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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探索

———评布特教授团队 《体育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研究》一书

邹新娴1,2

(1.北京体育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2.北京冬奥文化与冰雪运动发展研究基地,北京 100084)

摘 要:《体育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研究》是湖南师范大学布特教授团队撰写出版的新力作,是体育

界第一本较为系统研究体育新质生产力的专著。全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指

针,结合体育科技发展大趋势,提出 “体育新质生产力”概念,并从内涵、价值、特征、理论体系等

维度深度分析讨论,对促进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本着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态度,
从新观点、新体系、新领域三个维度介绍和分析全书,同时就体育新质产生力聚焦体育强国建设和推

动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技术性和战略性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旨在为读者阅读和理解本书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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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0月,布特教授科研团队撰写的学

术力作 《体育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研究》由湖南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体育学界的

广泛反响。该书不仅揭示了体育新质生产力的深

刻内涵与时代价值,更为体育界研究新质生产力

问题提供了新范畴、构建了新体系、开辟了新领

域,同时也激发了我们对于中国体育事业在未来

如何有效运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深刻思考。

2023年下半年, “新质生产力”一经提出,
就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众多专家学者从体

育领域出发,撰文解读新质生产力,基本上聚焦

在体育事业、体育产业、全民健身等方面,但不

免会引起一些读者的疑问: “体育新质生产力”

是什么? 为何要探索 “体育新质生产力”? 马克

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体育

作为社会最活跃的要素之一,不仅在生产力的推

动下不断变革和发展,还形成了独特的要素内

涵,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因此,“体育新

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新质生产力在体育

领域深化研究的标志。

2024年3月4日,布特教授率先在 《光明

日报》发表 《以新质生产力助推体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一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随后该文被学

习强国、《人民日报》网络版全文转载。3月28
日,布特教授又在 《湖南日报》理论版发表 《培
育新质生产力,激发体育产业发展新活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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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深刻阐述了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体育产

业发展培育新形态、增添新动力的观点。在此基

础上,布特教授不断深化理论探索,在全国范围

内首次提出 “体育新质生产力”概念,并带领苏

立德、郑澜等科研团队成员分别在 《北京体育大

学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发表 《体育新质

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价值与形成路径研究》 《体
育新质生产力探究》等文章,系统论述体育新质

生产力概念及其理论系统,开创了体育新质生产

力研究的新领域。6月29日,上海体育大学与

腾讯公司联合公布的中国体育行业首个 “体育大

模型”,不仅引起了全国体育界的高度关注,也

可视为体育新质生产力概念及理论的有力体现。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体育新质生产力理论体

系研究》的出版,不仅深化了体育新质生产力的

理论研究,也将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产生深刻变

革,是一本具有浓厚时代特色和较高学术价值的

著作。

1 创立了体育新质生产力研究的新范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

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

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

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从这一重要论

述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具有三个核心要义。一

是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
 

“新”,即如习近平总书

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的,“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核心要素”[2]。二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在 “质”,表现为 “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更新和经

济社会发展效果的质变”[3],以及劳动者、劳动

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升级的变革。三是新质

生产力的落脚点在 “生产力”,其代表的是一种

先进生产力,本质上是劳动工具、劳动方式的先

进性在经济结构和社会变迁中所呈现的标志。新

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重要

理论成果,也是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

创新发展。
该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系列

重要论述为指引,提出 “体育新质生产力”新范

畴,将体育新质生产力界定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而提出的具有体育发展新性质的生产力,“新技

术、新价值、新要素、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

是体育新质生产力建构的核心要素”[4],并提出

其将成为新时代推动体育事业进步与变革的重要

力量。
该书在界定体育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时,重点

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创新,并进

行深入剖析,具体提出体育新质生产力是在科学

技术飞速发展下所孕育的具有智能化、效率化、
低碳化等特性的体育新发展,是一种质的飞跃,
在体育科技的革新与产业形态的演进中发挥着核

心作用,不仅满足了我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迫

切需求,更为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4]。同时,该书还指出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实

