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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三个向度

燕连福 程 诚 何佳琪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新时代弘扬

中华体育精神，首先要深入挖掘其丰富的精神内涵，挖掘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

遵纪守法、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科学求实、顽强拼搏的实干奋斗精神。其次，要深入把握

其在丰富中国精神、促进体育发展、推动民族复兴、凝聚国际共识等方面的时代价值。最后，要

深入探索中华体育精神的弘扬路径，坚持加强体育精神教育、弘扬体育道德风尚、讲好中国体

育故事、深化国际体育交流，为强健国民精神体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体育强国；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2）3-0136-05

习近平指出，“广大体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

总结出的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

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

育精神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继承创新、发扬光

大。”[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大

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2]76 适逢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冬残奥会举办，中国运动健儿驰骋冰雪赛场，

披荆斩棘、勇创佳绩，生动诠释了中华体育精神，

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形象、中国力量。新时代赓续和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要深入挖掘探索其丰富内涵、

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

神动力。

一、深入挖掘中华体育精神的丰富内涵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既要深刻把握其所体现

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道德规范、精神品格，也要

挖掘弘扬其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

和实干奋斗精神的丰富内涵，不断增强中华民族

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一）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儿

女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储存和传递”[3]93，蕴含着为祖国争光、为

民族争气的价值意蕴，是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发

展成为体育强国的精神源泉。

首先，中华体育精神饱含着报效国家的理想。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动以营生也，此

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4]69 一直以

来，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崇高理想始终根植在每

一位中华体育健儿的心中。在体育赛场上，中国运

动员所代表的不仅是个人的成绩，更是国家的实

力和荣誉。因此，他们把从事的具体运动项目和报

效国家的宏伟志向联系在一起，将登上领奖台、仰

望国旗升起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其次，中华体育

精神蕴藏着无私奉献的情怀。爱国主义是具体的、

现实的，不是抽象空洞、虚无缥缈的。相比于西方

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中国体育健儿则秉承

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大局意识。为了最大程度

燕连福: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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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维护国家荣誉利益、服务体育事业整体发展，中

国体育健儿不计个人得失，不懈攀登体育高峰；无

数的体育工作者甘愿当体育赛场的“幕后英雄”，数

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无私付出。最后，中华体育

精神承载着强身强国的使命。欲文明其精神，必先

野蛮其体魄。习近平强调：“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5]从新中国成

立后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 20

世纪 70 年代喊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

从百年前郁愤难抒的“奥运三问”，到如今书写人

类历史奇迹的北京“双奥”。中国体育事业承载着

强健人民体魄、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引领人

民群众创造美好健康生活。

（二）遵纪守法、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集体主义是深入中华民族血脉的价值观。在各

项体育赛事中，中国体育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

工作人员始终胸怀大局、勠力同心，严格遵守赛场纪

律和体育道德，为争取集体荣誉而不断突破自我，

展现出中华民族严于律己、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首先，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是中华体育精神

