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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体育教育的文化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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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化学和休闲学的基本理论，对休闲体育教育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价值进行研究，认为休闲体育教育蕴涵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包含着顺应现代化要求的文化指向，体现了一种生命追求，是促进和培养“自由人”的发展动力。从文化的视角审

视休闲体育教育，从而揭示其丰富的人文旨趣，自觉关怀人的生命世界，树立“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以及生成和谐的文化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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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提出对闲暇人进行教育的“自由教育”。柏拉图提出的这种“自由教育”是相对

于“职业教育”而言的形而上学教育。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劳动教育与休闲教育经历了由融合到分离对

立的过程。当今的休闲教育逐步复归了教育本性，是劳动教育与休闲教育的再次融合［1］。20世纪60年代，

发达国家开始把休闲教育作为一门教育的学科——传统的休闲活动，如体育、游戏、艺术以及各种竞赛活

动，纳入教育课程中，在此基础上大多数国家把休闲教育放在体育课程里［2］。这为休闲教育和学校体育教

育的耦合，为建构休闲体育教育找到了有效的实现途径。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生活质量得到不断提高，健康的休闲生活方式越来越吸引人们的关

注，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发展的一种时尚［3］。在此背景下，休闲体育成为体育工作者研究的热点话题，取得丰

硕的成果。“休闲教育指通过传授闲暇知识、技能和技巧，帮助人们确立科学的休闲价值观，有价值地利用

闲暇时间，提高休闲生活质量，促进个性全面发展的终生的、连续的教育活动”。［4］体育作为教育的组成部

分，体育教育如何适应休闲教育的基本要求，成为体育教育研究新的命题。休闲体育教育不仅是培育积

极、健康、文明的休闲方式，规范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促进“人之为人”的基础性教

育，也从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休闲体育教育扬弃了传统体育教育的功利化色彩，注重对人性的关爱和精

神支持。本文正是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休闲体育教育，从而揭示其内在的人文旨趣。

1 休闲体育教育的文化蕴涵

从词源学来看，文化具有培养、培育、教养的意思，而教育是文化得以传播、继承、整合、积累和发展的

生命机制。我们强调教育的文化内涵，不仅是从一般意义上指教育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具有广义的文化内

涵，而且是指“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5］休闲体育作为现代生活方式，并不是自然

而然的状态，健康、优雅的生活方式是需要教育才能得以实现。康德说：“教育以人类个体的未完成状态为

起点，以人的向善倾向和人类已有的发展状态为依托，以人性的完善为终点。教育是一种引导人自我完

善、人性丰满的过程。”休闲体育教育的文化性，是对体育教育内涵的一种提升。质言之，休闲体育教育不

只是种自身的强健、自身潜力的开发，而是通过人和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真正占有的过程，是人向自身、向

社会的（即人）“复归过程”（马克思语）。休闲体育教育应注重人自身的的解放，使生命的价值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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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生命的、文化的或社会的复杂的存在物。我们在日常中关注最多的是人的社会或文化的属性，忽

略了人的自然生命的属性。张之沧先生说，人们只有更多地关注生命，爱护身体，才可能像日月一样清虚

明满、像大地一样宁静厚载、像万物一样生机盎然［6］。因为身体是真正的大智慧，是一切认识、文化、艺术的

起点和全部价值、审美和道德的标准；是获得知识、成就事业、完善人性、实现至美至乐的人生和推进人类

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休闲体育是一种生命状态的形式［7］。它强调的是一种旨在消除疲劳，获得精神享受的

生活方式。休闲体育与生命不可分割，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是激发人们自觉的对生命的关怀和生命意义

的追求，以体育活动的形式，促进人心灵和精神的愉悦。休闲体育作为人的生命自觉，经历了生理体能的

需求，到文化精神诉求的过程，即从物质的要求到精神的要求。休闲体育教育不仅教人们如何度过自由时

间，更要教育人们如何有价值地使用自由时间去完善人的生命过程，提高人的生命质量，成为真正心智健

全、人格完善、热爱工作、热爱学习和热爱生活的人［8］。

人既是生命的确立者，也就应当是自然生命的保护者。人保护自然的生命价值，同时就是包含人自身

生命的也即文化与历史的价值。只有人才谈得上生活，并因此使生命赋予文化价值，但却不能有此抬高生

活而贬低生命，把生命看成是纯粹物的存在方式［9］。休闲体育是从生命之流中领受的结果，休闲体育本于

生命，且体现和复归于生命之流。休闲体育是对创造生生不息的价值的生命的终极关怀。休闲体育教育

是贯彻于整个人生的生命过程，不论是我们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抑或是我们的情

感、社交、经济、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好坏，都有休闲的需要。休闲为我们提供无限的机会去享受自由，在不

