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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身体观是对女性身体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女性体育是以身体为作用

对象，以身体活动为手段，以身体改造并进而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作为一种社

会文化活动，女性体育的发生、发展受思想观念的制约性影响。由于两者都作用于身体，所以女

性体育受女性身体观的直接影响。研究认为女性身体观对女性体育起着导向、规范和动力的作用。

女性体育在女性身体观规定的框架中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与女性身体观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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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men’s body view is the recognition, emotional attitude and value judgment on women’s bodies. Fe-

male sport is a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y that bases its functional subject on the body, its means on body activities, 

and its purpose on body improvement and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emale sport as a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y are restrictively affected by ideological conceptions. Since both of them 

work on the body, female sport is directly affected by women’s body view.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women’s body view plays a guiding, standardizing and driving role in female sport; female 

sport conflicts constantly with women’s body view, while it is being developed in the framework stipulated by 

women’s body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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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体观是对女性身体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价

值判断；女性体育是以身体为作用对象，以身体活动

为手段，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

由于二者都作用于身体，所以女性体育受女性身体观

的直接影响。通过女性身体观对女性体育的影响进行

理论探讨，希望藉此对女性身体观与女性体育关系有

进一步的认识，以发现女性身体观与女性体育关系的

规律性，为干预女性体育朝健康方向发展提供依据。 

 

1  身体观的性质与维度 

1.1  身体观的性质 

1)历史阶段性。R·W·康奈尔[1]在《男性气质》

一书中曾经谈到，社会性性别观念的形成，并不仅仅

依靠着生物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一定的社会中人

们对身体的要求有关。身体观的出现，正是人们对于

身体的要求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缘故。不同的历史阶

段，身体观会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社会发展历史的变

迁，而产生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和历史相比，身体的

生理结构和生理功能，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只是人

们由于受到认知水平的限制、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

影响，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人

们需要身体承担的职责发生了变化，即在新的历史时

期，人们对身体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发生了变化，

需要造就一种符合新社会、文化实践的身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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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差异性。不仅不同历史阶段的身体观存在

差异，而且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身体观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中国历史上女性的缠足和

欧洲历史上女性的束腰。束腰、缠足作为极端的身体

装扮方式有着相似的产生及存在的原因，它们的意义

已绝不是个人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它包

括了个人为获得社会认定所进行的活动，其更深层次

的意义是表明了当时社会的男性主体身份的成熟和女

性客体地位的确认。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

身体成为审美的客体，“成为那个时代男子可以享用的

奢侈品，并且是最珍贵的奢侈品”[2]。同时，不同文化

之间的身体观也存在共性。精心包缠的小脚，紧束的

腰肢，都炫耀着不同文化下的女性身体观，它反映出

的是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一些共同特性——人们为女性

身体建立起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判断。 

1.2  身体观的维度及其关系 

1)身体观的维度。身体是人类存在最明显的事实，

对身体的认知通过许多不同的文化传统被概念化或象

征化。因此，身体除物质性以外，也包含了社会性。

涂尔干[3]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态》一书中指出“人

是两面的”，他将人的面相分为“普通的生理性身体”

