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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人文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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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育类学术期刊编辑的人文意识
Ξ

郭文庭 , 朱　恺 , 许治平
(西安体育学院 学报编辑部 , 西安 710068)

摘 　要 : 体育运动中人文性的思考和研究日益增多 , 要求体育学术期刊的编辑具备一定的人文意识。人文意识培

养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 一是感性经验的积累 , 二是人文知识的内化。体育期刊编辑人文意识的形成对体育学术

的繁荣、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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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Editorial Humanities Consciousness of Sport Academic Journal
GUO Wen2ting ,ZHU Kai ,XU Zhi2ping

(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Xi′an Institute of PE ,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more and more study on humanization in sports , so it requires that the editors of sport academic journal should

have humanities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of humanities consciousness proceeds from the both side : one is accumulation of experi2
ence , the other is assimilation of humanities knowledge. The editors′humanities consciousness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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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 ,不能脱离社会环

境的变化与发展。2001 年江泽民同志先后三次就

哲学社会科学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 ,人们愈加认识到在经济建设中的良好

社会人文环境的重要性。讲话对于体育学术期刊的

编辑同样具有积极的认识和指导意义 ,作为体育学

术信息的主要传播者 ,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创新性是

对编辑人员的必然要求。

由于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商业化的渗透 ,现代体

育尤其是竞技体育不再是一片净土 ,滥用违禁药物、

球场暴力、裁判不公、非法赌球等波及赛场内外 ,迫

使体育界有识之士对体育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 ,由

此 ,现代体育的人文性日益凸现出来 ,具体表现在体

育人文学科的构建、“人文奥运”新理念的提出以及

体育教育中人文素质的强化等诸多方面 ,现代体育

中人文性的凸现不仅是社会整体环境发展和变化的

反映 ,也是体育运动自身谋求发展的客观表现。体

育文化现象中人文性的客观存在和研究动态 ,对体

育期刊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注重体育科技信息

传播的同时 ,应该加强自身的人文意识。

1 　现代体育人文性的凸现

111 　体育人文科学的不断完善

任何新兴学科的建立都必然有其现实基础 ,也

就是说有自己的问题性 ,或者说研究对象和目的意

义。现当代各类学科的细分化正是现实世界复杂化

和人对事物的认识不断突破常规、更加深化的结果 ,

体育学科也不例外。20 世纪中期迄今 ,体育运动获

得了巨大的发展 ,运动生理学、生物化学、运动解剖

学、医学、营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对提高运动成绩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体育竞技运动影响的不断

扩大 ,竞争日趋激烈残酷 ,同时 ,体育运动职业化的

转化 ,商业模式的渗透 ,原本较为单纯的体育运动出

现了一系列涉及文化、道德、法律、管理、心理等多种

复杂对象的问题 ,迫使人们开始对此进行反思 ,从而

要求在理论上予以解答。人们逐渐认识到仅从自然

科学的观点去研究体育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体

育竞技中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得

到重视。研究者开始从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管理

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等视角对体育运动进行全新的

诠释 ,王续琨、刘永振在《体育科学的学科结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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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将体育人文学科列为体育学五大组成部分之

一 ,包括体育文化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伦理学、

体育运动美学、体育法学、运动管理学等门类。[1 ] 体

育人文学科不断完善的过程同样也预示着体育学术

繁盛局面的到来。

112 　“人文奥运”新理念的提出

对于人自身的认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部

分 ,人文思想可谓由来已久 ,古希腊人追求和谐和完

美的生活理念 ,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明确提出“认

识你自己”,而真正的人文主义源自西方文艺复兴运

动 ,它是对于宗教神学、封建专制的思想上的反抗 ,

追求人的现世幸福 ,追求自由和真理 ,追求人性的解

放 ,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奥林匹克宪章》

则指出 :“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

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 ,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

