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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强国”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梦想成真的

关键一环。而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关键阶段，且国际环境动荡摇摆，多元价值观念

纷繁复杂，各种价值冲突与社会思潮碰撞激烈。因此，当前应该紧抓“体育强国”战略实践进路这一环

节实现中国梦。若想最有效发挥出其重大意义，应该回归理论缘起本身，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透

过习近平关于体育强国重大思想的哲学意蕴，寻找体育强国战略背后的哲学理论。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

归纳法，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战略的重大论述进行简要概括，以马克思主义哲

学思维进一步探析“体育强国”战略的现实价值，深化体育强国战略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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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y for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s n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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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key link to mak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e true. And now our country is at a critical stage of building a mod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turbulent and swaying, multiple 
values are complex and complex, and various values conflict and social thoughts collide fiercely. 
Therefore, it is now necessary to grasp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s na-
tion” strategy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To make the most of its significance, we should return 
to the theoretical origin itself, based on Marxist philosophy, through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
tion of Xi Jinping’s major thoughts on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s nation, to find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behind the strategy of sports power.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induction 
method to briefly summarize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s na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rther analyzes the realistic value of the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s nation” strate-
gy with Marxist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s nation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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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强国”战略的发展地位，他也多次在重大场合强调“体育强国”战略

的重大意义，并将“体育强国”战略上升到我国强国建设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他强调：“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

去谋划。”[1]他把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紧紧联系到一起，着重强调我国

体育事业发展与国家繁荣昌盛、民族振兴之间唇齿相依的联系。2020 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这一成就的达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的实践成果，其背后闪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

光芒，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理论根基。因此，加快推进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重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

展水平，还应紧密结合体育强国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总路线上，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再度挖掘习

近平体育强国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力求得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本质性和整体性的认识，推动

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迈上新的高度。“体育强国”战略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密不可分，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我国“体育强国”战略形成的基石，也是“体育强国”战略实施的实践导向。本文以马克思主

义哲学对习近平体育强国思想的作用为起点，连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探析“体

育强国”战略思想，对充分发挥体育对经济、政治、生态等综合作用、夯实中国梦的理论根基以及推进

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习近平关于体育强国战略重大论述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逐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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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途中的哲学根基。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

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不可战胜的真理作用。回顾建党百年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伟大实践中相辅相成，共同发展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动力，支撑

体育强国战略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大展身手，马克思主义哲学促进习近平对以往中共领导人体育思想的

理解与时代新特征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体育方面实践的伟大跳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宝库。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习近平关于体育强国战略重大论述极具价值指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帮助

习近平关于体育强国战略的重大论述适应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而满足人民对健康体质以及综

合发展的需求。 

3. 习近平体育强国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 

习近平体育强国战略思想植根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意识与语言、意识是对社会存

在的反应以及统治阶级与统治思想等关系证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

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础，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战略的重大论述的前提条件。社

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的产生，马克思曾说：“宗教情感本身就是社会产物”[3]，他认为无论是宗教、

艺术、政治等都来源于社会生活，并非独立存在产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战略的重大论述也并

非凭空产生的，这不仅是中共领导人的体育思想与马克思体育观的结合与发展，还是习近平基于当前社

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以及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伟大征途中遇见的种种矛盾所演变而来的。随着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征途的开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对我国

经济政治发展速度的肯定，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开始注

重质量，不在满足于生存的需要，渴望拥有强健的体魄与享受生活的物质基础。因此，人民对于体育发

展产生迫切的需求，体育事业的发展面临着人民的需求与建设基础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矛盾，习近平总书

记由此提出促进人民健康发展、增强人民体质为导向的体育强国思想。 
恩格斯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

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4]这一论述充分指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的存在对社会存

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的合理正确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对社会存在产生积极

的重要影响。体育精神文化是体育强国在人们思想领域方面的重要呈现，也是体育强国战略重要的文化

根基，习近平在体育强国战略建设中，高度重视体育精神文化的建设，他曾创新性的提出“扎扎实实，

勤学苦练，无所畏惧，顽强拼搏，同甘共苦，团结战斗，刻苦钻研，勇攀高峰”的女排精神，一时间，

女排精神在全国盛行，无形中激发起中国人民的体育建设热情与向往，一定程度带动了我国体育强国战

略建设的士气与进程[5]。这充分证明正确的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发展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体育精神对当代体育事业发展的现实价值，他认为：“中华体育精神在倡导和弘扬

民族精神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我们必须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从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与

社会意识辩证关系视角，在社会生活中努力发扬与宣传中华体育精神，一方面可以增强我们对于体育强

国形成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建设体育强国源源不断的动力。 

4. 习近平有关体育强国战略重大思想蕴含的马克思辩证法思维 

辩证法是基于哲学思维产生的运用实践的方法，在马克思辩证法诞生之前，世界已经存在着古希腊

朴素辩证法、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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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次又一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升华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发挥出真理的光

芒。习近平关于体育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紧紧关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极具马克思主义辩证

思维，不仅在时代的进步中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熠熠生辉。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体育强国战略的论述把握联系与发展的辩证范畴，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

与次要方面贯彻对立统一。 

4.1.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体育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即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抓好事

