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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争”哲学辩证视角下中华体育精神
对家庭体育活动认知现状分析

李海轩ꎬ曹爱春ꎬ喻锦霞
(南昌大学体育学院ꎬ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

　 　 [摘　 要]本研究以“和”与“争”哲学辩证视角为切入点ꎬ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

法、德尔菲法和数理统计法ꎬ以江西、河南、山东、四川部分学生及体育从业者为调查对象ꎬ构建

中华体育精神指标体系(人与家庭维度)并进行实证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多数受访者认同中华体育

精神具有家庭传承功能ꎬ家庭体育活动在增进成员沟通交流、达成健康共识、培养拼搏精神、磨

砺顽强意志及形成终身体育观念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ꎮ 研究揭示了中华体育精神在现代家庭

场域中的多维度价值ꎬ为优化家庭体育认知结构、推动家庭体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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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弘扬发展ꎬ注重以文化之基奠强国之路、
以精神之钙铸思想之魂、以精神之力引时代发展ꎬ
将精神的作用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之上ꎮ 中华体

育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在体育实践中孕育而生

的宝贵精神财富ꎬ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

民族精神的肥沃土壤ꎬ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璀璨

明珠ꎬ更是凝聚和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ꎮ 中华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ꎬ其中“和”文化源远流长ꎬ深刻

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ꎮ “和”倡导

和谐、和睦、和平ꎬ这种理念在体育领域有着多方面

的体现ꎮ 在运动员之间ꎬ相互尊重、友好竞争是

“和”的基本表现ꎮ 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赛场上的

较量ꎬ运动员们秉持着尊重对手的态度ꎬ共同追求

体育精神的真谛ꎮ “争”则是体育竞技的核心特征

之一ꎮ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始终追求“更高、更快、更
强———更团结”的目标ꎬ他们不断挑战自我极限ꎬ努
力超越自我ꎬ战胜对手ꎬ争金夺银ꎮ 这种竞争精神

是体育发展的强大动力ꎬ激励着运动员们不断突

破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ꎮ 每一次世界纪

录的刷新ꎬ每一场激烈对抗的胜利ꎬ都彰显了运动

员们的拼搏与竞争精神ꎬ也推动着体育事业不断向

前发展ꎮ 中华体育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

核心和精髓ꎬ跨越时空贯穿于中华民族精神谱系ꎬ
积蕴于艰苦卓绝的中国人民体育奋斗史之中ꎬ并通

过吸收中西方文化精华ꎬ使其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

涵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凝聚了强大精神

力量ꎮ
当前ꎬ家庭体育研究多聚焦于行为模式、政策

支持及健康促进等维度ꎬ而从哲学辩证视角解析其

价值内核的成果相对匮乏ꎮ 尤其在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家庭体育促进工程”的时代要

求下ꎬ如何通过传统体育哲学智慧优化家庭体育认

知结构ꎬ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命题ꎮ 本研究立足

“和”与“争”的二元对立统一关系ꎬ通过质性研究与

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ꎬ系统考察家庭体育活动中

价值认知、行为选择与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ꎬ旨在

揭示中华体育精神在现代家庭场域中的诠释维度

与实践路径ꎮ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江西省、河南省、山东省、四川省以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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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体育从业者、退休体育

从业者为调查对象ꎮ
(二)研究方法

１.文献资料法

广泛收集国内外关于中华体育精神、哲学辩证

关系以及指标体系构建的学术文献、政策文件、历
史资料等ꎮ 通过深入研读这些资料ꎬ梳理中华体育

精神的内涵、发展脉络ꎬ明确“和”与“争”哲学理念

下中华体育精神在体育领域的体现与应用ꎬ为后续

研究奠定理论基础ꎮ
２.问卷调查法

依据前期研究成果ꎬ设计科学合理的调查问卷ꎮ
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ꎬ初步拟定«新发展

