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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性别逻辑的视角对体育运动中的性别问题，尤其是男性及男性气概进行研究，认

为传统的性别逻辑将体育运动看做培养男性气概的途径，也是男性赢得男性气概的方式，导致体

育场成为男性的保留地。但是体育运动对传统男性气概的推崇使得男性受益的同时，也损害到男

性的健康，造成男女之间体育参与的不平等。对传统的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体育运动进行反思，有

助于实现体育运动中两性的真正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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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logic, the authors studied gender issues in sports, especially men and 

masculinity, and concluded that in traditional gender logic sports is considered as an approach to cultivate masculin-

ity and a way for men to gain masculinity,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at sports venues become places reserved for men. 

However, the admiration of traditional masculinity by sports damages the health of men and causes the inequality in 

sports particip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while it is benefiting men. The retrospec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in 

which men has a dominating position is conducive to realizing real equality in spor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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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支

配与从属的关系，因为稍稍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我

们的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

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的途径，全都

掌握在男人手里[1]。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世界上诸多国家

占主导地位的体育运动形式时，我们发现，其中充满

了男性活力、刚强和坚韧，而所有这些都与社会中占

主导地位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体育界的现象对这

个世界作了很好的诠释，即享受特权和掌握权力的男

性以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2]。体育

场馆被称为“男性文化中心”，男性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在赛场上拼杀，而其他人尤其是女性在一旁为他们喝

彩。虽然现代奥运会恢复一百多年来，许多项目逐渐

向女性开放，如今女子项目数量基本与男子项目持平，

女运动员人数也快占到半数，但是我们感觉这种平等

是建立在作为占主导地位、男性统治的奥运会向女性

作出妥协的基础之上。在这个领域性别的差异或者说

性别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体育运动似乎与男

性及男性气质有着天然的联系。 

 
1  对男性气概的社会学分析 

一些学者倾向于将英文 masculinities 译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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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另一些倾向于译为“男性气概”。后者可与习

惯中的“女性气质”区别，也与中国“大男子气概”

的说法契合。在男性气概研究过程中，性别角色理论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80 年代始终占据支配地位。性别

角色理论认为：作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就意味着

扮演人们对某一性别的全部期望，即性角色。任何文

化背景下都有两种性角色：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性

角色理论区分了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不同，与男性

联系在一起的是技术、进取心、主动、竞争力、抽象

认知；而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的是自然感情、亲和力、

被动等等。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很容易被解释为内化

的性角色，它们是社会习得或社会化的产物。按照这

种理论，男性气概被视为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角色[3]。 

如果说按照性别角色理论，将男性气概与女性气

质进行简单二分，那么男性气概研究专家康奈尔[4]则指

出：“如果男性气质能够简明定义的话，那么它既是在

性别关系中的位置，又是男性和女性通过实践确定这

种位置关系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在身体的

经验、个性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康奈尔在调查后提

出，男性气概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影响男性气

概的因素分为许多层次，包括性倾向、阶级、种族等，

它们共同参与了男性气概的构建。将男性气概分为 4

种类型：支配性、从属性、边缘性、共谋性。国内学

者方刚在康奈尔的基础上提出了男性气概的十字轴理

论。其中纵轴是关系轴，各种关系(康奈尔将它分为权

利、经济、情感)构建着位于两端的男性气概的支配性

和从属性。横轴是个性轴，也就是个人所表现出来的

行事风格和外表气质，两端分别是刚柔，中间是刚柔

并济[5]。方刚[3]49-50 认为刚柔更能准确表达中国的男性气

概。大多数的男性气概实际是刚性与柔性两个理想类

型之间的一个变动的点。 

将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截然分开显然不符合实际

情况，大多数男性都应该位于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个点。

男性在青少年阶段，社会对他们施加一定的规定，导

致男孩养成如何待人接物的行为模式，称为“男孩守

则”。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6]对新几内亚坐落

在方圆一百英里以内 3 个原始部落进行田野考察,得出

结论，男女表现出的性格是养育他们文化所特有的，

性格是通过教育完成的。同一性别的个体之间存在的

气质差异决不亚于异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男性气

概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造成的，是教育的结果。即使

性激素分泌两性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可能是差异的

生物学原因，文化与教育则构成了差异的社会学原因。

与性别差异的本质主义观点(认为自然和人性是不会

改变的，强调性别之间的生理和遗传特征的差异)不同，

米德作为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

背景导致了两性气质方面出现的差异。当前社会性别研

究中建构主义的观点更为普遍接受。 

 

