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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英姿：民族复兴路上的女性体育电影

研究视窗视窗

女性与奥运：向着“更平等”的目标顽强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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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参赛名额分配数据，正在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中，将近49%的参赛选手为女性，残奥会女性参赛选手

人数也创新高，成为历史上性别更平等的奥运会。应如何理解《奥林匹克宪章》中性别平等的理念和原则？女性在奥林匹

克运动中地位变迁的特征有哪些？中国女性在奥运会上取得佳绩与哪些因素有关？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与有关

专家展开了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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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焱超 吕尤

身体社会学、性别社会
学、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促进
了性别视角下的体育社会学
研究。目前我国关于性别视
角下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处于
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分析、理
论建构尚显不足。本文通过
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
中外相关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进展进行了部分梳理，以期
为我国学界对性别视角的体
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些思
考。在目前性别视角下的体
育社会学研究中，女性体育
社会学研究仍为研究主流，
不同性别体育迷与体育教练
的研究以及性别体育协作训
练与参赛研究正逐渐获得关
注。而未来的研究将拓宽性
别体育社会学研究视野、丰
富研究对象，结合身体、社
会、文化理论探析性别体育
背后的逻辑。

来源：《体育与科学》
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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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梳
理国际女性运动健康促进的
理论发展、行动计划及工作
重点，指出当前我国女性健
身运动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提出我国女性运动健康促进
策略及其实施路径。研究认
为，女性运动健康促进策略
需要将女性个体健康经历、
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以及健
康实践活动纳入行动框架，
通过体育干预培养女性个体
与群体的健康意识、健康行
为与健康能力，同时唤醒社
会对女性健康问题的关注与
投入，实现体育运动对女性
健康的赋能与赋权意义，发
挥女性体育健康代际传递和
健康文化传播的功能。女性
运动健康促进策略的实施则
需要在国家、社群和个体层
面,通过制度建设、社会支
持、教育科研与文化传播等
路径，使体育运动成为女性
健康的一项赋能和赋权行动
与终身教育。

来源：《体育学刊》2021
年第3期

作者：赵晶晶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以
来，以女性为核心的体育纪
录片讲述了女性在体育强国
和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通过体育事业寻求
改变、追逐梦想、实现价值
的过程。纪录片以特定的艺
术表达方式，集中展现了女
性人物在体育领域中健美的
形象、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多
样的社会实践，传达出21世
纪以来中国体育领域女性主
体前所未有的自信与独立意
识。在体育文化研究的视
域下,女性主体性的成熟和
自由女性形象的浮现，不仅
是新世纪女性文化中的又
一景观，更是体育文化的一
次飞跃。

来源：《当代电影》2021
年第2期

《我国女性运动
健康促进策略与路径
研究》

《北京奥运会以来
中国体育纪录片中的
女性故事与人物塑造》

《身体与社会：性
别视角下的体育社会
学研究进展》

学人关注关注

■ 李攀 陈亮

正在进行的第32届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健儿捷报
频传，其中女运动员更是为中国奥运代表团赢得开门红。
事实上，国际性的体育比赛从来不仅是身体竞技，更是国家
与民族力量比拼的表征。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与国家民族
之间的喻指关系也自然延伸到了我国体育电影创作中，诞
生了许多经典的女性主角体育电影。这些作品从不同女性
运动员的视角见证着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女
性视角的运用也使得影片的历史象征价值从性别政治的角
度上愈加彰显。本文通过分析近百年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
女性体育电影作品，透视不同历史阶段的女性体育电影在
个人身体与民族命运间构成的指代关系，阐明这些作品在
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价值。

觉醒：体育救国与民族觉醒

作为现存最早的女性体育电影，1934年孙瑜导演的
《体育皇后》通过女主角林璎从一名普通农村少女成长为长
跑冠军的故事，生动地宣传了体育救国的思想。受到以夏
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人的影响，孙瑜在这部默片电影中运
用字幕，借主人公之口鲜明地表达了体育救国的思想。在
林璎看来，中国之所以受尽列强欺凌，原因正是国人身体太
弱：“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精神！有青春的朝气，然
后有奋斗的恒心！任何民族的原动力，就是健全的身体。”