生哲学。它将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为一体 ,奥林

匹克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

趣 ,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

推崇为基础的。”奥林匹克主义强调人通过身体锻

炼 ,积极参与 ,拥有健康的体魄、乐观的精神以及对

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热爱和追求。[2 ]将奥林匹克运动

赋予更加明确的人文意义 ,是人文奥运理念的价值

所在 :追求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它总括了对人的生

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的理解以及对终极理想目标

的永恒探索。

人文奥运是有着巨大创生力的理念 ,不仅内涵

丰富 ,而且寓意深远 ,人文与奥运是一种文化与体育

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契合 ,在体育竞技精神中体现了

文化多元化的理解和融合 ,研究者必然会有创造性

的学术见解不断生发和阐述 ,体育期刊编辑对此不

能不加以关注。

113 　体育教育中人文素质的加强

美国人文科学促进会曾发表过一篇《挽救我们

的精神遗产 ———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对于高

等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表示忧虑 ,认为高等教育

过于功利化 ,严重忽视了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和人文

价值。[3 ]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体育教育中存在的

问题同样不容乐观 ,长期以来体育的教学目标主要

还是增强体质和掌握“三基”,评价学生体育成绩往

往以技术水平的高低、身体素质的强弱为主要标准 ,

过多关注生物学意义上的体质状况和技术的传授 ,

而忽视了学生的人文素养、个性和独立精神 ,使学生

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潜力受到压抑 ,许多学校

体育理论方面研究专家就此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在

这些建议中 ,周登嵩教授的观点较为集中、全面和中

肯。他提出体育教育中人文素质的培养不仅要保证

时间上的连续性 ,也要保证空间上的广阔性 ,即从目

标、内容到方法、环境 ,都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

体育教学目标的人文性要求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

展与对学生个体人性、人权、价值的尊重 ;教学内容

应考虑学生的适应性 ,拓宽文化内涵 ;教学方法的人

文性则要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因材施教 ;教

学评价要重视个体的差异性 ;教学环境的人文性则

要体现人性化和平等的观念。此外 ,还应强调体育

教师的人文修养。[4 ]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

干意见》中明确强调了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和全面提

高大学生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

的工作重点。体育教学中贯彻人文精神和理念涉及

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传承关系 ,东西方文化的

融合等诸多课题 ,也必然是体育理论研究的热点。

2 　体育学术期刊编辑人文意识的必要性

体育学术期刊是体育实践与理论研究成果的最

快捷、最有效率的展示平台 ,对体育的人文性的反思

在体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越来越突出。编辑作为期

刊主体 ,他的人文意识不仅体现在对论文稿件质量

的权衡中 ,也体现在对现代体育信息的敏锐把握之

中。

211 　文稿质量评价

当今社会 ,以单一学科的理论知识去解释某一

社会现象已不可能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交

叉、渗透已越来越明显。学术论文中跨学科的融合

已不鲜见 ,体育期刊编辑对文稿进行学术价值判断

时 ,单纯依靠专业知识已难以得出客观的结论。编

辑对象多样性和复杂性 ,迫使编辑的知识储备需要

具有广博性和涵盖性 ,以哲学、社会学、逻辑学、文化

学等相关知识体系来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例如 ,

从社会文化层面去激发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 ,用哲

学的思想和态度去认识、思考和评价 ,用逻辑知识考

察文稿的条理性、连贯性。专业知识和人文科学思

想的结合 ,可以使文稿的学术思想和人文思想较好

地融为一体。[5 ]

期刊学术水平的提高 ,依靠编辑自身的综合素

质 ,要求编辑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既要熟悉

掌握专业学科知识 ,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 ,又要构建

厚实的文化基础 ,具有一定的人文素质。这样 ,在编

辑活动中 ,把握文稿质量的同时 ,又能以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服务于体育事业 ,尊重作

者和读者 ,合理地处理稿件。

212 　树立创新的意识

体育学术期刊是体育知识、理论创新成果的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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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工具 ,如果期刊编辑缺乏创新情感和敢于创新的

勇气和精神 ,就难以保证期刊创新的持续进行 ,学术

期刊的创新应基于对自身工作性质和创新的准确理

解之上 ,因为学术期刊有自身的创新特点 ,“学术期

刊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 ,它的创新不同于以科学技

术为基础的技术创新 ,而应是在如何发挥传播作用

上的创新。”[6 ]

