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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体育扮演着重要角色。
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关联度越来越大，成为
蔚为大观的文明现象。
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载体，一种财富基石。
体育事业是积极进取、公平公正、规则至上、团结友爱、健康自然、以人为本的事业。
重视体育、发展体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
健康是小康生活的前提，是事业发展的依托，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体育是获得健康的最积极有效的
途径之一。
体育不仅塑造人健康的体魄，而且更培养人健全的精神，并通过对人的全面塑造，对社会产生积极而
重大的影响。
200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体育大学演讲时说：“通过体育运动，我们能够培养青年人传统
的人文价值，这不仅能塑造他们的内在品格，更有助于构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
”前南非总统曼德拉也有一句名言：“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于体育、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共识。
体育同时也是一门科学。
它具有特定的发展规律和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拥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工作体系、科学构
架和战略策略，特色和个性十分鲜明。
值此北京奥运会向我们走来之际，由四川省体育局和四川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牵头组织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撰写的《体育新视角》丛书即将正式出版。
这是献给北京奥运会的一份厚礼，是实践人文奥运理念的具体行动，同时也是体育理论界借北京奥运
会的东风，进一步加强体育理论研究、努力发展体育理论成果的思想结晶，对于指导新时期体育事业
的发展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体育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对体育工作的要求，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体育事业必将面临一系列崭新的机遇和
挑战，体育事业呼唤着更加坚实的科学理论指导和支撑。
体育理论界要紧紧抓住机遇，勇敢迎接挑战，继续解放思想，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高
我国体育科学理论水平，进一步增强指导体育实践的能力，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理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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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体育扮演着重要角色。
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关联度越来越大，成为
蔚为大观的文明现象。
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载体，一种财富基石。
体育事业是积极进取、公平公正、规则至上、团结友爱、健康自然、以人为本的事业。
　　重视体育、发展体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
健康是小康生活的前提，是事业发展的依托，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体育是获得健康的最积极有效的
途径之一。
体育不仅塑造人健康的体魄，而且更培养人健全的精神，并通过对人的全面塑造，对社会产生积极而
重大的影响。
　　200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体育大学演讲时说：“通过体育运动，我们能够培养青年人
传统的人文价值，这不仅能塑造他们的内在品格，更有助于构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
”前南非总统曼德拉也有一句名言：“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于体育、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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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奥林匹克的内部改革一、20世纪的两类改革二、21世纪的改革方向和内容第四节 奥运安全保障机制
一、奥运安全的全方位与综合性建设二、处理奥运期间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三、奥运临时性与后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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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的奥运人性化服务更加精细三、高科技对奥林匹克是一把“双刃剑”第三章 “人文奥运”与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第一节 当代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人文危机”一、“内源性冲突”二、“外源性冲
突”第二节 “人文奥运”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一、“人文奥运”是对奥林匹克人文精神的复归与扬
弃二、“人文奥运”的核心理念三、“和谐”理念为解决奥林匹克“人文危机”提供了价值取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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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危机”提供了方法论第四章 奥运会的商业化发展趋势第一节 奥运商业化背景一、奥运会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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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发展理论第四节 各种理论影响下的奥林匹克团体协作第五节 总结与展望第六章 妇女参与奥林匹克
运动的历史及前景第一节 妇女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回顾第二节 妇女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
重建”一、升华奥林匹克的理念与精神二、将奥林匹克的影响推向纵深三、完整展现奥林匹克的魅力
四、推动奥林匹克的变革第三节 奥林匹克运动对妇女的影响一、奥林匹克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
