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奖提名公示 

（适用于提名单位） 

一、项目名称：20 世纪西方体育思想史研究 

二、提名者：天津体育学院 

三、拟提名等级：三等奖 

四、拟提名奖项：理论研究类 

五、项目简介（限制 1200 字以内） 

“20 世纪西方体育思想史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4YJC890032），于 2014 年 7 月正式获批，按照研究计划顺利执行并完成。项

目组成员分工合作，结合国内外调研、访谈，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了 20 世纪体

育历史特别是体育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 20 世纪西方体育

思想进行了社会-历史分析。 

以近现代西方体育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社会-历史-文化分析的视角，

关注 20 世纪西方体育思想的发展与变化，以不同时期西方学者对体育运动的认

识深化和研究拓展为主线，梳理 100 多年来随着人类体育运动实践的深化拓展，

体育运动与社会权力关系、民族身份认同、社会治理以及意识形态构建之间的复

杂关联，在社会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分别体现出体育思想的迁延历程与

发展态势。并以此为参照系，丰富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资源，为我国体育文

化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以社会历史的重大时代与社会思想的主要潮流及学派为经纬组织章节篇目，

择要讨论了几种研究体育思想的方法，贯穿了一个基本意图，如何在“整全的多

重远近观”中贯彻三种思维路径。即历史的路径、经验主义的路径、分析的路径。

体育思想史不但要承担起历史学的认识功能，而且要承担起体育学自我认识的功

能。在扩展和加深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的认识时，我们必须同时发展和

深化有关体育本身的反思性的、批判性的知识，而这种反思的和批判的自觉正是

对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方法和品质。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中国体育史学研究面临着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双重挑战，

传统体育现代化和中国体育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重建民族

本位的体育话语权。体育思想研究是体育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但又是一个

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领域，缺乏对国外相关领域的了解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体育理论

研究进展的瓶颈。鉴于此，我们需要既有经验的沉淀与本土文化的反思，也需要

全面掌握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最新的研究成果。用跨文化研究的比较视角，

对 20 世纪西方体育思想史进行系统的整理与论述，对于重塑体育价值观、完善

我国的体育基础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岳游松 排名 1 职务 处长 职称 副教授 

工作单位 天津体育学院 完成单位 天津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采用社会-历史-文化分析的视角，以不同时期对西方体育运动

的研究为主线，梳理 100 多年来体育运动与社会权力关系、民族身

份认同、社会治理以及意识形态构建之间的复杂关联，研究西方体

育思想的迁延历程与发展态势。采用比较法、文献资料法、专家访

谈法以及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利用已有的前期研究进一步

有针对性的翻译、整理 20 世纪西方体育思想研究主要成果，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系统的评述。 

 

  

提名单位盖章： 

2021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