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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户外运动的基本概念和发展阶段，对户外运动参与者和组织者在户外运动过程中出

现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户外运动和谐发展的伦理原则和现实途径。阐述了户外运动的伦理内

涵和伦理功能，明确了我国户外运动发展的伦理诉求，构建了户外运动健康发展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

最后提出了实现户外运动健康发展的伦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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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of outdoor sports in our 
country, analyzes the ethical issues that outdoor sports participants and organizers have in the 
process of outdoor sports, and puts forward the ethic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outdoor sport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and 
ethical function of outdoor sports, clarifies the ethical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utdoor 
sports in my country, constructs the ethical guidelines and moral norm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
ment of outdoor sport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an ethical approach to realize the healthy devel-
opment of outdoor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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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提高，人们健康意识逐渐加强，在 80 年代左右从欧美发达国家传入我国的

户外运动获得了快速发展。户外运动是人们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的一类体育活动。一般认为户外运动带有

探索性，具有一定的刺激和挑战性，属于极限或亚极限运动。目前关于户外运动还没有较为统一的定义。

国外比较认同的观念是在空闲时间带着行李去人迹稀少的自然环境中开拓新的运动路程，具有挑战自我

的价值，参与者能体验不同寻常的经历。而国内研究者则认为户外运动可分为狭义户外运动和广义户外

运动。广义的户外运动将几乎所有的室外运动均称为户外运动。狭义的户外运动则认为只有在自然场所

进行的体育运动才是户外运动。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为修建的露天非体育活动设施[1]。我国国家登山运动

管理中心对户外运动也作出了规定：以自然环境为场地的带有一定探险性或体验探险的体育项目。在《健

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提出后，户外运动已经发展成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旨在通过安全、

和谐的户外运动来增进身心健康，丰富生活情趣，提高自我修养，以达到身心健康，人与社会、自然和

谐发展的道德追求。户外运动反映了人们运动观、生活观的转变，其深层意义上包含着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改变。因此，户外运动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对户外运动过程中参与者和组织者提出一定的伦理道德

规范[2]。 

2. 我国户外运动中伦理发展及存在问题 

2.1. 我国户外运动的伦理发展 

户外运动在我国经历了学习和摸索、兴起、规范化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本世纪初

期，主要是户外运动的学习摸索和兴起阶段。早期的户外运动以登山、攀岩等户外探险为主，带有一定

的政治色彩。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户外运动在大城市开始流行，并发展成一种时尚的活动。户外运动开

启了野蛮式发展阶段。大部分民间兴趣爱好者自由组织，没有官方参与，这就导致了参与户外活动缺乏

一定道德和法律约束，全凭参与人员自觉。大约从 2004 年开始，户外运动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从国家

体育总局将山地户外划为正式开展的常规体育项目开始，意味着我国户外运动进入了常规规范的发展阶

段。此时，户外运动获得了更多群众的认可和参与，对户外运动也提出了相应的规范准则。部分高校也

将户外素质拓展、野外生存训练等纳入体育课程教学。国家在学校形成基础教育课程，对户外运动的约

束和规范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户外运动形成商业化运作后，对组织户外运动机构和人员进行伦

理道德约束，对户外用品销售市场和提供户外运动服务市场按照市场化规范管理。我国户外运动发展是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而兴起的活动，社会的可持续生存式发展和在更高水平上要求健康、快乐地

生活，从而推动户外运动从小范围开展进入大众生活领域。户外运动的伦理问题关联着运动、竞技、经

济等多方面，户外运动伦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这些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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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运动作为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方式，倡导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由于户外运动在我国发展

时间不长，在蓬勃发展阶段，由于户外运动参与者和组织者在认知、身体素质、管理和实践等方面存在

差异性，导致户外运动这项活动在进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有偏差的伦理问题[3]。一方面户外运动组织管

理者和参与者之间遵守相关锲约，合法合理的开展户外运动。另一方面，也对这两个主体对象提出了安

全、互助、守信、和谐等伦理要求[4]。 

2.2. 户外运动存在的伦理问题 

参与者进行户外运动，多追求锻炼身体，丰富精神和亲近自然。团体性的户外运动要求团队成员发

挥个人长处和技能共同完成户外活动目标。团体户外活动旨在培养集体主义、互帮互助和团结合作的精

神。户外运动组织者是户外运动的核心，由他们发起活动、组织人员和管理参与活动团队。在组织活动

的过程中，需注重以人为本的伦理要求。组织者把握整个活动的流程和进程，并统一领导各项活动内容。

参与者不能脱离组织来进行活动，组织者也不能代替参与者进行活动。 
对参与者来说，主要的伦理问题包括：道德规范缺失、生理和心理失衡、个体冷漠等，导致出现

安全事故和破坏环境等现象[5]。由于缺乏对参与者的伦理道德教育，导致责任感不强。最突出的问题

是忽视安全问题、自由行为不受约束。追求自由无可厚非，但户外活动中放任自由，缺乏约束将造成

危险。复旦大学生擅自通过非正常方式进入未开放的黄山景区探险，最终遇险求救，导致救援人员坠

崖牺牲。这就是参与者放任自由而导致的户外运动安全事故。其次，参与者成员之间缺乏信任，难以

发挥出团队的力量。由于时间、场地、设备等外部条件限制，大部分户外运动的开展都是临时组建的，

尤其是商业性质的户外运动，参与者都是由于兴趣爱好等组建成一个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不了解，个

