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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体育人的价值追求，且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本研究从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出发，探

索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两者的有效融合、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以及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认同提供帮助。研究发现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同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并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层面有一定的价值趋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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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sports spirit i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Chinese spirit in the field of sports,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value pursui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ports people, and has a certain in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sportsm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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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pro-
vides help for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portsmanship and the 
enhancement of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hinese 
sports spirit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both from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have certain value convergen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social level and the citize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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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体育精神是无数中华体育人在长期的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精神在体育领域

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体现着人们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指引，要充

分利用好中华体育精神这一载体，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因此充

分把握两者的内涵，厘清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促进二者之间的有效融合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解析 

2.1. 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解析 

中华体育精神既是被打上中华民族印记的体育精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精神，也是“中国

精神”在体育领域的展现[1]。有关中华体育精神的提出，最早源于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中国体

育报》为表达中国体育健儿们在奥运会上优异表现，连续发表 6 篇评论员文章予以赞颂，文章中首论“中

华体育精神”，指出中华体育精神是由祖国至上、敬业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友爱、艰苦奋

斗六方面组成[2]。这也中华体育精神作为特定概念首次出现。1997 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在国家

体委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并将中华体育精神概括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

团结友爱、科学求实、遵纪守法、艰苦奋斗”。2000 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的谢琼桓将“艰

苦奋斗”替换为“顽强拼搏”[3]。2007 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的刘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并将中

华体育精神概括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4]。至此，中

华体育精神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名词被确定下来。 
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涵的中华体育精

神几经提炼，所蕴涵的内涵实质，已成为新时代体育工作者们为中华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激励奋斗的精神

指引。其中为国争光体现了祖国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核心内蕴与思想源泉；无私奉

献体现了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职业道德素养；科学求实体现了求真务实、科学研究和开拓创新

的工作作风；遵纪守法体现了严于律己的个人品德和公平竞争的职业道德；团结协作体现了互助友爱、

团结一致、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观念；顽强拼搏体现了努力奋斗、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积极进取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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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体育人经过多年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中华体育精神，长期发挥着价值引

领作用，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2013 年，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强

调，“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

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继承创新、发扬光大”[5]。正是由于中华体育精神的指引和激励下，新时代的

中国体育事业才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解析 

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诉求，反映了一个社会判断是非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坚持了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

征和根本性质，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浓缩和集中体现。2012 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阐述了价值目标、取向和准则，对于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建设的目标，四者的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统一整体，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体现了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

层面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生动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社会的渴望。“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它集中体现了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

准则，凝聚了全社会的道德共识，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革命的道德和社会主义新时代道德

的优良传统，具有基础性、广泛性和普遍性。 

3. 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观在理论层面的同源性 

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中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重大成果，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的指导，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特性。 

3.1.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独自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与不同时期的时代发

展之中，具有连续性与民族性。中华体育精神是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价值标准和心理状态，它

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精神，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

和爱国主义的影响。在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人对国家的关怀和责任的体

现。中华体育精神中所表现出来的“体育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是一致的。此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文化因素，如：“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保

家卫国的爱国精神、不拍挫败的拼搏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科学求实的实

用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

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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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源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风暴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7]。又诸如传统文化中倡导的“仁”、“和”、

“诚”、“中庸”等思想，经过批判继承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回答了关于国家发展目标、社会进步方向和公民行为

基本规范的问题，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行为规范，反映了民族的特性和心理。 

3.2.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

供了根本指南和强大思想武器，也为中华体育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体育事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要以马克

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充分认识体育事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的实际需要来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既能保证中国体育的发展

少走弯路，又能避免其他思潮对中华体育精神的价值选择和实践的影响。 
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

首要基本内容来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三个方面的建设。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源。此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

怀的最高体现[8]。体育通过身体活动和相关的体育文化活动促进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了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价值追求，为人

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4. 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层面的趋同性 

中华体育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遵循体育发展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基

础上，形成于体育实践之中；即存有体育领域的价值精神，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与

价值追求，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相趋同。 

4.1. 国家层面的价值趋同性 

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趋同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上。多年来，中国

人对体育怀有爱国情怀，他们将体育事业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个人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相连，这些

都是中国体育精神“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体现，维护了国家荣誉，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地位，传达了体

育人强烈的爱国责任感和使命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

值目标，也向全社会传递了强烈的爱国方向，呼唤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体育精神是中国体育工作者在长期的体育事业奋斗中培育、传承和发展起来的。中国运动员在比赛

中表现出的为国而战、顽强拼搏的精神状态，无不引起了民族凝聚力的共鸣。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

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屹立于民族之林不可或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杆，统一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凝聚了人民的力量，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因此，所以二者在国家层面上的价值目标上都以爱国主义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4.2. 社会层面的价值趋同性 

中华体育精神内涵中所提出的“无私奉献、遵纪守法、团结协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

的价值取向是相契合的，都是为追求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社会秩序为目的，并蕴含着“使体

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社会”的奥林匹克宗旨。2017 年习近平在

全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发表讲话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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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9]。中华体育精神从自我约束和构建和谐社会等层面提出了相应的道德

规范和要求，如在体育比赛中表现出尊重对手、尊重裁判、遵守规则的行为，营造一个规范、公平、公

正的比赛环境，以及赛场上运动员为实现同一目标，团结拼搏的精神可以引导社会人员培养规则意识，

增强法治观念，增强集体荣誉感，有利于形成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此外，

中国体育精神还可以鼓励人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追求身心健康发展，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

中国体育精神所体现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内在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对于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4.3. 公民层面的价值趋同性 

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涵的中华体育精

神，内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爱国、敬业、诚实、友善”的价值准则。中华体育精神凝聚

了中华体育健儿们的爱国情怀，他们在国际竞技舞台上代表国家参与体育竞技，无数次将中国国旗在国

际竞技场上升起，充分展现了他们为国争光的勇气和决心以及队员之间的团结友爱、努力拼搏，实现了

个人价值与国家荣誉的相统一。中华体育精神是无数中华健儿们在长期的体育实践中得以形成的，激发

着中华体育健儿们刻苦训练、勇创辉煌的时代担当，培养了他们“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

神和求实精神，实现了职业准则与社会理想相统一。因此，中华体育精神对于公民大众强化爱国意识、

恪守职业道德、修炼个人品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 

5. 结语 

中华体育精神是无数中华体育人在长期的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和

丰富的内涵价值，能够提升人们的思想认同和实养成，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

用。通过对中华体育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在关联的探究，明确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强化两者的

内涵价值，对充实与丰富中华体育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内涵具有现实意义，对促进中华体

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观之间的有效融合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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