我们所谓创新是建立在现实条件基本具备的基

础上 ,而不是刻意“图新”和“求异”,存在于体育运动

中的诸多问题使体育界以多元化的角度和多向性的

特点重新审视体育文化现象 ,从全新的视角中寻求

突破口和理论支撑 ,对体育运动中的人文性的思考

中就可以引申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 ,而

有时这种处于研究领域前沿位置的学术论文往往由

于观点的超前性而难于为人接受 ,也易被人忽视 ,这

就要求编辑人员树立敢于创新的意识 ,跟踪有关专

家的科研进展 ,从科研人员研究获得的新规律、新理

念中捕捉它的潜在价值 ,将它快捷高效地向社会传

播 ,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鸣 ,由此繁荣体育学

术理论 ,促进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13 　实现思维的转换

体育学术期刊被划归于自然科学类别 ,近年来

由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逐步建立和发展 ,其归属

就成了新的问题。本文不拟研究体育学术期刊的归

属问题 ,而只就人文意识对体育期刊编辑的思维转

换进行讨论。

体育类期刊开始时偏重于运动生理学、运动生

物力学、运动医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和运动训练等应

用技术研究 ,编辑活动中思维以逻辑推理为主要方

式。“科技论著必须符合被论述对象客观存在的一

般状态。这些一般状态较之论著的具体阐述层次更

高 ,更易为编辑所掌握 ,也更能在检验和修改信息中

起作用。”[7 ]也就是说科技编辑的思维方式如概念判

断推理等必须以与事实相符为前提条件。体育人文

学科的思维方式当然也不能脱离逻辑思维 ,也有自

己的概念、体系和分析过程 ,否则难以成文 ,但在逻

辑思维的运用过程中 ,形象思维 ———包括想象、联

想、类比、直觉 ———的运用占据更主要的地位。爱因

斯坦说过 ,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 ,但想象力却是无

限的。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的培养主要依赖于人文

学科教育。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并非不可捉摸 ,但

也不是具体实在 ,比如价值问题、道德问题、心理问

题等等 ,这就要求编辑具备一定程度的人文学科的

形象思维方式 ,实现编辑活动中思维方式的转换 ,给

予稿件的理论创新性和突破性以正确的判断和评

价。

3 　体育学术期刊编辑人文意识的培养

311 　感性经验的积累

中科院杨叔子院士在一次谈话中说 ,人文精神

里最重要的是求善 ,是终极关怀 ,用儒家的话说就是

爱人。并提出人文思想教育的三个要点 :一是责任

感 ,二是不断完善思维 ,三是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

集体、社会、自然的关系。[8 ] 从杨院士的论说中可以

看出 ,无论是“求善”、“爱人”,都必须具体体现在实

际行动中。对于期刊的编辑人员 ,理应承担期刊所

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以满腔的热情、扎实的专业技术

知识 ,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工作之中 ,在处理与作者

的关系时 ,应以尊重作者、真诚合作为基础 ,无论职

务高低 ,资历浅深 ,都应以诚相待 ,珍惜作者的劳动

成果 ,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应及时予以发表 ,对文稿

中不完善或错误的地方应谨慎指出修改和整理。这

种平等的态度必然能得到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从而

与作者建立良好而持久的联系。

另一方面 ,感性经验的积累还涉及到审美体验

或审美感受 ,体育运动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审美素

材 ,就体育运动的表现形态看 :艺术体操、花样滑冰、

花样游泳等运动表现为技巧的审美 ;拳击、攀岩、探

险等运动表现为意志的审美 ;举重、投掷、摔跤等运

动表现为力量的审美 ;足球、篮球、乒乓球等综合性

较强的球类运动体现为包含了意志、技巧、力量之美

的综合的审美。[9 ] 体育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可观赏

性 ,更在于它的可参与性。体育期刊编辑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 ,并亲身参与其中 ,体验运动带

来的乐趣 ,感悟生命存在的价值。

312 　人文知识的内化

生活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可以人文素养打下感性

的基础 ,但人文知识作为一种知识形态 ,是人类思想

的精华 ,凝聚了历史上数不胜数的思想家的智慧和

心血。人文知识是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相对应的

一种知识类型 ,是人类总体知识构成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是以语言 (符号) 的方式对人文世界的把

握、体验、解释和表达。这种把握、体验、解释和表达

有两种不同的水平或层次 :一是感性的 ,一是理性

的 ,或者说一是习俗的 ,一是理论的。[10 ] 感性的经验

是常变化、易消逝的 ,只有上升为系统性、理论性、深

刻性的人文知识形态 ,才更能启发人们的精神反思。

由此看来 ,只有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相结合 ,才

能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一种生命境界。一方面 ,人文

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人的精神

活动 ,是难以运用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量化的方式

加以描述 ,而往往通过体验、感悟等方式来探讨和研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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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生命意义和价值关怀。另

一方面 ,要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意义和目的。只有将

日常感性经验加以归纳整理 ,升华为系统性的理论 ,

渗透到自身的知识结构中 ,积淀成为一种内在素质 ,

才能反过来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

4 　结 　语

正如周登嵩教授所言 ,体育从它诞生之日起就

充满了对人文精神信仰的不懈追求 ,充满了人性的

张扬 ,但却又常迷失于物化的社会现实。对于体育

的人文性的反思是体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新的课

题 ,也是体育学术繁荣的一个契机。作为体育学术

期刊的编辑 ,应当从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等方面 ,积

极培养自身的人文意识和素养 ,抓住这个契机 ,为期

刊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为我国的体育事业

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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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1 页)竞技舞台上取得辉煌成就内在因素的

探索 ,应充分认识到竞技体育是社会活动的组成部

分 ,它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中 ,自始至终受到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制约 ,同时 ,竞技体育的发展

也作用于社会的发展 ,服从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

也需要竞技体育这种社会形式存在 ,它有利于社会

形式存在 ,它有利于社会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繁

荣。人是社会的人 ,人人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 ,尊重

人的需要 ,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也促进社会文明

与进步 ,竞技体育以其最直接、最强烈的方式影响着

人们的精神生活 ,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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