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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空前的变化。
面对来自能源、金融、安全等领域的危机，人类在文明形态、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等层面发生了巨大
变革。
而在诸多社会矛盾、文明冲突和社会危机之中，维护社会秩序，寻求社会发展的增长点和兴奋点，推
进社会进步，探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学持续关注的主题。
社会学最初发端于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期间的社会生活方式、产业结构、社会政治、社会阶级、人口
结构等问题转型，其直接目的乃是孔德、迪尔凯姆等人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
果的消极回应。
体育社会产生的根源是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后的人性解放，是人类从“圣化社
会”步入了“世俗社会”的一种标志。
人们在身体活动专门化的轨迹之中追求着骨骼的强壮、肌肉的发达、姿态的优美和身体的健康。
现代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明形态，尤其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现代体育以极大的社会张力，弥补着人类
对社会准则的完美追求和健康幸福生活的祈求，并以其特定的身体运动方式满足着人的精神需要和社
会需求。
体育运动脱离了原始自然属性和功能，开始从少数精英贵族阶层走进社会各个阶层，体育参与人群不
断扩大，体育活动方式日益丰富，体育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紧密相连，并日益成
为把握世界新的方式。
以英国户外运动、德国杨式体操、林式体操和欧美球类运动为雏形壮大起来的现代体育项目，已渗透
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人们在体育运动中获得了健康、文明、快乐、幸福。
奥林匹克精神成为和平、进步的社会通则，体育的社会功能在不同的国度和文化背景下得到高度认同
和体现。
体育的商业化、职业化、政治化、大众化、社会化、全球化等发展状况与人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深
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体育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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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体育社会学概览；体育文化；体育与社会；体育群体；我国体育社会问题
的社会学分析等。
     全书注重从体育客观事实出发，通过一些实际案例来说明体育社会学的基本知识。
全书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将体育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研究结果介绍给学生。
本书适合体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作为教材参考，同时也十分便于其他对体育社会学感兴趣的读者自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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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以上有关社会学定义的普遍特征是都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但是，经济学、法学、政治
学、历史学等学科，也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那么社会学与这些学科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社会学与这些同样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相比，主要区别在于它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
视角和研究方法。
迪尔凯姆指出，社会现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社会中存在一种确定的团体现象才是
社会学研究的专门对象，诸如政治团体、宗教、社团组织等，而这些团体的“集体性信仰、倾向和守
则是构成社会现象的重要成分”②；第二，当社会学用自己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中
与经济、法律、政治、历史等相关的现象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分支，如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
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民族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体育社会学等
等。
体育运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历史的更迭、政治经济力量的改变、文化差
异的认同程度，都会改变体育运动的发展方向、轨迹、规模和水平，体育运动也深受社会的种族观、
年龄观、性别观和身体观的影响而改变。
因此体育社会学也必须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体育群体的信仰、倾向和守则。
（三）社会学的价值追求社会学的价值追求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看待熟悉世界的新的视界和视
角，构建社会理想和社会期待，促进社会有秩序地发展与进步。
1.社会学要求我们以群体的视界去观察现代社会中的文明与野蛮。
群体是社会学家观察社会的主要参考框架。
如对农民工、球迷，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行为，主要集中于研究群体，而不是研究个体。
社会学并不关注“邹春兰”个体悲剧，而是研究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群体。
因为人的存在不是单纯的个体存在，而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社会关系之间的，每个个体所表现的特征
不是其自身固有的特征，而是社会关系的结果和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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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社会学导论》：体育运动作为人类的高级文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具有独立体系的文化形态，
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的综合学科，是社会学领域的应用社会学的分支，体育科学中的
一门基础学科。
它从社会本质上来把握体育的特征，功能，手段，途径。
目的在于促进体育运动和社会系统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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