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市场经济催生现代体育进一步繁荣发展，且似乎都很合乎自

然，同时体育的价值也被无限放大。现代体育的异化是人类社

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对体育的认识与提升，然而，作为一种归属

人的活动，对体育中人的作用与价值的忽略，必然导致体育与

人之间关系的消解，最终将体育发展引入误区。要有效消除异

化现象，必须使体育自然价值得到回归。所谓自然价值，实际上

是生命体的价值，是自然生命体固有的一种属性，主要有两层

含义：一是它对人和其他生命的生存有意义，能满足人和其他

生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二是它自身的生存保持基本健全的发

展。在现代社会，体育价值的凸现方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它不仅对体育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对人类社会发展也有

重要的意义。
1 异化的概念

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描述。异

化一词出自拉丁文 alienation，有让渡、转让、疏远、差异、分离、
精神错乱等义，德语 entfremdun（异化）由动词 entfremden 变化

而来，有疏远化、冷淡化、夺取等义[1]。这一概念创始于黑格尔，

完成于马克思，后经卢卡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全球

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和重要范畴。1975 年苏

联的《大百科全书》中将“异化”解释为：“异化是阶级对抗社会

所固有的客观社会过程，其特征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成为凌驾

于自身之上并且与自己敌对的独立力量。”我国学者认为，异化

是“主体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转过来束

缚主体、压制主体”[2]。
2 体育的异化及表现

体育的社会学及哲学意义何在？有学者从哲学、人类学的

角度指出：体育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体育的本质在于人类的

自我创造。从体育的本质来看，体育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前提

是对人的肯定，是追求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过程。卢元镇教授

指出：“在现代社会里，体育要使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提升，肩

负着崇高的使命，将其功能定位为：维系人类健康、满足人类的

精神文化需求，最终使人类充分地享受自由和幸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片面追

求眼前实际利益欲望的膨胀，致使体育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体

育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人类自身健康和自身精神的满足，而是为

了实现人类对身体极限的突破、他人的欣赏、名利和金钱的欲

望。这种工具性体育的出现使体育沦为奴隶，自然也失去了人

性。人类不能单纯地将体育视为一种资源或工具来利用，体育

是一种后天习得，传承和创造的身体文化，是人类独有的培养、
完善自己身心的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是人类追求健康理想

的过程[3]。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所谓“异化”是

指由主体自身产生又反过来敌视和支配主体的异化现象[4]。按

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体育异化可以初步定义为：在一定的社

会条件下，体育产生出与自己本体相敌对的产物，这种产物反

过来又占有人、控制人和支配人。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体育失

去了它对人的培养，使人身心和谐、全面地发展，构建健康而完

整的心灵，以适应社会和自然的本义，相反却占有和操纵着下

一代，把体育的手段变成了体育的目的[5]。现代体育的异化，是

体育本来目的的失落，是对人性的扭曲，其结果只能使体育离

正确的方向越来越远。
2.1 体育被科学技术的极度异化

科学技术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谁也不能否定，它已成为现

代社会合法性的组成部分，它所体现的理性已经成为一般观念

的仲裁人，成为现代文化的最高标准[6]。人类正在进入被西方学

者命名为的“后信息时代”，工业化进程在经历现代科学技术的

洗礼之后，更多地在文化上表现为一个解构和转变过程。鲍德

里亚认为：“从生产性社会秩序向再生产性社会秩序转变过程

中，技术与信息的新形式占有核心地位；在再生产性社会秩序

中，由于人们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不断扩张地构建世界，因而消

解了现实世界与表象之间的区别。”由于现代体育展示给大众

的大多是竞技体育，凭借大众传媒手段，观看电视比赛成为人

类一种“身临其境”的虚拟化参与方式，体育丰富多彩的内涵被

媒介所取代。正是在反抗视觉霸权，带领人们走出愚昧之谷的

过程中，科学技术建立了自身的霸权，使自身成为新的神话[7]。
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在体育运动中的价值，人们的健康水平

需要用科技手段来测量，运动水平的提高要依靠科技力量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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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然而科学技术固然有强大的力量，却非万能，它的发展带来

的是对人文精神缺乏关注且正在肆虐媒体影响下的体育。与此

同时，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引，但人们往

往把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结果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8]。
人类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和依赖引发出人类遗传的蜕变与

