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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内生动力:
身体形象和身份认同文化的重塑与传播

王佃娥1,杜发强2

(1.天津体育学院,天津 301617;2天津大学 体育部,天津 300072)

摘 要:消费社会下,仅仅将 “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作为学校体育工作的核心目的,将难以激发青

少年学生参与学校体育活动的内生动力。为此,在分析身体形象与身份认同文化重塑必要性的基础

上,将 “体型健壮、体态优美、身体健康”的身体形象视为理想的尺度与范型,并指出体育运动是最

经济、安全、有效的身体规训技术。最后提出,利用影像技术和社会化网络媒体促进 “新身体形象

观”的传播,通过将体育消费意识内化、彰显身体形象身份识别价值、赋予理想身体形象正能量以增

进新身份文化的认同,最终激发青少年学生参与学校体育活动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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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是我国开展学校体

育的核心目的。然而,一方面因为体质的概念比

较抽象,青少年学生看不到、摸不着,更无法感

知体质的增强,不能体验获得感;另一方面身处

生产高度现代化、自动化的现代社会,体力已经

不再作为人类劳动的必要条件[1],即人体体质在

生产生活领域中的贡献日渐式微,所以如果一味

强调学校体育 “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功能的实

现,将难以激发消费社会下青少年学生参与体育

活动的内生动力。鉴于此,分析消费社会的主要

特征,实现学校体育与青少年学生需求之间的契

合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 身体形象与身份认同文化重塑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人们在满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之后,开

始关注高层次需求,关注个体的全面发展,并对

身体进行投入,需要 “身体的在场”来满足存在

感的需要。

1.1 消费社会中身体消费的需要

在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形象价值与文化精

神特性的消费社会中,身体消费愈加普遍,展示

场景渐趋多元。身体不再是宗教视角中的肉身,
不再是工业逻辑中的劳动力,而是被视为社会礼

仪要素的消费品。身体不仅有使用价值,更有符

号价值和交换价值。身体越是接近理想形象,交

换价值越高。个体唯有对身体进行 “自恋式”投

入,才能将欲望的力量变成可合理操作的符号。
这样一来,为了符合消费符号的要求,力求身体

完美便愈加受到普遍认同。此外,身体展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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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加多元,既可以在卧室内,又可以在卧室外;
既可以在私人空间,又可以在公共领域展示。理

想身体形象的拥有者会更轻易地凭借自己出色的

身体资本在多元的消费市场交换到自己需要的

利益。

1.2 西方 “个性”教育理念的影响

在后现代教学理论 “非中心化”特征的影响

下,很多家长开始重新审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人与现实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思考孩子

的教育环境问题:由过去关注孩子的考试成绩转

为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越来越多的

家长形成了正确的教育观,和孩子共同参加体育

锻炼,注重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规

训身体,帮助他们塑造良好的身体形象。

1.3 新生代学生寻找 “存在感”的需要

在 “万众看脸、大众将身材与修养自动链

接”的年代,如果我们仍然仅将身体视为国家民

族自强与复兴之工具的话,难免有滥用 “责任”
形成专断教学之嫌,难免使学生产生受他人控制

之感,会削弱学生参与学校体育活动的内生动

力。学校体育相关工作者需要认识到,青少年学

生在体育教学中表现的意志缺乏,实则起因于未

能肯定其自我存在,不能自由地选择教材。欢愉

的、自主的、创造的自主活动已被严肃的运动技

能代替,每一行动和动作均有外在因素决定或控

制。如受制于老师的主观期望,学生个体原始的

运动感 受 性 和 个 体 存 在 经 验 被 忽 视。Deci和

Biddle的研究表明:“过分强调高运动技术的改

进和运动效率的提高,必然形成呆板僵化的、缺

乏情绪表达的体育教学,必然致使学生产生与现

实的运动或体育情景格格不入的感觉,在课堂教

学中的消极怠慢,甚至逃课。”[2-4]因此,在体育

教学中不要忘记把具体的个人当作主体,更不要

忘记赋予具体的个人以存在的意义,让具有 “主
体性”的个人能够发挥 “自由抉择”的力量,为

自己的目标或理想奋斗。

1.4 身体的 “在场”,从工具变成主体的需要

很多中外传统文化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

身心截然分割,高扬心灵的正面价值,贬低身体

的作用发挥,身体成为被贬低、否定、压抑的对

象,将身体作为抽象的存在,致使身体 “不在

场”。这种 “不在场”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人

的 “爱智”哲学观中,智慧是 “属灵”的,身体

是灵魂的监狱,虐待身体是求得心灵提升、实现

自由超越的途径。希腊人的这一传统延续到近代

启蒙运动[5]。直至20世纪,身体渐入哲学社会

科学的研究视野,梅洛庞蒂、福柯、高夫曼、布

迪厄都试图超越身心二元论。
比之西方重心轻身,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身

体欲望的压抑更是比比皆是。孔子提倡:“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将身体欲望降至最低点,以反衬道德的高

