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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家曾预言，21世纪是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世纪，多维化拓展和创造性思维已成为新世纪的精神
旗帜。
社会学家Herb Ginti教授在对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aniel Kahneman教授（把心理学的因素引入
经济学）和Vemon Smith教授（把经济学带进实验室）表示祝贺时曾经这样感慨，“如果说20世纪的特
色是科学的分化，那么21世纪将是跨学科整合的世纪，所有的领域都会从这种协同作用中受益。
”随着学术交流气氛的浓厚，特别是信息网络的全球化畅通，新学科、新知识、新方法等不断涌入、
渗透与综合，新兴学科不断崛起，影响与促进着各门科学研究领域积极向多学科、跨学科方向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学科要发展，都必须是开放的、多元的。
　　体育科学研究同样也高扬起这面透射着时代亮色的旗帜，铺展开一片充溢着生气的探索之花，多
学科综合研究日益受到体育科学研究界的重视。
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体育现象、运动中的人和运动过程本身都是一个浑然整体，它们的
特征和规律只能存在于各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之中。
因此，仅仅依靠单一学科已经很难解决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
体育科学必须与哲学、心理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工程学等各门学科理论与方法紧密联系，只
有集中各学科的先进理论与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综合研究，才能进一步提高成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要求体育科学研究思维必须向全面性发展。
随着社会开放力度的加大与深入，知识经济、全球化对科学研究的积极影响，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思维
也必须发生变革，突破常规，富有想象力与创造力，需从传统的思维“范式”中跳出来，从局限性思
维、封闭性思维转向全面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力求采用更加全面、先进的现代科学思
维方式。
同时，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决定了体育科学研究方法逐渐向多样性和综合性方向发展。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逐步靠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相关领域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引入速度越来越
快，多学科研究方法不断地渗透、移植与融合于体育科研方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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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科学研究同样也高扬起这面透射着时代亮色的旗帜，铺展开一片充溢着生气的探索之花，多
学科综合研究日益受到体育科学研究界的重视。
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体育现象、运动中的人和运动过程本身都是一个浑然整体，它们的
特征和规律只能存在于各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之中。
因此，仅仅依靠单一学科已经很难解决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
体育科学必须与哲学、心理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工程学等各门学科理论与方法紧密联系，只
有集中各学科的先进理论与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综合研究，才能进一步提高成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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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希尔兹和布雷德迈耶通过实验观察及与运动员的交谈意识到，运动员对于体育中的两难境况所做
出的道德判断是以自我为中心为其特征的，其成熟度还不如对非体育两难境况的推理。
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依旧是道德的不成熟
。
由此，他们得出结论：某些体育非但无助于成熟道德判断的发展，而是会阻碍其发展。
他们认为体育中道德的使用及其作用不仅仅在于道德的判断能力，运动条件的细微差别也会以不同方
式阻碍道德行力。
所以，他们运用了个性发展而不是道德的成熟来描述体育和道德发展的关系。
希尔兹和布雷德迈耶认识到：仅具有好的判断力对良好个性的形成是不够的。
他们总结了四种美德，即同情心、公平、友谊和诚实来增强这种认知能力。
而且，他们还认为，每种美德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心理能力基础之上的，其中有些能力是随年龄殴而不
断发展的。
但是如果把它们置于道德行为的控制下，每种美德会超出其应处的年龄段。
　　琼斯和麦克纳米则认为，美德不能仅用一系列的规则或原则来界定。
美德的界定标准是深植于风俗习惯和社会活动中的。
规则、风俗习惯、传统观念和社会的精冲气质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美德的标准。
有规则、有秩序的行为是在诸如体育之类的社会活动过程中，而非通用原则中形成的，而个性也是在
这一过程中形成并得以展示的。
　　最高水平的道德发展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充分考虑他人的欲望、需求为特征。
汉认为，道德结构不能被定义为一种逻辑的心理操作。
相反，道德结构是一种灵活的、以适度的意义方式组织起来的模式。
道德最初的发展是一个直觉的实践过程。
她认为个体道德的成熟要经历五种不同的等级，在低等发展阶段以自我为中心，中等发展阶段以利他
或遵守规则为特征，而在高等发展阶段则以互利及对他人的关心为特征。
道德的成熟是以在有关道德的交流争论中能够阐发公平而无偏见的解决问题的观点为特征的。
她还指出道德的成熟度会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不同的情况，尤其是陌生的或新的环境会使
人紧张。
很明显，汉的理论是一一种更适合于体育情境中道德评价的理论模型，这种理论使体育情境中的道德
评价成为可能。
因为运动员对非正式规则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对话。
体育中的人际互动更多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非言语的道德对话，而不是一种明显的演绎推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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