阶段“和”与“争”的哲学辩证视角下中华体育精神指

标体系的实证研究»问卷ꎬ问卷通过问卷星的方式发

放ꎬ共发放调查问卷 ９９４ 份ꎬ通过整理回收的调查问

卷ꎬ回收率和有效问卷率 １００％ꎬ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调查对象表

发放问卷

份数

回收问卷

份数

有效问卷

份数
回收率％ 有效率％

男 ４９６ ４９６ １００％ １００％

女 ４９８ ４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３.德尔菲法

制定体育学领域专家库(见表 ２)ꎬ将初步构建的

中华体育精神评价指标体系以问卷形式发放给专家ꎬ
要求专家对各指标的重要性、合理性进行评价ꎬ并提出

修改意见ꎮ 在规定时间内回收ꎬ针对专家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对指标体系进行调整与完善ꎬ再次将修改后的

指标体系反馈给专家ꎬ进行下一轮咨询ꎮ 经过专家咨

询ꎬ使专家意见趋于一致ꎬ最终确定科学合理的中华体

育精神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３)ꎮ
表 ２　 专家组成情况

职称 人数

教授 ４

副教授 １

表 ３　 专家调查问卷评价情况

评价 合理 基本合理 不合理

人数 ２ ３ ０

４.数理统计法

对问卷调查结果ꎬ本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了统

计处理ꎬ作为本文的研究依据ꎮ

二、中华体育精神指标体系的构建(人与家庭

维度)
本研究涉及体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

科领域ꎬ在构建中华体育精神指标体系和进行实

证研究的过程中ꎬ需要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理论和

方法ꎮ 同时也为跨学科研究在体育领域的深入发

展提供有益的实践经验ꎮ 并且本研究以“和”与

“争”的哲学辩证视角切入ꎬ通过深入剖析“和”与

“争”在中华体育精神中的辩证关系ꎬ能够为体育

精神研究开拓新的视野ꎬ丰富其理论内涵ꎬ使学界

对中华体育精神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且富有层

次ꎮ 并且打破了以往对中华体育精神单一维度的

研究模式ꎬ构建了全面且精准的中华体育精神指

标体系ꎬ进一步完善体育精神的理论框架ꎬ并且笔

者在中华体育精神指标体系(人与家庭维度) (见
表 ４)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华体育精神评价指标体系

(人与家庭维度)ꎮ
表 ４　 中华体育精神指标体系(人与家庭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人与家庭 家和认知
对家 庭 和

睦的认识

深度领悟家庭和

睦对体育精神的

推动作用

亲情沟通
与家 庭 的

情感交流

表达对家庭成员

的关 怀ꎬ 相 互 支

持ꎬ增 加 家 庭 幸

福感

健康共识
体育运动

的共识

产生浓厚的家庭

体育 氛 围ꎬ 形 成

良好的体育运动

行为

家运共行

家庭 成 员

运动 参 与

行为

通过参与家庭体

育运 动ꎬ 共 同 促

进家庭和睦和家

庭凝聚力

家庭进取

家庭 对 拼

搏 精 神

认知

深度贯彻家庭对

体育拼搏精神的

认知ꎬ 强 化 拼 搏

精神

家强志坚

树立 良 好

的 家 庭

意志

培养家庭顽强拼

搏、勇 于 斗 争 的

意志ꎬ 保 持 乐 观

的态度

家育体魂

提高 家 庭

终身 体 育

观念

家庭成员共同学

习运 动 技 能ꎬ 形

成 终 身 体 育 的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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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和”视角下中华体育精神对家庭体育活

动的影响因素

１.中华体育精神的家庭传承功能
中华体育精神不仅是中华先进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ꎬ对
内能激励民众ꎬ对外能树立形象ꎬ具有强大的社会
动员力和社会影响力ꎮ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竞
技体育的精神价值ꎬ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ꎬ就要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ꎬ中华体育精神是流淌在民族
血脉中的精神基因ꎬ是五千年文明史中沉淀的文
化瑰宝ꎮ 中华体育精神始终与民族精神同频共
振ꎬ在历史长河中锻造着独特的文化魂魄ꎮ 在历
史传承维度ꎬ中华体育精神始终承担着文化基因
的传递功能ꎬ通过家庭的形式可以进行传承ꎮ 为
了解中华体育精神的家庭传承功能ꎬ笔者对受访
者进行了调查ꎮ

表 ５　 中华体育精神的家庭传承功能调查情况(Ｎ＝ ９９４)

你 认 为 中 华

体 育 精 神 具

有 家 庭 传 承

功能吗?