的价值展现。马克思提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

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6]84 集体主义是社

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内容，更是中华体育道德风尚

的鲜明体现。无论是团队比赛还是个人竞技，以集

体利益为重的价值理念促使每一位成员在思想上

相互理解信任，在行动上相互配合支持，激发出势

不可挡的集体力量。其次，遵守规则、严于律己是

中华体育精神的内在要义。习近平指出：“尊重对

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遵守规则，胜不骄、败不

馁，以良好的赛风赛纪和文明礼仪，充分展示中国

的良好形象”[7]。在各项赛事中，中国体育健儿规则

意识强烈，自觉遵守比赛法律法规，争夺干干净净

的金牌，诠释出遵纪守法的体育道德风尚，成为推

动体育竞赛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力量。

最后，团结一心、齐心协力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鲜明

标识。习近平指出：“自古以来，奥林匹克运动承载

着人类对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8]体育比

拼着实力，但团结着人心。体育健儿在相互切磋中

往往会结出真挚的友谊。北京冬奥会上，从中国短

道速滑选手武大靖给队友任子威鼓励，再到中国

女子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给出现失误的法国运

动员送去拥抱安慰，每一幕都是体育精神“更团

结”的体现。

（三）科学求实、顽强拼搏的实干奋斗精神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

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的就是一

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9]中国体育事业的繁荣强盛，源自

于一代又一代体育工作者的不懈拼搏与实干奋斗。

首先，中华体育精神蕴含崇尚科学、踏实认真

的运动态度。中国在奥运会上包金揽银的成功离

不开运动健儿的努力付出，更离不开科学合理的

训练方法和不断创新的运动技术。无论是跳水、举

重，还是乒乓球、羽毛球，中国体育的每一个优势

项目都是通过吸收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同时结合

项目特点和发展趋势，在积极创新技术方法的基

础上脱颖而出的。其次，中华体育精神体现埋头苦

练、坚持到底的比拼作风。“体育的本质是和平年代

的战争。”[10]92 正因将体育竞技看作是国家综合实力

的展现，中国体育健儿将赛场视为战场，将训练视

为备战，在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中磨砺战斗意志，在

日夜苦练、不断比拼中提升战斗实力，从而在体育

赛场上勇敢超越自我，刷新世界纪录，突破人类极

限。最后，中华体育精神呈现昂扬向上、争先超越

的奋斗姿态。习近平指出：“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

拿到或拿到多少块奖牌，更在于体现奥林匹克精

神，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7]一代代中国

体育人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用执着的信念、顽强

的意志、无畏的品格，不断开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

的新局面。如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突破多

项记录，最终取得奖牌榜第三名的历史成绩。

二、深刻把握中华体育精神的时代价值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丰富中国精神、促进体育发展、推动民族复兴、

凝聚国际共识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

（一）有利于凝神聚魂，进一步推动中国精神

的发展

中国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是整体和部分、

“根”与“脉”的关系。中国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以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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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由于作用场域、呈现形式的不同，中国

精神又表现为各种具体的精神形态。而中华体育

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

念、精神品格等意识集丛，是表现在体育领域的

“中国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1]18

新时代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对于进一步丰富升华

中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

时代价值。一方面，有利于继承发展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体育精神蕴含着爱国奉献、

自强不息、团结友爱等精神品格。弘扬中华体育精

神，有助于引导人们树立爱国奉献的价值观，更好

地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丰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

有利于丰富升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科学求实、创新进取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显著标识。

在体育比赛中，中国健儿注重训练方法和运动战

术的创新，如中国乒乓球“快、准、狠、变、转”等运

动技术的革新发展，使得中国奥运不断续写辉煌。

在实践中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利于培养国民创

新进取、灵活变通等意识和能力，推动时代精神的

弘扬发展。

（二）有利于促进发展，加快新时代体育强国

建设的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日益强烈，不仅体现在对

物质文化方面的更高追求，还体现在对体育健康、

生态环境、法治公平等方方面面的美好期待。为了

满足人民需求、塑造强健的国民体质，党中央站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高度，制定了体育强

国的发展战略。体育强国不仅体现在体育设施、体

育产业等物质层面的繁荣强大，更体现在精神层

面的丰富发展。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将“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作为加快建

设体育强国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12]。

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弘扬

中华体育精神”[13]。新时代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对于

引领中国体育事业、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

价值。一方面，有利于全面繁荣体育文化，彰显中

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理念和优良作风，增强体

育文化软实力，推动体育强国的文化基础建设；另

一方面，有利于推动体育事业有序良性发展，如中

华体育精神蕴含着的规则自律、公平竞争意识，有

助于营造良好体育环境氛围，引领体育产业遵守

法律规章、科学健康发展；蕴含着的团结协作、和

平友好、公平公正精神，有助于树立正确体育价值

观和荣誉观，引导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回归本原，

享受体育运动本身的乐趣。

（三）有利于坚定自信，激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曾被国外媒体冠以“东亚病夫”的屈

辱称号，孱弱的国民体魄、落后的竞技水平一度让

中国人在国际社会抬不起头颅、挺不起脊梁。新中

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体育在

艰难困苦中不断实现追赶超越。从第一个打破世

界纪录的中国运动员陈镜开，到中国奥运金牌第

一人许海峰；从女排“五连冠”到乒乓球“大满贯”，

中国体育扬眉吐气、大展国威，凝聚形成了宝贵的

中华体育精神。

习近平在会见第 31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时，反复谈到中国体育健儿在比赛中生动诠释

了中华体育精神，并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这样的精神。”[14]新时代弘扬

中华体育精神，能够激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

大精神力量。一方面，有利于坚定广大群众的民族

认同感、归属感和自信心，强化国家情感、提振精

神面貌，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汇聚起各族人

民爱国奉献、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另一方面，有

利于激发人民的顽强拼搏、敢于斗争精神，砥砺坚

韧刚毅、超越极限的意志力，以昂扬向上、不怕困

难的姿态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以踏实认真、主动担

当的实际行动做好本职工作，不断为国家富强、民

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发展创造物质财富。

（四）有利于汇聚共识，丰富全人类共有的奥

林匹克精神

习近平指出：“奥林匹克精神超越国界，在全

世界深入人心。”[15]《奥林匹克宪章》中提到奥林匹

克精神是“相互理解、友爱、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

神。而中华体育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包含着团结协作、公平竞

争、实干奋斗等价值内涵。二者具有高度的内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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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和价值一致性，是相互契合、相得益彰的。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利于丰富全人类共有

