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 卷第 12 期 2020 年

1

青年体育学者的心境与思考

刘国纯

重庆医科大学 体育医学学院 重庆 400331

【摘 要】：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体育科学研究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大流行时期带给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巨大的挑战也是机遇和创新的并存时期。一边是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飞速发展，而另一边则是普遍感受到

的中国体育科学研究成果无处安放的艰难。本研究从青年学者的视角来分析这种境遇，不含情感，不带抨击，不言抱怨。以

此来激励相同期盼的青年学者夯实自身，勇于挑战，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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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研究生毕业的都有最初追逐学术，从事科学研究的

初心和梦想，即便在纸碎金迷，物欲横流的快节奏社会，心

理的存在不容轻蔑，而真正付诸实践和行动需要一个契机，

一年来在康河原本可以更加灿烂的学术殿堂，受疫情影响绝

大多数时间都是和电脑度过，隔桌屏幕的学术成为新态。即

将回国回顾一年学术，码字五十万有余，完稿高质量论文 5

篇有余，但收获甚微，仅因为发表过于艰难，作为一个年轻

学习者，没有理由去抱怨发文的不公，因为那是别人打下的

江山你可以去看，但不曾有用。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原始资本

的积累是残酷的，我也正经历学术的原始历程，投入和产出

比严重不成正比的时代，唯有平常心和不屈不饶。硬要对学

术研究的现状吐芬芳，一个字“难”。

1.青年学者的无处安放的学术之痛

1.1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滞后性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虽然相比较西方科学研究有滞后性

甚至代差，但是已经今非昔比，大家都进步了非常快，即便

是航空航天也在玩别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西，因此—

平和很多。再者，中国体育科学类期刊没有与时俱进。几十

年核心期刊杂志一篇每增加，不仅如此还在压缩每一期的出

刊文章数。而相反的是国家对于体育科学研究投入在增加，

项目在扩充，体育科学研究人才在增加，博士在扩招。课题

要结题，博士要毕业，教师要上职称。没有不难的。

1.2 体育科学研究的“累计优势”

按社会分层理论的解读，学术研究存在累计优势/劣势的

现象。学历越好，职称越好，学校越好，越是大专家教授越

容易发论文，这点粗略统计一下就能发现某些专家还是很有

学术成果体现的，似乎没有定律说是专家的科研就一定很

好，我就见过同样的观点自己的被拒，后面某位顶级专家发

表了同样观点，而 Top1 杂志却发表了英文翻译的论文，且重

复发表的也存在（中英文双语）。此处略显情绪，只因叹息！

1.3平行世界的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似乎还在和世界之外的体育科学家

处于两个平行世界里，而不相融，不相识。当下体育科学研

究大多数热点似乎都能找到全球化背景，体教融合，体系医

融合等等，“炒现饭”式的学术研究总是被专家教授们牵着鼻

子走，也不乏鲜花掌声，可这似乎是关门“独乐乐”的狂欢。

世界提倡的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和体教融合没有本质区别，而

上个世纪西方早已实现了有社会科学主导转向自然科学主

导的体育科学研究，不仅仅是体医融合—大健康。整体来说

整合中国科学研究都在飞速发展但正视差距，平行世界里我

们都很难，国家早就走机制，留学出国访问研究，真希望能

够影响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能够自己带头出去深入

交流一年两年。

1.4“文”、“理”严重失衡的体育科学生态

“理以强国，文以治国”—中国体育科学研究过度消费人

文社科，自然科学研究式微。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学者大多

数都能侃侃几句，体育之所以不能让民众看到可见的实惠，

是在于学校体育教师都不能从生理，病理，心理机制来说明

体育的切实好处。理论是体育科学家关心的事情，老百姓不

会关心，学生可能因为你告诉她运动产生的血流切应力激活

血管内皮释放内皮因子对血管内皮功能有积极作用，运动释

放 BDNF 有助于大脑海马神经元发生，保护和抗衰老，保护

认知功能预防抑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这些知识好过千万次

的老生常谈多运动多锻炼。中文的博大精深和谈理念的人太

多，做实事的太少不无关系。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多元化是好

事，文字游戏化，和过度解读化，重复化，层出不穷的为热

点，阳光体育，快乐体育，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素质教育，

体医融合，体教融合等等。可能终将时过境迁，而当我们回

到过去再看的时候只能是一地鸡毛，无比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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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学术的批判精神不复存在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在和国际学术研究处于平行世界的

同时，学术内部的批判精神和百家争鸣不复存在，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论文我们还能够看待评论性和争论性的学术

研究，但现在中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大家处于相安无事的各

自安好，即便是查询到的文献存在明显的学术不端，或者学

术知识上的错误。比如，有研究者在研究中认为中世纪的欧

洲对于体育又尊崇，大概是研究者不了解西方式，或者人类

历史，中世纪宗教文化对于体育的身体活动压制相当严重，

以至于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才恢复了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的错误知识一个例证，也许还会

