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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体育，本质上就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身体运动形

式。从时代要求、可持续发展、价值取向等方面审视了绿色体育，旨在准确把握绿色体育内涵，

拓展和深化绿色体育研究，促进体育运动的协调、持续、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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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nterpretation of green sport 
BU Te 

（Graduated School，Beijing Sport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Green sport is essentially a body moving form that seeks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

man and nature, human and the society, as well as human and individual selves. The author contemplated green 

sport from such 3 perspectives as time requirement, body moving form and value orientation, so a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sport, expand and deepen the study of green sport, and boost the coordinated, sus-

tainabl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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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体育学术界开始关注绿色体育，但大多数

学者都从体育运动与环境协调发展层面研究绿色体

育。本文从时代要求、可持续发展、价值取向等方面

思考绿色体育，认为绿色体育是绿色时代的产物，是

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更是一种新的价值理念。 

 

1  绿色体育：绿色时代的产物 
绿色体育是人类生态意识崛起的结果，是绿色时

代的产物。面对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

水体污染、土壤污染、海洋污染、土地沙漠化、物种

灭绝等局面，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环境问题引

起了全球的极大关注，联合国等国际相关组织先后出

台了《人类环境宣言》、《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保护

地球》、《我们共同的未来》等文件，提出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构想。从此，人类进入了保护大自然、关爱生

命、爱护家园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时代。时代要

求我们与生态环境建立友好的关系，实现人与动物、

社会与自然、文化与历史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目标。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体育自然不会游离于时代之外，

而必然响应时代的呼唤，相继在全球兴起了以回归自

然为主要特征的体育热，体育运动步入了绿色发展时

代，迫切要求节约资源，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绿色体育是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国际奥委

会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提出环保方面的要求，采取

一系列保护环境的举措，1991 年，《奥林匹克宪章》

中增加了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必须提交一份环境保护计

划的新内容。1994 年，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环境计划

署签订合作备忘录，共同致力于环境保护。1995 年，

在瑞士洛桑体育与环境会议上，国际奥委会明确提出

要把保护环境作为奥林匹克精神支柱之一，随后成立

了国际奥委会环境保护委员会。1999 年，制定了《奥

林匹克 21 世纪行动议程》，进一步明确了奥林匹克运

动要全力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决

心，要求申办城市必须在越来越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



 
第 3 期 布特：绿色体育新解 27  

 

下举办奥运会。21 世纪是绿色世纪，“绿色体育”也

成为体育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1]。 

绿色时代的发展要求体育科技实现绿色化。科技

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发展，但是科技的不

正确运用也会造成危害体育运动的后果。如兴奋剂应

当把开发和应用高新科技与促进体育运动当前的发展

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防止科技成为体育

运动异化的诱因。绿色时代的体育呼唤绿色科技，这

不仅体现在科技本身的绿色含量上，更应体现在科技

所服务的过程及终极目标上。促进科学精神与体育精

神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从而实现科

技进步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的和谐共处与发展。 

 

2  绿色体育：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绿色体育本质是实现身体运动绿色化，它对体育

运动赋予了可持续发展使命。绿色体育的内涵：为体

育的无公害、纯洁、公正、科学、进步和发展，达到

体育为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为社会的文明、和谐、

发展、和平而设想、创造并使之产生积极成果。绿色

体育的内容：以体育全面协调的思想和手段，达到人

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三大和谐在内的整体动态和

谐目的[2]。人与自然和谐是绿色体育的物资基础，人与

人和谐是绿色体育的社会根基，人自身和谐发展是绿

色体育最终归宿[3]。因此，绿色体育是体育可持使发展

的保证。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

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

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人自身和谐有生理和谐、

心理和谐、身心和谐 3 个层面。绿色体育就是人的生

态化过程，人的生态化是绿色体育的新动力。人类一

直把体育作为人体优化和反人体“异化”的工具，防

形变、病变、心理失调，保持人体内外部的平衡与协

调。运动者自身潜能的释放和创造力，证明自身的力

量和智慧，显示出人的伟大，正是人们通过体育使自

身人性完善，人格健全，人体完美，获得人自身的和

谐。正如萨马兰奇[4]所说：“由于体育运动有助于将身

体置于为心智服务的位置，它在任何文明需求中都值

得居有一席之地。”绿色是大自然的本色，是生命之色、

和平之色。绿色体育，就是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协

调、相互关怀、共生共容、共同发展[5]。正如雅斯贝尔

斯[6]所说“体育作为生命力的一种形式，作为直接生命

需要的一种遗迹，通过受控制的肉体活动，力量和勇

气得到了保存，而且，追求同自然的接触的个人更接

近了宇宙的基本力量。” 