质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在实现技术革命性突

破、促进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创新体育资源要素

配置中形成的新技术、新价值、新要素、新业

态、新模式、新动能[5]。这不仅揭示了体育新质

生产力的内涵,也凸显了科技创新在体育事业发

展中的关键作用。在体育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中,
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三要素的理论框架,
解释了体育新质生产力的 “新”体现为科学技术

新变革、劳动者素质新提升、劳动要素新拓展、
劳动对象新发展,是以新兴技术为主体统领体育

运动的参与者、体育运动改造对象、体育运动设

施和器材等工具要素体系的生产力;体育新质生

产力的 “质”体现为以数据为要素构建新质量、
新性质、新品质的体育生产力全要素体系,为运

动训练、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诸多领域创造出

更高质量的新技术、新价值、新要素、新业态、
新模式、新动能,为体育事业带来变革性、颠覆

性、超越性发展[6]。该书还深入剖析了体育新质

生产力以创新为驱动、以数据为关键性要素、以

提质增效为基本要求、以多元融合为结构体系、
以绿色低碳为根本目标的新特征。

全书所构建的体育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不

仅精准捕捉了当前体育领域发展的新趋势与新动

向,还为学术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范畴、新视

野,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与实践指导。

2 构建了体育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新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做出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并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新战

略,不仅丰富了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更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

科学指导。全书以习近平总书记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论述为研究指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发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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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为构建体育新质

生产力研究的独立理论体系作出积极探索。全书

构建了以 “内涵新论”“特征论”“区别论”“青
少年体育论”“全民健身论”“竞技体育科技论”
和 “体育产业论”为核心的 “七论”框架,形成

了研究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完整、系统的理论体

系。其中, “科技创新”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
将各论紧密串联,形成了系统化、层次化的论述

过程。具体而言,“内涵新论”部分,探讨了体

育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形成背景及其对社会

发展的价值贡献等内容,形成导论和引论体系,
为后续章节的讨论和研究构建了逻辑框架;“特
征论”与 “区别论”则通过对其独特属性的分析

及与传统生产力的比较,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对

体育新质生产力本质的理解,将导论内容提升至

更为深刻与系统的论述层面; “青少年体育论”
“全民健身论”“竞技体育科技论”和 “体育产业

论”,则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内

涵、实质进行了具体化论述,不仅展示了体育新

质生产力在体育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深远影响,
还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和启示。从以上

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书为读者提供了清晰、严

密的体育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更展现了其作为

新理论观点与研究成果的独特价值,尤其是该书

所展现出的鲜明特征,为体育领域的研究注入了

新的活力。
首先,具有战略前瞻性。该书以前瞻性的战

略视野深刻洞察到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科技

创新问题。第一,明确指出体育新质生产力是推

动体育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强调了

在新科技革命席卷各行各业的背景下,通过引入

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变革体育发展模式、提

升体育技术创新能力。该书指出:“体育新质生

产力的新技术是指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

下,与体育领域深度融合,展现出智能化、数字

化、低碳化等显著特性的新技术。具体来说,体

育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以大数据、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支撑,通过先进的算法和模

型,对体育领域生产运营过程中的全要素进行资

源整合和创新配置,形成生产运营、管理和服务

的全要素、全过程的技术革新,推动体育事业向

更加智能化、数字化、低碳化的方向发展。”[4]

