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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94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以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走过109年的历程。一个多世纪以来，虽历经坎坷和

磨难，奥林匹克运动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迅速发展壮大，并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如今，奥林匹克运动的经典之作——现

代奥运会，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庞大，影响最广泛、最深刻，受到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世界性文化

盛典。2001年7月13日，中国在其大踏步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不懈的努力下，从国际奥委会接

过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火炬，从此开始了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开始了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华大地的大规模传播工

作。承办奥运会对中国而言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举办城市的北京无疑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诸多严峻的挑战，其中，

北京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则更为引人瞩目。 

    一、一、一、一、奥奥奥奥林匹克林匹克林匹克林匹克运动运动运动运动的本的本的本的本质质质质————————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教育是奥林匹克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以来，她就始终围绕着教育而展开。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

面，也给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等诸方面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为解决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的身心异化，

人们提出了各种社会改良方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经

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后，发现古希腊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光大。并且，他还敏锐地意

识到，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文化是最为理想的一种教育模式。于是，为了实现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的目标，他决心复兴古

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他希望通过竞技运动这一特殊的教育手段教育全世界的青年和民众，沿着由个体到社会、由微观到

宏观的逻辑顺序构建奥林匹克理想，即首先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进而扩展到社会，实现他改造社会、建立美好世界的

宏愿。在现代奥运会复兴之初，他就明确指出，奥运会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不应该只限于运动和体能活动，还应从思想和情操上培养青年。”他提倡“人人享有普遍的体育教育，培养其勇敢及大

度的性格，展示美学和文学的才能，使之成为民族发展和家庭幸福繁荣的动力”。顾拜旦的教育思想在《奥林匹克宪

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她颂扬身体、精神和意志的均衡发展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起

来。她将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努力创造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谋求良好典范的教育价值以及对普遍的基本道德

原则的尊重。”《宪章》还明确指出，奥林匹克运动就是要“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

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正如国际奥委会前任主

席萨马兰奇先生在为我国出版的一本《奥林匹克运动》教材作序时所言：“离开了教育，奥林匹克主义就不可能达到其



崇高的目标。”因此，北京2008奥运会不应仅仅理解为一场单纯的体育比赛，一个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体育商机，

还应将其看作一次难得的对广大国民、尤其是北京市民和青少年学生进行教育的契机，以此提高整个国民的素养，为前

进中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注入精神活力。 

    

    二、二、二、二、奥奥奥奥林匹克的思想体系林匹克的思想体系林匹克的思想体系林匹克的思想体系蕴蕴蕴蕴涵涵涵涵着着着着丰丰丰丰富的富的富的富的教教教教育思想，育思想，育思想，育思想，这这这这些思想体些思想体些思想体些思想体现现现现了人了人了人了人类类类类共同追求的价共同追求的价共同追求的价共同追求的价值值值值观观观观念，是念，是念，是念，是现现现现代人代人代人代人适适适适

应现应现应现应现代社代社代社代社会会会会所必需的精神食所必需的精神食所必需的精神食所必需的精神食粮粮粮粮。。。。    

    自20世纪60年代奥运会实施电视转播以来，每一届奥运会都吸引着数十亿乃至几百亿人次的电视观众，这些观众来

自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文化背景。由此，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奥林匹克运动是迄今为止

人类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一种世界性大众文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吸引着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使他们如醉如痴地对

一个体育赛事倾注如此的关注呢？是奥林匹克的精神文化。 

    1．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充分表达了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在竞技场上，她体现为运动

员不畏强手，不怕困难，敢于争胜，敢于战胜自己，超越自我的精神。正是在这一格言的鼓舞下，奥运会的运动技术不

断提高，运动成绩不断刷新，竞赛规则不断完善，比赛结果更具不可预测性，因此，也使奥林匹克运动更具有魅力。对

于现实世界而言，她集中体现了人类共同拥有的进取精神、奋斗精神和不断的创新精神。正是由于人类的这种永不满

足、自强不息、不断求新的精神，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进步和发展。 

    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是奥林匹克运动价值体系的精髓。人们欣赏奥林匹克运动，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不仅因为能够

