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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事件频发,不仅有损中国足球品牌形象,长此以往也必将影响社会的

长治久安。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逻辑分析法对2022—2024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赛场131起暴力

事件进行研究,分析足球赛场暴力的特点,包括:施暴球员各级联赛分布均匀,施暴球员平均年龄大

于参赛球员平均年龄,暴力事件与主客场、赛况、比赛时间具有较强关联性,赛场暴力事件具有连锁

效应。在此基础上认为,相关法律不健全、体育教育人文关怀缺失、球员赛场心态调节能力较差、赛

场内职员观赛视角不佳是当前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事件多发的重要成因。针对这些原因提出现阶段

减少赛场暴力的策略:加快相关法律建设,加大部门监管力度;重视青训文化教育,提升球员规则意

识;增加运动心理训练,提高逆境应对能力;引入先进观赛设备,降低职员误解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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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4年是我国足球职业化的第30年,职业

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职业体育发展模式,将中国

足球推向了市场化轨道,此后中国足球无论在规

模还是影响力上都有了显著增长。中国足球协会

超级联赛 (以下简称 “中超”)开始于2004年,
是由中国足球协会组织、中超公司运营的中国级

别最高的足球联赛。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 (以
下简称 “中甲”)、中国足球协会乙级联赛 (以
下简称 “中乙”)是中超的下级联赛。由于起步

较晚,相关政策不够完善,赛场内的不和谐场面

频频出现,有些甚至演变为暴力冲突事件,参与

者不仅包含球员,俱乐部职员也时常卷入其中,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在行为没有越界的前提下,赛

场暴力是体育赛事的一部分,但如果暴力冲突在

体育比赛中占比过高,就可能让热血激情的比赛

走向野蛮与失控,这既不符合体育精神的发展要

求[1],也会对赛事造成恶劣影响,对于打造正面

良好的中国足球形象以及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产生

负面作用。
纵观国内外,赛场暴力的产生因素十分复

杂,可能涉及法律法规、青训教育、情绪管理等

多种因素,本文通过汇总2022—2024赛季中国

职业足球赛场暴力事件,分析其特点、影响与成

因,并为如何控 制 和 减 少 赛 场 暴 力 提 供 理 论

依据。

1 赛场暴力的释义

赛场暴力是体育比赛中发生在赛场内的激进

表现,国外学者对暴力提出了三个评判标准:①
有对他人进行身体伤害的意图;②通过言语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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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来发泄不满和抗议情绪;③极端暴力行为,即

行为人为了发泄个人怨恨,以对社会进行打击报

复并造成重大影响为目的的行为[2]。我国学者研

究认为,赛场暴力是指体育运动过程中赛事参与

者为了谋取胜利,采取体育规则范围以外的肢体

暴力或言语攻击手段来伤害他人的行为,或是针

对赛场公共设施的破坏行为[3-4]。可见,赛场暴

力行为会玷污比赛精神,有损体育运动宗旨[5]。
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中国足球协会

纪律准则》,对赛场暴力进行释义解读:赛场暴

力指比赛期间发生在赛场之内侵犯他人人身或财

产权利、伤害他人情感的非理智行为,包含肢体

冲突与语言攻击。

2 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乱象

中超、中甲和中乙构成中国男子职业足球联

赛,女子足球超级联赛、女子足球甲级联赛构成

中国女子足球职业联赛。在2022—2024赛季我

国职业足球的2
 

304场比赛中 (男足1
 

729场、
女足575场),共发生133起暴力事件,其中男

足131起、女足2起。由于女足样本数量较小,
故做移除处理,只以131起男足暴力事件为研究

对象。

2.1 暴力事件的表现形式

根据冲突参与主体,本文将事件分为球员及

球员间的暴力行为、球员对裁判员的暴力行为、
赛场职员引发的暴力行为三大类型,其中球员及

球员间的暴力行为共发生89起,球员对裁判员

的暴力行为共发生14起,赛场职员引发的暴力

行为共发生28起。本文中赛场职员泛指凭工作

证件入场并落座在替补席区域的俱乐部工作人

员,包含但不限于领队、教练团队、翻译、队医

等。表1展示了2022—2024赛季中国职业足球

联赛部分影响较为恶劣的赛场暴力事件。

表1 部分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暴力冲突事件统计

冲突类型 日期 涉事球队 联赛 暴力行为 发生时间 冲突时比分 球场性质

球员及

球员间的

暴力行为

2022-06-04 上海海港 中超 球员损坏公共设施 中场休息
0-0
(平局)