十分

认同
认同 一般

不认

同

非常

不认同

人数 ３１６ ４２７ １５０ ６７ ３４

百分比 ３１.７９％ ４２.９６％ １５.０９％ ６.７４％ ３.４２％

通过调查得知(见表 ５)ꎬ我们可以得出ꎬ３１.７９％
的受访者十分认同中华体育精神具有传承功能ꎬ
４２.９６％的受访者认同中华体育精神具有传承功能ꎬ
１５.０９％的受访者呈现一般的态度ꎬ６.７４％的受访者
不认为中华体育精神具有家庭传承功能ꎬ３.４２％的
受访者非常不认同中华体育精神具有家庭传承功
能ꎮ 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受访者是认同中华体育
精神具有家庭传承功能的ꎬ这足以说明中华体育精
神是优良的体育精神ꎬ是广大人民群众所能深深认
同的优秀的精神ꎬ中华体育精神的家庭传承本质
上是文化记忆的再生产过程ꎮ 这种文化记忆的再
生产ꎬ在家庭中播撒着坚韧、拼搏与团结的种子ꎮ
它让孩子自幼耳濡目染ꎬ于潜移默化间汲取奋进
力量ꎬ助力塑造健全人格ꎮ 在家庭的传承脉络里ꎬ
中华体育精神不断焕新ꎬ从老一辈秉持的吃苦耐
劳ꎬ到新一代融入的创新进取ꎬ实现了跨代的价值
拓展ꎮ 而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ꎬ众多家庭对体育
精神的传承ꎬ将汇聚成强大合力ꎬ推动整个社会体
育文化的繁荣发展ꎮ 通过身体实践与情感联结的
双重路径ꎬ家庭将宏观的民族精神转化为微观的
生活智慧ꎬ形成抵御文化断层的精神防线ꎮ 这种
传承模式不仅维系文化连续性ꎬ更为现代家庭建
设提供价值锚点ꎬ彰显体育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

独特功能ꎮ
２.家庭体育活动对增进家庭成员的沟通与交流

的作用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ꎬ当代家庭正面临
着一场静默的沟通危机ꎮ 智能终端的普及与快节
奏的生活方式ꎬ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数据显示ꎬ
我国城市家庭中父母与子女日均有效沟通时长不
足 ３０ 分钟ꎬ这种情感交流的荒漠化现象正悄然侵蚀

着传统家庭关系的根基ꎮ 长期的情感疏离不仅导
致家庭凝聚力的弱化ꎬ更可能诱发青少年焦虑抑郁
等心理问题ꎬ形成代际间的理解鸿沟ꎮ 在此背景

下ꎬ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体育精神为重构家庭关
系提供了创新路径ꎮ 以“团结协作、公平竞争、永不

言弃”为核心的中华体育精神ꎬ通过家庭体育活动
的实践载体ꎬ能够有效搭建代际沟通的桥梁ꎮ 为了
解体育活动对增进家庭成员的沟通与交流的作用ꎬ
笔者对受访者进行了调查ꎮ

表 ６　 体育活动对增进家庭成员的沟通与交流

的调查情况(Ｎ＝ ９９４)

你认 为 可 以

通过 体 育 活

动增 进 家 人

的沟 通 与 交

流吗?

十分

认同
认同 一般

不认

同

非常

不认同

人数 ３４１ ４２７ １１６ ７３ ３７

百分比 ３４.３１％ ４２.９６％ １１.６７％ ７.３４％ ３.７２％

通过调查得知 ( 见 表 ６ )ꎬ 我 们 可 以 得 出ꎬ
３４.３１％的受访者十分认同体育活动能增进家庭成
员的沟通与交流ꎬ４２.９６％的受访者认同体育活动对

