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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奇

第33届夏季奥运会已落下帷幕，中国体

育代表团以昂扬的斗志、优良的作风和卓越

的战绩赢得了海内外的赞誉，将中华体育精

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

中国精神。科学求实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华

体育精神的重要一环，为中国新时代体育事

业的繁荣发展发挥着源头活水式的关键作

用。

一、科学求实精神的理论内涵

科学求实精神是对“求真务实”民族传

统的继承。“求真”精神，本质上就是科学精

神。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民族在

农、医、天、算等方面均发展出系统完善的科

学知识体系，诞生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

大批科学发明创造。“求真”精神表现在对神

秘解释的拒斥和对理性认知的弘扬上。孔子

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的“六合之外，存

而不论”，都是这一精神的鲜明体现。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

事业飞速发展，在基础前沿、战略高技术、民

生科技等领域均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务实”

则是指讲究实际、注重实干。东汉王符以

“务实”为君子之德，主张“大人不华，君子

务实”。崇尚务实，摒弃浮夸，是中华民族始

终如一的文化传统。求真是务实的认识基

础；务实是求真的实践归宿，二者是不可分

割的整体，一同镌刻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

因中。

科学求实精神是对“实事求是”革命红

色基因的赓续。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

我们的学习》中提出“实事求是”，并作出准

确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是科学求

实精神的基本要义，与党的事业息息相关，

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

的精髓。回首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开辟都是靠实事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为何要坚持实事求是，

如何坚持实事求是作出深刻论述：“实事求

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

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

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

法。”

科学求实精神是“开拓创新”的体育人

勇担民族复兴历史重任的体现。求真务实、

实事求是强调的是立足现实，开拓创新强

调的是勇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体育改革创新的重要性，“要加快推进体育

改革创新步伐，更新体育理念，借鉴国外有

益经验，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和动力”。《大学》有云：“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敢想敢变的中华体育人，以改革

创新赋予体育发展以源源不断的动力。例

如，早在2001年的统计中，乒乓球运动百年

历史总计46项打法、技术创新，其中由中国

运动员完成的创新就达27项，占比58.7%。

中国乒乓球队能够数十年屡创辉煌，与敢

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二、科学求实精神的价值意义

崇尚理性，弘扬体育文化的科学精神。

不论中西古今，体育文化的繁荣，是与科学

理性的发扬同步发生的，二者一损俱损，一

荣俱荣。公元前800年左右，四大古文明齐头

并进，率先进入人类的理性时代，其中包括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雅斯贝尔斯把这一时

期形象地称作“轴心时代”。伴着轴心时代的

曙光，第一届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公元前

776年举行。在古希腊，宗教观念开始淡化，

人们充分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并发展出

异彩纷呈的体育文化。同样的变化也发生

在中国。包括“射”“御”在内的“六艺”成为

周代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同时还有“拓

关”“扛鼎”（即举重）“牵钩”（即拔河）“蹴

踘”等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与之相反，在

科学理性遭受压抑的时期，体育文化也随

之凋零。公元394年，奥运会被改宗基督教

的罗马皇帝禁止。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

纪，无论科学，还是体育，都丧失了基本的生

存发展空间。西方历史上，体育文化的复兴

要等到近代以后，而那同时也是科学再次蓬

勃发展的时期。体育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科

学理性的高扬。科学精神与体育精神总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

尊重规律，彰显现代体育的本质特征。

对科学规律的尊崇，是现代体育的一大特

征。这表现为相信科学、依靠科学、尊重规

律、看重规律。仅是通过“艰苦训练”，还是通

过“艰苦训练+科学知识”以获得优异成绩，

一直是传统训练和科学化训练的博弈点和

分水岭。中国的竞技体育也经历了由传统的

“师徒传技”到当代的“科学化训练”的转型，

以往大量被忽视的学科，例如生物力学、生

理学、生物化学、心理学、运动医学，以及管

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纳入竞技运动训练，共

同打造了更符合专项竞技能力发展规律、人

体生理机能状态变化规律和运动员个人特

点的科学化训练模式。巴黎奥运会上，中国

跳水梦之队包揽8金，与他们坚持科学训练

密不可分。全红婵分享道：“百度AI跳水辅

助训练系统可以及时回放、打分，平时训练

我会用它来抠动作细节，算是我的半个教

练了。”

与时俱进，助力中国体育现代化建设。

体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体育科学

化。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体育健儿运动水

平的不断提高，奥运奖牌数的稳步攀升，科

学技术带来的“生产力革命”功不可没。现代

化的科技助力，让我们得以完整认识运动的

全过程，而且能够更精准地把握自己在运

动过程中的各项指标变化，进而不断发掘

自我潜力，实现自我超越，推动体育运动不

断朝更高水平发展。在群众体育、青少年体

育等其他体育领域，科学技术也在深刻改

变体育生活的面貌，让我们相信“科技让生

活更美好”。

三、科学求实精神的弘扬路径

第一，重视人才培养，树立科学求实态

度。首先，涵养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信念。

我们要真正认识科技对竞技体育的引领作

用，切实将新的训练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训

练实践。今天大量新兴科学技术快速进入

竞技运动领域，从比赛装备到训练器械，从

生物学基础到运动训练方法的应用，相关

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及时掌握是科学

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其次，培育敢为人

先、开拓创新的勇气。我们需要不断解放思

想，敢改敢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

定行动，只有不断走出惯性的牢笼，勇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开启属于我们的

时代。

第二，创新训练理念，坚持科学训练。科

学训练需要实干，也要巧干，巧干就是尊重

科学、不蛮干。再进一步，我们需要的是技战

术的不断革新。技战术革新是中国竞技体育

发展的核心要素。中国女排“五连冠”时期，

率先采用移植男排快攻的打法，在此基础上

利用“时间差”“空间差”发明了十几种快攻

新技术。中国女排大胆应用各种新技术到训

练比赛中，时任主教练袁伟民“五个一块上”

更是传为佳话；上世纪80年代之后，技术发

展更加成熟，单靠技术领先世界的时代已

去，中国女排建立“全面、高度和快速”具有

前瞻性的技战术体系。实践证明，超前的技

战术革新意识，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第三，科技赋能体育，推动体育高质

量发展。一方面，要在科技助力下探寻新

型训练模式，如近年流行的“三位一体”科

学训练模式、实验室训练等新兴训练模

式。新兴的训练模式提升了训练的科学化

水平，促进了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

一方面，构建多学科和高科技的复合型团

队。在竞技运动水平快速提升和竞争日趋

激烈的形势下，站在一支优秀运动队或一

个优秀运动员背后的已不再是一名教练

员，而是一个多学科专家共同组成的复合

型团队。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科

学求实，就是新时代体育事业持续蓬勃发展

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精

神是中国精神的一个缩影。”中华体育精神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传承，赓续了革命

的红色基因，也必将照亮民族复兴的未来

征程。作为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科

学求实”理应成为新时代体育人干事创业的

根本遵循和指引我们民族复兴之路的行动

指南。

（作者单位为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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