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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案例等，论述中外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情结。他们热爱体育，并参与其中; 他

们的体育行为价值体现在增强体质、陶冶情操，在国内外提升人格魅力，促进体育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从而

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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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是心理学术语，指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

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体育情

结，即深藏心底对体育运动的感情。近些年来，在电视、报纸等

不同媒介报道中，国家领导人参与体育的行为充斥着我们的视

觉; 特别是近期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毛泽东主席横渡长江的视

频，更激起了学者们对中外国家领导人体育情结的考究。本文

以中外国家领导人参与体育运动和支持体育事业发展等为论

述点，评述他们体育参与行为的价值，认为尽管在不同时期和

场合，国家领导人对体育价值的诉求各有侧重，但国家领导人

的体育参与行为都展现出伟大人物的良好榜样，具有强大的社

会凝聚力，积极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反映民族形象、增加民

族活力，折射出当代人们所需要、向往和追求的精神文明，传达

着一种社会正能量。
1 中国领导人的体育情结

体育发展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从不

被国际体育组织承认，到今日的体育大国，无不浸透着上至领导

人下至人民大众的智慧。建国 60 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对体育都

有着各自不同的情结，他们不仅享受体育生活，更关心中国体育

事业发展，在他们的关心下，中国体育事业取得了飞跃式发展。
1． 1 毛泽东

毛泽东非常热爱体育运动，他不仅是体育发展的倡导者，更

是体育活动的践行者。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热衷于体育锻

炼，并自创了许多健身方法，游泳、登山和打乒乓球等是他终身

喜爱的运动项目。毛泽东酷爱游泳，他在渤海、黄海、长江、湘江

等河海中都游过。他第一次游长江时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

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有数据显示，在

1956 －1966 年的 10 年间，毛泽东共畅游长江 17 次。毛泽东体育

思想，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其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体育的若干服务对象”，
“体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体育与卫生相结合”，“体育与民兵

训练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等重要内容和策略。在毛泽

东等革命领导人的带动下，尽管革命、战争环境十分艰苦，物质

条件严重困难，但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仍然坚持开展小型、分
散、丰富多彩的、有利于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体育活动。［1］

1． 2 习近平

习近平爱踢足球，他曾说，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

比赛及获得世界杯冠军是他的 3 个愿望。相比于严肃的政治

家形象，近年来，在电视等媒体报道中，都不乏习主席践行体育

的身影。2009 年，他在参观德国拜耳集团公司时表示，自己很

喜欢足球，并指出中国有一流的球迷和全世界可观的足球市

场，但目前水平比较低，希望可以迎头赶上。2012 年，习近平

对爱尔兰正式访问，其在都柏林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参观当地

一个体育运动协会，并走上球场草坪，捧起足球一试身手。其

随后访问美国，现场观看了 NBA 的比赛，这是中国领导人前所

未有的行为。
2 欧美领导人的体育情结

2． 1 美国总统

美国政治人物很喜欢体育，历代国家领导人都是体育运

动的先行者。赫伯特·沃克·布什( 老布什) 堪称是最爱好体

育运动的美国总统，在其政坛飞黄腾达之前，“布什家族”已经

确立了得克萨斯州体育名门的显赫地位，老布什的父亲和祖父

都曾经担任过美国高尔夫球协会会长。老布什喜欢的运动项

目有榄球、棒球、网球、高尔夫球、钓鱼、打猎和跳伞等，堪称体

育全才。爱好体育是布什家族传统，乔治·沃克·布什( 小布

什) 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健将。他酷爱篮球和山

地车等体育项目，从来不会错过在公众场合展示自己的忠实体

育的机会。2008 北京奥运会上，他现身水立方为菲尔普斯加

油，驾临五棵松篮球馆为梦八呐喊。而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

总统奥巴马同样是个体育全才，篮球、棒球、保龄球、高尔夫、游
泳等运动项目他无一不精，有报道称他是美国总统中打篮球最

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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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默克尔