尚。更有甚者,将身体欲望视为淫荡的代名词,
对身体施加禁欲主义控制。新民主主义革命以

来,身体控制逐渐解禁,但身体又被纳入国家民

族的自强与复兴的规训下,被视为革命与生产的

工具。
然而,今天的人们无一例外地身陷崇尚身体

审美化的消费大潮中。在消费社会,身体成为现

代普通人确立自我身份的核心和彰显个性的主要

途径。于是,顺应时代潮流,破除身体禁忌,重

视 “身体问题”,确立 “身体在场”意识,关照

身体审美,消解身心二元、灵肉分裂、身体工具

化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理想身体形象的重塑与身体规训技术

新的身体形象文化认为身体是快乐的载体,
身体越是接近年轻、健康、美丽和性感的理想化

形象越具有交换价值。然而,在大众文化的操纵

下,网络上出现了A4腰、i6腿、锁骨放硬币等

以瘦为美的 “好身材”标准[6],在一定程上助长

了盲目减肥之风,也导致一些青少年因担心把身

体练壮,对学校体育锻炼持消极态度。长此以

往,将严重影响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这提示

学界应重塑积极、健康的身体形象和身份认同文

化,引领青少年正确进行身体规训,在尊重身体

差异性的同时,提供科学、健康、切实可行的身

体规训技术,为满足其特殊的需要提供可参考的

路径。

2.1 重塑理想的身体形象

在高新科技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领域的现代

社会,一方面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和时间被极大

地扩展,休息时间被严重挤压;另一方面,人体

大肌肉群得以刺激和锻炼的机会大大减少,这使

人们不得不承受精神紧张和肌肉饥饿的双重威

胁。这要求我们在分析后现代工业经济和后现代

文化社会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既能满足审美

需要,又能为 “强国强种”打下坚实基础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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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标准。

2.1.1 体型健壮

体型是人体形状的总体描述和评定,是大脑

对直接作用于眼睛的人体形状的反映。体型健壮

就是身躯高大魁伟,骨骼强韧,结缔组织发达,
肌肉结实饱满,整个身体形态健壮、匀称、凹凸

有型,充满生命活力,运动能力强,能满足各种

运动的需要。

2.1.2 体态优美

体态优美是指人的形体和姿势美,包括比

例、匀称性、和谐性、线条等因素。在身体比例

方面,符合黄金分割比例,抑或遵循科学家、艺

术家从模糊数学概率中寻求的比例关系。在身体

匀称性方面,重点着眼于人作为整体的各部分组

合的适度、适中,恰到好处。著名美学家普列汉

诺夫强调,“匀称的身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能给

人愉快的印象。”[7]身体和谐性主要包括各器官系

统功能、各形态要素、外部形态与内部功能等方

面的和谐。而线条美则是指男性体态线条多平直

有棱角,显示出刚劲有力和阳刚之气;女性体态

线条圆润柔和,显示出温婉丰腴而具有流动感。

2.1.3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是指身体生理机能正常,能够显示

出良好的精神状态。在外部形态方面,健康表现

为身体各组成部分的协调一致,如肌肉、骨胳、
体型方面的优化组合。在身体质量方面,健康是

人身体机能呈现出的完整程度,如体态、体型、
素质的协调统一。在精神方面,表现为乐观向

上,百折不挠,对生活充满信心,尽显青春之

美、生命活力之美。

2.2 身体规训技术

时至今日,身体早已脱离了其原有的含义,
个体开始关注身体的规训与管理,身体也成为人

们追求突破、承载快乐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
身体变成了被规训的实体,可以通过艰苦的努力

锻炼,塑造成自己满意的身体形象。饮食控制、
体育运动、使用药物、身体整形是四种雕塑完美

身体形象的基本技术[8]。相对于其他三种方式,
科学的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是身体塑造和身体规

