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导学

体育功能是体育本质属性及人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客观反映。体育功能

包括本质功能和扩展功能两个方面。掌握健身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

等体育本质功能的内涵和作用 ,有助于学生理解体育对促进个体发展的重

要意义 ;掌握经济功能 、政治功能等体育扩展功能的构成要素和作用 ,有

利于学生明确体育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了解体育功能对落实全 民

健身和
“
健康中国

”
国家战略及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
中国梦

”
的现

实意义 ,有助于加深对体育功能的理解。

燠 守卫目远
1,了 解体育功能与体育本质属性的关系 ,懂得体育功能同人与社会需

要之间的关系 ,掌握体育功能的概念 ,促进学生提升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

2,清晰表述体育功能的类型 ,明 白体育本质功能的内涵和作用 ,能够

结合全民健身和
“
健康中国

”
国家战略深刻认识体育本质功能对实现体育

“
强国梦

”
的重大意义 ,增强学生科学评价健身方法的能力。

3理 解体育扩展功能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能够分析体育对实

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价值 ,激发专业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对体育学

学科地位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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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知是一个过程性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学

者有不同的见解 ,认知观点的冲突与融合使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识过程不

断加深。

⒛ 世纪 80年代初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 ,学术思想更加解放 ,国际

交流更加深人,原有的体育理论学科体系分化加速,形成一批新的学科。随

着体育学术界的活跃 ,人们对体育的本质、体育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探

讨 ,在探讨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观
`点

和流派。其中,由于对体育本质的认识

不同,导致对体育功能认识的差异。一些学者对体育众多的功能中
“
什么是

体育的本质功能
”
争论不休 ,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由于没有一个统

一的评价标准,这场争论也就没有最后的结果。我国对体育功能的研究最早

见于 ⒛ 世纪 ⒛ 年代的体育学术出版物上。曹湘君教授在其 19S~s年 出版的

《体育概论》中首次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体育功能。此后 ,曹湘君教授对体育

功能的分类也就成为各本 《体育概论》教材阐述体育功能的基本框架。

oQ观点争鸣

体育的功能是指体育以其自身特‘点作用于人和社会所能产生的良好影响和效益。
①

体育功能即体育效能,是体育对人体和社会所起的综合性作用,由体育本身特`点 和社

会的需要所决定⊙②

体育功能是体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下于人、于社会所具有的作用。③

你认为体育功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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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冠文 体育概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
陈安槐 ,陈萌生 体育大辞典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⒛OO:5

周西宽 体育基本理论教程 [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⒛0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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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中对
“
功能

”
的解释是 :“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效

能。
”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

“
功能

”
的解释是 :“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

的作用和效能。
”
体育的功能就是指体育这一文化活动对人和社会所能发挥

的有利作用和效能。

任何事物发挥其功能,取决于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也可以称为构成

功能的两大要素,即该事物的本质属性和社会需要。

首先,我们来看功能与本质属性的关系。一个事物要发挥其功能,必

须使其具各这种功能所需的属性。如果不具备这种属性,它就无法实现人

们所期望的功能。例如,人类想登月,只有自行车和汽车这两种工具是无

法实现登月理想的,因为这两种工具都不具备作为航天器的功能,这是由

它们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又如人们想渡河,可以利用竹筏,因为竹筏具

有可漂浮于水上这一本质属性。因此,体育的功能也必须与其本质属性密

切相关。离开体育的本质属性来研究体育功能就违反了事物的规律和逻辑

关系。

其次,事物的功能即其发挥的有利作用和效能必须是人或社会所需要

的。离开了人或社会的需要,这种有利作用和效能就无从谈起,也就无所

谓功能的存在。对体育的需求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去理解 :一是作为个体的人

对体育的需求,二是社会对体育的需求。作为个体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的

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成 5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

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社会对体育的需求主要分成两大方面,即社会

政治需要和社会经济需要。正是体育这一事物的特殊本质属性与个人和社

会的需要找到了结合点,才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它对人类具体的有利作用

和效能。因此,决定体育功能的构成要素是它自身的本质属性和社会需要 ,

这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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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Q观点争鸣

体育的功能可以归纳为 6个方面,即健身功能、娱乐功能、促进个体社会化功能、社

会感情功能、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
①

体育的功能可以归纳为 7个方面,即健身功能、娱乐功能、促进个体功能、社会情感

功能、教育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
②

体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教育功能、健身娱乐功能、

培养竞争意识功能。体育除具各上述主要功能外,还有促进政治、经济发展,传递人类文

化等功能。
③

体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体育的文化教育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
④

你认为体育功能有哪些?

⒛13年 8月 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2届运动会在沈阳开幕之际 ,

习近平 `总
书记在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时指出 :“体

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

体现c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丰富人

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

突破 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

和人类发展的视角对体育的健身功能、教育功能、休闲娱乐功能、政治功

能、经济功能等进行了论述 ,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为实现
“
两个一百年

”
奋斗目

标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和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一般来说 ,事物功能可以

分为本质功能与扩展功能两类。需要强调的是 ,事物功能的分层是由简单、

低级逐渐向复杂、高级过渡 ,每一个高级别的功能都依赖于低一级的功能

曹湘君 体育概论 [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8:142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 体育概论 [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

鲍冠文 体育概论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38一硐

赵立 体育概论 [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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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在。体育的功能按照上述方法也分为这样两个层次。

(-)体 育的本质功能

体育的本质功能包括体育的健身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人类在进

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走、跑、跳、投、攀登、爬越、悬垂和负重等各种运动

方式,可以看作是体育最原始的表现形式。这些运动方式对人类所产生的功

效,就是体育的健身功能。人们在体育的自然物的基础上,改变其外部结

构,就赋予了体育新的功能。例如,在跑的运动中设置规则,就成为竞赛项

目;竞赛项目中含有对抗性,同时又会对运动技术提出要求;由于规则的严

肃性,又产生了公平竞争的行为规范。这样,一个简单的运动方式——跑,  冖

就变得复杂起来。竞赛、技术、规则等使跑具有了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

(二 )体育的扩展功能

体育的扩展功能包括体育的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当体育进人社会系

统,又形成许多过去所没有的功能。我国从⒛世纪末开始关注体育产业的        {
发展,如果体育不进人市场,体育的经济作用如何表现出来?体育市场离       i

不开社会系统。我们常说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
为国争光

”
,女口果体

育不进人世界体育的大舞台,如何表现出
“
为国争光

”?因此,体育的政

治功能必须在社会系统中才能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