2  竞技是证明或赢得男性气概的方式 

2.1  暴力与冲突 

在许多社会中大男子主义都强调男性的自我意

识，强调竞争性的男性气概。这意味着意识到自己与

女子有重大且根本的不同。并且认为男性要比女性优

越，要通过征服其他人，甚至要通过暴力的方式保护

自己的妻子、女友或女儿不受其他男性的侵犯，以此

来表现出自己的男性气概。男性登上某种统治关系金

字塔的顶端之后，也要时刻提防其他人将他从所处的

地位上赶下来。因此通过暴力的方式维护男性的尊严、

以冲突的方式获取有限的资源成为必然。据相关统计，

美国 90%的暴力犯罪是由男性所为，其对象也经常是

男性。 

早期人类的暴力行为常常会演变为战争，部落之

间、城邦之间为了有限的资源常常展开旷日持久的战

争。为了在战争这种最大范围的暴力冲突中获胜，不

同地域的人不约而同选择了跑步、跳跃、游泳、投掷

等运动方式来训练战士。战争起源也成为体育起源的

一种学说。当然，当人们厌倦了战争、渴望和平时，

训练士兵的手段再次被利用。上述手段就成了古代奥

运会的竞赛项目，人们以不流血的比赛方式替代了流

血的战争。 

即便如此，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场上，暴力行

为仍层出不穷。以拳击项目为例：拳击比赛中运动员

为了保护自己带上了皮手套[7]，但是到了后期为了获胜

就在皮手套上装上了铜钉。当时的比赛规则缺乏对生

命安全的保护，拳击场上伤亡事件频频发生。现代拳

击运动对规则作了很多限制，比如不能击打某些部位、

按照回合进行、每回合有固定时间、回合之间有休息、

按照击中对方有效部位的点数决定胜负、如果一方被

击倒在地则开始倒计时读秒等等，可是现代拳击运动

仍然因为充斥着暴力，受到许多人文主义者的批判。 

虽说现代竞技体育对暴力行为严加控制，但是球

场暴力及攻击性行为仍然层出不穷。不仅表现在运动

员追打对手、攻击裁判，还出现了观众攻击运动员、

观众出现越轨行为的现象。在北美非常流行的冰球运

动中，冲突和暴力行为居然受到教练员的默许。观众

对大打出手的运动员表现出极大的支持和鼓励。那些

将对手打趴下的运动员被视为球队的英雄。体育运动

中的暴力与冲突，顺应了大多数社会对男性气概的要

求，成为了被推崇的内容。理查德·格吕诺和戴维·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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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森的《加拿大的冰球之夜》很详细地说明了商业和

政治利益怎样建构了富于攻击性的职业冰球的男性化

世界[4]47。竞技以其对暴力和对抗的推崇，延续了男性

的统治。 

2.2  竞争与合作 

男性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可能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

劳动分工。男性负责狩猎为族人提供蛋白质食物；女

性则负责采集，为族人提供淀粉、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在劳动工具落后的情况下，狩猎活动通常需要在族人

的帮助下合作完成。但是为了寻找、发现猎物，男性

还需要与其他部落的猎人之间展开竞争。这造就了男

性族内合作、族间竞争的可能性根源。 

现代体育运动也是竞争与合作的统一。是体育比

赛就有竞争，离开了竞争就不能称其为体育比赛了，

充其量是健身和锻炼。但是体育运动中的竞争与经济

学中的竞争不是一回事。经济学上的竞争意味着我得

到了你就失去了，被称为是“零和竞争”。体育运动中

的竞争则是通过比赛展示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挖掘

自己的潜能，去追求卓越和更大的成功。体育比赛的

竞争讲究势均力敌才够精彩，所以 NBA 选秀制度规定

弱队优先选择新秀。好的竞争使比赛双方都展示出自

己的能力、发挥出最佳水平。 

最精彩的比赛是势均力敌的比赛，比赛的精彩需

要队伍之间的密切配合。双方只有都展开合作才能有

效竞争，我们无法想象当其中的一支队伍放弃竞争或

者不再配合的情况下，比赛将如何进行。这样的比赛

即使获胜，他们也体验不到愉悦，更别说荣誉和荣耀。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体育项目向女性开放，通过体育

