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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生态论》

前言

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体育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与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的关联度越来越大，成为蔚为大观的文明现象。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
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载体，一种财富基石。体育事业是积极进取、公平公正、规
则至上、团结友爱、健康自然、以人为本的事业。重视体育、发展体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人
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健康是小康生活的前提，是事业发展的依托，是社会
和谐的基础，而体育是获得健康的最积极有效的途径之一。体育不仅塑造人健康的体魄，而且更培养
人健全的精神，并通过对人的全面塑造，对社会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200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
格在北京体育大学演讲时说：“通过体育运动，我们能够培养青年人传统的人文价值，这不仅能塑造
他们的内在品格，更有助于构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前南非总统曼德拉也有一句名言：“体育具有
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于体育、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共识。体育同时也是一门
科学。它具有特定的发展规律和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拥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工作体系、
科学构架和战略策略，特色和个性十分鲜明。值此北京奥运会向我们走来之际，由四川省体育局和四
川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牵头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撰写的《体育新视角》丛书即将正式出版。这是献
给北京奥运会的一份厚礼，是实践人文奥运理念的具体行动，同时也是体育理论界借北京奥运会的东
风，进一步加强体育理论研究、努力发展体育理论成果的思想结晶，对于指导新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
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
，体育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对体育工作的要求，不
断取得新的进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体育事业必将面临一
系列崭新的机遇和挑战，体育事业呼唤着更加坚实的科学理论指导和支撑。体育理论界要紧紧抓住机
遇，勇敢迎接挑战，继续解放思想，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高我国体育科学理论水平，
进一步增强指导体育实践的能力，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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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生态论》

内容概要

《体育生态论》是献给北京奥运会的一份厚礼，是实践人文奥运理念的具体行动，同时也是体育理论
界借北京奥运会的东风，进一步加强体育理论研究、努力发展体育理论成果的思想结晶，对于指导新
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体育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对体育工作的要求，不断取得新的进展。随着全球经济
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体育事业必将面临一系列崭新的机遇和挑战，体育事
业呼唤着更加坚实的科学理论指导和支撑。体育理论界要紧紧抓住机遇，勇敢迎接挑战，继续解放思
想，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高我国体育科学理论水平，进一步增强指导体育实践的能力
，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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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时代呼唤体育理论创新——《体育新视角》丛书前言前言第一章 体育生态论概述第一节 从生态
学看体育一、生态学与体育二、体育生态学发展简史第二节 体育生态论的理论源流一、生态学研究对
象及内容的衍化二、与体育生态论密切相关的生态学分支三、体育生态论理论源流小结第二章 体育生
态论理论框架第一节 体育生态论的任务和内容一、生态文化观二、体育生态论定义三、体育生态论基
本出发点四、体育生态论的任务和内容五、体育生态论的研究方法第二节 体育生态论基本观点一、体
育生态论理论框架二、体育生态系统观三、生态体育观四、体育生态圈定理五、体育与环境相互作用
定理第三章 体育生态系统第一节 系统观与体育生态系统一、系统观二、体育生态系统的含义第二节 
体育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一、体育生态系统的组成二、体育生态系统的一般结构三、体育生态系统的
基本功能四、体育生态系统的平衡五、体育生态系统的特点第三节 体育生态系统的一般规律一、限制
因子定律二、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三、体育生态位四、花盆效应五、热力学第二定律第四节 体育生
态系统服务一、体育生态服务的概念二、体育生态服务的内容第四章 体育环境第一节 对体育环境的
认知一、体育环境的含义二、体育环境的构成三、体育和环境的关系四、体育环境的功能第二节 体育
自然环境一、体育自然环境的内容二、天然环境与体育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三、人工环境与体育的
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四、体育与自然环境的信息传递五、体育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改造第三节 体育的社
会政治、经济环境一、政治环境与体育运动的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二、体育与经济环境的物质循环、
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第四节 体育的社会人文环境一、体育与文化环境的能量流动——认同和丰富二、
体育与科技环境的能量流动——促进或异化三、体育与教育环境的能量流动——相辅及相成第五章 体
育主体第一节 体育主体概述一、体育主体释义二、体育主体结构三、体育主体之间的关系及体育生态
圈的功能第二节 体育与人体一、人体生命功能态二、体育功能态三、体育对个体人的作用四、体育对
种群人的作用第三节 体育人口一、体育人口的特征二、体育人口的体育效应量度——体商三、适宜体
育人口的体育运动类别四、体育与人群年龄段五、间接体育人口的表现特征和体育效应六、我国体育
人口的增长第四节 体育从业者一、运动员二、体育行政管理人员三、体育事务管理人员四、体育教师
五、体育媒体、记者六、体育赞助商七、体育企业八、体育研究者九、体育经纪人第六章 体育生态系
统优化第一节 体育发展中的生态失衡问题一、体育生态系统的发展二、体育生态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
系统三、体育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失衡第二节 建设生态体育的思路一、生态体育的特征二、建设生态体
育的思路第三节 关于体育生态规划的初步思考一、生态规划二、区域体育发展和生态规划第四节 关
于体育生态系统评价的初步思考一、生态评价二、参考相关学科和研究成果的意见三、体育生态系统
的评价原则和思路四、对区域体育生态基本评价体系的初步思考五、体育生态基本评价体系指标分析
六、关于体育生态评价的程序和方法第七章 生态体育展望第一节 生态数学和体育一、生态学和数学
二、生态数学和体育三、两个与体育相关的生态（数学）经济概念第二节 非常态体育一、虚拟世界的
体育二、与虚拟对象进行的体育三、特殊时空的体育第三节 生态体育再思考一、非线性思维二、非线
性思维和“道”三、体育与“道”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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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生态论》