物之间的联系，充分利用事物之间的联系，创造可以联系的客观条件，则可以促进事物的发展。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任何环节都绝不是孤立发展的个体，若想达成社会主义体育强国的目标，需

要学校、社会、竞技体育等方面共同发挥效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利用联系的观点，在体育强国战略的

建设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方面

同时推进，按照一定的运行机制进行实践。从体育建设的目的也直接体现习近平对联系观点的现实运用，

学校体育的目的是增强学生体质，使学生建立广泛且积极的体育兴趣，增强体质，更好的满足人民享受

美好生活的需要。竞技体育目的有为国争光以及激发群众体育热情，间接为增强人民体质目的服务。而

社会体育的对象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其目的是有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与体质，满足全体人民的

娱乐需要和自我成就的需要[6]。体育产业的目的是指利用体育产业的发展带动就业，增强经济发展水平，

拉动人民消费欲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目的也是满足人民享受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从以上体育

强国建设不同方面的具体目的可知，无论是学校体育还是社会体育，亦或是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其

目的都是从不同层次和人群出发，力为人民得到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经济条件、物质条件以及身体条件的

增强打下基础，这些角度互相联系且互相影响，层层递进，无时无刻不贯彻唯物辩证法中联系的观点，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唯物辩证法中联系观点的深刻有效分析。 

4.2.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在对立统一的范畴中把握体育强国建设 

习近平关于体育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贯穿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矛盾的观点就是

矛盾即对立统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的发展，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运用唯物辩证法

的矛盾分析方法研究和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理论品质。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唯物辩证法

中辩证思维的运用，早在 2004 年，他就指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辩

证法，要讲两点论，要找平衡点”[7]在体育强国战略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贯彻两点论

与重点论想法，找出当今体育事业发展的“牛鼻子”，指出当今重要任务是发展“三大球”，即足球、

排球与篮球的建设，认清我国足球发展的薄弱点，抓住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发展足球事业。习近平对于

足球事业发展的认知来源于辩证思维的具体化以及自身体育实践的基础。此外，习近平根据进入新时代

以来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当前任务是协调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辩证协调发展，以及“三大球”

中，足球运动的协调发展，利用好我国排球运动、乒乓球运动等优势项目，带动薄弱体育项目的发展，

始终运用辩证思维来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体育建设矛盾，引领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工作。 

5. 习近平有关体育强国战略的依靠群众史观视域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着重批判了“群众是精神的敌人”的看法，提出“历史活动

是群众的事业”的观点，是群众史观发展途中的关键阶段。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组成部分，自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推动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旨在深化党对群众观点内涵的理解，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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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政过程中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将群众史观的内涵贯彻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在体育强国战略的重大思想中也将人民群众的地位放在首列。 

5.1.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群众促进体育强国发展具有正确认识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史观是马克思科学认识群众作用提出的根本看法，也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立场。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人民”一词的出场就高达 200 多次。“人民群众”不仅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的重要主体，还给予了“体育强国”战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看法几

乎没有异议，即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包括人民群众是推进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

社会实践活动导致的利益享有主体。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战略的重大论述中，“人民性”也是

始终贯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在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以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开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在体育强国战略实践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做好人民群众的体育工作，力促进人民群众拥有良好的体魄与身体素质。始终将实

践主体定义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体育强国”战略的建设主要包括群众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

竞技体育等，这些具体化的建设途径无一不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并且力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

量去利用体育建设强国。群众体育、社会体育等实践，强调面对的对象是社会上最普遍、最多的人民，

其对象并非资产阶级或者封建时代带有鲜明等级的色彩的部分人。在我国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中，始终

把人民群众作为建设主体，一切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思想背道而驰的方法不予采纳，坚持在

人民群众手中发展好、建设好我国体育事业，坚持和保障群众在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从群

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出发，才能改造客观世界，与中国梦的发展方向同向同行。 

5.2. 习近平以人民群众的看法与体验程度作为衡量“体育强国”战略事业的根本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

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人民群众拥护的体育事业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人民群众赞同的体育事业才

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助推剂，人民群众高兴的体育事业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建设与发展“体

育强国”战略是促进全国人民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促进国家经济与文化发展以及打造国家形象的战略

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强国战略思想高度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他曾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及发

展好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等的论述。在群众体育的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全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的层面，旨在促进全体人民身心健康发展，拥有良好的体魄，他认为只要拥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体魄的

人民群众才能建设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促使中国梦照进现实之中。此外，习近平总书

记也高度重视学校体育的建设，学校体育的具有基础性的特点和增进青少年体质的目标。少年强则国强，

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具有强健体魄和磨练意识是关系到中国下一个阶段是否能再次取得辉煌成绩的因素

之一[8]。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体育事业的重视，也始终贯彻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目标，是马克思主

义群众史观在当代中国体育强国实践的当代呈现以及创新性发展。 

6.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的重大论述，全面考量了体育强国建设途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灵活运用在体育建设方面，具有辩证思维方式，一分为二地考量新时代我国体育

事业发展的矛盾，将两点论与重点论辩证方法贯彻于体育强国的伟大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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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思想、唯物史观等马克思哲学观点推陈出新，紧贴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唯

物史观出发采取辩证思维促进“体育强国”战略的发展、实践与深化，使我国早日迈入世界体育强国之

列，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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