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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对未来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发展有所裨益，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的最大化，研究以电视体育娱乐节

目为对象，采用了文献法、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其体育功能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 研究认为：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

体育功能主要分为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生理功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全民健身、医疗方面；心理功能的影

响则体现在娱乐、审美、教育等方面；社会功能的影响作用于在经济、政治方面。 基于此，对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未来

发展提出应满足观众需求、把握节目底线，内容为王、主动创新，提升节目的本土化和专业化程度，确立与节目风格匹

配的主持人等建议。
关键词：体育传播；电视体育娱乐节目；体育娱乐；体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Ｇ８０ － 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 － ７４１３（２０１８）０４ － ００４１ － ０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ＴＶ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ＨＥＮ Ｙａ⁃ｙｕｎ，ＨＵＡＮＧ Ｑｉａｎ，ＷＥＩ Ｄｅ⁃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ｕｊｉ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１０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ＴＶ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
ｆｉｔ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ｐｏｒ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ＴＶ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
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ＴＶ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ｒｅ⁃
ｆｌ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ｂｏ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ＴＶ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ｕｎｄｅ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ｐａｙ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ｈｏｓ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ｐｏｒ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ｒｔｓ ＴＶ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ｓｐｏｒｔｓ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ｓｐｏｒ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体育作为健身手段、竞技成分存在，但随着社会

的日新月异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作为社

会文化载体的这一功能广泛被人认知。 萨马兰奇曾

断言道：“将来的体育运动应简单地归为两类：一类

是适合电视的口味，另一类则不适合。” ［１］ 电视体育

娱乐节目风风火火，在迅速传播体育文化的同时，也
难免出现了“庸俗化”甚至是“低俗化”的倾向。 在未

来的发展中，我们该如何把握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发

展，引导其传播正确的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价值？ 本

文以电视体育娱乐节目为对象，初步探讨其特性和体

育功能，并进一步分析了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体育功

能对人们多方面的影响，认为应该从根本上保持电视

体育娱乐节目的体育本质，最终顺利实现体育的社会

及教育功能，把握体育发展的时代脉络，实现电视体

育娱乐节目中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１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概述

当今电视体育节目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主要是通

过评述和报道体育赛事或任何跟体育相关的活动，用
以传达体育内涵和体育精神。 而电视体育娱乐节目

作为电视体育节目的一部分，在为人们传达体育精神

和体育内涵的过程中极具娱乐性，更为大众钟爱。
体育节目伴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曾经被当作一种



体育科学研究 第 ２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ｂａｎｇｏｎｇ．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ｔｙｂ ／

严肃的工具。 随后，体育新闻报道、赛事转播、体育评

论逐步开始出现娱乐化。 经过发展，体育真人秀电视

节目开始出现，《城市之间》 （１９９８）是当时最具代表

性的体育娱乐节目。 在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后，体育

娱乐节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走红，各类节目纷纷涌

现，产生了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代表的体育对抗类、普
通民众广泛参与的大众竞技类、明星和嘉宾参加的综

艺类、高水平运动员完成挑战的体育精英类等多种形

式的电视体育娱乐节目。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通过自身参与或是明星效应

的带动，形象真实，十分贴近生活，又以其特有的搞笑

成分极具娱乐性，既有观赏性又有震撼力，带给人们

视觉和心灵的双重冲击。 但在其提高收视率、带来巨

大商业利益的同时过度娱乐，出现了低俗化甚至是庸

俗化倾向，极易引发民众盲目跟风，造成社会负面影

响，不利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双重构建。 因此，
当今把握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走向显得至关重要。

２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体育功能及其影响

体育功能指它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享受需要的

特定效用关系［２］。 马克思价值观提到事物的性质和

特点决定了事物的功能，因此体育自身所具有的性质

和特点决定了体育学科的功能［３］。 因为文化现象的

不同导致体育内容的差异［４］，文化母体的多样性特

征，必然致使体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按其作用的范

围分为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三个方面［５］，
其在电视体育娱乐节目中的具体呈现方式也各有侧

重，内容上的表现也是有所不同。
２． １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生理功能及其影响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中不管存在多少娱乐的成分，
其本质的属性必然是体育，其价值必然也会回归到体

育本质，而体育最本质的属性就是增强体质［６］，电视

娱乐节目首要的功能就是生理功能［７］。
生理功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全民健身、医疗等方