运动来培养男性竞争与合作意识的目标逐渐淡化。尤

其是混双类比赛项目的出现，使体育中的竞争与合作

超越了性别的界限。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男性更

多地通过体育运动来展示自己的强大，通过参与体育

运动来培养团队精神。 

2.3  肌肉与形体 

传统的生产型文化中，主导价值观是工作主义，

人们通过努力工作获得谋生的手段。传统的男性气概

也是与生产相联系，与制造相关。女性的工作分流到

权威性低下的职业中，女性从事与男性不同的职业，

从而使职业出现了性别差异。男性多从事谋取利润的

职业，最终导致女性的亏损积累和男性的利润积累。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许多国家男性都上战场、当炮灰，

女性不得不从家庭中走出来，填补男性离开造成的空

缺。战争结束后，女性可以从事任何男人胜任的工作，

当兵入伍、驾驶战机和大卡车、担任高级主管和国家

领导人。女性在金钱、权利和自我评价方面，都可以

不再依赖男性。于是男性还剩下哪些空间，让他们肯

定男性特质、标榜男人气概呢？这些硕果仅存的属性

中，还有一项是女性永远不能企及的，那就是肌肉。

在媒体推波助澜下，身材健美、肌肉发达的猛男形象

深入人心。根据美国学者哈里森·波普等人的调查，

有近 500 万的美国男性将大把的时间和金钱花在健身

房里、购买塑身食品、类固醇和美容产品、做整形手

术，以保持体形健美、肌肉发达。波普等人称这种现

象为“猛男情结”。男子对自己的肌肉的过分关注，源

于他们受到威胁的男子气概[8]。 

2.4  技术与战术 

身体的男性气质就是体育运动所象征的体力与技

能的结合。运动中的男性气质的化身涉及一整套开发

和利用身体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器官的模式。高超的技

巧当然包括在内。“当春天男人开始投棒球的时候，人

们很容易注意到这一点。一般来说，男人在扔、接、

踢、跑、跳这些‘粗野’的身体活动上要熟练得多。

这些技巧和男性大脑结构的一些特殊方面有关，也和

男性荷尔蒙睾丸激素有关。因此它们几乎可以肯定是

来自几千年的潜步跟踪、追猎、围捕和击倒猎物的活

动”[9]。特殊的劳动分工，导致男性参与的体育运动特

别推崇技术和战术，许多体育运动都是男性创造并且

是为男性服务的。 

 

3  运动场是男性的最后保留地 
男人＝“难人”，作为男性在社会中要承担更多的

责任、更大的压力。面对生活中背负的种种沉重困难，

男人们创造了许多游戏，成为他们排解压力的途径。

于是诞生了许多充满攻击性、暴力行为的游戏，如拳

击、摔跤、足球、橄榄球，等等不一而足。虽然上述

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但是许多竞技项目的主导形式都

是由男人，并且为男人而创造是毋庸置疑的。这些竞

技项目常常颂扬某种形式的进取、征服、支配等男性

特征。这与体育运动的游戏起源说相吻合。在许多文

化中，包括美国文化中，历史上都将体育运动作为男

性的保留地。例如美式橄榄球就展示了对于培养男性

气概的身体价值和文化价值。运动员们穿戴的护具使

男性的肩膀更加宽广，腰部更细，紧身的衣服勾勒出

男性的身体线条。 

21 世纪，体育已变成了大众文化中男性气质的主

要标志。体育提供了一个在运动中连续展示男人身体

的机会。精心设计和严密监控的规则使得男人们的身

体进入一种规范化的互相竞争状态。在竞争中，超强

的力量(来源于比赛的规模、适当性和团队工作)与高

超的技能(来源于计划、实践活动和直觉)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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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一方获得胜利[4]73。 

