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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如何发展？
体育向何处去？
这是关系到体育发展命运的问题。
《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能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运用文献研究法、批判性研究等方法，从
文化哲学的维度，深度审视和批判了现代体育的弊端，追问了体育远离本原的原因，认真探讨了体育
与人之间的本原问题，深刻论述了和谐体育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

　　《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能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主要观点认为：
　　1.现代体育极端科技?带来了体育主体地位的缺失、人身体健康的损害、公平竞争的破坏、兴奋剂
的泛滥等问题。
这是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分离造成的。
通过弘扬绿色人文精神，走出体育科技极端化困境；体育道德失范就是精神层面的某种危机，比如唯
金牌至上、人文素养的缺失、主体欲望的膨胀等等，我们要重塑体育道德，就必须整合体育评价方式
，更多关注人文精神；由于体育制度缺失，体育运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制度乌托邦、制度异化、制
度悖论等现象。

　　2.生物人类学家格伦认为人是“未完成”、“未确定”的生物。
人要通过身体活动解释自己、发展自己。
文化?类学家兰德曼认为人是文化的存在。
所以，体育既是人的生物本性的满足，又是人的文化创造过程。
和谐体育体现了马克思的两种尺度思想。
体育是人生命的存在方式。
体育哲学是对这种生命现象的文化哲学解释。
其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育理念，它体现了人的无机身体与有机身体、必然
性与能动性、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

　　3.体育是展示人体力量、心理魅力的一种活动，它实现了人的体质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化、心
理生态化的过程。
人的生态化，既是体育发生的起点，又是贯穿和谐体育理论体系的一条红线。
所以，它?和谐体育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和谐体育不仅仅是一种人性化的体育、活动，更是人性的解放。
因此，我们把体育的人本化、和谐化发展确定为和谐体育理论内核。

　　4.从物质维度看，和谐体育既是绿色生态体育，也是绿色身体活动、社会活动，更是思维方式；
从价值维度看，和谐体育是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价值诉求；从制度维度
看，和谐体育是追求自由、创新的体育。
依靠人、尊重人、提高入是体育制度人本化的根本前提、要求、途径。

　　5.和谐体育是“以人为本”的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和?体育，无论是在张扬和完善人的个性与自由、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还是对提高整个民
族素质都具有独特而深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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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们从休闲体育含义中看到，它有三个显著特点：自主性的、快乐性的、创造性。
一是自主性的体育。
无论时间的支配，还是手段、方式的选择和目标的追求，休闲体育充分显示和张显了个体的自主性，
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这成为休闲体育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相区别的一个最显著特征。
休闲体育是人们在自己的自由时间内，自己选择的活动，人们在不追求功利，不受结果约束的游戏空
间内，充分流露了自己的感情，表达了自己爱好，张显了自己的个性，走出了劳动的机械化和模式化
压缩空间。
因此，休闲体育作为一种自我选择与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为个性的发展与表达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
无限的空间，这意味着其具有充分自主权。
二是快乐性体育。
我们在喜爱的工作、学习、成绩和家庭生活等等中都能找到快乐，可是在现代社会和生活中寻找这种
快乐的过程是苦涩的、残忍的，只有在休闲体育中人们找到了身心的放松，表达了心情的愉快，体会
到了生命的意义，这意味着休闲体育是诠释的快乐体验。
当然人们在休闲体育中获得快乐体验取决于参与者的投入力度和动力，投入程度越深，获得的快乐体
验就越强，达到“高峰体验”（马斯洛语）。
同时，也取决于参与者之间的社会互动性。
三是创造性的体育。
在休闲体育中人们放松身心，体验喜悦，重新回归到想象力的家园，自由地创造着个性。
人们不摆脱紧张的心态、焦虑的心绪、危险的心境很难有放松的身心和快乐的体验，更没有想象力的
天空。
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创造和创新，也没有人的和谐的发展。
我们面对着开放的冒险和无定的行动时，才可能充分发挥自由的想象力、创造力，才能心情愉悦，从
而感到运动是受自己支配的活动，是自己理想与愿望的表达，是自己体力和潜能的活动享受，是个人
的自我实现，因此，休闲体育是想象力的、创造力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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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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