面。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以电视作为媒介，将体育锻炼

形式、活动内容、体育文化乃至精神传达给广大观众，
唤醒观众的锻炼欲望和意识，进而催生体育运动行

为。 比如门槛较低的《智勇大冲关》 《突出重围》 《冲
关我最牛》等大众竞技类体育娱乐节目中，观众不仅

观看还报名参加，因而在参赛之前进行有针对性的训

练，强健体魄，让大众感受到全民健身的乐趣；而在

《我们的法则》等体育娱乐节目当中，观众们通过观

看嘉宾健身的过程，以及对于各种危机情况、意外状

况或是各种伤情的处理手段，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熏

陶，对这些健身的知识、方法和技术动作，医疗包括防

治的方法有所了解。
总之，电视体育节目有利于促进城市居民体育健

康观的形成，对其参与体育活动的意愿、内容、时间等

多方面都有促进作用［８］。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营造了

体育氛围，带动了人们的体育热情，通过这种最直接、
清晰的展示，耳濡目染式地给观众心理暗示或影响，
进而影响观众的思维能力和行动方式，最终让人们喜

欢体育、热爱体育，通过锻炼让人们的身体更健康。
２． ２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心理功能及其影响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虽然要有体育的部分存在，但
是娱乐的成分也是必不可少。 一定程度上，这种“快
乐哲学” ［９］为观众们喜闻乐见，致使电视体育节目大

受欢迎、经久不衰。 娱乐的本质在于“寓教于乐” ［１０］，
因而娱乐的部分，也要最终落实到教育上［１１］，并且通

过价值选取，分清什么是美丑善恶［１２］，弘扬社会风

气，引领社会文化发展。
心理功能可表现为对人们娱乐、审美、教育等方

面的影响［１３］。 节目组活动内容的设置、场景的选择、
形式的匹配，无不反映了人们的审美功能。 节目根据

观众心理，通过与观众的互动，设置兼备时代感、趣味

性和悬念性的节目环节，从娱乐、益智等方面对观众

进行积极引导。
另外，对于观众来说，电视体育娱乐节目中各种

幽默的话语、搞笑的场景、滑稽的桥段等无不令人捧

腹大笑，让人在轻松的娱乐氛围中达到了放松效果。
观众们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满足了某种心理需

求，对于现代人的解压有一定帮助。
电视节目如同一本“百科全书” ［１４］，包罗万象，天

文地理、人生百态无所不有，最大程度延伸了人们视

野。 一方面让人们对近在咫尺的人或事再度审视、谨
慎选择；另一方面丰富了人生阅历，对尚未触及的领

域也能有所了解。 特别是电视体育娱乐节目，人们在

其中更是获益良多，不仅能够了解器具的使用等知

识，还可以体会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更会为体

育特有的拼搏精神、团结精神、顽强意志、永不放弃、
友谊第一等品质大声叫好，最终成长为一个守规则、
充满正能量的人。
２． ３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社会功能及其影响

电视节目作为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节目，作为媒

体，肯定具备社会功能，对于社会舆论的影响也是不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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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估量［１５］，其影响主要作用于经济、政治方面。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为体育产业开疆辟土，有效促

进其发展。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收视率高，能够带来

极大的经济效益，加上节目组和明星的适当引导，一
定程度上也会带动消费，开发当地旅游业，促进体育

旅游消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另外，电视体育娱乐

节目赞助金额屡次突破天价、创下新高，在一定程度

上，也促进了体育赞助的发展。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把体育的政治经济属性提升

到了新的高度，观众在观看甚至参加节目的过程当

中，提升了全民健身的关注度、参与度，响应了国家

“健康中国”的召唤。
总之，娱乐、医疗、健康、教育、经济等因素涵盖了

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电视体育娱乐节

目成为了人们获得体育信息、带来娱乐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节目内容和形式发挥了最直接的教育

作用，对促进体育习惯的养成、全民健身的发展、助力

体育产业和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而这

也恰恰充分彰显了体育的价值功能。

３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发展之路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肯定要追求商业利益，但在尽

可能提升商业价值的同时，必须严守底线，不断推陈

出新，以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来完善其自身发展。
３． １　 满足观众需求，把握节目底线

在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发展过程中，不少栏目组

仅着力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呈现出完全庸俗化乃

至低俗化的状况。 如在某期《星跳水立方》中，就以

某女星内衣滑落、资本雄厚为主要宣传点。 此类行

为、此类栏目不仅是对本栏目观众的无形消遣，对自

身节目的一种消耗，更对整个电视体育娱乐节目都造

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另外，在体育娱乐文化的强大

场域烘托之下，极易引发民众盲目参与和跟风行

为［１６］。 因此，正确规划我国电视体育娱乐节目，防止

过度娱乐化显得至关重要。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作为一种娱乐，任何时候它的

成功与否都取决于观众的认同和接受程度［１７］。 任何

时候，必须把握节目底线，不能为了迎合小部分观众的

特殊心理喜好，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置之不顾，
这种丢了西瓜去捡芝麻的行为不止不智甚至低俗。
３． ２　 内容为王，主动创新