训的安全手段,对健壮、匀称、富有青春活力身

体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必须

重视学校体育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强化体育锻

炼意识,使广大青少年在重视身体塑造的同时,
能够选择经济、安全、有效的身体规训技术———

体育运动。

3 新身体形象与身份认同文化的传播

庄晓东博士认为:“文化的核心本质就是意

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阐释,传播就是意义的共

享和生命空间的对话。文化传播就是变独有为共

享。”新身体形象与身份认同文化的传播是完成

理想身体形象的意义的共享,变独有为共享,规

范青少年 “身体形象观”,形成重视青少年身体

形象的浓厚氛围。

3.1 “新身体形象观”的传播

体型健壮、体态优美、健康积极的身体尺度

与范型,不论在满足后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方

面,还是在更好地进行种族延续方面,无疑都有

重要的价值。为完成 “新身体形象观”的传播,
变独有为共享,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1 利用影像技术,培养形象消费需求

信息社会中,影像已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做出种种判断的重要依据。麦克卢汉在 《机器新

娘》中指出,“社会的民俗已经不再由教育和宗

教决定了,而是由新闻、电影、特别是广告决定

的。”[9]这样一来,影 (拟)像成为生活方式、行

为方式的引路人,以软性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

前,润物细无声地让我们 “缴械投降”。大量存

在的视觉形象主宰着消费文化,使个体对外表和

身体展示更加敏感,培养了人们对形象消费永不

满足的需求。影像传播对消费文化影响很大,它

将人们关注的焦点引领到身体、服装、举止等社

会性方面,将苗条、美丽和健康与一个人的魅力

和价值建立联系。为了提升身体魅力和价值,人

的身体正逐渐被当作有差异的、需要特殊对待的

实体,消费者可以通过锻炼、节食、化妆、美容

手术等把身体与形象分解为一系列可组装与塑造

的 “部件”。
为此,我们应深刻认识到影像传播在引导青

少年重视身体形象,引导规范 “身体形象观”方

面所形成的 “霸权”。因此,可以邀请在青少年

群体中产生较大影响的知名明星作为理想身体形

象的广告代言人。明星们迷人的气质、美丽的身

姿、成功的自信,会使青少年学生在享受视觉盛

宴、接受形象示范性教育的同时产生一种向往的

冲动。理想身体形象的范型与尺度借助大众传媒

的传播力量逐渐成为一种 “标准”深入人心,使

塑造良好的身体形象成为普遍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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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利用社会化网络媒体,营造重视身体形

象的氛围

社会化网络媒体是指以社交网站为平台,以

用户为中心,以促使信息的交流、传播和共享为

目的的新型媒体服务模式。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

化网络媒体推动社会舆论方面的作用早已达成共

识。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大众在接受过程中

不断改变自己的立场,以适应集体意识的需要,
融入大众旨意,使原有个体化行为转变为普遍性

事件,成为时代潮流,形成社会流行。”[10]充分

调动社会化网络平台用户参与的积极性,通过平

台多发布一些与健身和身体形象相关的内容,营

造起青少年重视身体形象的浓厚氛围,引领社会

风尚,形成社会潮流。一些大 V发布的信息通

过关注或转载的方式会以几何级数传播。因此,
可以请一些深受青少年学生喜爱的明星作为代言

人,将身体形象的标准及其规训身体的实况、心

得体会等发布在社交网络平台上,通过 “粉丝”
的层层转发,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其次,应

支持青少年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

主题的健身活动,并鼓励青少年将自己参与活动

的信息与朋友分享,以产生 “真人秀”的效果,
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从而使他人产生身份认同

感,激发 “我也能行”的冲动。

3.2 新身份文化的认同

“新身体形象观”的意义、价值能否达成,
取决于它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位置,取决它