从中享受到运动员的精湛技艺所带来的刺激和美感体验，更是因为从中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受到激励，从而产生出改

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当一位马拉松运动员在接近终点，因体力不支而几次摔倒，又几次挣扎着爬起摇摇晃晃

走向终点时，此时胜负已无关紧要，他给予我们的不是失败者的形象，而是心灵的巨大震撼，是一个奋斗不息的胜利者

的高大的楷模形象。人生如果有了这种精神，还有什么不能成就的呢？！ 

    2．奥林匹克格言“奥运会中获胜固然重要，但参与更重要。”这是1908年7月24日顾拜旦在参加第4届伦敦奥运会英

国政府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所引述的名言。为强调奥林匹克运动参与的重要意义，顾拜旦将这一思想推演至社会生活领

域，并呼吁：“先生们，请牢记这一铿锵有力的名言，这个论点可扩展到诸多领域。对人生而言，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

奋斗，而是使人类变得更勇敢、更健壮、更谨慎和更落落大方。这是我们国际奥委会的指导思想”。  

    顾拜旦先生强调“参与”，是为了告诫人们参与运动竞技，不能只看重夺冠和金牌，而应从人类自身的完善出发。

运动参与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有着高尚的品质、真诚的态度、奉献精神和对理想的追求，其意义远远超过名次和奖牌。这

种参与精神既是一种体育态度，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正是有了参与，运动员才会有强健的体魄，运动技艺的不断

提高，才会有奥林匹克运动的“更快、更高、更强”，也才会有今天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奥林匹克文化。因此，从普

及奥林匹克运动的意义上讲，“参与”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第一原则。鲁迅先生对运动参与精神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落后而仍然跑到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

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中国体育的发展需要鲁迅笔下的“竞技者”和看客，中国经济的腾飞同样

也需要这样的“竞技者”和看客。 

    3．体育运动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竞争是体育运动的本质属性，但体育中的竞争必须在“公平

竞争”(fair play)的原则下进行。“公平竞争”体现的是“仲裁”和“法”的精神，是体育竞赛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保

障。“运动风范”(sportsmanship)，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如何守法的义务和责任。“合作精神”(teamwork)则体现的是同

一群体中的不同成员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必须的分工协作和无私奉献，以及不同群体的成员为使比赛顺利进行而表现

出的对规则的严格遵从。所有这些，至今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运动场上每当运动员表现出上述精神

时，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并获得热烈的掌声。这正是体育比赛为何能在社会生活中发生重大影响，受到社会各界普遍

关注和推崇的原因所在。在足球场上，当一方队员因伤倒地，急需救治时，另一方队员不是乘机进攻，而是及时将球踢

出场外终止比赛；当重新开球，对方又将持球的权利还给另一方时，我们的内心深处敬佩之情便会油然而生。这就是体

育运动独特的教育方式和教育价值。 

    4．“和平、友谊、进步”是奥林匹克运动追求的目的,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仅是一项

单纯的体育活动，不仅仅是个体通过体育运动强健身体的活动，其最高目标在于，通过体育运动把不同国家、不同民

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聚集在五环旗下，使大家相互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进而达到世界的团结、和平和进步的目

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高瞻远瞩，把体育纳入到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范畴，使体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个积

极的力量，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正如顾拜旦所向往的，奥运会是“体力和脑力的结合，相互帮助和竞争的结

合，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智慧的世界主义的结合”，是“人类团结的重要节日”与和平的象征，是在“有节制、有组织、

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使全世界的青年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赛的动力。”这正是奥

林匹克思想教育性的深刻之处。 

       

    三、北京三、北京三、北京三、北京奥奥奥奥运给运给运给运给北京北京北京北京教教教教育育育育发发发发展展展展带带带带来来来来的机遇和挑的机遇和挑的机遇和挑的机遇和挑战战战战 