同的场景中体验自我，去做出选择，获得欢娱并以此达到自我满足。因此，我们可以说，休闲体育教育就是

一种特殊的文化生命机制。

2 休闲体育教育的哲学诉求

2.1 休闲体育教育思想凸显“以人为本”理想

西方古代一些思想家从人生观、价值观的角度认识休闲活动，提出了富含人本主义精神的休闲体育教

育思想。休闲体育教育的本质是体现着人类“以人为本”的理想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出

专门为人的自由而设立的博雅教育。博雅教育不应当具有实用性和职业性，而纯粹以“使用闲暇从事理智

活动”为目的。这种博雅教育本质上就是休闲教育。休闲体育教育是当代人文教育的最好载体与有效途

径，体育活动和获知并不是对立的，体育活动可以是最有效的获知方式。休闲体育教育真正实践了古人提

出的“寓教于乐”。

休闲体育思想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休闲时代背景的必然产物。休闲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活

动，还是一种创造性生产活动，与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相联。因为休闲是自我理解和自我发现的一种手段，

它使个人在人的存在的所有方面得到平衡的发展，从而使个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休闲体育之所以成为

人们喜爱并乐于参加的活动，在于它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人的生存的关注，是人向自我生存和

发展的重要表现。休闲体育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休闲行为是一种追求亨受的心理趋向，因而它与生活

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通过休闲体育追求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人们日益增长

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一种重要内容。

休闲体育教育思想要求把人摆在首位，用人的眼光看待一切。通过休闲体育促进人对生活进行思索，

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成熟，使人真正地走向自由。实际上，“以人为本”的休闲体育教育思想就是

要以适应人的发展的需要为最高目标。休闲体育的主体是人，是使人成为人的文化活动。休闲体育的出

发点和归宿也是人。休闲体育教育要以人为本，这是确立其在社会中发展的必然要求。休闲体育教育以

人为本的终极目标更应该是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追求的最高理想。

2.2 休闲体育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全民自由发展

教育目标是教育活动指引方向，它是教育目的的具体化。古希腊雅典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身心和谐

发展的自由人，在希腊体育是教育主要形式。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使人幸福生活的来源，是雅典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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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休闲体育教育是当代

“普遍有闲的社会”背景下休闲教育发展的必然，是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校体育在21世
纪发展的必然方向［10］。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以人为本的休闲体育教育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休闲体育

教育必然要反映这一时代的精神。“休闲体育教育是育人而不只是育才，是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

人群”。［11］因此，休闲体育教育的根本目标应该关注人的自由发展。

休闲体育是一种“自由”的体验，给人们提供了充分发挥其自主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机会［12］。休闲体

育是在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方式自主参与、自由发挥创造力，寻求身心放松、获得“畅”

的心理体验、提高生活质量、实现自我发展之目的的任何体育活动。事实上，我们在全神贯注在体育活动

时能够产生足够的自由感。休闲体育的体验意义产生于对自由的选择和内在的意义。就休闲这一社会现

象而言，产生相对自由和自足感的生活环境也含有某种结构，这种结构可以看做是休闲中对自由因素的某

种制约［13］。如果休闲完全是一种精神状态，则这种制约可以降到最低值。但是将休闲单纯地定义为一种

精神状态，这样，自由被简化成一种感觉，而非一种现实的、主动的行动。作为休闲的主体的人是存在于活

动的环境之中，他（她）必须要在行动中找到对这种精神体验的全新诠释。休闲体育能够在自由的闲暇时

间里创造自由的体验。

人的自由时间是人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前提。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人自由发

展的条件。自由时间的增多使人能够从繁杂的社会活动中解放出来，按照自身的兴趣爱好，从事自己喜欢

的娱乐性强的活动，满足了人多样化的需求，使人的多方面素质的提升、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得以形成，休闲

体育教育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现实途径和实践形态。休闲体育教育是一种通过身体活动谋求个体