竞争性的体育运动尤其给男孩子提供了一个考察

其日益显现的男子气概的竞技场，而且也给成年人一

个回忆他们成长经历的机会。体育运动中的成功会转

化为男子气概的成功。对于许多男孩，体育运动成为

一种培养“道德力量”和塑造个性的途径。此外倡导

“男孩守则”的体育运动也鼓励男孩矜持、冷静、坚

强[10]。明确地说是男性的身体造成了体育运动的大众

参与，在媒体中的女性体育运动成为陪衬。 

在阶级剥削关系中，工业劳动强调男性气概的必

要性。男性气概不仅一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是宣

扬男人优于妇女的工具。男工人的体力就是他们的经

济财富，也就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赖以交换的东西。

女人能够生孩子，这是男人所不能做到的。为了证明

自己在某些方面比女人强大，男人选择了体育运动。

最重要的是在参与体育运动中，男人们建立起了关系

网络。因此，体育运动也成为男性之间保持亲密关系

的一个重要途径。 

 

4  体育运动是保持男性气概的训练场 
与其说男孩因体育运动而“性别分化”，不如说体

育运动成为性别分化的场所。在远古社会，性别导致

的分工使男性需要驰骋在山野之间，他们虽然也要在

狩猎过程协作，但更多是以独立的精神去工作。独自

开辟道路、要比别人先发现猎物、先捕获猎物。因此

在生存压力下，男性始终要将自己放置在竞争的压力

之下。缺乏竞争性就难以生存，这就培养了男性在许

多方面的竞争意识，包括体育运动中的竞争都是男性

在生存竞争中的反映。 

我们习惯将体育竞技比作和平时代的战争。翻开

各种媒体，充斥我们眼前都是“完胜”、“惜败”、“捍

卫荣誉”、“主场战役”等语汇，渲染的都是战争的气

氛。援引一段赛车的描述：“车王舒马赫狼性暴露无疑，

寸土不让，而后面的罗萨则处处紧逼，不断施压，寻觅

一切可能超车。双方刀光剑影血拼数回合，场景惊心动

魄却又让人大呼过瘾。” [11]以军事的比喻描述体育运动

的事是用另一角度表明体育运动充满男性气质[2]310。 

男性气概在体育运动中的建构也体现了机构背景

的重要性。梅斯纳强调当男孩开始参与竞赛运动时，

他们不仅是在学一种游戏，而且进入了一个有组织的

机构。仅有极少数人作为职业运动员而达到顶峰，然

而整个运动世界中男性气概的产生需要通过一个科

层、竞争的机构体系。这种结构并不是偶然产生的。

正如加里·法恩指出的，不仅企业而且全美国都卷入

了通过“小联盟”棒球运动来组织男孩的空闲时间[4]47。

在美国，许多家长热衷于让儿童参加喜爱的体育运动，

一些父母在孩子没有出生就为他们准备好了棒球手

套。有些“小联盟”比赛参赛运动员的年龄只有 5 岁

左右。体育运动在美国人眼中是培养男子气概最行之

有效的途径。 

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差别从孩童时代就已经出

现。小女孩的游戏缺乏等级性，她们以小组进行，游

戏过程中包含了无穷的平等与交换。女孩几乎从来不

动武，如果发生冲突她们就停止这个游戏。女孩子的

游戏通常是平和、和谐、非争斗、非等级性的。男孩

子的游戏则相反，他们将自己分在一个大的等级性的

