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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体育充满魅力。
1936年沦为纳粹宣传工具的柏林奥运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惨案、东德体育的兴奋剂疑云以及东西
德合并前后竞技体育成绩的巨大反差给儿门留下了很多灰色的记忆，但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开展、足
球等项目的长盛不衰和近些年冬季奥运会上的一枝独秀，又让德国体育始终焕发着青春。
德国体育的真正魅力到底在哪里?长盛不衰、令人狂热的足球干开展广泛、实力超群的冰雪项目甲还是
分布在德国的各个角落、覆盖德国人口将近1／3的大众体育俱乐部?可能这些因素都是，因为这些因素
表现出来的是德国体育以人为本、注重教育的本质特征。

 在总结德国体育的特征之前先举3个小小的事例，可见德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德国足球观众的上座率到底有多高?仅仅用座无虛席来形容还不够，因为这样还体现不出球迷占人口的
比例。
科隆是德国第四大城市，但人口只有100万，科隆队的主场莱茵能源体育场能容纳5万人，也就是说科
隆有5％的市民会经常观看足球比赛。
如果这个比例还不够高的话，德甲新军霍芬海姆的。
上座率。
就有点儿恐怖了，根据德甲要求新建的球场能容纳30150人，而霍芬海姆这个德国典型的小城镇总人口
只有32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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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育体制体育体制一、德国体育俱乐部体制概述体育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
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是实现体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
纵观世界各国不同体育体制的基本特征，大致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
结合型。
无论何种体育体制，均对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产生着根本的影响，不同国家的体育发展水平和规模，
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外，体育体制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德国体育是典型的社会主导型体制，其体育俱乐部体制在体育发达国家中很有代表性。
自从1816年德国的第一个体育俱乐部成立以来，经过将近200年的发展，至今在全德国范围内已经有9
万多个体育俱乐部，会员2700多万人。
这些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体育俱乐部在德国体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的竞技体育、群众体
育和学校体育等各个方面都是建立在俱乐部体制的基础之上，尤其在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方面，德国
的体育俱乐部更是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在德国，“体育俱乐部会员”几乎成了“参加体育锻炼
”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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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国体育研究》将德国体育作为切入点，论述了德国体育俱乐部体制与体育事业各个方面的关系，
尤其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并通过一些具体案例加以说明。
这些研究和分析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较好的借鉴意义。
《德国体育研究》共包括8个章节13篇文章，这些文章从德国体育俱乐部体制入手，对德国体育的各个
方面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既有理论层面的分析，也有具体案例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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