中立

2022-08-15
长春亚泰 &
天津津门虎

中超 双方球员暴力互殴 90+5分钟
2-2
(平局)

中立

2023-07-15 丹东腾跃 中甲 球员对对手使用侮辱性手势 90分钟
1-2
(落后)

客场

2023-10-14 武汉江城 中乙 球员对球童施加暴力行为 89分钟
1-3
(落后)

客场

2024-05-04
大连英博 &

广州
中乙 双方球员暴力互殴 90+12分钟

0-1
(落后)

主场

球员对

裁判员

的暴力

行为

2022-08-21 河南嵩山龙门 中超 球员对主裁施加肢体暴力行为 16分钟
0-2
(落后)

中立

2023-08-13 延边龙鼎 中甲 球员对第一助理裁判员施加语言攻击 39分钟
0-1
(落后)

客场

2023-10-10 广西蓝航 中乙 球员对主裁施加语言攻击 90+3分钟
1-0
(领先)

客场

2023-10-20 武汉三镇 中超
球员被罚出场,退场过程中对

第四官员施加语言攻击
84分钟

3-1
(领先)

客场

2024-06-01 泰安天贶 中乙
球员对主裁施加语言攻击

和肢体暴力行为
90分钟

0-0
(平局)

客场

职员引发

的暴力

行为

2022-06-20 成都蓉城 中超 职员暴力夺取赛事人员通讯设备 赛后
1-2
(输球)

中立

2022-07-31 青岛青春岛 中甲 职员对主裁施加语言攻击 赛后
2-1
(赢球)

中立

2023-05-19 深圳 中超
职员干扰比赛并对

主裁施加语言攻击
90+4分钟

1-1
(平局)

客场

2023-07-02 淄博齐盛 中乙
职员对对手职员施加语言攻击和

肢体暴力行为
90+5分钟

0-2
(落后)

主场

2024-06-08 上海海港B队 中乙 职员对球童施加语言攻击 64分钟
0-1
(落后)

客场

  注:根据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通报内容以及相关新闻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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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暴力事件的特点

本文通过查阅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处罚文

件,对以上131起球场暴力事件进行数据分析,
发现暴力事件具有以下特点。

2.2.1 施暴球员各级联赛分布均匀

以往学者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中超联赛,但

发生在低级别联赛 (中甲、中乙)的暴力事件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性质恶劣程度上并不亚于中

超联赛。数据统计显示,在被调查的131起暴

力 事 件 中,中 超、中 甲、中 乙 分 别 占 比

33.59%、41.98%和24.43%。在低级别联赛

俱乐部员工收入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中国足球

协会纪律委员会仍会对相关涉事人员给予严厉

处罚,但即便如此,比赛中球员斗殴、职员冲

突、威胁裁判等现象仍屡见不鲜,并且低级别

联赛媒体曝光较少,施暴者可能会更加肆无

忌惮。

2.2.2 施 暴 球 员 平 均 年 龄 大 于 参 赛 球 员 平 均

年龄

  图1显示,中超、中甲和中乙联赛中施暴球

员的平均年龄皆大于参赛球员平均年龄,且联赛

级别越低,双方的年龄差距越大,中乙联赛的年

龄差甚至达到了3岁。中甲和中乙球队人员构成

时常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即亟需实战锻炼的年轻

球员和处于职业生涯末期的老球员占了大多数。
通过对事件的回顾可发现,赛场形势千变万化,
在需要有经验的球员指引球队前进的时候,老球

员却成了不安定因素,主动挑起事端,引发暴力

冲突。

图1 2022—2024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赛场施暴

球员年龄与参赛球员平均年龄对比

2.2.3 暴力事件与主客场、赛况、比赛时间具

有较强关联性

  本文分析了131起暴力事件中施暴者、主客

场、赛况、比赛时间之间的关联情况,有以下几

处发现:①发生在下半场的暴力事件明显多于上

半场。②客队引发的暴力事件多于主队;和职员

相比,客场出赛的球员产生暴力行为的概率更

高。③参赛球队在落后状态下心态容易走向失

衡,最终引起事端。

131起球场暴力事件中有94起发生在下半

场,因此本文对下半场暴力事件进行了深入分

析。图2展现了下半场各个时间段球场暴力发生

的次数及类型。值得注意的是,伤停补时阶段是

球场暴力高发时段,共有37起出现在此时间段,
其中18起由客队引发,10起由主队引发,9起

发生在中立球场;由客队引发的18起暴力事件

中,13起是平局或比分落后时发生的。

图2 2022—2024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事件下半场发生时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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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赛场暴力事件具有连锁效应