通过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体育劳动者素质提

升、劳动对象创新开发、劳动工具智能化发展,

实现体育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解

决了体育未来发展科技创新驱动问题,确保体育

行业能够紧跟科学技术创新步伐持续高质量发

展,这充分体现了全书的理论前沿性和实践战略

性。第二,该书提出,“以科技为驱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新型体育模

式代表了体育领域内新质生产力的一次飞跃,其

背后是技术革新与产业融合的不断深化”[4]。要

全面促进体育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

深度整合,加速体育科技创新成果向实际体育生

产力转化,从而不断促进体育新业态和新模式涌

现。这科学回答了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下,建设体

育强国的新发展模式问题,充分展示了该书对建

设体育强国的核心战略性问题的高度关注。第

三,该书创造性地指出体育新质生产力所构建的

新型体育生态体系是通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丰

富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

产业,推动体育发展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

革,满足群众多元化、高质量的体育需求,从而

回答了体育发展的根源性问题。这不仅是对我国

体育事业发展现状的深刻洞察,更是对未来发展

方向的精准预判,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宝贵的理论指引。
其次,具有理论独创性。在科技迅速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传统体育生产力理论已经难以全面

解释和指导现代体育所经历的快速变革与发展问

题。该书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前瞻性的战略思

维,综合运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
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构建了完整的理论

体系,在科学提出体育新质生产力概念之后,对

体育新质生产力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
准确反映了现代体育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是

对体育生产力理论的一次突破性探索,为推动现

代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同

时,该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不仅拓宽

了研究广度,更挖掘了研究深度,指出如何将先

进的生产力理论应用于体育实践,解决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展现了其在体育学术领域的

独创性和重要价值。
最后,具有实践引领性。该书在理论阐释与

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不仅为体育领域在 “量”的

扩张与 “质”的提升双重考验下寻求破局之道,
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与竞争优势,还开辟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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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当前困境、探索解决方案的独特理论视野,
展现出重要的实践引领价值。第一,着重阐述了

体育科技创新环境构建的重要作用。“为推动新

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必须深化全面改革,构建

与之相契合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协同融合生产

要素的配置模式,塑造出更具活力的管理模式与

体制机制,进而激发各方积极性,促使各类优

质、先进的生产要素顺畅流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洪流中。”[4] 一个健康、活跃、富有创造力的科

技创新环境,能够吸引并汇聚大量的科技人才、
资金及其他资源,为体育科技的研发、成果转化

与应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推动其持续进步与革

新,加速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进程。第二,提

出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及网络化转型的时代潮

流,深度挖掘体育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巨大

潜能。“促进跨区域、多层次的算力网建设,从

体育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等多个维度加强法律保障,打造数字化体育产业

生态集群,建设智能场馆、智慧步道、智慧公

园、智能跑道、虚拟骑行等多样式的新型体育场

景。”[4] 对体育领域各要素进行根本性变革与重

塑,开辟全新发展路径。第三,提出要着力解决

因体育产业体系滞后导致的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不

足、体育产业辐射带动作用弱化等问题。强调构

建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的重要性,提出要促进

全产业链的现代化升级,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

协同合作,增强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激发创新

活力。第四,在国家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的宏观

战略下,体育事业要成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展现绿 色 发 展 成 果 的 排 头 兵,走 在 前,做 表

率。要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体育事业各环

节、各领域,加 强 绿 色 体 育 科 技 的 研 发 与 应

用,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还

向社会传递绿色生活的正能量,引导社会各界

共同参与到绿色发展的实践中来,为实现全面

绿色转型贡献体育力量。

3 开创了体育新质生产力研究的新领域

该书作为研究体育新质生产力的首部专著,
提出的新技术、新价值、新要素、新业态、新模

式、新动能,概括讲就是 “三个新领域”。一是

研究如何将新技术、新价值、新要素应用在体育

事业发展中的问题。现代体育是当代社会最活跃

且极具开放性的领域,其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尤

为突出。新质生产力是以新型科学技术为主导、
以创新为宗旨的新型生产力,正如书中指出的,
体育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 “创新”力量,是 “推
动体育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所在。创新驱动是体育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要义,要求在创新驱动过程中充分发挥体育

事业各主体的能动性,推动体育产业从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4]。提出和研究体育新质