爱护自己，珍惜生命，保证健康，这是绿色体育

的基本伦理底线，也是体育中看待人与自身关系的基

本原则[7]。当前，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体育促进人的健康

这准则逐渐被人们所淡忘、离人们远去。为了达到令

人瞩目的运动成绩，运动员要常年累月地进行超大负

荷训练。这种超大负荷训练会对运动员身体造成肢体、

器官等的伤害，严重可导致运动猝死。据 1996 年德国

科学家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欧洲心血管学会会议上

公布，从 1981 年到 1994 年，德国各俱乐部中猝死的

运动员达 2 000 名。研究表明，持续的高强度运动可

能造成心脏的严重损害。国外近 400 个运动猝死的案

例中，约有 90％的运动猝死都与心脏疾病有关。研究

还显示，年轻人心肌梗死的发病率还有增多的趋势，

而运动超负荷常常是主要诱发因素[8]。这种不惜摧残身

体，不惜牺牲健康而博得利益和成绩，远离了体育本

原，破坏了人自身和谐发展，违背了绿色体育伦理底

线。体育运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形式，不仅在运动中

表现出人的本质、人的力量、人的形体的特征，同时

也使人从中得到快乐和幸福，这种体验才是对生命价

值和意义的真实感受，否则体育就失去意义[9]。 

尊重对手，公正竞赛，是绿色体育应有伦理内涵，

也是体育中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体育公平正

义是体育运动的灵魂和重要价值尺度”[10]，公平竞争

原则应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石，没有这块基石，体育

将失去意义。世界各国运动员遵守“和平、友谊、进

步”的宗旨，遵守诺言和诚信。在“更高、更快、更

强”的口号下以公正坦诚和友好的态度进行比赛，才

能增进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才能保持团结、

友谊的关系，达到“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这样

的竞争才有意义，才能赢得尊严、自信和快乐，才能

实现奥林匹克运动的神圣目标。服用兴奋剂、假球、

黑哨、球场暴力等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还玷污了人性之美，摧毁了人类的自身价值和体育的

纯洁性，甚至严重威胁体育运动的生存命运。 

爱护自然、保护生态，是绿色体育的基本伦理向

度，是体育中善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大自然

是体育运动的物资条件，生态环境是体育运动发展的

绿色屏障，体育运动要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爱护

自然，是它应有的历史责任。绿色体育，在新世纪的

主题就是“和谐与发展”。和谐是指体育运动无限生命

力，它代表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平衡、协调与有序，

意味着世界体育的和睦、祥和、和平与公正，象征着

大众在体育运动中的健康、美满、幸福与愉悦，标志

着社会、人、自然系统的繁荣、发达、文明与进步。

这正诠释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理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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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绿色体育：体育发展的新理念 
秉承什么样的价值？弘扬什么精神？这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体育的发展模式。体育绿色化，表达了体育

发展新的价值理念。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它不仅仅是人的形体改造、运动成绩的超越，还是一

种人文价值的追求，更是人的内在修养的历练。它对

人的行为选择、道德升华、文明导向等都有着巨大的

感染力和影响力。现代体育理想表达了人们对真善美

的追求，但是频繁出现的贿选丑闻、执法不公、球场

暴力、商业炒作玷污了体育崇高的理念，践踏着“费

厄泼赖”的公平竞争精神，使体育、文化、教育融为

一体的理想化为泡影。绿色体育就是要将绿色理念浸

润在体育运动理想中，克服体育运动的异化，促进人

的身心和谐发展，实现体育运动与绿色意识、体育成

绩与人文修养、体育发展与人格培养协调共生。 

绿色体育在北京奥运会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组织

者对奥运会的宏观组织和微观协调、裁判员对比赛的

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把握、运动员对公平竞争的理解和

对奥运会举办国的支持、鼓励等方面充分体现绿色意

识。北京奥运会，有 8.4 亿中国电视观众收看了开幕

式，创造了收视率的记录，显示了中国人对奥林匹克

的极大热情。全球五大洲超过 40 亿观众收看了开幕

式，从来没有人类活动能有如此众多的国家和人民参

与，同时，也创造了奥运史上举办国领导人和国际政

要出席最多的记录。北京奥运会有 10 万赛会志愿者、

40 万城市志愿者、100 万社会志愿者、20 万拉拉队志

愿者，在赛场内外、社会各个领域以优质服务和真诚

的微笑传播了奥林匹克精神，展示了中国的形象和风

采，彰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与风貌，赢得

大家的微笑、北京的微笑、世界的微笑，向世界传递

了文明、和谐、进步的声音，完美地展现了绿色体育

价值的力与美。还有实施的奥林匹克教育计划，使奥

林匹克教育、绿色体育教育在中国有了空前的发展，

有 4 亿儿童接受了奥林匹克教育。这就是中国对奥林

匹克运动发展做出的“绿色贡献”。所以，体育只要秉

承绿色、和谐的价值取向，才能不断创造生存新意义，

才会实现体育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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