海因里希在1931年提出因果连锁论,他认

为事故不会孤立地发生,而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具有连锁性[6]。足球比赛也是如此,参与比赛的

每一个个体的情绪都会随着场上形势的变化而波

动,很多暴力事件在冲突前就已经埋下了 “暴
雷”的隐患,有时球员可以通过互相鼓励等手段

调整不良心态,但当负面情绪积累到临界值的时

候,球员的常规心态会被打破,这时球员就会被

不良心态支配[7],在比赛现场狂热高涨的情绪影

响之下,不和谐因子会在参与者之间传递,骚乱

发生后会迅速向周边扩散,最终使得个人事件演

变为群体事件。
根据裁判执法规则,在出现球场暴力冲突

时,裁判员应以 “先处罚挑事者并尽快平息争

端”为原则,通常会先对施暴者出牌,而后根据

视频回放做后续判罚。在131起暴力事件中,出

现多张红牌或赛后追加处罚的事件达41起。在

2024年5月4日的中乙赛场上,大连英博队某

球员在第17分钟就被红牌罚出场,为后续冲突

埋下伏笔,赛后客场作战且赢球的广州队球员略

带挑衅的动作将主队球员的愤怒情绪彻底点燃,
一场大规模的斗殴事件就此上演。

2.3 暴力事件的影响

2.3.1 扰乱职业赛事秩序

比赛中出现的暴力行为会打断正常比赛节

奏,降低比赛观赏性,在给球员和现场观众带来

伤害的同时,也会扰乱联赛竞赛环境。中国足球

经过职业化的发展,各方关系更加密切,一次性

质严重的暴力事件可能会连带影响整项赛事的正

常运行,举办方或相关赛区可能会遭到竞赛管理

处的相关处罚,严重者会被取消举办权。

2.3.2 损害个人与集体形象

参加集体运动的选手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
更代表着一支队伍,甚至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形

象。级别越高的比赛现场曝光度也越高,在新媒

体传播的时代,运动员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广泛

热议。本文所调研的131场出现球场暴力事件的

比赛全部在网络平台进行了现场直播,直播画面

中出现暴力事件,不仅有损个人与集体形象,在

网络、媒体、球迷群体间的不断发酵热议下,还

会对青少年和观众产生不良影响,具有一定的社

会威胁性[8]。

2.3.3 阻碍中国足球品牌建设

品牌形象是指某行业或企业在市场和社会公

众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

社会对该行业的认知。1992年6月,中国足协

召开 “红山口会议”,确立了足球职业化的发展

方向,随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开始进入市场经济

体系并与国际接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足球的

品牌形象尤为重要,然而近些年国字号队伍战绩

不佳与 “假赌黑”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给中国足球

的品牌建设和公信力塑造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在

后疫情时代,中国足球的曝光度随着主场开放一

路走高,若不能控制赛场暴力事件,中国足球的

品牌形象势必遭受严重打击。

3 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成因探究

体育领域暴力冲突并非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

特殊事件,而是全球体育界共同面对的挑战。赛

场暴力严重违背体育道德与社会规范,它与滥用

兴奋剂、年龄造假、贿赂裁判员等行为都被认定

为体育负向越轨行为[9]。有学者指出裁判临场判

罚是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赛场暴力的重要影响

因素[1],但本文对131起暴力事件的调查发现,
裁判判罚对赛场暴力冲突影响较小,故不进行讨

论。本文将根据研究数据与暴力事件的特点,从

法律建设、体育教育、赛场心理、观赛视角四个

维度,对中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成因进行探究。

3.1 轻惩治措施背景下施暴者行为合法化

区别于传统的社会暴力,赛场暴力有着天然

的社会容忍性,接受来自竞技体育所带来的不确

定性是运动员的职业素养之一,而不确定性中的

一项便体现为身体伤害:运动员需要自担在比赛

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风险,同时被害人承诺、免

责条款的签署给予了竞技体育暴力合法性屏

障[10]。本文涉及的131起足场暴力事件最终的

解决方式均为对施暴者或施暴者所属单位处以罚

款与禁赛,并未给予法律层面的惩治,长此以往

赛场将成为某些参与者 “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

场所。另一方面,职业竞技体育长期崇尚行业自

治,惯用行政处罚替代法律惩治,司法实践对比

赛过程中出现的暴力行为的性质难以做出判断,
同时赛场暴力行为存在隐蔽性特点[11],取证鉴

别难度较大,因此在既无法律条文依据、又无行

政重罚的心理预期下,某些参赛者在赛场上便可

能更无所顾忌地实施体育暴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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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传统体育教育模式下暴力冲突合理化