当今电视娱乐节目层出不穷，电视体育娱乐节目

如何在“滚滚洪流”中脱颖而出，十分值得思考。
首先要明确一点，在电视体育娱乐节目当中，

“体育”是核心要素，是最根本的东西，否则不管外在

有多惊艳动人，最终都会迅速走向衰亡。 因此，在电

视体育娱乐节目中，必须充分考虑体育的元素，充分

保证突出体育的特点，不能本末倒置，反而宣传明星

的八卦。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必须明确明星只是体育

传播的媒介，娱乐也只是表达的方式，只有保障了体

育的健康运转，其他方面的内容才能顺利展开。
另外，基于某些体育的特殊周期或是相关的政

策，可以采用特定的宣传或是特定的节目内容，以体

育的特殊性和关注度，有效提高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

收视率，占有市场份额。 比如在奥运会期间，开展奥

运冠军或是热门体育风云人物的特别节目，肯定能大

受好评，观众也是喜闻乐见。
当然，最基本的方式是节目内容的创新。 这个创

新可以体现在规则的变动上，比如在有明星和观众共

同参与的节目当中，让篮球国手不能投篮、不能运球

只能传球，观看其搞笑表现的同时可以渗透其对篮球

的理解。 还可以是项目的创新，比如说让踢足球的运

动员突然接连尝试其他运动项目，那在部分其他项目

的表现肯定相当精彩。 当然，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创

新需要制作人员不断尝试，努力找出新的契合体育的

点，尽力满足观众的品味和期望。
３． ３　 提升节目的本土化和专业化程度

如今，电视体育娱乐节目也是花样翻新、种类众

多，身在其中又如何实现自身的突围呢？ ＮＢＡ 全明

星赛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大量球迷守候在电视机前等

待观看这场以娱乐为主的赛事，作为一项体育赛事，
既是球迷的狂欢，又使大量商家趋之若鹜、争相赞助。
正如伦纳德所说：“一项运动、一个比赛要吸引观众，
最需要的是水平高超的运动员和精彩的比赛，但这远

远不够，要有持续不断的兴奋点刺激观众和球迷，娱
乐化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 ［１８］ 由此可见，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的发展，一是需要高水平的运动员

和更激烈的比赛，邀请更专业、广受观众喜爱的运动

员参与，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提升节目的专业化程度，
也可能把明星的“粉丝”效应带到节目中来，带来一

波稳定的收视率，如果每次仅留下一小批观众，最后

也会积累成一笔丰厚的“财富”；二是通过娱乐化来

达成目的，通过更搞笑、更幽默的形式来吸引观众。
若是能够有效达成二者的统一，就有可能完成另一个

收视奇迹。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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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开发本地的特色体育项目，深入各地风土

人情，也是扩大收视源的有效途径。
３． ４　 确立与节目风格匹配的主持人

相比其他的电视娱乐节目，体育娱乐节目对于主

持人的要求更高。 体育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不仅有过

硬的台风、形象气质等基本要求，还需要一定的专业

知识能力。 比如主持射箭类体育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若是对射箭一无所知，那主持起来肯定是错漏百出、
贻笑大方。 现今有一种退役运动员担当体育赛事解

说员、评论员的趋势［１９］，当然，退役运动员能够成功

转型，充分发挥个人优势的同时，还促进了我国体育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失为一件好事。
实践证明，主持人发挥特长、充分展示个人魅力

能有效促进节目的效果，增加观众认可度［２０］。 但主

持人在发挥个人风格的同时，不能一味追求个人风格

的展现，必须按照节目内在要求，遵照节目的设置。
节目在选择主持人的时候，也应该充分考虑主持人的

风格和气质，这样节目才更具艺术性和观赏性。

４　 结语

体育的娱乐化是以体育的世俗化为前提，以体育

大众化为基础，以体育商业化为目的的一种手段，也
是体育市场化的必经之路［２１］。 电视体育娱乐节目当

中，体育娱乐化竭尽全力地发掘体育吸引观众的特

质，对体育本身的普及和健康计划的实施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 但体育的过分商业化、市场化会逐渐淡化体

育的“神圣”性，不再彰显其道德的一面，使体育变得

世俗、黯淡。 在电视体育娱乐节目中，必须防微杜渐，
严守本心，坚持其特有的体育特性不动摇，再适当发

挥其娱乐性的一面，顺利实现体育的社会及教育功

能，把握体育发展的时代脉络，最终实现社会效益与

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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