组合里，整天在游戏场上争夺支配权。他们打岔、下

命令、接受命令、耍弄、交换地位以取得并保持他们

的等级。他们的游戏比女孩子的结构更严密、更复杂。

男孩子的游戏集中在得分上，通常有明确的得胜者和

失败者。因此，为了保证游戏的公平，他们事先都要

规定好规则并且取得所有参加者的一致认可。发生争

执的时候，多数男孩为规则而争吵，并寻找平等执行

规则的办法。融通是不可能的，对男孩来说，要害是

按照规则游戏并且取胜[9]146。童年时期游戏的差别就已

经奠定了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巨大差异，也成为男

人在各种组织中担任较高职务的可能原因。他们在游

戏中学会了竞争、合作，建立起了自己的关系网络，

培养了领袖的意识和沟通的能力，最终使男性在社会

事务中处于优势。 

体育运动对男性气概的培养还表现在男运动员的

性暴力行为。在美国，人们将竞争性和攻击性都列为

值得推崇的个性品质的前列。虽然美国人认为这些个

性品质有价值，但是他们却倾向于追求与此相应的性

意味。1990 年美国新泽西州 Glen Ridge 镇的郊区，一

帮高中生(摔跤运动员)将一名智障姑娘带到地下室并

且用棒球棒、扫帚把性侵犯了这位女孩。哥伦比亚大

学传播学教授 Bernard Lefkowitz[12]报道说：这些男孩对

自己的暴力行为没有丝毫的后悔和怜悯，主要原因是

他们认为自己参与的体育运动让他们觉得自己比女性

更优越，即使性暴力的对象是智障女孩。Lefkowitz 写

道：这些孩子接受的教育认为女性是一种装饰，主要

是用来让男性愉悦的。如果女孩子反抗这种角色，那

么她们就被攻击直至屈服。女性是可以采用暴力方式

征服的说法，在美国从事体育运动的运动员中已经成

为他们文化的一部分。 

国内健身热的兴起，其深层原因也是通过体育运

动培养男子气概。在 2006 年大众汽车深圳先生年度评

选的海选过程中，研究者方刚[3]53 对整个过程进行了观

察与思考，他指出明显高出比例的选手来自健身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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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也还有许多时装模特。而海选选手的资料表上，

“特长”一栏中约有 4/5 的人注明了包括典型的弘扬

阳刚之气的内容，如健身、运动、功夫、赛车、篮球、

武术、跆拳道、登山、散打、攀岩、飞机跳伞等等。

一方面参与体育运动使男性的暴力倾向得以宣泄，有

助于维持生活的稳定，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又成为测试

男性气概的试金石。 

 

5  体育运动中男性气概的代价 

5.1  体育参与不达标将获得污名 

儿童进入初中阶段之后，性别意识逐渐增强，这是

成年人和其他孩子通过各种方法建立起来的儿童的性

别角色。性别角色的成规模式也延伸到体育项目中[10]318。

如果男孩子不能表现出常规男性的性别特征，则被贴

上“娘娘腔”的标签。尽管存在着社会化的压力，仍

有许多男子并不符合这种粗暴、毫无感情的“强人”