谈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体育情结，就必须从德国足球文

化说起。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现代足球运动从英国传入德

国，“慕尼黑 1860”足球俱乐部的成立标志着德国足球的发

轫。［2］两德统一及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

程，对德国足球产生了深远影响，足球文化根植于社会各个层

面，群众足球参与广泛。足球对于德国而言，不仅仅是一项争

金夺银的运动，更是整个德国精神的寄托，民族文化认同通过

足球得以实现。［3］

作为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理，默克尔绝对称得上是德

国足球队的铁杆粉丝，从世界杯到欧锦赛，她一直陪伴德国队。
每一届足球大赛，其基本亲临现场督战，2008 年欧洲杯，她亲

自前往德国队更衣室，给队员加油助威。2010 年南非世界杯

期间，正值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 G20 峰会，因无法赶到现场，

她与英国首相一起观看电视直播。说到自己对足球的钟情，默

克尔讲到“我对世界杯、欧洲杯与德甲都保持着关注，我非常

熟悉德国传统的电视足球节目。足球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

到最后一分钟都是令人紧张的，政治也有同样的特点。”
2． 3 普京

有资料显示，普京 11 岁开始练习摔跤，后来学习了柔道，

并多次获得圣彼得堡市柔道比赛冠军。由于情报特工的非凡

成长经历，普京称得上是各国领导人中最强悍的一位，其热衷

的体育运动有柔道、摔跤、游泳、马术、滑雪等。普京对于柔道

的热爱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其官邸则摆满了柔道服等体育

用品。2008 年，他所著的柔道教材以及附赠光盘，上市销售;

可见普京不仅是优秀的政治家，在体育界也是很有成就。2006
年 3 月，基于对东方文化、少林武功的崇尚，来华访问的普京参

观了河南登封少林寺。
3 国家领导人体育行为价值

国家领导人的体育参与行为可归纳为两种情形: 其一是

直接参与体育，即领导人自身参与体育锻炼; 其二为间接参与

体育，包括观看体育比赛、考察体育市场、出席大型比赛的开闭

幕式、体育事业发展的题词和论著、访问和接见运动员、签署体

育文件等。这系列的行为必将对体育运动和体育社会发展带

来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3． 1 国家领导人的体育行为价值

在体育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体育已从早期人类的各种生

产劳动中演化而分离出来，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有了巨大

发展。体育与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社会现象是前进而不非

后退的，意义是积极而不非消极的。国家领导人这一特殊政治

群体，他们的体育行为不仅摆脱不了与政治的联系，而且与之

关系越来越密切。近 100 多年来，世界体育大发展的因素很

多，但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 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人民群众和

各种有关组织，不仅从发展身体方面来理解体育的重要性，而

且也认识到发展体育可以给自己带来政治上的利益，从而更加

重视体育，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体育的发展。［4］

3． 2． 1 增强体质，陶冶情操

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说，在“金钱、政治、艺术、性爱

和体育”这五种人类通用语言中，体育最为迷人。体育的自然属

性决定了其是人类维持、增强和改造自身机能、形态的重要方法。
顾拜旦颂体育“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毛泽东在《体

育之研究》中表达体育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
4 大作用。2010 年，温家宝答记者问时说，“我还是喜欢锻炼

的，无论是散步还是游泳，都使自己的身心能够放松，以保持旺

盛的精力来对付繁重的工作。”2013 年，习近平和奥巴马会晤，

畅谈运动心得，说自己每天游泳千米以保持身体健康。老布什

曾说，“体育使我受益匪浅，它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普京说，

“一踏上柔道垫，感觉就像回家一样。”可见，运动不仅可以强

身健体，更是一种身心放松方式。下至普通百姓，上至国家领

导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从中得到快乐。
3． 2． 2 提升人格魅力

现代体育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体育运动本身的范畴。
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体育异化的原因，可将其归于“过度

竞争、政治追求、利益驱动”等因素。［5］国家领导人热衷于体育

运动在国内外可以树立亲民形象。德国总理默克尔上任 7 年

来，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有分析认为，一是德国这些年的经济

一直比较健康，失业率连续创下新低; 其二，足球在德国广受欢

迎，德国的领导人历来喜欢通过看球或与球员互通塑造亲民形

象，前德国总理施罗德是汉诺威球队的忠实球迷，而默克尔更

是其中的翘楚。作为白宫的惯例，美国总统每年将接见四大职

业体育联盟的总冠军队，这不仅体现运动员的一种荣誉，更展

示总统的一种亲民姿态。
3． 2． 3 以领导人的影响力，传播体育文化

在美国曾作过“谁是你心目中最崇拜的人”的社会调查，

结果显示著名球星“篮球博士”欧文与总统并列成为美国公众

最崇拜的人。可想而知，当国家元首与体育紧密相连时，那将

折射出无与伦比的的力量。为推动青少年体育运动，2011 年

国际儿童节，总理温家宝和孩子们一起上了一堂体育课。2012
年，在美国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现场观看 NBA 的比赛，

“忙里偷闲”，一是表现出中国领导人亲民身份; 二是体现

NBA 具有世界性的元素，具有体育文化传播的意义。［6］

3． 2． 4 特殊时期，体育外交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团

结、友谊、和平、进步”现今已不仅是奥林匹克运动以及世界体

坛的宗旨，而且还成了全人类所需要、向往和追求的共同目标。
体育外交是当代外交和国际关系中极具活力和魅力的重要内

容，是传播和平与友谊的使者，是化解矛盾与争端的良方。［7］

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的通过体育交

流，构建和谐的国际关系。1971 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决定邀请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中美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乒乓外