增进家庭成员的沟通与交流能起到有效作用ꎬ
１１.６７％的受访者对体育活动对增进家庭成员的沟

通与交流呈现出一般的态度ꎬ７.３４％的受访者不认
同体育活动能增进家庭成员的沟通与交流ꎬ３.７２％
的受访者非常不认同体育活动能增进家庭成员的

沟通与交流ꎮ 研究结果表明体育活动能够增进家
庭成员的沟通与交流ꎬ家庭体育活动ꎬ就像是一把

神奇的钥匙ꎬ打开了家庭成员之间心灵沟通的大
门ꎬ让亲情在运动中升温ꎬ让家庭关系在中华体育
精神的滋养下ꎬ变得愈发和谐、稳固ꎮ 它不仅为家

庭成员提供了锻炼身体的机会ꎬ更成为家庭关系建
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ꎬ持续为家庭注入温暖与
力量ꎮ 这说明家庭体育活动为家庭关系建设提供

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ꎬ家庭成员通过体育运动增
进了亲情沟通ꎬ中华体育精神中蕴含的团结协作、
健康向上等以“和”为精神的内核对构建和谐家庭
关系提供强力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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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家庭体育活动对家庭成员达成健康共识的
影响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ꎬ家庭作为最基本的

社会生活单位和普遍的社会制度ꎬ在整个社会结构
中具有特殊的地位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家庭体育
活动对于培养家庭成员强身健体和身心健康具有

重要作用ꎬ同时家庭体育教育对青少年的社会化和
人格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ꎮ 优化家庭体育生态

已成为构建健康社会的重要命题ꎮ 通过开发家庭
体育课程资源、建设社区运动空间、完善公共服务
体系等方式ꎬ推动家庭体育从自发实践向科学育

人模式转型ꎮ 这不仅关乎个体生命质量的提升ꎬ
更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ꎮ 在健

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指引下ꎬ家庭体育必将成为培育
新时代公民的重要摇篮ꎮ 为了解家庭体育活动对
家庭成员达成健康共识的影响ꎬ笔者对受访者进

行了调查ꎮ
表 ７　 家庭体育活动对家庭成员达成健康共识

的调查情况(Ｎ＝ ９９４)

你 认 为 通 过

家 庭 体 育 活

动 能 否 与 家

庭 成 员 达 成

健康共识?

十分

认同
认同 一般

不认

同

非常

不认同

人数 ３０５ ４１６ １１６ ６９ ３８

百分比 ３０.６８％ ４１.８５％ １６.７％ ６.９４％ ３.８２％

通过调查得知(见表 ７)ꎬ我们可以得出ꎬ３０.６８％
的受访者十分认同通过家庭体育活动能够与家庭成
员达成健康共识ꎬ４１.６８％受访者认同通过家庭体育

活动能和家庭成员形成健康共识ꎬ１６.７％的受访者
对通过家庭体育活动能否与家庭成员达成健康共

识呈现出一般的态度ꎬ６.９４％的受访者则不认同通
过家庭体育活动能够与家庭成员达成健康共识ꎬ
３.８２％的受访者表示十分不认同这一观点ꎮ 研究结

果表明家庭体育活动可以帮助家庭成员达成健康
共识ꎬ家庭成员通过在一起进行运动彰显了中华体

育精神的团结协作ꎬ通过这些家庭体育活动ꎬ中华
体育精神得以代代相传ꎮ 它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深
刻认识到ꎬ无论是追求健康的体魄ꎬ还是应对生活

中的重重挑战ꎬ都需要有拼搏的勇气、坚持的毅力ꎬ
以及携手共进的担当ꎮ 在汗水的挥洒与欢笑的交
织中ꎬ家庭成员们不仅塑造了更强大的自我ꎬ也让

家庭关系变得更加紧密ꎬ同时ꎬ家庭成员在持续的
体育互动里ꎬ潜移默化地深化了对健康的理解ꎬ形
成了稳固且积极的健康共识观念ꎬ为家庭的长远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健康基石ꎮ

(二)“争”视角下中华体育精神对家庭体育活

动的影响因素

１.在家庭体育运动中培养拼搏精神

家庭体育运动为培养拼搏精神提供了理想的

土壤ꎮ 在家庭体育活动中ꎬ无论是亲子间的篮球对

抗ꎬ还是全家参与的拔河比赛ꎬ都充满了竞争与挑

战ꎬ这些都成为培育拼搏精神的关键契机ꎮ 也契合
了中华体育精神顽强拼搏的体现ꎮ 为了解家庭体

育活动对家庭成员形成拼搏精神的影响ꎬ笔者对受

访者进行了调查ꎮ
表 ８　 家庭体育运动中培养拼搏精神的调查情况(Ｎ＝ ９９４)

你认 为 通 过

家庭 体 育 活

动能 培 养 拼

搏精神吗?