存在但是少了学术批判和争鸣哪来成熟的知识体系，学术研

究成果和正确的知识不能打等号，也许发表的论文最后发现

是历史的倒退和反知识的。甚至于已经出现了唯心主义的科

研成果，比如研究“运动成瘾”的论文比如为什么有人喜欢马

拉松。量子力学在爱因斯坦去世之后才能够真正发展成为现

代物理理论的重要基础。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发达

的资本主义欧洲取得胜利，但最终在中国一个农业旧中国成

功。学术研究没有权威，知识没有定论。

1.6 青年学者成长的空间在压缩

其实真真对于科学研究有兴趣，有志向的人确实存在，

但是有时候不得不说管理体系改变了一些，或者不能独善其

身。一条平行线（如下），中间会出现科学研究伦理道德问

题。有了前面的几点加上现在的学术生态年轻人的空间不得

不被压缩。项目申报没有体育学科青年基金，成果发表看资

质，“学术造王”运动的缺失都在一步步限制青年学者空间。

科学研究兴趣—写论文—发论文

不得不做科研—想办法—搞论文

2青年学者怎么做——不破不立

2.1 管控时间

因为你有很多事情，部门管理者会有任务安排你去作，

而你的导师，你的合作者，你的家庭，你们社会交际，都在

无形中压缩你的科研时间，在某种程度中国科学研究投入占

据世界第二，资金已经不再是限制中国学者的前提条件，而

是，时间成本越来越重要，事情多，时间就显得更为珍贵。

而另一面就是青年学者不大可能有很多研究生可以做到时

间是的分流和聚集，可能亲力亲为所花的时间更为重要，以

及效率的问题。但你要做学术就必须把自己的时间尽可能地

利用起来，你不可能像具有高超研究技能，广博学识的学者

那样快速出成果，或者高水平的成果，需要地是静心，沉下

来聚焦一个问题，深入地区推进它发现新的知识，这都是需

要时间的。或者可以这样问自己多久没有认真看完一本书

了，多久没有认真看一篇文献，反复看，追逐它的参考文献，

2.2不盲目凑热点

那是专家做的事，专家聚焦的是宏观，而你需要在他的

基础上推动产生新的知识。比宏观研究你可能意愿不如具有

广博学术和学术视野的专家教授，而你的成果又要在他的维

度差内展开评价，这本就是一种不公平。但是专家教授不一

定对具体细节和新的小的知识有深入地研究和追逐，因为专

家都很忙。而青年学者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地推动式的

研究，即避免的正面交锋，又能够迎合审稿人的期许（当然

学术的本质不是迎合），相反还期待学术的批判精神。

2.3走出去看世界会比伟更还伟大

人才是国家竞争的根本，人才也是学校竞争的根本，更

是自己竞争的根本。国家对于人才的投入巨大，每年公派出

国的项目相对充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

施，将会更加注重具有全球化背景和视野的高精尖人才培

养，年轻学者具有好的语言基础，和敢于打破常规，能够在

更高的学府去学习，将自己的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杂志上，

为中国体育发声，述说中国体育故事，也是一种新的选择。

除了国家对于出国人员的支持，各省市，学校也有相应的项

目支持出国学习的经费和项目。中国体育科学研究需要走向

世界前列，青年学者作为未来的希望，义不容辞应该于世界

接轨，开展具有国际视野的科学研究合作。是体育强国建设

道路上体育科学研究责任的担当。

2.4开展合作

在科学研究中开展国际合作，跨区域合作，跨校合作。

如果说要学习科学研究最先应该学习什么，我想应该就是要

学习合作，在全球化，和知识开放的时代，要获得更高质量

和更高水平的研究，开展合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现新的知

识将是一种必然，中国由于科研业绩管理的限制更多地倾向

于同一单位的合作，但是很多国际一流研究者更加倾向于多

学科，多区域，过国家的科学研究的合作，能够获得更多不

同的收获。中国青年学者应该勇敢拥抱世界，在文献中发现

合适的期刊，和自己领域的知名教授和研究员，建立互信，

共赢的合作。以此来发展中国体育科学研究水平。建立完整

的世界视角和东西方文化差异，在差异和差距中获得自己研

究的论据，论点。提升研究的格局和视野。

2.5多做自然科学类的体育科学研究

受历史和学科限制中国大多数体育专业生，到大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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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到最后成为专家教授，出至文科背景的较多，且占

据绝对优势，而者也导致了体育科学中篇自然科学的学者和

专家相对较少。青年学者，尤其是具有理科背景的研究者应

该更多的弥补和探索自然科学的研究，来验证和夯实理论上

的观点的正确与否。因为青年学者具有较好的学习能力和少

的思维定势，能够发挥更好的探奇心理。而这样也更好的避

免了理论上的重复研究，以及和专家比理论，比观点，还要

被专家裁决的尴尬境地。理论观点有好有坏，有多种，有可

行和不可行，但是自然科学验证的结果之后是或者否，能够

直接支持体育工作的实践，发展体育事业。在中国体育科学

研究过度消费社会科学理念的时代，发挥自然科学的力量来

打破这种失态也是对中国体育科学研究事业做一点贡献。

3 小结

科学研究需要兴趣，科学研究也需要土壤，固化板结的

土壤长不出参天大树。青年学者需要不断地开拓自己，迎接

挑战地同时发现新的机遇，并获得新的成果将是我们这一代

人应该面对的。毛主席在出访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说过一句

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是

的，体育青年学者需要坚定信心，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保

持对于学术的追求和科研的热情。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

现青年学者正当时，青年学者是体育科研走向强国时代的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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