及“较高层次的道德化社会化的身体”。道格拉斯[4]更

进一步阐明任一所谓“自然的”表达都是文化决定的，

身体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再现，也是个人经验外

在世界与外在世界沟通的渠道。奥尼尔[5]在《身体形态》

一书中，提出 5 种身体的系统设想：世界身体、社会

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王瑞鸿[6]在《身

体社会学——当代社会学的理论转向》一文中指出：

在众多的身体研究热潮中，有 3 条非常明显的理论主

线：作为文化象征的身体；作为社会建构的身体；作

为欲望与规训的身体。 

已有的研究是从对身体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

判断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对身体观进行了划分。分析

这些观点后，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一条线索，即对身

体生物属性、身体社会属性和身体精神属性的认知、

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 

首先是生物身体观。身体首先是一个物质客体，

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生物身体。生物身体观是对身体物

质基础的认识，是对身体的科学认知，包括身体的解

剖结构、系统机能、生理机制及其能力水平等。从生

物学角度来看，“男女有别”的确是一种事实状态，而

且这种两性生理上的差异将是永恒的存在。 

其次是社会身体观。社会身体观是关于身体社会

作用和社会功能的观念。不同的社会赋予了身体不同

的社会功能，社会身体观也随着社会变革不断地发展

变化。最初，基于男女生理上不同的性别分工仅存在

于家庭内部，后来，这种家庭分工延伸到社会领域，

形成了社会分工的性别差异，使生理上的性别差异具

有了社会意义，从而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性别差异。 

第三是审美身体观。身体是一种文化意识的载体，

充满了象征和历史意义。身体以什么样的形态、方式

呈现是文化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人类文化是审美的

本质内涵，审美身体则是文化的外在体现。审美身体

观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关系，在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

始终伴随着这种价值关系的确定。“男性所承担的社会

分工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文化上、道德上和经济上得

到回报，相反，女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次要

的、附属的”[7]。 

因此，本研究认为身体观包含生物身体观、社会

身体观和审美身体观 3 个维度。 

2)身体观维度之间的关系。身体是生物性的，但

不可能以完全天然、感性、生物性的方式显现。在历

史中，一方面身体成为被表现的对象，另一方面被表

现的身体又成为身体观的载体。身体观与不同时代的

社会、文化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的相互

关系使身体成为一个象征系统，呈现出丰富的历史文

化内涵。 

生物身体观是身体的自然属性，它是从认知角度

对客观身体差异的认知。社会身体观是身体观的社会

属性，它是建立在生物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差异，因为

社会的变革赋予不同社会中身体不同的社会功能。审

美身体观是身体的精神属性，它是建立在生物和社会

差异基础上的文化差异，由于文化的变迁从而导致审

美身体观的变化。 

生物身体观、社会身体观和审美身体观是身体观

的不同维度，它们既不能分割，又各有特点。其中，

生物身体观是身体观的基础；社会身体观基于生物身

体观之上，又对其起限制、修正作用；审美身体观则

是基于生物身体观和社会身体观之上，它是社会文化

的体现，是身体观中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由于文化

本身的滞后性，它是身体观中变化最为缓慢，也是影

响最深远的。 

 

2  女性身体观与女性体育 

2.1  女性身体观 

当今，“身体”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哲学、文

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都对

身体进行了研究。对女性身体更为关注的是女性主义

的学说和女性主义学者们。 

女性主义关于身体的学说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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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质论和建构论。本质论认为女性的身体是建立

在生物学基础上固定不变的身体，而建构论则在身体

上加入社会因素。过去，女性身体根据男性的标准被

标注为次等、附属的，因而女性劣于男性的结论被生

物学合法化。当然，更多时候生物学特征与社会行为

相结合，男性特征被看作是男性身体的主导，如坚强、

侵略性、力量、富有理性精神，而女性特征通常被认

为由她们身体的物理性质决定的，如软弱、被动、依

赖性、听任感情的支配。这种根据生物学确定的两性

特征，在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成为女性主义批

评的重点。建构论则认为女人是被社会建构成女性的，

女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身体被赋予了更多的社

会、经济和文化的含义。 

身体虽然具有生物、生理、官能的基础，但它们

肯定是社会性的，且不可能超越文化、超越历史。特

纳[8]说：“人的肉体表现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超

越社会，也不是处在社会之外。”女性主义者将女性身

体从身体范畴中独立，并非只是强调女性身体与男性

身体的差异，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会很容易掉入本

质主义的陷阱。身体是有性别的，而不同性别的身体

并没有在我们的文化中得到同等的待遇。女性身体与

男性身体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观念的差

异，而这种差异性的看法并不完全建立在生理结构的

差异基础上。 

2.2  女性体育 

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为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

