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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审视与剖析中国梦，发现体育梦是中国梦的内核，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擎柱。 通过对中国

梦、体育梦的解读，结合各时代背景，提出当代中国实现体育梦的路径：发挥中国梦对体育梦实现的引领作用；将注重

民生作为实现体育梦的切入点和归宿点；倡导体育精神，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创新深化体育文化建设，促进体

育文化多元发展；深化体育改革，推动社会主义体育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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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梦的提出与意义

中国梦最早的记载是出自宋末诗人郑思肖的《德
佑二年岁旦二首》中：“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 一心

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 朝朝

向南拜，愿睹汉旌旗。”这首诗将一心梦想收复中原，统
一祖国的愿望表现的淋漓尽致。 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在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也正式提出中国梦的概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习近平同志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

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指

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 ［１］ 时代不同，中国梦的内容也大相

径庭。
中国梦的提出，为党和群众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如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２］ 与此同时，中国

梦则用具体目标来凝聚人心，动员人民，组织党队伍。
何谓梦？ 梦就是理想，就是目标，就是通过具体明确的

目标来凝聚人心、动员人民，组织党队伍，在党的带领

下一步一脚印地实现理想。
体育梦凭借其独特的精神文化，成为中国梦的内

核。 我国运动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不单

为国争光，还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国家和人民的凝聚

力、向心力，这正是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与真实写照。

２　 体育梦·中国梦与两个一百年同向

１８４０ 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

门，更打破了清政府的“天朝之梦”。 中国在西方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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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侵及清政府的腐败的双重压迫下，逐步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体质也急转而下。 列强为打开

国门，罪恶地向中国走私鸦片，并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

订不平等条约，致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国人的体质遭受

摧残，自始蒙“东亚病夫”的屈辱。 那时，求得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成为鸦片战争后

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性问题，成为一代一代人民至死

不渝的追求民族复兴之梦。
圆梦之路布满荆棘，无比漫长。 由于中华民族复

兴之梦，包含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梦和“国家

繁荣富强和共同富裕”两大梦想；对于体育而言，是摘

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实现体育强国到体育大国发展之

梦。 体育梦与中国梦如影相随，在实现过程中更是协

同共进，皆具深刻的历史烙印。 若从 １８４０ 年算起，到
２０５０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圆梦之旅长达二

百多年。
第一个 １００ 年，是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梦。

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到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

法，再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前仆后继、英勇作战

都是为了圆梦，但都未能取得胜利。 在内外艰难的时

局下，体育似乎成为一根救命稻草，承载着国家和民族

复兴的梦想。 本来由一些传教士、外商、外交官和军人

等作为强身健体方式引进的近代体育，未能对天朝上

国子民的生活产生影响，更没能强健大众的身体。 相

反，大多志士却将效仿西方的强军国民体育作为重拾

天朝尊严的有效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体育具有很大

的感召力，成为凝聚人心和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方式。
军国民体育思潮，在古斯巴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剽悍

勇侠之风，在 １９ 世纪的德意志帝国所表现出来的铁血

政策和雄飞气势，在俄罗斯所表现出来的斯拉夫精神

和西驰东突能力，在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尚武精神等，都
使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看到了尚武对实现“驰骋中原、
屹立地球”的重要性。［３］ 于是乎，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

头，体育理所当然的成为救亡图存的有效手段。 综观

近代中国，体育一直无法摆脱国家价值取向，它的跌宕

起伏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命运。
第二个 １００ 年，是圆“国家繁荣富强和共同富裕”

之梦，对于体育而言，这一百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屈辱，实现了体育强国的战

略，如今正向体育大国的方向迈进。 第一个一百年的

努力为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共同富裕创设不可或缺的前

提。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国民的体质羸弱，运动水平低

下，体育人才与场地匮乏。 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没有一个

世界纪录，体育“零”世界纪录就像磐石一样压在国人

的头上。 ２００８ 年，在本国举办的北京奥会上位列金牌

榜第一，奖牌数第二，创造了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成
为世界体育强国。 毫无疑问，中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
已是不争的事实。 ２０１１ 到 ２０２０ 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是我国