   （一）北京奥运给北京教育带来的发展机遇 

    近20年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实践证明，举办奥运会将给举办城市或国家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和体育等方面，可以说影响是全方位的。同样，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将给北京带来诸多发展机遇，北京的教育和体

育也将迎来难得的发展良机。具体来讲北京教育面临以下发展机遇：1．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全面发展的教育观，促进素质

教育改革；2．有助于进行社会公德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养；3．有助于传播和普及体育知识和奥林匹克精神，推动



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发展；4．有助于推动全民体育的开展。 

    然而机遇并不等于现实，机遇仅仅为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则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及时地把握并充

分利用机遇。同时，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只有勇敢而审慎地面对挑战，认清现实中影响把握机遇的各类问题，并解决好

这些问题，才能从容面对“挑战”，才能化各种不利因素为积极力量，真正推进北京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北京教育面临的挑战 

    1．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面临着严峻挑战。当前，北京市和全国一样都在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学校教育旨在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富有个性和创造精神的一代新人。这些理念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思想高度一致。然而，先

进的教育理念在现实教育实践中却很难转变为教育行为。一方面，政府教育部门一再强调素质教育；另一方面，仍然用

升学率和各种所谓的教育成就来衡量学校的教育工作，对学校进行等级评定，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于是，基层学

校一方面进行教改，另一方面，依然紧抓应试教育，应付上级的“考核”。学生的课本虽然薄了，作业少了，但负担不

仅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重。孩子们的业余时间被各种文化补习班填充得严严实实。如今，书店里卖得最火的恐怕就是

各种升学考试的补习资料和书籍。许多家长的时间也都用在陪孩子对付各级升学考试。一些家长的话道出了个中原因：

“课程改革固然重要，但孩子的前途则更重要，上不了大学，谁负责，说什么也没用。”家长们关注的是孩子的前途，

是智育，是升学考试。体育依然处于被遗忘的角落，或尚“无暇顾及”。可以想象，在这种社会心态下的素质教育改革

必然是步履艰难。 

    另一方面，学校中不重视体育，忽视体育的现象仍很严重。每逢考试体育课就会被停掉，时间被用于其他主课的复

习考试，这似乎已经成为惯例；体育教学经费挪作他用、体育场地被占用、体育设施陈旧年久失修、体育教师与其他教

师不能够同工同酬等等都是久已存在的问题。更有甚者，一些教育官员振振有辞：体育就是让学生活动的课程，还要编

什么教材，等等，不一而论。以此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我们怎能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的体育？怎能去迎接奥林匹克教

育理想的挑战！ 

    2．对国民社会规范和公德意识与行为的挑战。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北京又是千年古

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热情好客、礼貌待人、遵守社会规范等，理应是每一位北京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然而，在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的行为与“礼仪之邦”的称谓大相径庭。不顾红绿灯警示，横穿马路者大有人在；随地吐痰者俯拾

皆是；到处丢垃圾者随处可见；说脏话者有之；打架斗殴张口骂人者有之；公共场合抽烟和随处丢烟头者有之，等等，

等等。这些都是没有公德的表现。另外，在我们的教育、经济和文化生活等多个领域，不讲信誉、坑蒙拐骗、通过不正

当手段谋取利益的违法案件也屡见不鲜。这些都表明，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丧失了“法制”观

念、缺乏诚信意识和基本的公德准则。 

    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其实践活动是“法”和“社会规范”的集中体现，奥运会是世界上最为宏大的体育盛会和文

化盛典，是检阅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窗口。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把握机会，把奥林匹克的精神与社会“公

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从而提高每一位公民的法制意识，重塑社会诚信，使每个公民都能成为遵纪守法的良

民。 

    3．对国民体育素养的挑战：据1997年我国对16岁以上城乡居民的调查，按照过去一年中曾经参加过一次或一次以上

体育活动的标准，我国体育人口达到34.3%。这与美国的92%（1992年）、日本的70%（1999年）和加拿大的59%（以上各

国的百分数是按照同一标准调查的结果，具有可比性）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另外，该项调查还显示，影响我国城乡居