事实上，影片传达的体育救国思想并非是一种凭空而
降的声音，而是由历史环境决定的历史必然。在近代深重
的民族危机中，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中
国人民心中的屈辱感与救亡意识空前强烈。此时，党领导
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登上历史舞台，而此后成立的党的电
影小组则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正是在左翼文化
思潮的影响下，孙瑜导演将强身健体与救亡图存之间的紧
密联系贯注于《体育皇后》中，以林璎的身体为媒介呼唤着
更多中国人民从沉睡中觉醒过来。在此意义上，《体育皇
后》成为了记录中华民族觉醒阶段的影像铭文。

站立：体育价值与国家荣誉

1957年由谢晋导演，秦怡、刘琼主演的新中国第一部
彩色体育故事片《女篮5号》，以新老两代篮球运动员的成
长之路，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焕发出的新气象。
片中，处在旧社会的篮球运动员田振华虽一心想在赛场上
战胜外国人，但却受限于历史环境，始终无法施展抱负；而
身处新社会的女篮球运动员林小洁，虽然天赋异禀但集体
意识不强，甚至还因去男友家做客而耽误了比赛。片中田
振华在教育年轻运动员时，动情地说道：“如果我们能在世
界运动会上升起我们的五星国旗，奏起我们的国歌，那么
不管你是什么国家，哪怕你是反对我们的人也好，你得站
起来，你得在我们的国旗下面脱帽，你得考虑考虑，在你面
前的是一个拥有六万万人口的国家！”

这些话不仅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所有队员，也触动了认
为体育运动只是蹦蹦跳跳的林小洁男友。大家重新认识
了体育运动的价值：体育运动并不是单纯的身体游戏或竞
技，而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文化研究学者汪民安认为，
身体是民族国家的自身隐喻，而体育竞技则是国家间一种
象征性的对抗。若将这一观点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就会更加深刻地觉察到体育运动
对于提升我国国际地位，赢得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尊重的
特殊价值。影片最后，林小洁毅然选择报考体育大学，并
代表祖国登上了出国比赛的飞机，生动体现了国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集体主义精神。

追赶：个人理想与民族复兴

1981年由张暖忻导演的《沙鸥》以女子排球运动员沙
鸥为主角，讲述了她为参加国际锦标赛不顾伤病、努力拼搏
的励志故事。如果说《女篮5号》传递的是国家至上、民族
至上的集体主义精神，那么《沙鸥》则将个人理想和个人价
值紧密地融入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之中。片中沙鸥不顾
因腰伤可能导致全身瘫痪的风险而毅然坚持奋战在球场
上。不论是身体的剧烈疼痛还是爱人罹难的噩耗都没有将
沙鸥击倒，努力追赶世界其他排球强国的信念支撑着沙鸥
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沙鸥的信念体现了改革开放大地回春
之后，国民分秒必争、弥补遗憾的迫切心情，更代表着整个
民族努力谋求复兴的热望。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圆明园遗址
也含蓄又强烈地传达出中华民族不可阻遏的强国梦。

当沙鸥作为球队教练坐在轮椅上，通过电视转播目睹
中国女排最终夺冠时，留下了幸福的眼泪——个人理想与
国家荣誉终得实现。《沙鸥》中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鼓舞和
振奋了一代中国人，举国上下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
之中，为了个人幸福与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电影在此刻
已经超出体育竞技的意义范畴，成为表征民族自强、国家
兴盛的历史坐标。

跨越：个性表达与文化自信

2020年陈可辛导演的《夺冠》同样以中国女排为故事
内容，但却表现出与《沙鸥》明显不同的精神气质。片中巩
俐饰演的郎平不仅会当众询问运动员：“你们谁不喜欢排
球？”并且在有队员表示不喜欢打球，想去上大学时表示理
解，希望她能够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在一次训练课结束
后，面对还想加练的运动员，郎平却说：“姑娘们，今天不
练了，谈恋爱去吧！”这两处情节表明，体育电影的气质与
追求已经出现了新的内涵。片中郎平在回答外国记者“为
什么中国人那么在乎一场球的胜利”的提问时说道：“因为
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等有一天我们内心强大了，我们
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唯一的价值了。”这与《沙鸥》中，沙鸥
将银牌丢入大海的情节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夺冠》中，金
牌不再是运动员唯一的价值追求与衡量标准，运动员的个
性、喜好、情感等都获得了表达的合法性，这一可喜的变化
如片中郎平所说，正是源于我们国家切身可感的强大与民
族自信心的空前高涨。