十分

认同
认同 一般

不认

同

非常

不认同

人数 ３３１ ３９７ １６７ ５９ ４０

百分比 ３３.３％ ３９.９４％ １６.８％ ５.９４％ ４.０２％

通过调查得知(见表 ８)ꎬ我们可以得出ꎬ３３.３％
的受访者十分认同通过家庭体育活动能培养拼搏

精神ꎬ３９.９４％的受访者认同通过家庭体育活动能培

养拼搏精神这一观点ꎬ１６.８％的受访者对此观点表
现出一般的态度ꎬ５.９４％的受访者则表示不认同通

过家庭体育活动能培养拼搏精神ꎬ４.０２％的受访者

非常不认同此观点ꎮ
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受访者认为通过家庭体

育运动能够培养拼搏精神ꎬ家庭体育活动不仅仅是

身体锻炼ꎬ更是培养品格的有力途径ꎮ 通过家庭成

员进行体育运动ꎬ父母会鼓励孩子坚持就是胜利ꎬ
孩子们逐渐学会了不轻易放弃的价值ꎮ 这种不轻

易放弃的品质ꎬ正是拼搏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ꎮ 它

将伴随孩子成长ꎬ让他们在面对学习上的难题、未
来工作中的挑战以及生活里的种种困境时ꎬ都能凭

借在家庭体育活动中培养起来的拼搏精神ꎬ勇敢地

迎接挑战ꎬ坚持不懈地去克服困难ꎬ努力实现自己

的目标ꎮ 这也是中华体育精神中顽强拼搏在家庭
中的体现ꎮ

２.在家庭体育活动中磨砺顽强的意志

中华体育精神中“争”所蕴含的顽强拼搏特质ꎬ
对家庭体育活动中成员意志的磨砺具有深远影响ꎮ
在进行家庭体育运动中家庭成员可能因体能差异ꎬ
在距离和速度上表现出较大不同ꎮ 体能较差的家
庭成员会难以坚持ꎮ 但在家庭成员的激励下ꎬ即与

自我、与困难抗争的意识驱动下ꎬ家庭氛围会发生

积极转变ꎮ 会努力克服身体的疲惫ꎬ不断挑战自己

所能承受的距离从而战胜困难ꎬ磨炼出强大的意

志ꎮ 为了解通过家庭体育活动能否磨炼顽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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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ꎬ笔者对受访者进行了调查ꎮ
表 ９　 在家庭体育活动能够磨砺顽强的意志

的调查情况(Ｎ＝ ９９４)

你 认 为 通 过

家 庭 体 育 活

动 能 够 磨 砺

顽 强 的 意

志吗?

十分

认同
认同 一般

不认

同

非常

不认同

人数 ３３４ ３９９ １５２ ６９ ４０

百分比 ３３.６％ ４０.１４％ １５.２９％ ６.９４％ ４.０２％

通过调查得知(见表 ９)ꎬ我们可以得出ꎬ３３.６％
的受访者十分认同通过家庭体育活动能够磨炼顽
强的意志ꎬ４０.１４％的受访者表示认同通过家庭体育

活动能够磨炼顽强的意志ꎬ１５.２９％的受访者对此观
点表现出一般的态度ꎬ６.９４％的受访者不认同通过
家庭体育活动能够磨炼顽强的意志ꎬ４.０２％的受访

者则表示非常不认同此观点ꎮ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
家庭体育活动能够磨炼顽强的意志ꎬ事实上ꎬ家庭

体育活动为意志培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环境ꎮ 以
一次家庭登山活动为例ꎬ在攀登过程中ꎬ家庭成员
会遇到身体疲劳、陡峭的山坡ꎬ甚至是恐惧ꎮ 然而ꎬ
在这个过程中ꎬ他们相互鼓励ꎬ设定小目标ꎬ并一步
步克服困难ꎮ 这不仅使他们能够完成登山任务ꎬ还
锻炼了他们的坚韧精神ꎮ 通过持续参与此类活动ꎬ
家庭成员逐渐形成了在面对困难时坚持不懈的能
力ꎬ而这正是顽强意志的体现ꎬ这种过程中ꎬ家庭成