民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原因，居第一的是“缺乏兴趣”，占45.9%；居第二的是“没有必要”，占11.1%。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国民体育意识仍很淡薄，体育参与行为亟待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对体育不了解甚至误解的人大有人在。一般社会成员在谈及体育时，大多把体育理解成竞技、比赛

和游戏，认为体育就是蹦蹦跳跳的事情，从事体育的人则被称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者，等等，不一而论。“重文

轻武”的传统观念依然深深印记在国民的灵魂深处。以此种对体育的认知，去迎接具有人类崇高理想的奥林匹克运动，

其挑战的严峻性可想而知。记得有一篇报道，谈及一位美籍华裔人士因工作需在北京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孩子随其父母

需要在北京就学。在到一所知名的对外学校面试时，孩子遇到了这样的尴尬。校长首先问及孩子的学业成绩，孩子不以

为然，回答都是优秀。校长依然不依不饶围绕学习问东问西。孩子开始不耐烦，于是反问校长，为什么不问其体育成

绩。他的体育成绩在当地学校是出了名的，也因此受到校长、老师和社区邻里的宠爱。孩子对校长对其体育成绩的“淡

漠”深感不解和气愤。孩子的母亲无奈，搪塞地解释道，这是文化和教育观念的不同。看来，我们国民的教育观念，尤

其是体育观念迫切需要一次根本的启蒙教育。 

    4．学校体育面临挑战：以我国目前的体育教育状况而论，不可避免会出现上述民众对体育的“认知”。因为我们并

没有像样的体育教育。体育课上传授的核心内容就是运动技术，而且都是分离开来进行学习，并对单个技术进行考评。

至于学生为什么学习这些技术，根本不去做学理的解释和价值的说明，更谈不上教育学生如何将所学内容应用于现实生

活。体育从本质上讲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一方面，增进身心健康是体育的本质功能，同时，她还是典型的规范文化，

这一特征是学校教育中其它学科所不具备，或很少具备的。她能够使学生在真实的或模拟真实的情景中，体验社会规范

合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遵守社会规范的意识和行为，从而使其将来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另

一方面，她还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勇于进取，顽强拼搏的品格。这些都是一个现代人所应

具备的基本素养。然而，令人寒心的是，大多数人经过十多年的体育教育，结果只是把体育理解为“玩玩”的事情，只

是看看热闹，品头论足一番足球、明星而已。至于体育与个人身心健康有何关系，对人生有什么意义，对社会又有什么

价值，等等，学校体育很少教授给学生。学生对体育的“无知”自然可以理解。有调查指出，大中学生普遍喜欢体育，



但很少有人喜欢体育课。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校体育的悲哀。学校体育如果不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的根本的改革，必将在2008北京奥运的挑战面前，错失发展良机。 

       

    四、四、四、四、结结结结束束束束语语语语    

    2008北京奥运会将北京与世界的距离拉近，将中国置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为了与世界接轨，为了不被全球化的洪

流淹没，我们的市民需要有国际意识，需要用先进文化思想武装自己，需要用诚信取信于世界，需要有良好的公德行

为。机遇只属于有忧患意识，敢于面对自己缺点，而又能未雨绸缪，以科学的态度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去把握机会的民

族。让我们勇敢而睿智地迎接北京奥运的到来吧！ 

    毛振明简介: 

    男，46岁，汉族，教授，教育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小

学体育教学改革指导小组副组长，中国学校体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研究评审组成员，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评审组成员，《体育教学》杂志副主编，《中国学校体育》杂志

编委。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获各种全国级科研报告会奖6项，出版专著6本，编写书籍10本，在国内外各种刊物

上发表论文176篇。 

                     

    张建华简介： 

    男，40岁，河南新蔡人，汉族，研究生毕业，中共党员，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体育学系主任，长

期从事体育社会学和国际体育研究，发表论文和文章30多篇，编写专业书籍3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