电影也成为这种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片中性格鲜
明、真实的女运动员既继承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女排
精神，同时又努力张扬着独特的青春活力。个体生命与国
家荣誉在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了更深层的和谐共生。从在
苦难中拼搏，到在快乐中前进，女性体育电影叙事思想的
跨越，正是国家民族跨越式发展的缩影。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蔡双喜

竞技体育曾经是男性的天下，但经过一个
多世纪的努力，而今女性已全面进入到奥林匹
克运动中。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参赛名额分配数
据，正在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中，将近49%的参赛
选手为女性，残奥会女性参赛选手人数也创新
高，成为历史上性别更平等的奥运会。应如何
理解《奥林匹克宪章》中性别平等的理念和原
则？女性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地位变迁的特征有
哪些？中国女性在奥运会上取得佳绩与哪些因
素有关？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就此专
访了北京大学妇女儿童体育研究中心主任董进
霞教授。

女性的全面参与促使奥运会由传统
转向现代

记者：在古希腊，女性被禁止参加古代奥林
匹克运动会，甚至被剥夺当观众的机会。“奥林匹
克之父”顾拜旦虽发起了现代奥运会，却仍坚持
奥运赛场是女性的“禁区”。直到1900年，在巴黎
举行的第2届奥运会上，22名女性闯入“禁区”，
参加了网球和高尔夫球等5个项目的比赛……而
今女性已全面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中，请谈谈女性
参与奥运的重要意义。

董进霞：奥运会从其规模和影响而言，无疑
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力量之一。女性全面参与
奥运会，在过去被认为是男性力量和特质展示的
30多个运动项目中展示自己的技能、勇气和智
慧，用行动向世界证明，女性具有无限的潜能，只
要给她们平台和机会，她们也会像男性一样，在
社会各个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甚至比男性做得
更好。可以说，女性的全面参与促使现代奥运会
由传统的男性特征展示转化为现代的男女多元
特性展示，持续、强烈地撼动了长久以来的人类
行为、思维定势及男性本位观念。

记者：1975年的国际奥委会罗马会议上，执
委会正式宣布“男女运动员均应得到平等对待”，
并将其写入宪章中。《奥林匹克宪章》明确了国际
奥委会有“鼓励并支持推动妇女参与各个层次、

各种机构中的体育运动，以实施男女平等原则”
的使命和职能。我们应如何理解《奥林匹克宪
章》中性别平等的理念和原则？

董进霞：我认为《奥林匹克宪章》倡导的性别
平等是强调在各个层次和机构中男女拥有平等
的参与机会，而非男女比赛成绩完全相同。具体
而言，从普通大众到精英运动员，从学校、俱乐
部、地方省市、国家奥委会到国际奥委会、从地区
比赛到国际赛事，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到官
员，女性都应有与男性平等的参与机会。国际奥
委会从20世纪90年代起制定了一系列推动男女
平等的政策和规定，如1991年规定任何想要进
入奥运会的项目必须包括有女子参与的小项，近
年增加了男女混合比赛项目的数目，今年引入了
奥运会开幕式男、女双旗手的做法等。

记者：第2届奥运会女运动员所能参加的项
目寥寥无几。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设项
中,女子参加的项目占总项目的39.8%，随后的悉
尼奥运会中该比重上升至 44%。2012 年伦敦奥
运会，女性已被允许参加所有项目。女性参与奥
运会项目从无到有,从简到丰，这是否反映出女
性的运动能力正在突破大众的传统认知？

董进霞：在奥运会上女子项目数量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是女性不断挑战、突破传统认知并
促使国际奥委会逐渐改变其规定、引入更多女子
项目的结果。例如，为抗议女子奥林匹克项目过
少，1922-1934年间法国女性发起了女性奥运
会，并与国际奥委会进行谈判，要求奥运会增加
女子比赛项目方才停办女性奥运会。英国女性
还因女子比赛项目过少，发起了抵制1928年奥
运会的行动。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在北
美、欧洲兴起后，那些过去被认为对妇女身心“有
害”的运动项目，也逐步被引入到奥运会女子比
赛方案中，如赛挺（1976），曲棍球（1980），柔道
（1992）、足球（1996），举重、铁人三项（2000），摔
跤（2004），拳击（2012）等。而女运动员在各个
项目上的成绩表现更是改变了大众对女性能力
的认知。

