商业化推到极至，同时催生了休闲体育，使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国际竞技体育和以休闲
健身为标志的大众体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文化活动。
这三次人类文明的高峰，产生了伟大的体育实践，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虽有震撼世界的体育实践，却少有影响世界的体育理论。
近现代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理论，而体育的理论
却未能得到相应的发展。
作为体育理论工作者，难道我们不该从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吗？
　　近代以来，社会科学中最热门的话题无疑是现代化。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行的是观念的冲突。
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就发生了理性传统与功利传统的冲突。
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沿革与发展，有十分相像的地方。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功利主义成为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潮，功利主义推崇科学主义，它使社会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张力，使社
会物质生产指数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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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学校社会体育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本书为培养具有多种技能的专业体育传播人才为目的，以传播学理论为指导，研究、探索和阐述了
体育信息传播的规律、特点、程序和方法。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传播与传播学、体育传播与平面媒体、体育传播与电子媒体、体育传播与网络媒
体、体育传播环境、体育传播心理、体育传播的效果与测量、大型体育赛事传播的策划、体育传播的
把关与导向、体育传播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素质要求等。
    本书还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新闻学（体育新闻方向）专业教材、体育其他专业选修课教材以及体育
新闻传播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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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传播效果的评估与测量第八章　大型体育赛事传播的策划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型体
育赛事传播简介　第二节　大型体育赛事传播的策划　第三节　大型体育赛事传播策划应注意的问题
第九章　体育传播的把关与导向　第一节　把关与导向概述　第二节　体育传播中坚持把关与导向的
理由　第三节　体育传播中把关与导向的分类、标准、原则和做法第十章　体育传播工作者的职业道
德和素质要求　第一节　提高体育传播工作者职业道德和素质要求的必要性　第二节　体育传播工作
者的政治修养和职业素质　第三节　体育传播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水平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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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体育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其实天天都在进行。
例如，体育部门举办新闻发布会，传媒对各种赛事的报道，国与国之间的体育交流，体育行政机关的
上下联络、协调，学校体育课上师生的互动，体育爱好者健身信息的获知⋯⋯哪一项能离开传播？
只是这种信息的传播、交流往往是自发地进行着，尚没有对其进行深入仔细的研究、探讨，挖掘出规
律性的东西来。
体育传播学则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一任务，使之有序有效地开展体育信息传播，为体育的发展服务。
　　那么，什么是体育传播学呢？
　　体育传播学是以传播学理论为指导，研究、探索和阐述体育领域里体育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方法
、程序、特点和规律，采用先进手段，创造良好环境，提高传播效果，推进体育的不断发展。
　　体育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有如下特点：　　1.广泛性　　这里指的是体育传播学的
研究对象十分宽泛，凡涉及体育及体育相关领域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行为和现象，都要予以关注，
成为体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2.交融性　　体育传播学不能简单地把传播学中的只言片语，对体育信息传播现象进行一般的穿
靴戴帽式的随意解释，而应扎扎实实地下工夫，对体育传播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上探求体育传播规律，是传播学与体育学两门学科的有机融合、深化，从而提升到新的学科层次，而
不是将两张皮简单地缝合、粘贴在一起。
　　3.指导性　　体育传播学介绍的知识，总结出的原则、规律，对体育传播应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能切实有效地帮助体育工作者更好地开展体育传播工作，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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