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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实践
田恩庆袁沈佳韡

摘 要院 在转型社会背景下袁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实践活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袁对其深

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转换视角并重新理解体育的社会价值袁从而透视社会结构变迁的逻辑和

动力袁其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不可小觑遥 而赫勒的野日常生活理论 冶和布迪厄的野社会实践

理论冶以及体育民族志和野扎根理论冶方法为探讨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

框架和研究工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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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transitional society, sport practice in daily life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An

in-depth study on sport practice helps us to shift our angle of view, reconsider the social value of sports and

examine the logic and dynamics of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Its academic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cannot be ne-

glected. Heller's Theory of Daily Life, Bourdieu's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 sport ethnography and Grounded

Theory have provided a significant analysis framework and means of research for the study of sport practice in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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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休闲时代的悄然而至袁体育作

为一种生活方式已逐步得到大众的认同袁体育生活化正成

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1]遥 与此同时袁各种体育法律法

规诸如 叶体育法曳尧叶全民健身计划曳尧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

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的颁布和实施袁不仅保障

了公民体育权力的充分实现袁 还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袁
最终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遥而对于社会

行动者或群体而言袁 日常生活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袁
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 [2]袁如果要充分理解一个社会及其

发展规律袁 就要去理解和把握其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袁变
革社会就要求变革人们的日常生活[3]遥 在中国城镇化飞速

发展的今天袁社会结构面临着巨大转型袁人们的日常生活

已成为大众自我改造和具体实践的对象袁从而导致日常生

活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和基础问题[4]遥
因此袁对日常生活中体育实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和现实的社会价值袁本文将从具体的研究意义尧研究理论

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袁旨在为本领域的研究进一步

展开提供参考袁起到抛砖引玉之用遥

由日常生活组成的世界是一个日复一日运行的世

界袁人们生活于其中并进行各种具体的社会活动袁这个领

域展示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尧生老病死等无数繁杂而琐碎的

活动遥 这一世界具有历史性袁并以一种有组织的形态呈现

出来院一方面袁我们身在其中袁依据这个世界的基本逻辑而

行动曰另一方面袁我们力图打破这一场所的局限袁希望经由

自己的行动去改造 [5]遥 而体育运动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世界

的一个组成部分袁对其深入探讨意义深远遥
首先袁如果对日常生活中体育实践进行研究袁我们不

得不提及社会学经典著作叶街角社会院一个意大利人贫民

区的社会结构曳渊以下简称叶街角社会曳冤遥 该书作为美国芝

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窑福特窑怀特的成名作袁被高度评价

为野早在 40 多年前就被列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袁至今在美

国大学里仍被作为社会学的必读书袁并被那些从事城市实

地研究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视为一本研究方法方面

的标准参考书冶 [6]袁 因此成为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的

必读经典作品之一遥
在叶街角社会曳一书的附录中袁作者以较长篇幅的研究

反思探讨田野调查和学术写作过程中的得失袁他认为自己

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并逐步认识到街角青年不是野仅仅因

打保龄球而打保龄球冶袁而是野这些人日复一日的常规活动

才是我的研究的基础材料冶 [6]袁 将其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实

践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遥该书对街角青年在日常生活中

参与保龄球运动及其相关社会事件不仅进行了格尔茨式

的野深描冶袁还通过体育活动透视街角社会的结构问题袁详
细地记载野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冶这一野体育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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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冶的发展历程袁探讨体育运动在意大利人贫民区的街角