身心健全发展的集竞技性、表现性、娱乐性和教育性一体的社会实践活动［14］。休闲体育教育是人之为人的

教育过程，休闲是人们在完成社会发展任务的过程中展示自己价值的发展舞台。休闲体育教育以娱乐身

心，发展自我为主要目的，表现了对人自身生命活动规律的认识和发展，改造自身创造能力的认识和发

展。人通过体育与自然融合，回归到自身自然，使人在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现代社会中获得身体的发展以及

内心的平衡与和谐。

3 休闲体育教育实践理想的文化延伸

21世纪休闲体育教育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发展人”和“为了人的发展”上，它更多地从发展的角度来

认识人的发展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15］。休闲体育教育的价值体现了丰富的以人为本的内涵，也体现了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高境界。因此，休闲体育教育的实践理想是在实现生活化的基础上，注重休闲体育

与文化内涵的相互契合，自觉生成一种以人为本的和谐文化环境。

3.1 休闲体育教育的生活化

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传递生命的气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个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展

示自身生命的存在，通过个人能力的提升和完善，促进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休闲体育是在人们生活的实践

和社会交往过程中而形成的，它引导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社会需要的道德氛

围，促进社会的稳定。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休闲体育教育重要的是引导一种健康、快乐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

量。在当今的休闲时代背景下，休闲体育教育要紧密结合社会生活的实际，教人学会科学的体育休闲方式

和技能，形成正确的休闲体育价值观念，满足个体的精神生活，促进学生对生活的理解，引导学生养成正确

的积极的生活方式。通过休闲体育教育加强人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把陌生世界变为现实生活，促进人们理

解生活、欣赏生活、体验生活。通过体育活动，增加交流，在体育活动实践中，构建人与生活世界活拨、丰

富、融洽的富有意义的关系，不断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的品位。

3.2 休闲体育教育的理念与和谐文化环境的生成

休闲体育教育是从微观层面促进人和谐发展的“和谐”教育。和谐教育起源于古希腊，指通过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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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体诸育使受教育者养成“身心既美且善”的人。当代各国的教育学家和休闲学家都主张“实施和谐发

展，培养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魄健全”的人。休闲体育教育关注每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社会实践话动，是帮助个体实现社会化的最有效工具。休闲体育教育就是要培

养各级各类的和谐发展的人，同时也要满足每个个体自身的和谐发展需要。造就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是休

闲体育教育的重要价值取向。

和谐教育需要有和谐文化环境。所谓和谐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和谐为思想内

核和价值取向的、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文化产品、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
［16］。和谐文化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它最核心的内容是崇尚和谐理念，体现和谐精神。休闲体育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构建和谐的文化环境来培养具有和谐精神的社会主体。

3.2.1 休闲体育教育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休闲体育教育提倡的是回归自然的生态休闲方式。生命的和谐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休闲体育

以轻松快乐的游戏化的形式，扬起弃了竞技体育的无序竞争、过度功利性的诟病，使人们在体育活动中与

大自然亲密接触，敞开心胸，透析自然界的万物之灵瑞，使人的心灵与躯体与自然界交融一体，天人合一，

实现人类发展的和谐景象。休闲体育教育使人们在与大自然接触的室外活动中，感受大自然的美丽与神

奇，大自然广袤无垠的自然风景，使人们心胸开阔，感情奔放，对大自然的迷恋与憧憬，使人们感到自身的

局限和渺小，并在休闲活动中掀起保护大自然的活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我们就是要通过

休闲体育教育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环境。

3.2.2 休闲体育教育促进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和谐人际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竞争与合作互利与共赢的一种理想状态。人与

人之间利益一致，情感接近，心理相容。和谐人际关系表现在：人生观价值观符合社会主导价值取向，符合

社会伦理精神；人与人之间互相协作，以诚相待。休闲体育教育的理念就是要构建一种体现人与人之间和

谐共生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性的人，人与人之间不仅仅存在竞争关系，更重要的是合作关系，个体的存

在与发展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支持。体育有多种功能和价值，以体育活动作为平台，小而言之，通过体育

活动，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增进友谊，大而言之，通过国际性的体育比赛，可以增加国家之间的合

作，以2008年奥运会为例，开幕式期间，近100多为国家元首，齐聚北京，为促进人类的和谐共荣，起到了重

要作用。

休闲体育教育培养了人们的合作、共生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

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竞争互利互赢的关系，共生精

神越发突显其重要性。休闲体育教育在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休闲教育并非倡

导人们非随心所欲，而是在休闲活动中，尤其是在集体活动中，重视合作精神的培养，通过增加群体自由，

换取集体利益。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生活质量，维系人际关系的平衡。我们可以通过体育休闲活动，培养