从体育强国向体育大国迈进的重要阶段。
近代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一个口

号：“向生命索取它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 ［４］ 向生命

索取，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需求打破与生命间保持的

相对稳定，换言之，打破低层次需求跃入更高层次。 生

活水平的提升，使得人们热衷于追求健康保障、娱乐休

闲及自我价值实现等需求目标。 以经济学和社会发展

史领域审视，国家或一地区的 ＧＤＰ 超过 ２ ５００ 美元，即
休闲消费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那么，社会或

者地区步入消费扩张期，健身、娱乐及休闲成为人们基

本的生活方式。 显而易见，群众体育作为民生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重中之重。 综观

其上，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梦还是体育梦都具有深刻

的历史烙印，与历史发展的进程相吻合，只是阶段不

同，梦想不同而已。

３　 体育梦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体育是广义概念，不单指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
校体育皆涵盖其中。 既包括物质性的体育（体育场馆

设施等），人文体育（体育人才、体育媒体等）也是重要

组成部分。 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在本土举办奥运

会成为广大民众共同的愿望。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

功举办，标志着国民愿望的实现，我国也由此渐进成为

体育强国。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空暇时间的增多，
体育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 国家也颁布相关的政策鼓

励发展群众体育，力求做到体育的协调发展，争做体育

大国的梦想笼罩着国民。
习主席说过，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人的

梦。 体育大国之梦就是实现国民每个人之梦，即：从重

视竞技体育的少数人群向群众体育的广大民众转向。
毋庸置疑，我国竞技体育已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但群

众体育的发展却不见起色，屡遭忽视。 民生问题是 ２１
世纪急需解决的问题，群众体育正是民生问题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在实现体育大国之梦，实现国民体育之

梦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现阶段我国体育发展不平衡，
存在很大缺陷。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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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群众体育基础薄弱

群众体育是体育事业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其发展

规模和发展水平是体育事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志。［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群众体育取得了一定的

发展，尤其体现在体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根据《第
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国共有体育场地 １６９． ３６ 万个，室内体育场地

１６． ９１ 万个，室外场地 １５２． ５５ 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１． ４６ ｍ２。 我国群众体育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体育服务质量不高。 虽然一些社会团体或组织

相继成立，如社会体育指导员，相关的民间协会等等。
但从群众体育的组织和指导水平来看，多数属于自娱

自乐，组织缺少秩序性多数为一盘散沙，尚未形成组织

有序化、指导系统化及相应的公共服务及监管体系。
二是，体育健身人才的匮乏。 武汉体育学院曾有课题

组做过研究，发现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０ 年，全国休闲体育管

理人才大约缺口 ７ 万多人，与此同时，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缺口依旧存在。 三是，全民健身市场开发度较低。
较之国外发达国家，我国全民健身市场缺口较大，开发

不足。 群众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明显无法满足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所带来的渐增长的体育需求。 在市场

经济社会，需要发展体育市场，提高体育产品质量，提
升体育服务品质来满足人民多元体育需求。
３． ２　 体育市场化程度偏低

体育市场是体育产业化发展的物质环境，其发展

程度是衡量体育产业化的指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大举发展体育产业，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

需求。 由于历史原因，体育市场结构和市场化程度较

低均未能取得有效改善，较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有

差距，亟需进一步发展。 从我国体育市场的发展特征

来言，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中间环节的缺失。
换言之，供给方与需求方缺失信息交流。 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休暇时间的增多，人们的体育需求朝多元化延

伸。 在供给方面，相关领导将目光由竞技体育转移到

群众体育，在体育市场方面，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丰
富社会各个阶层的体育生活。 但总体而言，因缺少体