异化、人口的过度繁殖、社会伦理的渐丧、文明病的蔓延、生态

环境与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情感的缓死亡。文明就像高悬在人

类头上的一把双刃剑，带给人类福音的同时，也赐予人类灾难。
2.2 体育被当作实现个人利益的教育

原始社会时期，体育主张发挥其生存功能，充分体现了“人

本”价值，但在市场经济条件或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体育观念受

到市场追求经济效益铁律的影响，形成诸如拜金主义等观念，特

别是体育经济明显表现出商业化倾向，从中可以产生丰厚可观

的经济效益，刺激了人们物欲追求的膨胀，使现代社会体育的异

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在金钱的诱惑下，为实现个人利益，假球、黑
哨、兴奋剂、虚假年龄、权钱交易、冒名顶替等现象幽灵般地进入

体育的殿堂，人们所崇尚的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遭到无情践踏，

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崇高理想被粗暴玷污，甚至社会公理在这

一领域也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对体育背后价值的关注和对自身

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直接导致体育领域种种腐败和不法行

为的出现。现实功利化的体育价值追求弱化了人们对体育本质

的理解，导致少年体育的失败，人们惊呼，腐败的躯体长不出健

康的生命，健康的生命倒会被腐败的肌体窒息[9]。
体育是一种社会存在现象，其发展不可能超出社会发展水

平和人类自身认识水平，个人利益的驱动使得体育运动行为只

注重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而忽视对体育本质意义的认识

和价值的揭示；只注重运动技能的提高，而忽视对精神世界的

培植和扩展；只注重对人的占有和改造，而忽视全面发展。
2.3 体育精英至上的极端走向

现代体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充满竞争和刺激场面的各

种比赛。人们将体育比赛场上的胜者奉为英雄，这种对英雄的

崇拜正是竞技场推崇的竞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于是在媒体引

导下人们所关注的是冠军，尤其是世界冠军，众多运动的参与

者甚至同台竞争者都成为人们关注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似

乎冠军和金牌就是其人生的体现。人们对体育精英的崇拜来自

于媒体，媒体提供给人们的是直观而极富感染力的胜者形象。
也许体育精英把自身看成并且表现为超功利性的领域[10]，但他

们毕竟不是体育的全部，不能因此而忽视那些默默无闻、为取

得优异成绩作出贡献的人们。另外，现代体育应该是属于大众

的，而社会对运动精英的过分关注，难免使大众体育的发展受

到政府与媒体的忽略。
3 现代社会呼唤体育自然价值回归

3.1 人的感性对体育自然价值回归的诉求

现代社会带来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但同时也污染了自

然和心境。当人们在外文明的压抑感中感到心力疲惫时，生命

中唯一而且安全的释放方式就是以纯粹的心境投身到体育运

动中，因为只有从身体的运动中才依稀可见作为人本、真的内

容[11]。
人类所获得的文化成果中，只有身体运动才最直接地展示

着自身的本质，寄托着人类永恒的追求与理想。力量与美、崇高

与荣耀、和平与发展、沟通与理解，都可以通过身体的运动和接

触来表达。运动和观看运动使人类体验着各种情感，享受着人

体潜能不断迸发的喜悦与快乐，体味着挫折后的沮丧与委屈，

然而人的身体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不同的文化、社会境

遇，不同的经济、政治条件，不同的体制框架、理想信仰，都影响

着人们的心灵感受与情感表达。同时有组织的身体运动也创造

着人们的文化和生活，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进程。
3.2 人的理性对身体运动新的体认与感悟

体育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从生存根本到休

闲娱乐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现代社会生活又赋予了体育特殊的

功能，即为人类的理性思想寻找一个停留的港湾。
体育将凸现它巨大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它是一种防止人种

退化和机能衰竭的活动，也是阻挠人类向异化边缘渐进的理想

工具；是关于人类感性如何从自身理性的重压下获得解放的努

力实践；是弘扬人类感性生命的杰出代表，这是发掘体育价值

的历史尺度，也是开展体育思想理论、体育哲学讨论的根本出

发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引起人们

的反思。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压制、干
扰甚至破坏了人类的许多机能，它一方面为人类解除许多疾病

与痛苦，使人得以长寿；另一方面却造成人性不适应人造世界，

使人显得非常压抑、疲劳，机能降低，记忆力衰退———“文明病”[12]。
当代中国，从事理性思维和工艺操作的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精