交”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佳例。
3． 2． 5 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体育明星崇拜现象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独特现象，具有

很强的时代性; 而这种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又是非常巨大的，对青

少年，对体育运动的发展，对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有非常明显

而积极的作用。［8］同样，国家领导人的体育喜好往往对推动一个

国家一定时期的体育发展意义重大。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

动，增强人民体质”，始终是我国体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方

向。1997 年，江泽民为全民健身运动题词“全民健身、利国利民、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为我国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打下基

础。2006 年，普京参观访问千年古刹河南登封少林寺，对传播东

方少林文化具有国际里程碑的意义，随之到少林寺景区的游客

尤其是外国游客明显增加，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认知。
4 结束语

当前，这是体育功能表现多元化的时期，体育的经济、休
闲娱乐价值成为显功能，体育的教育、社会和政治功能同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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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体现。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已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

发展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也成为国家间外交及文化交流的重

要手段。国家领导人树立体育价值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正如 2012 年伦敦夏季奥运会的口号“激励一代人 ( Inspire a
generation) ”，其意义伟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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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式。一方面，体育教育课程在发展、锻炼学生体能之外，

必须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加强与学生未来专业之间的联系。将

不适宜的、技术性较强的培养内容进行删除，积极引入适宜学

前教育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与此同时，结合幼儿进行体育活

动的生理变化与心理变化，进行编排与设计。另一方面，通过

多种教学方式，情景教学法、比赛发、游戏教学法等等，更好地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运用程度，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4． 4 体育教学课时设计

高等职业教育学前教育专业在构建体育课程体系过程

中，需要结合学生的身体素质、个性心理等不同要求，进行教学

时间与教学课时的合理性安排。在全面培养学生良好体育习

惯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教学的实用性。高等职业教育学

前教育专业在构建体育课程体系过程中，可以选择如下课时教

学计划: 在第一学期，是体育必修课的学习时间，是为了提高学

生的身体素质，全面掌握幼儿体育教学所需要的各项基本能

力。第二学期、第三学期的教学主要是进行体育选修课，也就

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良好品质，以

及“一专多能”的教学能力。第四学期的教学主要是进行体育

教学实践锻炼，进一步提高与培养学生驾驭体育活动的能力，

全面提高学生知识运用能力，为将来的幼儿教学奠定良好的基

础。第五、六个学期，学生外出实习和顶岗实习，在实践中锻炼

自己所学到的体育技能。
4． 5 教材建设与改革

现阶段，高等职业院校其体育课程所涉及的教材多种多样，

范围比较广、内容非常丰富，但是，现阶段还没有针对学前教育

专业体育教育开展的专门教材。为此，可以在积极借鉴《高职学

院体育与健康》该理论教材的基础上，进行教材的编创。结合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认知特点与行为规律，充分考虑学生将来的

职业需求，充分利用社区、家庭资源等各种社会资源，进行体育

教材的建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根据专业需求来构建课

程结构，从而使得课程设置更好地服务于人才的培养。
4． 6 课程评价改革

教学评价方式是有效教学的重要组成，传统的教学方式

遏制了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因此，必须针对教学具体情况，设

计合理的教学评价方式，积极推进教学评价的多元化。不仅要

注重学生的理论成绩，更要注重学生的实践成绩。需要围绕教

学目标与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课程评价改革。可以将课程评

价分为四方面:①体育理论评价。②身体素质评价。③专项技

能评价。④实践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标准严格按照幼教招考

标准以及大学生健康标准来进行。评价方式采用定性评价与

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学生的身体素质测量、体育理

论成绩测量采用定量评价的方式。其中，身体素质约占 50%，

体育理论成绩约占 10%。而专项技能成绩约占总称的 30%，

则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实践教学

的评价则选择定性评价方式，约占 10%。不仅重视学生的期

末总成绩，还需要将学生的课堂表面、作业完成情况、出勤情况

等综合性的纳入考评体系中来，通过教学方式的多元化，促进

体育教育科学、合理的开展，进一步提升教学实效性。
5 结语

课程结构是指一门课程各教学内容之间的分配与合作，

包括本门课所开设的教学内容、各内容之间的分配比例、理论

课与实践课的搭配等等，它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本门课的教学

水平，同时也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针对高等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专业体育课程存在的问题以及体育课程体系构建的

指导思想和构建原则开始入手分析，详细论述了高等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专业体育课程体系构建的构建具体思路，希望为相关

教育工作者带来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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