青年中所发挥的心理调节尧社会凝集尧社会分层尧群体交

流尧非正式组织等功能及其社会学意义 [7]遥
像怀特的叶街角社会曳中对体育的研究袁不仅有助于我

们将研究视角从宏大叙事和抽象经验主义的思维定势转

向来自日常生活的实践袁还启发我们需要敏锐地洞察到人

们从事体育活动背后的社会结构袁分析是何种力量来支配

他们产生体育实践的动机或行动遥如同该书中对街角社会

青年在日常活动中打保龄球的行动所进行的社会学分析

和解释那样袁只有全面地理解体育运动所具有的深刻的社

会意义袁 才能够更深刻地透视社会结构和权力运行的特

征遥 然而袁当那些自发性的体育实践活动在人们日常社会

中频频发生时袁我们却因为熟悉导致其实践的意义野日用

而不知冶袁因此亟需要像怀特那种野来自街头的目光冶对日

常生活中的体育实践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尧 反思和解释袁
去揭示人们日常生活中体育实践的意义以及隐藏其背后

的社会机制遥
从学术研究上讲袁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体育实践活动具

有重要的意义遥 第一袁可以有效打破体育学术界长期处于

统治地位的野经验主义冶研究模式和野还原论冶的思维方

式袁从社会个体或群体的日常生活层面入手袁让被研究对

象表达自己的观点袁并使其成为改造各种亚文化的主导力

量遥第二袁打破以运动员尧教练员为主的竞技体育活动为中

心的相关研究袁将研究视野投入到最为广泛的大众日常生

活中的体育实践活动上袁 势必开拓出更具深度的研究领

域遥 第三袁通过具体的学术行动袁改变一贯的野从上而下冶
的视角袁通过野自下而上冶的研究袁倾听底层的声音袁通过

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参与观察来探索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

逻辑袁解释社会个人历史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袁分析个

人困惑与公共议题之间的关联袁从而真正能够体现出社会

科学研究的人文关怀遥
而且袁这类研究也颇具现实的社会意义遥 以体育活动

为日常生活研究的切入点袁将理论分析立足于人们的社会

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袁从而给公众呈现出不一样的体育图

式遥一方面袁让更多人理解体育运动的社会意义和作用袁例
如分析人们日常体育生活中的各种隐形权力和不平等关

系的微观运作形式尧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生产与再生产的

机制等等袁从而突破当前流行的体育运动更多具有所谓的

野增强人民体质冶功能的思潮曰另一方面袁在制定或理解相

关的体育制度和方针政策时袁可以通过这种更为现实的来

自日常生活的视角进行讨论尧反思并指导行动袁从而有利

于建构更为完善的体育制度袁促进社会建设和体育事业的

发展遥
因此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袁如何变换研究视角袁如何

将日常生活与体育实践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袁如何避免那些

仅仅认为只有宏大叙事为主的体育历史尧体育社会制度的

讨论才是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定势袁破解各种抽

象经验主义形式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日常生活世界

忽视所产生的各种困境袁 这些都是值得去深入思考的问

题遥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反思和回答袁能够极大提升体育社

会科学研究品味袁从而加大学科研究成果的影响力遥

任何将体育与社会割裂开进行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都是不完整的袁而且只有超越描述的层面达到理论高度的

解释才能够使其论证更为深刻袁更具说服力遥因此袁对日常

生活中体育实践的研究袁不仅仅是用文字再现一幅生活化

的体育场景袁而是需要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人类学的洞

察力袁为公众进行深刻的理论诠释袁以便人们理解并发现

自身在其中的位置袁寻求加以应付的策略遥 虽然学界有众

多的理论可以用来参考袁但赫勒的野日常生活理论冶和布迪

厄的野社会实践理论冶等相关概念和思想能够为解释相关

现象提供了野脚手架冶和野希望之源冶 [8]遥
20 世纪中期袁 以消费社会的兴起为代表的西方资本

主义社会转型引发了社会科学研究视角的反思袁并揭示了

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遥 同时袁以实证

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学忽视日常生活

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日益暴露袁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捉襟见