记者：在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女性
在奥林匹克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但在赛场上消

弭性别差距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赛场下，女运
动员与男运动员平均薪资收入的差距依然存
在。这是否意味着奥林匹克运动真正实现男女
平等仍需时日？

董进霞：尽管奥运会上男女比赛项目和参赛
人数将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实现完全的平
等，但男女运动员的薪资水平，尤其是在足球、拳
击等项目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此外，在教练
员、体育机构的管理人员，尤其是在较高水平的
教练和领导位置上，女性的比例仍明显低于男
性。运动场上比领导决策层实现男女平等要先
行一步或多步，后者还有更长的道路要走。奥林
匹克运动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任重道远！

永不言弃是女性发展与奥林匹克精
神的内核

记者：历史上奥运奖牌数量位列前20的国家
中，男女参赛选手比例普遍失衡，而中国是这些
国家中性别占比最均衡的国家，女运动员比例甚
至超过男运动员，其金牌贡献率也高达66.12%。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首日三金被女选手包揽显然
不是偶然。中国女性在奥运会上取得佳绩与哪
些因素有关？

董进霞：中国女性在奥运会上取得的辉煌
成绩是从微观到宏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包括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男女平等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奥运争
光”战略和“举国体制”，家庭和男性的支持以及
女运动员吃苦耐劳、坚定不移的品质等。以“奥
运争光”为例，无论男女，只要能让五星红旗在
奥运赛场上升起，他/她即可享受一系列特殊支
持和优待。由于我国女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摘金
夺银的可能性比男性更大，她们就成为“奥运争
光”战略的主要受益者。此外，体育领域普遍采
用的“男陪女练”做法充分说明了男性支持的重
要性。

记者：女性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并展现了追求卓越、公平竞争、和平友
好和尊重对手的体育精神。这些对我国大众，特
别是女性有什么启示？

董进霞：体育行业的杰出女性是各行各业杰
出女性的一个缩影。在今年7月9日北京市妇联
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女性与奥运》交流活动
中，著名的速度滑冰冠军、金牌教练李琰说到：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体现在个人层面
就是不断挑战自我极限，不断克服困难，追求卓
越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运动员、教练员
身上，还体现在所有体育从业者和爱好者身上。
热爱体育的女性参与体育运动时能学会自我激
励，在向认定的、热爱的目标不断迈进的过程中
学会拼搏，也学会平衡压力与生活。”悉尼奥运会
竞走冠军王丽萍认为：“成功、失败、鲜花、掌声、
泪水，这些追求奥林匹克精神过程中的成长，才
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最好诠释。”在奥运会中斩获
佳绩的女运动员为中国女性的独立和发展、为实
现男女平等起到了榜样作用，永不言弃是女性发
展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核。

记者：有数据显示，23岁左右是运动员的黄
金年龄。27岁之前运动员平均获奖牌数与年龄
增长成正比，之后就随年龄增长而减少，45岁之
后基本没有获得奖牌的可能。7月25日，46岁的
乌兹别克斯坦体操名将丘索维金娜再次站在东
京奥运会跳马赛台上，最终以11的排名结束了比
赛。对此，您怎么看？

董进霞：您上面列出的数据可能是未将性别
差异和项目差异考虑在内的统计结果。据我观
察，女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可能更早。而丘索维金
娜所参加的竞技体操比赛更是被称为“儿童”的
项目，20岁的女运动员就被视作“老运动员”。因
此，46岁的丘索维金娜能在要求克服自身体重、
完成高难动作的体操项目上与小她30岁的女孩
同场竞技，确实让人佩服！她以行动挑战了女运
动员的生育和年龄禁忌，也证明了运动不只是年
轻人的特权，而是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老人
和年轻人的共同权利。除丘索维金娜外，国内外
不少已婚甚至已育的女运动员，如我国的刘虹、
吴静钰等，仍继续在奥运赛场上拼搏。她们以鲜
活的案例为女性树立了终身运动、永葆青春活力
的榜样，也推动着社会有关女性婚姻、家庭和身
体等观念和价值发生变化。

（范语晨 整理）

——对话北京大学妇女儿童体育研究中心主任董进霞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