生产力本质上就是倡导体育事业积极拥抱现代科

技,推动如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

体育事业的广泛应用与深度融合,这必然拓展了

体育理论研究的领域,也是实践层面的创新。二

是研究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如何改革体育事

业发展结构的问题。现代体育正处于新科技革命

浪潮的前沿,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对

传统体育发展模式提出了新挑战。只有调整和优

化发展结构和模式,才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体育

发展需求。否则,体育不仅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

健身和健康需求,更可能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

潮中处于被动。因此,研究如何利用体育新质生

产力所依托的新技术来改变体育发展方式,不仅

要关注最新科技成果本身,还要深入探讨其在体

育实践中的应用潜力及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促

进体育发展呈现出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这

既是体育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又是体育理论研究

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未来趋势的关键所在。三是

探索体育劳动者、体育劳动资料、体育劳动对象

及其优化组合发展方式的新领域。书中提到,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来说,新质生产力以科技

创新赋予体育产业新的生产能力,推动了劳动者

跃升,创造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劳动资料

跃升,实现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劳动对象

跃升,展现新空间、新领域、新样态;三要素优

化组合,实现高水平、高效率、高质量发展。生

产力三要素的跃升及其优化组合,将进一步提高

体育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创新水平,形成以高水平

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多维协同融合为支撑、以绿

色低碳发展为导向、以产业质效提升为目标的新

发展模式,更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4]。这种全

方位的发展模式不仅能够促进体育事业内部结构

的优化升级,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着眼点。
目前,我国体育理论研究很少从生产力的维度审

视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尽管在体育场地设施、运

动员和教练员等维度研究成果丰硕且具有重要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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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意义,但这些研究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整合

性,若从生产力的系统性视角,特别是结合新质

生产力理念来审视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将其置于

更为宏观的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加以考量,必将为

体育理论研究带来全新思路和发展方向,促使竞

技运动训练更加科学、大众健身更加高效,加速

体育事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进程,开启体育发

展新篇章。
目前,虽然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刚刚

起步,但已经形成研究热点和前沿,体育界也是

如此。我们以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作为期

刊来源,以 “新质生产力” “体育”作为主题词

进行文献检索,截至目前初步检索出文献81篇,
剔除重复、不相关题录及会议报告等,最终获得

有效文献75篇,其中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来

源文献共有41篇。现有文献资料显示,体育领

域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多数围绕新质生产力赋

能体育的内涵特征[7-8]、价值意蕴[9-11]、作用机

理[12-13]、实践路径[14-15]展开,此外还有新质生

产力对体育科技产业[16-17]、体育旅游产业[18-19]、
体育文化产业[20]的影响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我

们理解新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聚焦体育内在的新质生

产力发展机制、体育事业发展生成的新质生产力

要素、体育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影

响等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 (包括上述布特团队的

2篇论文),特别是在对体育新质生产力内在规

律、运行特征等方面的认识和探讨方面,还有很

大的空间。为进一步推动体育学理论研究向高质

量、高水平跃升,必须加强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

究。只有通过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才能揭示出体

育新质生产力背后的深层逻辑,进而为推动体育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对于满足体

育强国建设的理论需求至关重要。正如著名体育

教育家、北京体育大学原校长杨桦教授为该书写

的序言所说,“体育新质生产力,是体育理论研

究的一个新课题,也是推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的动力源。体育新质生产力研究要聚焦国家体

育发展核心战略,紧紧围绕实现体育强国、健康

中国的战略目标来研究关键技术问题,提出有前

瞻性、实践性理论模型和具体落实方案”。体育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深刻揭示了当代先进生产力