肘袁导致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质疑袁从而使日常生

活的研究范式得到兴起遥列斐伏尔尧赫勒尧科西克等著名的

思想家均对此做出了较大贡献袁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日常生

活的内涵袁敏锐地洞察到现代社会人们在日常生活无可挽

回地沦为野异化尧沉沦与单调平庸冶状态袁但仍然是野一个

充满着巨大创造潜能与希望的世界冶 [9]遥 其中袁赫勒的野日
常生活理论冶影响颇为深远袁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实

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遥 她把野日常生活冶定义为野那些

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要素的集合冶袁 构成日

常生活的基础就是野自在的冶类本质对象化袁其共同特征在

于重复性尧规范性尧符号性尧经济性和情景性遥 赫勒指出袁
这种野自在自发冶的模式是人生存的文化根基袁需要对日常

生活进行变革袁从而超越自许的日常存在袁逐步成为野自由

的尧创造性的尧个性化冶的状态袁使这一过程构成社会变革

的微观基础遥而这一过程中最大的特点在于实现日常生活

的野人道化冶袁要求人们必须转变对日常知识的态度袁必须

依靠日常交往的人道化袁依靠个体的个性的生成袁即让主

体从自在的存在向自为的存在转变 [10]遥
纵使赫勒的理论思想较少用来分析体育实践袁其理论

对相关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遥 她的理论框架袁一方

面袁可以指导我们深入思考日常生活中体育实践表现出的

不同于政治尧经济和文化领域活动的野非日常冶性袁探讨体

育在日常生活中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实践活动之间的相

互联系曰另一方面袁还可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如何发

挥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性袁如何运用体育活动实现日常生

活的野人道化冶袁即在坚持实用主义的原则下对体育相关的

日常知识的更新袁不仅理解常识野是什么冶的问题袁还要积

极探寻其野应如何冶的问题遥 同时袁帮助我们理解在日常的

社会交往和互动过程中袁体育实践如何能够克服或者促进

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系袁尤其是人际关系发生了野异化渊不
平等化袁使其成为满足个人目的的手段之一冤冶袁从而导致

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曰透视其微观权力的运行机制袁以及

如何克服日常生活中的野排他主义性冶即对野特殊性冶的超

越袁最终实现个体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遥

57



Sport Science Research

除了赫勒的理论之外袁布迪厄的野社会实践理论冶也能

够为理解日常生活中体育实践的意义提供借鉴遥首先袁野社
会实践理论冶中野实践冶不同于马克思理论中的野实践冶袁主
要是指人的野实际活动冶袁包括生产尧政治尧经济和文化以

及社会诸领域的各种日常性活动袁其实践动力来自于行动

者利益诉求遥 其次袁该理论摒弃了野社会冶这一空泛的观

念袁综合野结构主义冶和野建构主义冶两种解释途径袁使用

野场域渊field冤冶来表示各种行动者位置之间客观存在的关

系网即野构型渊configuration冤冶袁从而使野二元论哲学冶的不

利影响得以消解 [11]遥 而且袁场域中的活动具有对野游戏冶模
仿的特征袁在以获得某种利益攸关的野社会资本冶为目的的

行动中袁产生各种合作尧竞争或冲突遥 这些实践活动遵循

野游戏感冶袁即行动者带进场域的尧又必须适应所进入场域

中已经存在的野惯习冶袁从而导致行动者只有通过再生产使

适应的策略行动形成野可能惯习冶袁产生各种野合乎理性冶
的或常识性的行动 [12]遥 其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通过野[渊惯
习冤× 渊资本冤]+ 场域 = 实践冶这一公式来表达野场域冶中的

行动者如何进行实践的基本图式 [13]遥
在众多社会学家中袁布迪厄是为数不多表现出对体育

浓厚研究兴趣的社会学家袁 他的研究纵使有 野策略的冶和
野机会主义者的冶性质袁其目的在于野揭示耶实践感爷的逻

辑冶[14]袁 但他的理论对探讨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实践仍具有

指导意义遥当前大量的研究运用他的实践理论讨论了体育

组织尧家庭体育尧体育与性别关系尧大型体育赛事尧社会阶

层再生产以及体育传媒尧体育中的越轨行为尧特殊群体尧体
育政策尧肥胖问题尧教练员与运动员发展等相关问题 [15]袁虽
然很少关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实践活动袁但由于日常