和推动力二、奥林匹克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三、奥林匹克关于妇女问题的新争论第四节 妇女参与奥林
匹克运动的前景一、全球化进程将加快妇女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二、奥林匹克文化传播将有力推动妇女
的参与意识三、妇女视角将有助于奥林匹克研究的深入发展四、女性参与奥林匹克的机会平等化趋势
五、女性职业体育的兴起将有力地促进女性参与奥林匹克第七章 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残奥会关系的回顾
与展望第一节 残疾人体育运动的出现与奥委会的关注第二节 关系走向密切阶段第三节 直接关系的开
端第四节 创造形象与获得控制：合作协议第五节 目前和未来面临的问题第六节 结语第八章 奥运会：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传媒事件第一节 传媒体育：大众传媒与体育的“共生现象”第二节 奥运会：大众
传媒的竞技场第三节 奥运报道：后现代的“集锦”风格第四节 奥运五环背后：揭发还是合作第五节 
未来传媒化奥运会也将面临激烈竞争第九章 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兴奋剂问题第一节 历史的教训第二节 
兴奋剂问题的伦理性第三节 兴奋剂问题的政治学15l第四节 奥林匹克兴奋剂问题的文化环境第五节 反
兴奋剂教育第十章 2008年奥运会——奥运史上的新里程碑第一节 回顾与总结：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一
、中国的奥运之路二、百年奥运，中华圆梦第二节 北京奥运会的若干寓意一、不同政治体制说明的问
题二、东西方文化（体育文化）引发的思考第三节 北京奥运会与未来奥林匹克运动一、促进奥林匹克
运动更加广泛的参与性与普及性二、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贡献三、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奥林
匹克运动提供发展模式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公平的原则第十一章 结论与建议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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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样，寻求国际体育活动的教育价值即成为顾拜旦和平主义愿望的基础”。
换言之，顾拜旦复兴的奥林匹克的教育价值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和平的使命。
在战争风云密布的欧洲，顾拜旦及其支持者们通过奥林匹克教育呼吁和平，犹如一道明亮的曙光划破
欧洲的长空。
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能够阻止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惨痛的教训。
“一战期间死亡1687万人，经济损失l805万美元；二战期间死亡约8000万人，经济损失4万亿美元”。
沉重的代价，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加认识到世界和平之可贵，向往和平的人们越来越多，奥林匹克的
和平教育价值也得到超乎欧洲的世界范围的认同。
“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而且也将是2l世纪的时代主题”，是
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
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
在实现这两大主题的浪潮中，奥林匹克运动发挥了空前的历史作用。
抓住二战后相对和平的历史契机，它不失时机地进一步融入了全球化即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特别是通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奥运商业化改革，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实行互动，一方面开发、营
销奥运品牌，迅速从国际市场获得滚滚财源，从而解决了自身的生存危机和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奥运
会作为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又反过来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奥运会举办地址从欧美到亚洲
、大洋洲的拓展、从发达国家城市到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推移，极大地促进并将继续促进各举办城市及
其所在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新旧世纪之交，国际奥委会在其《宪章》1999年修订版中，明确提出“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
界”的崇高理想，并且在其相应的《议程》中，也表明其推进“可持续发展”愿望。
奥林匹克运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的贡献，或者说它在当代所表现出来的多重价值，几乎是举世公
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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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当2012年伦敦奥运会筹备工作开始启动，奥林匹克运动正
以其坚挺的步伐和磅礴的气势，迈向未来更加辉煌的前程时，伴着夏日的热风，怀着迎奥的情愫，今
天，我们总算写完这本以探讨奥林匹克发展为主线的尝试之作——《奥运发展论》，借以表达我们对
奥林匹克的赞美和景仰之情。
本书是在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改编而成
，其成果系中外学者合作的产物。
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十一章由周西宽教授（成都体育学院）和凡红教授（爱尔兰科克大学中国
研究院院长）撰写；第三章由熊晓正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撰写；第四章由常生教
授（南通大学体育学院院长）撰写；第五章由英。
亨瑞（IanHenry）（英国拉夫堡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和曼苏尔·奥一涛奇副教授（阿曼国立
大学）撰写，熊欢博士翻译；第六章由熊欢博士（爱尔兰科克大学中国研究院）撰写；第七章由弗雷
德·梅森（FredMason）副教授（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和大卫.格雷（DavidGreig）副教授（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撰写，熊欢博士翻译；第八章由吴平博士（英国贝德福特大学）撰写；第九章由万西尔·吉
尔吉诺（VassllG1rginov）副教授（英国布鲁尔大学）撰写，熊欢博士翻译；第十章由刘涛博士（英国
贝德福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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