员们学会了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言败ꎬ通过一次次
战胜自我ꎬ逐渐培养出顽强的意志ꎮ 从心理学角度
来看ꎬ家庭体育活动中的这种共同经历ꎬ强化了个

体的心理韧性ꎮ 这也体现出中华体育精神的顽强
拼搏和永不言弃的核心内涵ꎮ

３.家庭体育活动对家庭成员形成终身体育的观
念的影响

家庭体育活动远不止是简单的身体锻炼ꎮ 它

们是构建和谐家庭、培养优秀品质以及推广健康生
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家庭体育活动不仅是促

进家庭成员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ꎬ更是塑造终身体
育观念的关键载体ꎮ 家庭作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ꎬ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ꎬ其积极的体育行为会

潜移默化地影响处于其中的孩子ꎬ良好的家庭体育
环境会促进家庭成员积极的体育锻炼行为ꎬ并最终
形成终身体育的思维和习惯ꎮ 通过日常的体育互

动ꎬ家庭能够潜移默化地传递运动的价值ꎬ培养积
极的生活方式ꎮ 为了解家庭体育活动对家庭成员

形成终身体育观念的影响ꎬ笔者对受访者进行了
调查ꎮ

表 １０　 通过家庭体育活动形成终身体育的观念

的调查情况(Ｎ＝ ９９４)

你会 通 过 家

庭体 育 活 动

形成 终 身 体

育的观念吗?

十分

认同
认同 一般

不认

同

非常不

认同

人数 ２９８ ４００ １７４ ８８ ３６

百分比 ２９.９８％ ４０.２４％ １７.５１％ ８.８５％ ３.６２％

通过调查得知(见表 １０)ꎬ我们可以得出ꎬ２９.９８％
的受访者十分认同会通过家庭体育活动形成终身体
育的观念ꎬ４０.２４％的受访者表示认同通过家庭体育
活动形成终身体育的观念ꎬ１７.５１％的受访者对此观
点呈现出一般的态度ꎬ８.８５％的受访者不认同通过
家庭体育活动形成终身体育的观念ꎬ３.６２％的受访
者对过家庭体育活动形成终身体育的观念表现出
非常不认同的态度ꎮ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通过家体育
活动形成终身体育的观念ꎮ 家庭体育活动通过家庭
成员在一起开心的进行运动ꎬ营造出良好的家庭体育
氛围ꎬ从而让家庭成员养成了热爱运动的好习惯ꎬ通
过体育活动不仅可以增加家庭成员的感情ꎬ也有利于
培养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等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
涵ꎬ并为终身体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路径ꎮ

四、结论

中华体育精神具有家庭传承功能ꎬ它借助身体
实践与情感联结ꎬ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助力现代家庭
建设ꎮ 家庭体育活动对增进家庭成员沟通交流效
果明显ꎬ能有效缓解家庭沟通危机ꎬ增强家庭凝聚
力ꎮ 并且ꎬ家庭体育活动有助于家庭成员达成健康
共识ꎬ让成员们在运动中深化对健康的理解ꎬ为家
庭长远发展奠定健康基础ꎬ这些都充分彰显了中华
体育精神中 “和” 的内核价值ꎮ 中华体育精神中
“争”的内核价值则体现在家庭体育活动中培养拼
搏精神、磨砺顽强意志以及形成终身体育观念ꎮ 家
庭体育活动为培养这些品质提供了良好环境ꎬ家庭
成员在运动竞争与挑战中ꎬ学会坚持、克服困难ꎬ强
化心理韧性ꎮ 这种家庭体育活动不仅促进了个体
成长ꎬ也推动了中华体育精神在家庭层面的传承与
发展ꎮ 中华体育精神在家庭体育活动的价值认知、
行为选择与文化传承等方面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ꎮ 它为家庭体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内涵ꎬ引
导家庭成员积极参与体育活动ꎬ形成健康、和谐、积
极向上的家庭体育文化氛围ꎬ对现代家庭建设和社
会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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