活动是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袁 因此袁将
日常生活视为社会行动者重要的场域袁探讨在这一场域中

行动者的体育实践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袁以及如何获得和利

用相应的惯习与社会资本并产生相应的策略等问题袁将大

大拓展其理论的适用范围遥
虽然赫勒和布迪厄的理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分析框架袁但与此同时袁我们也需要关注尧学习和理解其

他与之相关的理论袁例如袁阿尔弗雷德窑舒茨舒创造性地运

用现象学理论研究日常生活的世界袁其思想方法也值得参

考遥他根据行动者的亲疏距离和对其的控制力将人们的生

活世界分为面对面的世界尧 间接经验的当代社会世界尧过
去和未来世界 4 个组成部分袁 人们经由社会化所习得知

识袁对日常生活进行解释袁即野透过一种典型行为方式的建

构尧典型的基本动机形态尧一种人格类型的典型态度而检

视他人及其行为冶[16]遥 舒茨认为袁在实际生活中袁通过常识

的建构形成了日常生活的类型化袁而且袁社会科学研究的

目标就是以当代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类型化或常识建构为

根基而进行的野二次建构冶 [17]遥他的理论观点为我们研究不

同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体育实践的作用和意义提供了重要

的启示袁对进一步探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体育相关常识的

建构行为并对其合理解释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遥
总之袁通过对哲学尧社会学和现象学等相关理论的简

单梳理袁 可以为研究日常生活中体育实践提供重要的思

路袁从而拓展研究视野袁提升学术品味遥

科学研究方法作为从事学术活动的工具袁对其选择的

适当与否决定其研究效率的高低和研究目标的达成遥在日

常生活中的体育实践的研究中袁 鉴于 野民族志渊ethnogra-
phy冤冶通常以是逐字逐句的引用被研究者的话语和对事件

过程进行野深描冶的一种研究方法袁通过渊参与冤观察尧渊深
度冤访谈尧记录个人或群体与体育相关的生命史袁研究者能

够在自身文化背景中发出声音袁这种故事或叙事方式是研

究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田野的观察和访谈尧记录尧描写并

进行解释的过程[18]遥 借鉴这种人类学方法袁去研究由现实

生活构成的社会体育文化中独有的生命体验袁能够在野整
体生活方式冶的语境中和野自然化冶的背景下考察体育实践

活动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遥
当前袁体育民族志研究具有多样的视角袁例如袁西方学

界涌现出本土民族志尧海外民族志尧虚拟民族志和自传民

族志以及个人生活史等不同式样的研究文本袁这些研究主

要是从体育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入手袁考察当代

西方体育在现代社会文化领域中所产生的各种富有争议

的议题袁主要包括野从性别尧种族等经典社会学问题到体育

领域球迷骚乱尧体育越轨行为等特殊问题曰从票贩子尧边缘

群体到中产阶层的体育参与袁 从精英竞技到休闲项目尧极
限体育和时尚体育运动的关注曰从运动损伤到健身健美等

议题的探讨冶 [19]遥 这些多元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的研究内容

为我们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袁有
助于将我国的人类学研究从关注野原始体育文化冶到关注

现代体育的视角转变袁从关注体育与社会尧历史尧政治尧经
济的宏观与中观互动的研究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

育行动及其相关社会问题的考察袁大大拓展了当前体育文

化的研究领域遥
如果将体育民族志方法理解为一种定性研究材料收

集和写作的方法袁与之相对应的野扎根理论渊grounded theo-

ry冤冶 则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料分析的方法遥 20 世纪 60尧70
年代袁格拉斯渊Glaser冤和斯特劳斯渊Strauss冤首次提出野扎根