的奥林匹克精神。受西方文化自由、独立、个性、竞

争等思维影响，奥林匹克运动曾一度出现“金牌至

上”“胜利第一”的导向，也多次发生使用兴奋剂的

违规丑闻，曲解了奥林匹克精神的真正含义。中华

体育精神的弘扬，一方面，有利于凝聚“和合”的价

值理念。比如“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以胜负论

英雄”等理念，能够引起不同国家人民的情感共鸣

和价值关联，有助于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推

进各国文化交流互鉴。另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彰

显“共赢”的精神。比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天下一家”等口

号，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天下为公”的广阔胸襟，

为推动各国人民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共识和文化滋养。

三、深入探索中华体育精神的弘扬路径

新时代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要坚持以加强体

育精神教育为基础，以弘扬体育道德风尚为支撑，

以讲好中国体育故事为载体，以深化国际体育交

流为抓手，不断凝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形象，推

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繁荣发展。

（一）加强体育精神教育，培养全面发展堪当

大任的时代新人

青年强则中国强。习近平指出：“少年强、青年

强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创新

能力、动手能力，也包括身体健康、体魄强壮、体育

精神。”[16]然而当前我国的体育精神教育仍存在不

足，如学校体育精神教育内容单调、方式单一等，

严重忽略了体育精神教育对青少年道德品质等的

塑造培养。因此，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养全面发

展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加强青少年的体育

精神教育。首先，把体育精神融入课程教学体系。

推动体育精神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体

育 + 思政”课堂模式，充分发挥体育精神的育人功

能。推动体育精神教育同各类课程教学相结合，深

入挖掘二者之间的联结点，确保体育精神教育的整

体性、协同性。其次，把体育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

设。利用学校的传媒阵地宣传体育精神。如在学校

的宣传栏、文化景点等载体上宣传中华体育精神，

潜移默化地加强对青少年的体育精神教育。同时，

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如举办“我眼中的冬奥健儿”主

题演讲比赛等，营造体育精神教育良好氛围。最后，

把体育精神融入学生社会实践。引导青少年在社会

实践中加强对体育精神内涵和价值的认识。例如实

地参观体育文化展览和运动馆，鼓励青少年参与体

育赛事志愿服务等，在实践中学习弘扬体育精神。

（二）弘扬体育道德风尚，推动中国人民身体

壮起来、精神强起来

讲道德、重品行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和追

求。长期以来，中华儿女大力弘扬体育道德风尚，

形成了熠熠生辉的中华体育精神。然而由于对外

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民体育道德和体

育规范意识受到冲击，体育事业健康发展也有待

进步引导。因此，要大力弘扬体育道德风尚，不断

推动中国人民身体壮起来、精神强起来。首先，促

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群众体育和竞

技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强化体育

意识、养成体育习惯、弘扬体育道德的活动载体，

要坚持齐头并进、全面发展。如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的举办成功带动了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推动

了全民健身、全民运动的热潮。其次，规范体育道

德建设的法律与制度。弘扬体育道德风尚离不开法

律的“硬性”约束，要大力推动相关法律制度及时更

新完善，让法律成为规范体育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

和弘扬体育道德风尚的坚强后盾，为推动中国体育

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最后，培养良好的体

育道德品质。推动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养成遵纪

守法、严以律己的行为习惯，强化拿道德的金牌、风

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识，以良好的赛风赛纪和

文明礼仪参与比赛，让中国体育道德风尚成为展现

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窗口。

（三）讲好中国体育故事，赓续中华民族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精神

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既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

力，也是构建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体

育文化的宣传引领能力仍有待提高，讲好体育故

事的本领不强，尤其是在资源挖掘、内容选择、叙

事方式等方面循规蹈矩、缺乏创新。习近平指出：

“要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和文化传播，讲述中国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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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17]。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必须要讲好中国体育故事。

一方面，深入挖掘中国体育文化资源。梳理中

国体育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总结中华传统体

育文化精髓，加大对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同时，应充分发挥好榜样力量，讲好以优秀运动员

为核心的体育故事，比如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

健儿故事，以其艰苦奋斗、不懈拼搏的经历激发人

民敢于斗争、迎难而上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主动

创新中国体育故事讲述方式。既要了解和把握国内

外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取灵活的叙事话语体系，

引起听众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又要增加故事讲述

主体，不仅中国人民自己讲，还要欢迎各国人民都来

讲。比如北京冬奥会期间多名外国运动员在社交媒

体分享了自己镜头记录下的中国体育故事等，都是

传播和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优秀素材。

（四）深化国际体育交流，推动中国同世界各

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心相通。习近平指

出：“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

顺应时代潮流，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深化国际体育交流是

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与理解的有效途径。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必须深化国际体育交流。

首先，要积极搭建各类体育交流平台。通过举

办国际体育交流研讨会、体育发展座谈会等，扎实

推进多边合作框架下的体育交流活动。其次，引

导、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推

动体育企业、海外华侨、体育明星等参与体育对外

交往活动，促使民间体育交流主体更加多元，为推

动中国同世界各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凝聚起更为

强大的力量。最后，充分利用举办大型国际赛事活

动的机会。以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契机，大

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形

象。正如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中

国将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趣、

突破自我，团结携手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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