人技能、性格、纪律和责任意识等无法通过简单的交流获知，会使得部分成员不能融入团队，无法信

任队友。最后，个体冷漠和对生命与环境责任的忽视也是不容小觑的问题。爱惜生命是人的本能，而

保护环境能更好的延续生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进行户外运动中制造垃圾，随意破坏环境，扰乱

自然生态平衡，这些对生命和环境不负责任的行为直接危害了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户外运动

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和突发情况，团队之间缺乏信任和集体意识会导致户外运动出现意外，而难以达

到预期的效果。 
对组织者而言，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为过于追求利益而无道德准则，缺乏专业团队，服务意识低等

现象[6]。户外运动与传统体育项目不同，由于发展时间不长，还没有形成一定的道德规范准则，因此缺

乏一定约束力。户外运动伦理道德缺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户外运动是自发组织的，参与者更注重

自由、休闲，目的在亲近自然和释放压力，这与传统体育的竞技目的完全相反。当前户外运动由于未形

成完善的监管体系，大多活动都是自发组织，没有获得官方的审查和批准。组织者内部水平参次不齐，

缺乏专业人员，没有安全责任意识[7]。有调查数据统计，参与户外运动专业技能知识培训的人员只占 50%
左右，表明户外运动缺乏伦理道德教育和德性修养。活动大多考虑的是利益而忽视安全培训和紧急救援

等，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尚未形成相关的法律条文来划分户外运动中发生安全事故的责任。很多

户外团体活动会在事先与参与者签订“免责协议”，当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伤亡等情况，组织者容易推卸

责任，以协议为由，并将责任归咎于参与者。 

3. 户外运动和谐发展的原则 

3.1. 提高安全意识 

“尊重生命”是户外运动的核心理念，“安全第一”是户外运动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在户外运动

中遵守这些原则和内容，是提高户外运动参与者和组织者的道德认知和养成道德行为的重要途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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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道德准则要求户外运动必须绝对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命不受威胁。必须合理有效的培养户外运动参与

者和组织者形成“尊重生命，安全第一”的核心理念和原则，在全民健身背景下对促进户外运动和谐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3.2. 培养团队合作 

户外运动中参与者和组织者活动中团结一致，互帮互助，有助于形成融洽有爱的氛围，是发展和谐

户外运动的道德基础。法律和制度规范是框架，伦理道德是内涵。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可以减少摩擦和

内耗，团结有爱的户外运动团体更能形成凝聚力，促进团队和谐发展，共同完成目标。 

3.3. 提升环保意识 

户外运动应该是在不破环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亲近自然，关心和保护环境，达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目的。利用大自然提供的资源来加强和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由于自然环境破坏的不可

修复性，导致在自然与社会发展存在矛盾。因此，户外运动过程中，需要把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提

升保护环境的意识，尊重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户外运动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 

4. 户外运动伦理要求的现实途径 

4.1. 加强伦理道德教育 

在展开户外运动前，应该强化道德教育，灌输道德理念，加强参与者和组织者的自律和他律管理，

倡导安全运动是保障户外运动顺利进行的基础。加强道德伦理教育，展开安全知识和意识教育，可以帮

助参与者规范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保障团队分工明确。进行合理的伦理道德教育可以帮助参与者

掌握专业技能，提升团队成员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感。 

4.2. 完善培训体系 

在进行户外运动前，必须要进行专业系统的培训工作。注重户外运动基本常识、急救医疗、装备、

食物、身体机能训练等培训，提高参与者和组织者的户外运动素养。组织者必须在实施活动前进行户外

运动技术指导和规范流程，讲解户外运动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意外，增加参与者的应变能力，最大程

度降低安全风险。 

4.3. 媒体宣传和监督作用 

发挥新闻媒体在的社会监督和宣传作用，形成对户外运动发展的媒体导向。在目前互联网背景下，

发扬媒体的公众传播特性，向大众传达参与户外运动正确的价值观，提高组织者和参与者在户外运动中

应具备的知识素养。新闻媒体应该传递正确的舆论导向，树立科学的三观，加强民众的道德责任感。 

5. 总结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也由关注温饱问题转向丰富内心精神世界。现代人们参

与户外运动已不仅仅只是为了锻炼身体，更在于通过户外运动来接触大自然，放松身心，在亲身参与活

动过程中了解自己，享受生活。在全民健身背景下，如何发展健康有序的户外运动，需要参与者和组织

者们加强对自身的要求，更需要形成规范有序的伦理道德准则，促进户外运动良性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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