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体力活动严重不足，精神高度紧张，

导致英年早逝者比比皆是。我们倾心创造社会财富的目的是为

了使人类更好的生存繁衍，而结果却在自己所创造的文明中消

损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3.3 现代体育自然价值回归的核心

面对危机人类开始呼唤价值理性，生态危机引发了生态哲

学、生态伦理学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异化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

的矫正，人类所有的活动最终都体现人类生存的意义[13]。现代的

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催生了现代体育，现代体育的发展速度和

规模超乎人们的想象，不同的价值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的价值需

求，把体育看作实现其价值的有力工具。竞技体育主宰了体育

运动发展的命运，同时也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影响着人们的意识

形态和经济生活，它深刻地作用于人类，强烈地干预社会，在给

人类和社会带来和平与进步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

不少麻烦和困扰。竞技运动的健康危害性、非体育手段介入到

提高运动能力中、金钱影响体育的趋势等体育异化现象，这种

工具理性的膨胀使人们忽视了体育的自然价值理性。
人的生命活动状态是人的自然属性的主要内容，也是人的

自然价值的主要体现，良好的生命状态就是健康，异常的生命

状态就是疾病。体育的自然价值主要表现在对人的生命活动状

态的影响和意义，对健康状态的追求成为其核心内容。科学技

术的发展在开始阶段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状

况，但发展到一定水平，健康与科技、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不是正

相关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机械化、电气化文明造成生物结构和

机能的退化；高营养低消耗的生活造成体内物质的积累；高度

竞争增加了人的生存压力；大面积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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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体育运动与体育科学在健康革命中承担

的任务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体育运动在关照、监控和提高

人的生命质量方面起到特殊的保护作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面

临许多新的威胁健康的因素，健康在体育内涵中的地位变得尤

为重要，自然价值的属性决定了健康成为体育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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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的核心理念是真、善、美价值观的培养，三者是相

辅相成的。通过教育使人们形成对自然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

（“真”），在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下形成对自然的道德

感和责任感（“善”），在真与善统一的基础上感悟“天地大美”，
从而使人们积极、主动地保护环境和地球。
1 求真价值观的培养

求真，即对环境问题、环境知识和保护环境技能的认知和

掌握，是保护环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行为选择的依据。这是环

境教育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求真，首先要确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职责。人是自然

界万物中的一员，动植物是人类的朋友，人和动植物组成完美

的生态链和生物圈，生态链和生物圈中缺少任何一种生命都将

打破原有的良性循环而失去平衡，进而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认为人是自然界的统治者和征服者

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和生存困境

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树立人是大自然的看护者，而不是

大自然的主人的观念极其必要。
其次，要了解环境问题，掌握生态规律。目前世界人口已从

1930 年的 20 亿增加到 60 亿。人口的增长使人类的住房等生活

空间较 70 年前至少紧张了 3 倍，进而使得森林面积、可耕地面

积急剧减少，水资源严重匮乏。另外，世界增加的人口大部分在

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生态破坏、乱砍滥伐、资源浪费、土地

沙漠化日趋严重。人口的增加迫切要求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

创造出更多的消费和生活用品，但却带来全球变暖、酸雨、臭氧

层破坏的负效应以及大量生活垃圾。同时，环境及其相关问题

是一个相关观念的复杂网络，每个问题都包含了科学、技术、经
济、政治、伦理、文化和精神内容，这就需要全方位认识环境问

题，其不再是分散的、独立的。
最后，要了解环境知识及最新环保科技成果。环境知识包括

日常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比如室内外的空气污染，食品、饮料的

污染以及生活垃圾的污染。并了解自己所在地区或社区的环境、
生态状况，以及自然界中动植物的生态价值和森林、草地的生态

功能；了解水资源的珍贵和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的含量以及在世

界所处的水平等；了解太阳能、风能的开发利用，绿色技术、生态

农业、环保产品和环保汽车等最新环保科技成果；宣传科学家赴

南极、北极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科学考察以及长江源头科学

考察等活动的环保意义，增强克服环境危机的信心。
2 崇善价值观的培养

崇善，就是遵循对自然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处理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关系，做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促使环境与

人类的和谐发展。“善”的理性原则应该包括行为准则和道德规

范两个层次。
一是要树立善待自然和着眼于未来的自然观，处理好人与

自然的关系和现代人与未来人的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教育中真善美价值观的培养
巩英洲

（白银市委党校，甘肃 白银 7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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