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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法学》是体育院校体育专业、法学院校选修课学生用书。
本书是由西南(云、贵、川、渝、藏)高校体育教材教法研究会(体育法学)教材小组根据西南四省市体
育院校、法学类院校本科教学计划、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具体教学任务、教学时数、教学
内容及考核要求分工撰写和串编完成的。
本教材根据云、贵、川、渝、藏的实际情况，在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基础上，总结了四省市学生应
掌握的体育法学知识，继承了已有不同时期出版的体育法学教材优点，重点吸收了国内外体育法学的
先进理论。
　　本教材着眼于新世纪培养人才的实际需要，坚持继承与创新、改革与发展；坚持实事求是，从本
科体育法学教学实际出发，突出教学性、针对性、实用性、实践性、科学性、先进性、时代性；力求
从教材体系和专业发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方法掌握上进行改进、提炼、拓展，以使教学对象能
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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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以上关于法律的界定中，我们就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界定体育法的内涵。
广义的体育法，包括对体育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所有法律规范，比如宪法规范、民法规范、经济法规
范、行政法规范、刑法规范等，还包括国务院以及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级人大、各级政府所颁发的地
方法规、条例、规章、规定等。
狭义的体育法，人们一般理解为体育法典，在我国，一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
体育法》）。
本书所要研究的体育法正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论述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体育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受一定历史阶段
的社会和体育发展需要所制约的，调整体育领域中各种社会关系与行为的规范的总和，是统治阶级意
志在体育领域的具体表现。
　　（二）体育法调整的对象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一般来讲，法律部门的划分是以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使命的，体育法也不例外。
体育法与其他部门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体育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尽管目前国内外法学界对体育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尚无统一认识，
但我们应该结合本国的国情，立足于实践，以务实而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体育法的调整对象。
体育法作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已经为一部分学者（尤其是体育界的学者）所认可。
但是，体育法的调整对象究竟是什么，体育法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却众说纷纭，意见不一。
有的学者认为体育法是指为保障公民的体育权利，维护正常的体育秩序，发展体育事业，由一定的国
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定的、调整一定的体育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①　　由于体育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机关不同，在适用范围和调整对象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但是，从根本上，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国家法律、法规都是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为根本目的
，法律的阶级性不可回避和抹杀。
同样，体育法是统治阶级为了对体育领域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调控，以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服
务目标。
因此，体育法所调整的对象就是与体育活动相对应的体育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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