理论冶的概念袁即提醒研究者不要只去验证他人的野宏大冶
理论袁而是应该从研究资料中提炼自己的理论袁其研究逻

辑在于野发现的逻辑渊logic of generation冤冶而非野验证的逻

辑渊logic of verification冤冶 [20]袁这种革命性的观点试图打破

传统的将理论和研究的二分袁并将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的

过程视为两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过程 [21]遥
野扎根理论冶这一理论的主要研究宗旨是从经验资料

的基础上建立理论袁其本质是野对抽象的问题及其产生的

社会过程进行的探讨袁而不是通过问卷和案例对社会单元

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冶[22]袁 因此其研究过程表现出一种动

态的特征遥 通过观察和访谈等方法袁收集定性研究材料并

进行录入袁运用开放性尧选择性编码方式不断对研究的资

料和概念进行比较袁系统性地质疑和概念化并生成理论问

题袁 通过概念化的理论并建构与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袁随
后通过对理论抽样和对所拥有的资料进行野理论编码冶袁最
终获得野理论概念的密度尧变异度和高度整合性冶理论的同

时袁还需要撰写访谈尧编码和理论相关的备忘录[23]遥在过去

的 40 多年中袁野扎根理论冶 作为一套完整和独立的研究方

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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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袁野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应用于诸多研究领域中冶袁是
目前野使用最为广泛的研究方法论之一冶[24]遥

总而言之袁体育民族志和野扎根理论冶应成为我们探讨

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实践的重要研究资料收集方法和数据

分析方法遥 在具体的学术研究过程中袁研究者可以根据研

究的目的和实际情况的需要袁积极运用细致入微的观察和

参与观察尧深度访谈等具体的形式来获得被研究对象参与

体育的生活体验和感受袁通过具体的理论建构并参考已有

的理论框架对其实践行动意义及其相关的社会结构进行

深刻的理论阐释袁 从而使相关研究更加接近大众日常生

活袁突破学科发展的困境遥

由于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盛行的研究方法

和视角其性质属于宏大叙事和标准化的科学方法袁导致米

尔斯所担忧的野经验主义冶问题不断加剧[25]遥这种视角使我

们的学术研究不仅失去了应有的人文关怀袁还漠视体育作

为生命存在形式及其过程的价值与意义袁导致理论研究与

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割裂遥因此袁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袁我
们亟需要反思并改变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待体育的

态度袁重构其研究的路径袁让学术研究真正深入到人们的

日常生活之中袁并成为认识尧解释和改变人们野生活中的体

育冶和野体育中的生活冶的实践袁成为改造社会文化与体育

关系的实践 [26]遥
通过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袁对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进行

合理地运用和建构袁重新发掘在当前转型社会背景下日常

生活中体育实践活动的意义袁并将其解释给公众袁将使体

育社会科学研究充满更多的机遇袁但与此同时袁又为研究

者提出了全新的挑战遥 因此袁我们需要努力具备丰富的社

会学想象力袁以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去承担解释尧说明人

类处境袁担当启迪他人觉醒之责袁通过记录普通人的生活

历程袁去书写未被书写的历史袁关注社会底层和野沉默的大

多数冶 [27]遥
而且袁当前大多数中国人至今野还以自在的和重复性

的日常生活方式来从事现代的创造性的非日常社会活动冶[28]袁
从而更需要拥有一个如葛兰西式的野有机知识分子冶的情

怀袁 即保持其自身独立性的同时积极走进社会现实生活袁
揭示并批判社会日常生活中以及公共领域存在的各种不

公平和形式多样的野霸权冶袁提高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觉醒袁
实现社会新的解放和发展[29] 遥 通过反思和探索大众日常生

活中体育社会活动袁充分把握尧完整理解了体育运动所具

的不同层面的价值袁 最终才能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卓尔不

凡袁才能使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大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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