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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金牌总数第 1 名的好成绩，2008 年北京奥运会江

苏省又以 8 枚金牌在国内“领跑”。 

 

我国竞技运动教育价值的缺失有历史和文化的原

因：首先，现代竞技运动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是一

种完全陌生的异域文化，国人对其认识和理解一开始

只能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找近似的事物进行牵强附会

的理解；其次，自近代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

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将其投入救亡或振兴民族的

实用目的之中；最后，近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一

直不完善，而以此为基础的许多与现代竞技运动密切

相关的价值观念，如个人独立、自由平等、公平竞争

等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国应该构建中国的竞技教

育，一方面要积极吸取西方竞技运动和现代奥林匹克

的积极思想，如自由平等、公平竞争、个人身心均衡

发展及世界和平观念等等。同时还要结合自己的文化

传统与社会特征，从而实现中国竞技运动的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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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奥 运 扎 根 中 国  
10 年前来访的韩国姜信杓教授，对奥运会的影响和后

继效应有比较深刻的体会：“汉城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和组织

工作都是很出色的，奥运会也开得轰轰烈烈，对于韩国振兴

和鼓舞人民信心影响不小。但是，遗憾的是奥运会后那股热

情烟消云散了，似乎奥运会没有留下什么后继效应。”他希

望中国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应该让奥运在中国扎根。早在北

京奥运会举行之前，大概受到姜教授的启发，我一直强调北

京奥运会的后继效应问题。写过不少文章和答记者问，都毫

无例外地强调这一点，但当时人们的注意力总是在开好奥运

会，会后问题不太感兴趣。后来人们也是更多地关心经济问

题和城市建设，特别是场馆利用和开发问题，或多或少忽略

奥运会后的全面效应。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和现任

主席罗格都曾表示北京奥运会会给北京留下一笔遗产，这决

不是一句外交辞令，更不是一句空话，我们不妨从 3 大理念

来审视所谓遗产。 
我一直主张把人文奥运排在第一位，“人文”是奥林匹克

运动的灵魂。我所体会的人文奥运的遗产应该包括全部精神

遗产，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北京当时的一条醒目的宣传标语：

“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归根结底就是精神文明建设。

举办奥运会绝非仅是一场规模宏大的体育赛事，它是一项参

与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文化运动。《奥林匹克宪章》明确

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活动是经常的、普遍的，其最高层

次的活动是使世界上的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盛大

的体育节日上相聚一堂。”我很欣赏罗格先生的一句名言：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境界。”这里所谓境界是指思想境界，

也就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也就是奥

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社会”。 
我想关于科技奥运和绿色奥运就不用多说了。科技进步

日新月异，我们的体育场馆被誉为世界一流，其中就包括许

多最新科技成就，“鸟巢”和“水立方”被国际建筑界视为

精品，其他节能、环保措施无一不与最新科技有关。至于绿

色奥运也是有目共睹，许多措施取得了成效，城市环境有了

明显的改善。 
在北京奥运会一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奥林匹克研究

者，自然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我衷心希望奥林匹克教育应

该坚持下去，让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华大地上牢牢扎根，为提

高国民素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我们的奥运理念应该

扩大到全国，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人文中国、科技中国、

绿色中国”。这才是奥运扎根中国的最终目标。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熊斗寅） 

 
体育在线学术论坛·专家在线：http://bbs.tiyuol.com/thread-10809-1-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