章节摘录

一、生态体育的特征“发展”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能动性的综合表现，是一种渐进的、有序的系统发
育和功能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社会生活一体化的浪潮，使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我们将社会生活的这种深刻变化运用系统论和生态学
的观念及理论来进行分析，我们将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什么是“生态化”？什么是“生态化的”体
育（简称“生态体育”）？“生态体育”在目前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认识和解读
。一方面，人们认为“生态体育”就是体育活动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结合，营造的一种健康、和谐的氛
围，获得身心愉悦，人们在这种氛围中进行的体育就称为生态体育。另一方面，在体育活动、体育设
施建设中注重和环境的协调，注意环境的保护，注重社会效益的实现等，也是对生态体育的一种解读
。我们认为，从理论上，生态体育还远不止如此，根据前面的论述，生态体育的内涵应当更加宽泛和
全面。“生态体育”就是“生态”的“体育”，是指整个体育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理解为在
“体育生态”基础上的“理想状态”和“应达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生态化”的体育。“建设
生态化的体育”应当是对体育发展所追求的目标的一种表述和实践，其中贯穿了生态的、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的意识。这里需要从系统论的角度进行一些说明。生态化实际上是系统的一种优化，这种优
化应当集中表现和归结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系统论的优化演化论指出，系统处于不断的演化之
中，优化在演化中得以实现，从而展现了系统的发展进化。就是说，系统的优化是在系统的演化中实
现的。任何一个系统的演化都有向上发展（向更高级层次）和向下发展（衰落）两种可能。优化是系
统演化的进步方面，是在一定条件下系统对于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从而实现系统耗散最少、效
率最高、效益最大的过程。生态化作为优化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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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生态论》

后记

在当今社会各个层面都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以生态学理论阐释体育、以生态观念倡导体育是一
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体育界的理论工作者们为此已经开始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探索。现在呈现在读者面
体前的是学习生态学理论和以生态观念对体育进行思索的结果，说不上成熟，可能失之肤浅，甚至还
有不少疏漏和错误，现在就教于大家。恳望专家和读者批评、赐教。本书是集体思维和领导鼓励、支
持的结果。提纲由李后强、肖进勇、游海燕草拟，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博士担任全书的
审稿工作，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同志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热忱的
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全书撰写的分工是：游海燕担任第一章、第二章、第七章
的撰写和全书的组稿、统稿工作，第三章由胡惠芳、游海燕撰写，第四章、第五章由肖进勇、李畔撰
写，第六章由游海燕、肖进勇撰写。撰写过程中，我们对于参考和引用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尽量标注作
者的名字和出处，以示尊重。由于种种原因，标注也许不尽完全。可能还有所遗漏，在此谨致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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