在体育领域的新样态与新动能,是由技术革命性

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共同催生的结果。发展体育新质生产力,绝非一

蹴而就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高度系统化、多维

度的综合性工程。这既体现了新质生产力本身所

具有的综合性特质,也深刻反映了体育事业自身

的复杂性和外部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趋势。对于

体育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是一项充满机遇与挑战

的开拓性探索。当前,这一研究领域尚处于起步

阶段,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处于

同一起跑线上,这为体育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探

索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未来,持续深化体育新

质生产力在不同方向、领域与应用上的研究尤为

关键。

4 结束语

《体育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研究》作为国内

首部研究体育新质生产力的专著,标志着我国体

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发展,彰显了其在促进体育理

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中

的现实价值,为体育领域的政策制定者、科研人

员及广大从业者提供了一套科学、系统的理论知

识框架,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满足

了人们对体育新质生产力深入理解和有效应用的

迫切需求。该书让我们对体育新质生产力研究充

满希望,也希望布特教授团队加强与同行的合作

交流,协同攻关,聚焦重点,在体育新质生产力

核心要素和关键技术应用、发展体育新质生产力

的人才建设等多方面研究中呈现更多新成果,充

分发挥理论引领作用,为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继续贡献智慧,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体育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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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a
 

new
 

masterpiece
 

au-
thored

 

by
 

professor
 

Bute
 

and
 

his
 

team
 

fro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It
 

stands
 

as
 

the
 

first
 

systematic
 

mon-
ograph

 

in
 

the
 

field
 

of
 

sports
 

to
 

explore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Guided
 

by
 

Pres-
ident

 

Xi
 

Jinping’s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book
 

integrates
 

the
 

broader
 

trend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It
 

delves
 

deeply
 

into
 

its
 

connotations,
 

value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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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the
 

humanized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fit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evolution
 

theory,
 

and
 

discusses
 

the
 

diversified
 

experience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under
 

the
 

form
 

of
 

dig-
ital

 

fitness
 

media.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fitness
 

relies
 

on
 

the
 

intelligence,
 

convenience
 

and
 

interactivi-
ty

 

of
 

fitness
 

App
 

in
 

data
 

recording,
 

online
 

teaching
 

and
 

instant
 

messaging,
 

which
 

meets
 

the
 

humanis-
tic

 

needs
 

of
 

fitness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hu-
man-computer

 

interaction,
 

circle
 

aggregation
 

and
 

multi-scene
 

media
 

compensation
 

measures,
 

digital
 

fitness
 

has
 

brought
 

three-dimensional
 

experience
 

such
 

as
 

body,
 

emotion
 

and
 

immersion
 

to
 

exercisers.
 

However,
 

digital
 

fitness
 

also
 

has
 

potential
 

perceived
 

risks
 

and
 

social
 

crises,
 

which
 

may
 

cause
 

people’s
 

sports
 

order
 

to
 

be
 

separated,
 

quantified
 

body
 

to
 

be
 

alienated
 

and
 

personal
 

privacy
 

to
 

be
 

violated.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digital
 

fitness
 

has
 

been
 

deeply
 

embedded
 

in
 

people’s
 

daily
 

life,
 

the
 

“humaniz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needs
 

to
 

be
 

highly
 

valued
 

by
 

the
 

society
 

and
 

strictly
 

supervised
 

by
 

the
 

gov-
ernment

 

to
 

ensure
 

its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media
 

evolution
 

theory;
 

digital
 

fitness;
 

humanized
 

trend;
 

crisis
 

of
 

modernity;
 

sports
 

or-
der;

 

body
 

alienation;
 

personal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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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ill
 

positively
 

impact
 

the
 

advanc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With
 

a
 

realis-
tic,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attitud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book
 

from
 

three
 

dimen-
sions:

 

new
 

ideas,
 

new
 

systems
 

and
 

new
 

fields.
 

At
 

the
 

same
 

time,
 

it
 

focuses
 

on
 

the
 

core
 

technical
 

and
 

strategic
 

issues
 

of
 

building
 

a
 

sports
 

power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ai-
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aders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book.
Key

 

words: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connotation;
 

value;
 

characteristics;
 

sports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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