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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和运动常识简说(1)——体育与体操 

笪丰

浏览次数 32824   

体育是外来语——physical education，即发展、完善、建设、增强体质
的教育，是与德育、智育、美育并列的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体育是
一个过程因素关系概念，在这个过程中的受教育者、教育者、教材这三个
因素直接发生关系，即体育教师用体育教材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受教
育者、教育者、教材这三个因素各自单独存在，不能构成教育。

体操也是外来语——gymnastics，属于体育过程中的三个因素之一教材中
的内容，它是体育手段之一。体操是一个很古老的语词概念，两千多年前
产生于古希腊，据史料记载，体操的创始人是海伦迪卡斯。古代体操是锻
炼身体的手段，后来在体操中分化出竞技体操(sport gymnastics)和锻炼
身体的基本体操(basic gymnastice)。 

17世纪80年代体育课程教材内容以体操为主，名叫体育课而实为体操课。
17～19世纪，体育和体操二者混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逐渐对体育和体
操有了分析，即体育是身体教育过程，体操是体育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手
段。体育和体操的混淆，即体育作为过程因素关系概念与手段作为文化实
体概念的混淆。 

对体育(PE)认识上的差错，一是弄不明白其属性、特性和本质，二是不了
解其作为过程因素关系概念的真情实况。过程关系是实践过程。例如，生
产、战争、演戏、竞赛等都是实践过程，有开始、进行和结束，与文化实
体不同。机器与生产不同，大炮与战争不同，《白毛女》与演戏不同，田
径竞技项目与竞赛不同，体操(实体)与体育(过程)不同。 

体操是一个身体运动项目，属于文化实体概念，具有工具性。身体运动项
目都是文化实体，都具有工具性。若不认识它们的工具性，不了解文化实
体概念和过程因素关系概念之差，把二者混同起来，这就有可能说，火炮
就是战争，体操就是体育，运动就是体育，乱套了。体操和体育二者乱套
了160多年(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期)，至今仍然遗留此类乱套的情况。


体育和体操这两个语词概念虽然有过程因素关系与文化实体两种不同的性
质，但二者之间有本质联系。体育(PE)是增强体质的教育，而体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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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是增强体质的手段(工具)，它们的本质联系就在增强体质这一点
上。 

由于给sport(竞技)冠以“体育”之称，这个“体育”(sport)就不是作为
教育组成部分的体育(PE——身体教育)了。本文所说的体育和体操是作为
身体教育的体育(PE)和体操(基本体 

操)，而不是“体育(sport)”和竞技体操。sport“体育”和sport(竞技)
“体操”之间的关 

系问题是另一码事，不在本文简说范围之内，请读者切勿误解，特此说
明。 

体育语词使用之误，即把真正体育(PE——身体教育)错误地挪用到sport
(竞技)的名头之上，弄出个“体育(sport)”，这就捣乱了真正体育(PE—
—身体教育)的正名和正义，搞得说 

不清楚什么叫体育了。真正的体育(PE——身体教育)在国内外历史和现时
都有其不依人的主 

观意念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没有“消亡”。把体育之名冠到sport头上，
弄出了“大体育”和“小体育”之分。实际上，这个“小体育”即真正的
体育(PE——身体教育)，而“大体育(sport)”是竞技，不是真正的体育
(PE)。其实“小体育”它并不小。 

真正的体育(PE——身体教育)的本质是对全民进行身体教育，其本质和目
的在于增强全民的体质。中国的全民有13亿人口，身体教育工作者约有几
十万，这怎么能算小呢!体育(PE——身体教育)的本质具有单一性和决定
性。至于它在德育、智育、美育、娱乐、竞技等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是由增
强了国民体质而产生的。体育(PE)的作用(功能)是由其本质决定的。其作
用(功能)不是单一的，是多方面的。其作用(功能)不等于它的本质。 

运动员是全民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也需要接受增强人民体质的身体教
育——体育(PE)。国际上有运动员的身体教育(PE体育)之说，如俄文中的
всnорте физичское оеnитане(竞技中的体育)和英文中的
physical education in sport(竞技中的体育)所说的是对运动员进行身
体教育的事情。我国让体育(PE)“消亡”，增强体质“淡出”，同时也牺
牲了运动员的身体教育，这是不妥当的。 

体操专业之误，即把体操只视为竞技体操，漠视了基本体操。某大学体育
系主任到教育实习现场检查，实习生在课堂上讲：“体操是竞技体操的简
称，产生于1896年。”系主任生气了，回到系里找体育理论教研室主任问
“实习生讲的体操是不是你们讲的?”“不是”。又找体操教研室主任
问：“是不是你们讲的?”答曰：“是我们讲的呀!有什么不对吗?体操教
材里就是这样写的。”系主任在一次会上公开批评：你们不能单凭那份所
谓的教材，要查证实。体操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海伦迪卡斯创造的。体操
和竞技体操有所不同。你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要好好学学关于体操
历史的知识。这位系主任是有学识的。听过系主任这番话，教师们颇有感
受，对这位系主任更加敬重了。 

以前的斯匹司体操呆板枯燥。经过一个多世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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