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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们的眼中，体育是健康与美、力量与技巧的代名词。
体育运动因其讲规则讲竞争，要求公正和公平、诚实和信用的精神，促进了人际间的和平和友谊，大
受欢迎。
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出现，体育迅速职业化、商业化。
它一方面在更大的时空创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和谐的时代文明；另一方面，也将体坛黑幕
的负面效应徐徐展开：商业的介入，经济利益的驱动，使人性私欲不断膨胀。
盐湖城和悉尼受贿案，曾一石激起干层浪，讨伐声不绝于耳，国际奥委会这一令人肃目的体坛权威组
织为此蒙羞。
竞技场上，兴奋剂丑闻、假球黑哨、裁判不公、钱权交易、暴力行为，沉渣泛起，暗流涌动，充斥体
坛的丑闻层出不穷，长此以往，体育腐败势必毁掉体育精神，影响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和运动员的健
康成长。
有识之士在种种弊端面前不会束手待毙，而是大声疾呼奥林匹克精神的回归，探寻拯救体育之路。
长期从事伦理学研究的湘溶教授就是凭借他对社会事象的敏锐的触觉，适应时代的要求，涉入这个新
的领域，倡导体育伦理学理念。
从此，在各种学术会议当中，常常能听到他的高见，在专业期刊上也常常读到他观点独到的文章。
他很快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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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体育已发展成为以体育运动为基础的体育运动、体育科学、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四位一体的社会
现象。
体育运动是人类的特殊育华方式，已竞技体育运动为其成熟或高级形态。
    体育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脉，主要是关于竞技体育的道德矛盾与冲突、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学
说。
本书不但揭示了体育的本真之义是求趣和求胜，体育的派生之义为求名和求利，体育功能主要是体育
运动对人的直接影响，包括育体、育智、育德、育心、育美等，还解读了奥运会、NBA、中国全运会
、意甲等国内外重大典型赛事折射出的体育理念、体育制度及体育的演进趋势，回答了兴奋剂、“黑
哨”、“假球”等体育现象带给体育的诸多困惑，最终确立体育的以人为本、规则公平、有限伤害、
积极进取和团队合作的道德原则，并在共同遵守的社会道德规范之上，在竞技体育领域，对运动员、
裁判员、教练员和观众等提出了合乎七权利义务的道德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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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育化方式，不仅区别于一般文化教育方式，还区别于游戏和劳动等身体教育方式
，这是我们要着力注意的。
和劳动、游戏一样，体育是身体教育的一种，是人内在需要的、促进人的社会化的必要手段。
体育来源于劳动和游戏，又超越了劳动和游戏。
就体育与劳动的关系来看，首先，体育来源于劳动，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在原始社会，人类只能以身体去求得食物，作为对自身身体进行改造以适应自然的活动方式，体育完
全附属于劳动，并同一于劳动。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工具在延伸和扩大人的劳动能力的同时，不断地剥离人对自身身体的依赖
，从而使得对身体运动的调节也游离出来，并成为专门的社会活动——体育。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人对自身自然的改造南此才开始，但至少表明，对自身自然被动从属的改变作用
正积极转化为自觉能动的专门性改造。
其次，体育一旦独立出来，就获得了异于劳动的表现形态和日的。
劳动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而体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是人实现人化自
身自然对人自身自然的超越过程。
在这一意义上的劳动和体育的结合，即使在体育的萌芽期也是通过体育实现对劳动技能的传授，而不
是劳动本身。
“体育作为文化的现实性，在较早的时代是人的身体活动的‘顺便’结果或日‘副产品’，只有人的
意识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人才把自己身体的健康，强壮和优美作为文化目的，从而产生体育。
”。
体育除了身体锻炼的意义，还对人的精神追求、人格塑造有着重大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因为劳
动中的体育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才使体育获得独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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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伦理:理论视域与价值范导》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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