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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历史文化　建设体育强国
——体育史学科发展报告（2008-2011）

孙大光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北京　100061）

1　前言

体育史学是一门涉及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综

合学科，在体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体育史学科获得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体育史学研究硕果累累。21 世纪，体育史学科进

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京奥运会更是推动

了体育史学研究不断深入。

2008 年以来，体育史的研究领域显著扩展，

研究内容日益丰富，成果转化力度加大，国内外

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

分会的组织、带动下，体育史研究与体育文化研

究结合，大大地推进了体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

吸引了更多学者加入体育史学研究，掀起了体育

史学研究和体育文化研究的热潮。

2　体育史研究学术成果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随着国家体育发展战

略的适当调整，作为软实力的基础，在由体育大

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过程中，体育文化的发展，带

动了体育史研究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08 年

到 2011 年底，在全国各类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体育

史学研究的论文 2172 篇，其中发表在国内核心期

刊上 334 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 130 篇；出版专

表1　2008-2011年代表性学术论文

作者 题目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罗时铭
近代中国人体育认知异化的历史学考释——以东西方两种不同的

体育传播发展道路为研究视角
体育与科学 2008 年第 2 期

黄　莉 从中西文化的深层结构审视中国体育文化 体育科学 2008 年第 2 期

许万林 对〈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的质疑〉的质疑 体育学刊 2008 年第 3 期

曹　莉 儒家养生思想的演进及其特征 体育文化导刊 2008 年第 5 期

崔乐泉 东方体育文化之魂——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及其特征 光明日报 2008 年第 12 期

杨祥全 武术体育思想史论纲 体育文化导刊 2009 年第 2 期

王　斌 “周易” 的阴阳观与体育 体育文化导刊 2009 年第 3 期

王俊奇 体育史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9 年第 3 期

孙　越 古代奥运会的中文资料新考 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8 期

孙大光 体育文化：繁荣发展 天地广阔 体育文化导刊 2009 年第 10 期

曹守和 新中国 60 年参与奥运的心路历程探索 中国体育科技 2010 年第 1 期

孙大光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光辉历程 60 年 体育文化导刊 2010 年第 5 期

饶　远 西南少数民族打磨球习俗的多维审视 上海体院学报 2010 年第 5 期

王　军 论礼射及其体育文化价值 体育文化导刊 201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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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100 余部。内容涵盖古代、近代和当代，繁荣

了体育史学的研究园地。

由于北京奥运会人文理念的引发，2008 年前

后体育史学者开始从体育史学的视角来关注体育

文化，其研究成果倍出，较多的体育史学者开始

关注民族、民俗、民间体育文化。体育文化研究

在已有的体育史研究基础上，与人类学、社会学、

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相交融，不断扩大着自己

的研究领域。

2.1　学术论文（见表 1）

2.2　科研课题（见表 2）

2.3　学术专著（见表 3）

2012 年，我们还要组织编写体育文化方面的

书，争取在高校把体育文化讲座或选修课等开展

表2　2008-2011年代表性科研课题

作者姓名 论文题目 项目来源 完成时间

黄　莉 对北京奥运会的文化自觉 2007 年国家社科基金 2009 年

肖焕禹 当代中国社会中间阶层体育休闲特征的研究 2008 年国家社科基金 2010 年

王俊奇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2008 年国家社科基金 2010 年

乔凤杰 中华太极拳志 2009 年河南省政协课题 2010 年

罗时铭 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启示研究 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 2012 年

曹守和 浙江体育史 2009 的浙江省社科规划办课题 2010 年

孙大光 新中国体育领导机构沿革 2009 年国家体育总局课题 2011 年

史　兵 西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区研究 2009 年国家体育总局课题 2010 年

傅砚农 “体育为人民服务”思想形成及内涵发展研究 2009 年国家体育总局课题 2010 年

孙大光 我国体育博物馆的现状与发展 2010 年国家体育总局课题 2011 年

孙大光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 2010 年国家体育总局课题 2011 年

崔乐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 2011 年

曹　莉 儒家人文精神与齐鲁体育文化产业研究 2011 年山东社科规划重点课题 2012 年

孙葆丽 青奥会与奥运会主要特点之比较 - 兼论对南京青奥会的启示 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2013 年