团结、合作、和睦、友情及集体意识和归属感。

休闲体育教育应使全体参与者能够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人人都能积极主动的参与，个人的体育才能

都能充分发挥。因此，休闲体育教育的和谐理念要求社会成员之间具有相互合作、共生的精神，和谐的人

际关系，创建一种“美美与共”的生活方式。

3.2.3 休闲体育教育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休闲体育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身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主要表现在自我的身心健康、精

神舒畅、情感满足，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使得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分离，造成了人的“物化”，以及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却不知道科学地“用闲”。休闲体育

教育弱化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欲望，强调人的本性的回归，意味着人对于外在于自己的他物的绝对中心与统

治地位的否定。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压力很大，休闲体育教育通过外出活动，走进自然，天

人合一的对话，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各种压力，维系人的健康。休闲体育教育将通过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学会

聪明地用闲，营造科学、健康、文明的休闲和休闲体育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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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源上讲，休闲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富于娱乐性的闲暇不仅在当时有益于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

它对性情的陶冶可能有长期的作用。为此，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们为享受娱乐性的休闲而做好准

备。休闲体育教育是提升个人生活质量的教育活动，是培养人对休闲教育行为的选择和价值判断能力的

教育过程，亦是“成为人”的重要手段。休闲体育作为人的生命自觉，经历了生理体能的需求，到文化精神

诉求的过程，即从物质的要求到精神的要求。生命的自觉既是对生命的关怀，也是对生命意义的实现，所

以它是对生命自身的一次觉醒。这正是休闲体育教育的文化蕴涵，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命机制。从

哲学层面来看，休闲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把人当成是发展的主

体、动力源和最终归宿，是人向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表现。休闲体育教育的哲学基础是“以人为本”的理

念，是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的实践活动。休闲体育教育的实践理想首先是实现休闲体育教育的生活化。因

为休闲体育教育理想的现实基础是休闲体育的生活化，在此基础上休闲体育教育其“和谐教育”理念通过

构建所应生成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环境，达到人与人之间互利互惠，人与自然天人合一，人与社会和谐共处

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1］孟凡强. 休闲体育教育的研究现状与问题［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24（7）：75-78.

［2］孙海植，安永冕，曹明焕，等. 休闲学［M］. 朴松爱，李仲广，译.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117-119.

［3］杜国如. 江西城镇居民运动休闲偏好与健康引导研究［J］. 华东交通大学报，2011，28（5）：114-120.

［4］国际教育百科全书：闲暇教育［M］. 5卷.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0：654.

［5］叶澜. 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C］//中国大学学术演讲录.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3.

［6］张之沧. 论身体和智慧［J］. 体育与科学，2006，27（5）：11-14.

［7］马惠娣. 休闲——文化哲学层面的透视［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6（1）：59-64.

［8］栗燕梅. 论休闲体育教育［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27（6）：78-80.

［9］邹诗鹏. 论人学的生存论基础［J］. 江海学刊，1999（4）：74-80.

［10］孟凡强，刘国. 休闲体育教育内涵解读［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24（9）：77-79.

［11］程一军. 休闲体育教育：现代大学生的必修课［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27（2）：25-27.

［12］王深. 从人的发展观论休闲体育［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67-172.

［13］约翰·凯利. 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赵冉，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42.

［14］程一军. 休闲体育教育：现代大学生的必修课［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27（2）：25-27.

［15］孟凡强. 休闲体育教育的研究现状与问题［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24（7）：75-78.

［16］何建平. 论高等教育在建设和谐文化过程中所肩负的时代责任［J］. 高等教育研究，2007，24（3）：1-3.

The Cultural Study on Leisure Sports Education

Yan Hongl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In light of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culture and leisure science，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n develop-

mental history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leisure sports education. It maintains that leisure physical education has

a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 with cultural orienta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modernization requirements，and lei-

sure sports education reflects the life pursuit，a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ing“free men”. The cultural study on

leisure physical education reveals its rich humanistic purport，consciously caring for human life world，and es-

tablishes a“people-oriented”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harmonious cultural environments.

Key words：leisure sports；leisure sports education；culture；the“people-oriented”principle；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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