育市场这一中间环节，供给与需求出现断裂，未能有效

地实现两者的对接。 ２）市场发展不平衡。 市场化程

度、人们的收入、休暇时间、文化氛围及生活方式等皆

为制约体育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地域来看，东南

沿海及内陆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体育市场化程度

相对较高。 多数健身场所，采取多种所有制、多资本运

营的方式进行管理，且部分地区逐渐形成买方市场，市

场体系初步建立。 我国西部、南部，尤其是农村地区，
体育市场意识淡薄，甚至还抵制市场运作。 观念意识

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但市场结构性发展战略却

亟需斟酌与审议。 ３）市场缺乏规范性。 与国外较为成

熟的市场相比，我国体育市场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的

体育市场经历了由无到有的发展脉络，实现经济与体

育的衔接，体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国民经济新增

长点。 但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我国，体育大都在双轨制

体制下发展，双体制下的运作造成的摩擦与错位及人

民价值观念取向的紊乱，使得失范行为充斥着体育市

场，如擅自举办体育活动、体育场馆的乱收费现象及体

育相关部门乱发证等。 因此，加大政府部门的监督与

管理，提高相关部门的管理效能，走上法制化轨道，都
将成为体育市场发展的重要举措。
３． ３　 体育文化建设不够完善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体育文化的内涵及外延息息

相关，远超越传统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位体

的社会生活。 体育文化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体育文化

的影响面较大，如涉及到政治外交最为典型的中美关

系“小球转动大球”；再如习主席曾在出访爱尔兰时亲

自踢足球等，皆为体育文化的重要性的具体显现。 在

全球化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国家间的竞争远超越了

经济与军事的较量，文化软实力间的竞争成为当今时

代焦点，体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诚
然，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体育文化在传

播传统文化、树立国家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消除民

族间隔阂，改善国际间关系，建立和谐世界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进而成为强化政治价值和实施友好外交

政策的有效路径。
体育文化建设与国民体质密切相关，我国正向体

育大国迈进。 根据刘旻航、孙庆祝、付玉坤（２００６） ［６］的

研究指出，我国现在正在面临着体育文化贫困。 何谓

文化贫困？ 狭义上是指某一群体在知识水平、教育程

度、价值观念等相关趋势上远落后社会平均水平，进而

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广义上，主要是指一些行业或

某些地区的文化滞后于时代发展态势，特别是教育、科
学技术的落后，又包括理论价值观念、体制、发展战略

等宏观层的落后。 正因此，体育文化成为衡量国家综

合实力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和平崛起的今天，致力于实

现体育大国的今天或者未来，认识体育文化的重要性，
完善体育文化建设，加强政府对体育文化的引导，具有

显著地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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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体育梦：实现中国梦的路径

４． １　 发挥中国梦对体育梦实现的引领作用

“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并且强

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

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必将极大提

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７］ “体育梦”
所显现的价值正是与“中国梦”的内核相吻合。 因此，
若要实现“体育梦”，定要以“中国梦”作为方向标。
４． ２　 注重民生作为实现体育梦的切入点和归宿点

习主席曾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建
党 ９０ 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源

泉，更是实现“体育梦”的最坚实的保障。 从“贫穷不

是社会主义”到“共同富裕”，从“发展是硬道理” 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几十年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是党和政府最重要的工作。

民生体育是圆“体育大国”之梦的关键所在，应将

人民的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力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４． ３　 倡导体育精神，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劳动创造了人类，在劳动中产生的体育是伴随着

社会的发展，现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具号召力和凝聚力，
且促进人类和平进步的一项伟大的事业。 体育象征着

和平与友谊，团结与进取、公平与公正等高尚精神，可
以有效地净化经济环境，使经济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如今社会团队协助普遍存在，大都采取分工合作，需要

更加团结、互助及永不言弃的体育精髓促进生产力水

平和人类社会发展。
４． ４　 创新体育文化建设，促进体育文化多元发展

体育文化建设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命脉，是
我们共有的精神园地，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作

为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曾对世界文化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外之士络绎不绝来学习中国传统

体育文化，如健身气功、导引术、传统武术等。 我们应

充分挖掘本土体育文化，对西方体育文化做到取其精

华，弃之糟粕，将两者文化有机结合，打造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 将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传播

到世界各地，与西方文化协调发展，让东方文化在西方

领土扎根，使其摒弃对东方文化的偏见，进而提升中国

的影响力。
４． ５　 深化体育改革，推动社会主义体育市场经济的发

展与繁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方向，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形势下体育改革的方

向。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接轨的体育体制是我国体育改

革的发展思路。 推进体育走向职业化道路，政府下放

权力，减少干预，做到官办分离，为竞技体育职业化发

展提供空间，鼓励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参与体育的运

作，形成职业体育发展的资本多元化，尊重职业体育实

施主体的自主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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