表3　2008-2011年代表性学术专著

作者姓名 题  目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孙大光 中国申奥亲历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

崔乐泉 中国体育通史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年

崔乐泉 中国体育思想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黄　莉 中华体育精神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孙喜和 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史　兵 中国体育文化探微 线装书局 2008 年

曹守和 中国体育思想史 · 现代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曹守和 奥林匹克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崔乐泉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源流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1 年

饶　远 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通论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孙葆丽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后效应分析 北京出版社 2009 年

崔乐泉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1 年

孙大光 体育文化论丛（共 3 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 年

肖焕禹 体育传播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1 年



133

起来。同时加强体育史课程的更多开设，改变一

些体育专业学生不开设体育史课的奇怪现象。

3　组织、参加国内外体育史学术活动

2008 年以来，借北京奥运会的东风，国家体

育总局越来越重视体育文化建设，加强体育文化

对外交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和体

育史分会，每年都举办各种全国性的学术活动，

组织参加国际体育文化、体育史学研究等各种学

术活动、会议，取得了较大收获。

3.1　举办学术会议（见表 4）

3.2　参加学术会议（见表 5）

4　体育史研究特点分析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极大地推进了我国体育理

论研究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把体育史的研究视野扩

大到全球背景下，上升到文化层面上。北京奥运会

后的体育文化遗产研究再次掀起新的高潮，成果颇

丰。体育史和体育文化学术著作的出版和科研课题

立项数量得到快速增长，达到历史最高点。

2008 年以来，由于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

体育强国目标的确立，特别是为适应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需要，奥林匹克研究和体育文化的研究

受到格外重视。使这一时期体育史研究和学科发

展呈现出明显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五个结合”

和“三个依然”。

4.1　奥林匹克研究与中国体育史研究结合

自从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以来，对奥林匹克

相关问题和现象的历史学阐释、研究越来越多。

奥林匹克研究成为体育学术界共同关注和探讨的

领域。体育史学者与所有体育人文社科研究人员

共同将中国奥林匹克研究推到了更高层次，出现

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体育史学研究者们积极参与

并投身到奥林匹克研究和对奥林匹克历史知识的

宣传和普及之中。除了在各大专院校的体育史、

奥林匹克和人文社科课堂上作专门讲授以外，体

育史学者走出狭小的研究空间，登上了社会的大

讲堂，宣传和普及奥运的历史知识。这期间体育

史研究的共同特点是，紧紧结合中国的体育历史

实际，探索奥林匹克与中国历史的特点。

4.2　人文奥运研究与中国文化研究相结合

这一时期，专家、学者们从北京奥运会的三

大理念入手，特别是对人文奥运的研究达到了一

个高峰。并且紧紧结合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对

人文奥运的理念及其对办好北京奥运会以及后奥

运时期的长远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

4.3　以中西文化结合为切入点研究中国体育发展

表4　2008-2011年体育史分会举办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会议名称 地点 时间

体育文化研究基地工作会议暨体育文

化论坛
上海 2008 年

2009 年全国体育文化论坛 陕西 2009 年

2009 年全国体育史志培训班 温州 2009 年

第二次全国体育文化研究基地工作会

议暨建设体育强国论坛
临沂 2010 年

全国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大会 云南 2010 年

首届全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大会 焦作 2011 年

第 9 届东北亚体育史学术大会 大连 2009 年

第三届中国篮球文化论坛 苏州 2011 年

中国国际体育文化与经济论坛（已连

续三届）
北京

2009-2011 年

每年一届

表5　2008-2011年体育史分会参加的国内外学术会议

会议名称 地点 时间

“亚洲体育现状发展与未来”论坛 成都 2010 年

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育文

化论坛
深圳 2011 年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体育科学大会

（派代表参加）
广州 2008 年

第 16 届亚洲运动会科学大会（设

体育史专场）
广州 2010 年

2008 年国际体育史学会年会 爱莎尼亚 2008 年

2009 年国际体育史学会年会 英国 2009 年

2010 年国际体育史学会年会 以色列 2010 年

2011 年国际体育史学会年会 德国 2011 年

2008-2011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年会

（集体会员）
北美、欧洲 每年一届

2008-2011 年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

协作体会议（集体会员）
瑞士 每年一届

2008-2011 年国际体育遗产协会年

会（集体会员）
北美 每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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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趋势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给中国体育史学界带来