男性气质，或者不完全符合。对于这部分男子，社会

化的代价仍然很高。如果他们过于明显地达不到标准，

就要遭受巨大的污辱。甚至“女子常接受这样的观点，

即那些敏感的男人，或者不接受真男人必须具有攻击

性甚至必须用暴力才能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的男人，

就是弱者”[13]。 

表面上看男性比女性更热衷于参加体育运动，加

入运动队或其他相关的活动。但是到底多少男性是出

于喜爱而自愿加入，又有多少男性是为了赢得所谓的

“男性气概”而被迫加入。很大程度上男孩子并没有

真正拥有参加体育活动的选择权。是来自社会的压力，

尤其是社会性别最终影响到他们对运动的选择[10]319。佩

罗蒂和韦斯海默证实：男孩子很小就知道了，如果他

们不擅长体育，他们就会被叫做“娘儿们”，而女孩子

若在体育方面表现突出则会被认为是同性恋，人称“男

人婆”、“假小子”。这些体育里的模式化的认识逐渐强

化固定了学校内的社会等级，男运动员被认为是最具

有男子气的[10]328。 

5.2  男性气概的维护使参加运动者伤痕累累 

运动场上会有过多的勇猛行为，这种“合法”暴

力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当其他队友受到严重伤害时，

允许男性攻击行为的规定会使体育运动作为整体面临

丧失名誉的危险。我们从未听说教练员批评运动员将

某人撞击太狠，或把别人的膝盖撞坏，或将他人撞得

昏迷不醒而缺乏同情心甚至致死而遭到批评。听任年

轻人毫无顾忌伤害他人难道不是非常危险的吗？ 

迈克尔·梅斯纳在采访美国前体育运动员时也听

到过类似的故事。高度竞争性运动的压力使职业运动

员把他们的身体当成机器，甚至是生存斗争的武器。

正如梅斯纳指出的，“把身体当作武器最终导致了人们

对自己身体的暴力伤害。”运动中的伤害、事故、药物

的使用以及持续的压力击垮了甚至是最适宜、最强壮

的身体。蒂莫西·柯里最近对一位美国摔跤选手的案

例研究显示了运动伤害怎样变成一个正常的职业预期

的。身体实际上是在所谓男性气概和成功的名义下被

戕害了。退役的体育运动员经常是带着有伤的身体、

慢性的疼痛生活着，并早早死去[4]80。 

5.3  被迫参加体育运动影响男性的心理健康 

参加体育运动，尤其是竞争激烈的运动项目，可

能会让男孩产生精神压力、焦虑、紧张和困惑，无法

容忍错误的教练、父母或其他男孩可能会加重这种消

极影响。事实上，如果男孩子在运动中失败(比如，没

有获胜或表现不太好)，或感到身体状况、能力、个性

妨碍他们成功，这些压力就会更大，以至于他们不想

再参加体育运动。而体育中的失败可能发展成为将来

作为男人的失败。类固醇等提高运动成绩的药物滥用

和通过与他们年龄不相称的举重练习加剧了男性的侵

略性和激动情绪，使身体状况和性别问题恶化。 

通常来说某些男性对个体项目的兴趣比参加集体

项目要大，但是在强大的男性文化的压迫下，他们被

迫参与自己不喜欢的集体项目。事实上他们更喜欢诸

如游泳、田径、网球、摔跤等这些一对一或者个体参

加的项目。尤其是对于那些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的男性，

他们厌恶攻击性和竞争性为本质属性的集体项目[14]。

另外一些男性根本不喜欢体育运动，他们更喜欢一些

智力活动，如研究哲学、写诗、绘画等。他们认为体

育运动是愚蠢的行为，球传来传去、一群人围着球跑

来跑去。他们厌恶体育运动的攻击性、支配性以及身

体活动性等特征。但是为了避免遭受同性的嘲笑与戏

弄，他们还是勉为其难，即便如此，仍然难逃“娘娘

腔”、“同性恋”等污名。这些侮辱性的称呼毫无疑问

将导致他们自尊心的丧失。 

 

传统研究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是由于性激

素的差异造成的。但是现代的社会学家则认为性别是

由社会形成的，社会角色、社会规范、社会价值造就

了我们所说的社会性别。当前的社会组织中，仍然是

父权社会，男性处于支配地位，这样的社会是不公平

的。这种分层的社会将男性与女性放置在社会的不同

地位，并且给予他们不同的报酬。20 世纪女性解放运

动的风起云涌，使人们对传统性别逻辑产生了质疑。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非体育运动本身导致了对男

性气概的影响，而是在男性占统治地位或者专制地位

的社会中，都会出现上述问题。是存在统治关系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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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是统治关系的社会造成特定的男性气概模式。 

体育运动对塑造社会推崇的男性气概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并且成为了男性显示比女性优越的主要领域。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男性也成为体育运动塑造

男性气概的牺牲品。可以说男性是这种性别制度的受

益者，也是受害者。如果说彻底打破当前的性别气质

类型界限，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混乱，那么男性如果拥

有一些女性的气质于人是无害的，而且是有益的。受

传统性别逻辑的影响，体育运动长期被男性价值观念

统治，要想真正实现两性在体育运动中的平等，需要

我们改变对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传统观念。重新审

视体育对男性气概的性别定势并非是对其作用的否定

和解构，而是期待为建立更加多元一体、和谐共存的

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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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刊》首次被英国《农业与生物科学 

研究中心文摘》(CABA)收录 

 
近日，《体育学刊》编辑部收到中国高等学校自然

科学学报研究会对外联络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期刊

编辑学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朱诚编审的通知，2010
年《体育学刊》与我国其它 7 种刊物，新增为英国《农

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文摘》收录期刊。 
英国《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文摘》(CABA，

Centre for Agriculture and Bioscience Abstracts)是英国

国际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上权威的

农业与生物科学文摘。CAB Abstracts 全文版和全球珍

贵文献于一体的颇有价值的合集。可以从 OVID 平台

和银盘平台的 CAB Abstracts 通过您的链接服务器访

问 CAB Abstracts Plus 的有关内容。目前来源期刊表总

计收录世界期刊 7 297 种。其中，中国期刊 300 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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