对个体的价值观与行为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大众

对它的认知、内化程度。

3.2.1 宣传体育消费的正向价值,将体育消费

意识内化

商业广告通过宣传商品能给消费者带来快乐

与满足,从而谋取市场利益和扩大再生产。如此

一来,体育产品提供者与消费者就建立起了 “合
作”的关系。对此,福柯用 “规训”进行了很好

的阐释。所谓 “规训”的一种意义是令人联想到

惩罚和强制的行为的负能量,另一种意义是与自

我实现和成就联系在一起的正能量。福柯认为知

识使人臣服,因为我们必须要借助各种知识体系

来被社会主流评价体系认可。所以,这种规训不

单是外界强加的,同时也是人们为更好地实现社

会分层向上流动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在这个意

义上讲,体育消费意识亦即 “规训”,它应该深

深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每个片段和细节,化作消费

者大脑中不可或缺的观念。让消费者 “自由地同

意”并主动配合体育消费知识和话语的传播机

制,如 “常识化”,即通过建构体育生活方式的

常识,人们主动参与意识形态的运作;如 “主体

化”,即按照权力关系的要求借助大众传媒建构

消费主体,使其认同自己的角色。
3.2.2 彰显身体形象身份识别价值,强化身体

自我认知

张林等研究指出:“身体意象的社会文化观

认为,社会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与行

为,并在理解个体是如何感知自己以及如何被他

人感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化崇尚外表魅

力,那么个体就会看重自己与他人的外表魅力,
反之亦然。”[11]据此,我们应加强相关文化的建

构,让青少年学生认识到身体是快乐的载体,身

体越是接近健壮、匀称、美丽、充满活力的理想

化形象越具有交换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身体形

象正在成为一种符号,各种不同的亚文化群体正

在用它来建立和传达各自的识别特征。与此同

时,主流的社会文化应建构一种完美的身体形象

理论模型,并借此建构和传达一种身份识别,为

青少年提供一种共同分享的经验和一种对话与互

动的参照体系,培养人们的 “自我”观念,激发

青少年塑造完美身体形象的欲望,使青少年通过

不断从事具有符号和情感因素的身体活动,实现

精神上和生理上的趋乐避苦,并对这种经验加以

组织、解释和系统化,逐渐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

快乐观和自尊感。
3.2.3 赋予理想身体形象正能量,形成珍视身

体形象的意识

形而上的研究者们需要以哲学为撬动意识的

杠杆,将身体、身体活动、体育运动重新置于话

语体系的中心。将标准的身体形象视为攸关个体

生活成败的资本,视为人格成熟、事业成功的象

征,使人们臣服于这种集体压力,激励人们给予

自己的身体更多的关注和考虑。保持完美的身体

形象需要抵抗一些诱惑,拒绝一切可能损害身体

形象的美味和热量,还需要坚持不懈地运动。于

是急需人们赋予自己追求理想身体形象的正能量

———如果自身外在体形不够完美,将感到内疚和

羞愧,抑或是罪过和耻辱———形成珍视身体形象

的意识。

4 结语

在努力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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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激发青少年的体

育锻炼热情,摆脱青少年学生身体活动不足的困

境,切实改进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可以为更好地

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做贡献。结合当

前社会发展实际,强调青少年身体形象的重塑和

身份认同文化的传播,将促使青少年身体健康这

一总目标分解为更有吸引力、更易实现的阶段性

目标,发挥价值引领功能,激发青少年学生参与

学校体育活动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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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genousMotivationofSchoolPhysicalEducation:Reshapingand
SpreadingofBodyImageandIdentityCulture

WANGDian’e1,DUFaqiang2

(1.TianjinUniversityofSports,Tianjin300381,China;

2.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381,China)

Abstract:Inaconsumptivesociety,simplytaking“enhancingphysicalfitnessandimprovinghealth”

asthecorepurposeofschoolphysicaleducationwillbedifficulttostimulatetheendogenousmotiva-
tionofyoungstudentstoparticipateinschoolphysicalactivities.Forthisreason,basedonthe
analysisofthenecessityofreshapingthebodyimageandidentityculture,thebodyimageofsturdi-
ness,beautyandhealthisregardedastheidealscaleandmodel,anditispointedoutthatphysicalex-
erciseisthemosteconomical,safestandmosteffectivebodytrainingtechniques.Finally,itispro-
posedthattheuseofimagingtechnologyandsocialnetworkmediashouldbeadoptedtopromotethe
disseminationofthe“newbodyimageconcept”,byinternalizingsportsconsumptionawareness,high-
lightingthevalueofbodyimageidentification,andgivingpositiveenergytoidealbodyimagetoen-
hancetheidentityofthenewidentityculture.Theendogenousmotivationcanultimatelystimulate
youngstudentstoparticipateinschoolsportsactivities.
Keywords:schoolphysicaleducation;intrinsicmotivation;bodyimage;identity;remodeling;dis-
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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