了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学者们的眼界更加宽了，

思路更加开阔了，认识更加深了，体育理论界对

中国体育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特别是把体育放在大文化的视角下重新

审视；以中西文化的结合为切入点，重新认识中

国体育发展的规律；把中国体育发展史与世界体

育发展史，特别是西方体育发展史放在一个大的

历史空间里进行研究等，取得大量的成果。

4.4　体育史研究与体育文化研究结合

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体育史和体育文化

著作的出版进入快速增加阶段，2008 年达到最高

点。内容更多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现代体育文

化方面。对体育文化的理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奥林匹克运动文化、校园体育文化和休闲体育文

化等进行了普及型介绍。还有一些针对校园体育

文化研究，对全国有代表性的体育文化研究成果

进行了分类和研究。体育文化著作侧重于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对本土体育文化的发掘、整

理，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

以唐代长安体育和丝绸之路体育史这两个有代表

性的研究领域继续保持较好的研究势头，参与研

究者近年来逐渐增加，人数呈稳定的上升趋势。

4.5　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结合进行体育史研究

从大量研究的情况看，人类学、民族学、社

会学、哲学、经济学以及大量自然科学研究人员

越来越多地投身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包括体育

史学的研究。出现了可喜的现象。

体育史学研究有其自身较为固定的研究领域，

由于体育史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研究，对研究

者的历史学和体育学知识都提出较高要求，需要

研究者有较高综合能力与素质。近年来，在体育

史研究中，特别是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运用地

理学，起到了名显的作用。在探索体育发展历史

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地域特

色、环境变迁、环境适应等地理学基本理论发挥

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掘和保护更需要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的支撑。

4.6　古代体育史研究依然是主要内容

此研究领域仍然是学界的热点和主要内容。

同时，古代体育史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

主要表现为：一是经费困难；二是成果发表较难；

三是古汉语功底显得不足；四是资料考证困难。

4.7　近代体育史研究依然是薄弱环节

虽然近年来有所改观，但就总体而言，此研

究领域仍是学界较为薄弱的地方。主要是：第一，

思想认识水平与研究立场问题。对同一历史事件，

不同的思想认识水平，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解读，

结论可能会大相径庭。第二，历史文件与实际的

矛盾困难。第三，公开文献资料与档案文献资料

矛盾处理上的困难。总的来看，近代体育史研究

依然是薄弱环节。

4.8　当代体育史的研究依然是热点与困难并存

在建国 60 周年和建党 90 周年的影响下，此

研究领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但其研究的困难仍

较为明显，主要有：当代人研究当代史，难免要

受到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当代人因为生

活在当代社会中，难免受到当代人的思维、认识

制约；获得资料困难。机制上的制约。

5　体育史学科发展趋势

5.1　随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深入，体育史学

科将掀起新的研究高潮，体育史学科建设将进一

步加快，并将进一步促进研究的系统化和学科建

设的科学化。

5.2　体育史研究与体育文化研究的结合，将使体

育史学科内容更加丰富、影响力更加扩大。

5.3　“三民体育”（民族体育、民俗体育、民间体

育）的研究将越来越成为主要内容。

5.4　从体育史学角度对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和全面

小康社会建设开展深入研究。

5.5　学科间横向协作将更加紧密。

6　结语

体育史学科建设是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工

作之一，体育史研究是体育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们正处在体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最

好时期，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遇，促进体育文

化建设和体育史学科建设更快更好的发展。

体育文化事业是朝阳的事业，充满无限的希

望。随着社会对体育文化的重视和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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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提高，体育史学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作为社团组织，大

有发展前途。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部署，更

好地发挥体育史分会的社团功能和优势。

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工作，团结好

这支战斗在全国各地的宝贵的队伍；巩固学术阵

地；坚持定期举办学术会议和活动；加强与其它

学科间的联合；加强国际交往。

总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不断深入，一个体育文化建设，包括体育史

研究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在这样一个大目标的

指引下，体育史研究人员将更加团结协作，努力

为体育事业，为文化事业，为建设体育强国和文

化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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