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9]。因此，体育是社会文化

的一部分。 

体育这种以竞技性为基本特征的人体文化方式，

本来不必以性别划分，然而，在体育运动中，性别的

差异则是普遍性的存在。且不说因性别的不同而产生

项目设置、运动量的限制、技术要求等专业的分别，

仅是价值观念上，“女性体育”便成为问题。应当说，

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历史实践本身使女性体

育有理由被当作一个具有独特性的系统来加以对待。

虽然在不同意识形态下生成了不同的女性话语，不同

的话语驱动下，女性塑造着自己不同的性别角色和社

会行为，也生成了不同的女性体育，但也可把女性作

为一个抽象的无差异的整体来对待，也可以把女性体

育作为无差异的整体来进行研究，当然都必须作历史

的、具体的分析。 

因此，女性体育是指女性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

谋求自身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

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由

此可以看出，女性体育是以女性身体为作用对象，以

女性身体活动为手段，以女性身体改造并进而全面发

展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10-11]。 

 

3  女性身体观对女性体育的影响 
女性体育是在其所处社会女性身体观影响下逐渐

形成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其一旦成长、成

熟起来就会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品质，甚至会对

女性身体观产生反作用。而女性体育与其所处社会文

化中的女性身体观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可以是一种

适应、认同和融合，也可以是一种冲突、排斥和对立

关系。因此，女性身体观对女性体育具有直接的影响，

在女性身体观对女性体育发展产生影响的同时，女性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同样也对整个女性身体观具有

反作用。 

如上文的分析，女性身体观有 3 个维度，即女性

生物身体观、女性社会身体观和女性审美身体观。 

首先，女性生物身体观对女性体育的影响。虽然，

女性的身体构造和生理功能是客观存在，是大自然造

就的，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却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

断展开的。这些认识不仅包括身体的解剖结构、系统

机能、生理机制，也包括身体的能力水平等。这些女

性身体生物观念的不断发展变化不断影响着女性体育

的发展。而女性体育的实践也修正对女性身体实在的

认识。 

其次，女性社会身体观对女性体育的影响。通过

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赋予身体不同社会功能

的同时，也通过不断制造性别差异来维持两性在社会

中的不平等地位。就这样，两性先天的生理差异经过

这些社会化的力量得以强化，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

进一步划清了两性的界线，强化了性别差异，赋予性

别差异以社会意义，由此形成了性别化的社会秩序。

因此，这些观念对于女性体育的影响更大、更深。而

女性体育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和体现这种影响，它的

发展也不断地放大和改变着女性社会身体观。 

最后，女性审美身体观对女性体育的影响。女性

审美身体观是文化对女性身体美的体现。对女性身体

的审美期待既决定着女性是否参加体育活动，也决定

着其参加何种体育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审美期待

也不断地变化着，这也决定着女性体育的发展方向。 

女性身体观与女性体育由于共同作用于身体，因

而发生了直接的互动关系。女性身体观对女性体育起

着导向、规范和动力的作用。由于体育本身的独特性，

女性体育在女性身体观规定的框架中发展的同时，也

不断地与女性身体观发生冲突[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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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女性身体观与女性体育关系理论的研究认

为： 

1)从身体的生物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来划

分，身体观具有生物身体观、社会身体观和审美身体

观 3 个维度。生物身体观是从认知角度对客观身体差

异的认知；社会身体观是建立在生物差异基础上的社

会差异，社会的变革赋予不同社会中身体不同的社会

功能；审美身体观是是建立在生物和社会差异基础上

的文化差异，文化的变迁导致审美身体观变化。三者

是身体观的不同维度，既不能分割，又各有特点。 

2)女性身体观与女性体育由于共同作用于身体，

因而发生了直接的互动关系。女性身体观对女性体育

起着导向、规范和动力的作用。由于体育本身的独特

性，女性体育在女性身体观规定的框架中发展的同时，

也不断地与女性身体观发生冲突。 

3)女性体育是在其所处社会女性身体观影响下逐

渐形成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其一旦成长、

成熟起来就会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品质，会对女

性身体观产生反作用。女性体育与其所处社会文化中

的女性身体观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既具有适应、认

同和融合，也具有冲突、排斥和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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