国外学术界很早就对体育教育和体育暴力之

间的关系开展了一系列研究,1993年西点军校

运动队的学生们被邀请参与一项 “体育训练是否

影响参与者规则意识与道德水准”的试验,在学

生们加入学校运动队初期,研究人员以笔试形式

对他们进行了调查,在学生们毕业离开运动队

前,研究人员再次对他们进行了测试。结果显

示,在校队的这段时间里,学生们的体育规则与

道德意识有所下降,而且团队项目运动员下降程

度显著高于个人项目运动员[12]。出现这一结果

的原因可能是:某些时刻,教练出于对胜利的渴

望,会期望球员采用一些暴力行为遏制对手势

头,球员在这样的指导下参与体育运动时间越

长,越会觉得使用暴力行为是合理的[13]。
在我国,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培养路径主要分

为社会普及、青训机构 (含足校)和俱乐部梯

队,但由于当前体教融合程度有限,我国职业足

球运动员很难通过社会普及的方式得到充分的锻

炼提升,大部分青年球员还是在传统的青训机构

或俱乐部梯队中成长。这种培养模式可以让运动

员尽早进行专项化训练,但也存在着科学文化教

育不标准、思想道德培育不完善、与社会严重脱

节等诸多问题,而缺少文化学习会导致球员理解

能力差,甚至无视规则。
此外,当前我国青训机构存在着严重的性别

比例失调问题,朝夕相处的队友和教练普遍为男

性,在这种封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运动员容易产

生男子沙文主义,情绪管理能力较差,冲动易

怒。退役球员是当前我国职业足球赛场内职员的

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长期从事竞技体育运动训

练,在赛场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和参赛球员一样

容易受到外界压力的刺激,产生偏激行为。

3.3 赛场逆境状态下参赛球员心态失衡化

足球是一项充满着身体对抗的运动,被誉为

“和平年代的战争”,球员们在球场上争夺皮球如

同万年前祖先们在草原上追逐猎物[14],这一过

程中野蛮的冲撞与拼抢如同一次基因唤醒,是人

类野性与征服欲的直观体现。尽管有学者定义现

代体育会促使运动员产生同情心、公平、正直感

与体育精神四种性格维度[15],但为了胜利,运

动员时常会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辩护。美国学者

Weinberg等人从运动心理学角度出发,提出了

环境如何影响运动员心态,最终导致其不同运动

表现的理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会接收到不同

类型的信息,当表现不理想时,运动员会接收逆

境带来的巨大压力并形成心理反馈,如果该运动

员没有受过专业的运动心理训练,那么这种心理

反馈很可能是消极的,如果不能及时排解或转

化,他的运动表现就开始下降,严重时有可能出

现行为失控[16]。另外,我国学者研究发现,运

动员年龄、专业运动年限、运动等级与运动员心

理疲劳程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17],这大概可

以解释本文所发现的施暴球员平均年龄大于参赛

球员平均年龄的现象。
后疫情时代,我国各职业足球俱乐部主场重

新开放,球迷们回到了曾经并肩战斗、摇旗呐喊

的看台,在给主队加油助威的同时,也会给客队

带来巨大干扰和压迫感。虽然未知性是足球运动

的一大特点,但大部分结果在最后时刻基本已盖

棺定论,此时球员在深知回天无力的情况下就容

易实施暴力行为发泄情绪。

图3 运动心理学视角下我国职业足球赛场

暴力形成的路径分析

3.4 单一观赛视角下赛场职员理解主观化

在131起暴力事件中,由赛场职员引发的暴

力事件达28起。尽管占比不高,但其危害同样

不容小觑。在这28起事件中,有24起出现在下

半场或赛后,有22起是球队在平局或落后的情

况下发生的,可见赛场职员作为俱乐部团队的一

份子,对不利环境有着较为强烈的心理反应。职

员的工作是分析比赛,洞悉场上形势,为主教练

排兵布阵出谋划策。当前我国约80%的职业足

球俱乐部使用非专业足球场进行比赛,替补席和

草坪之间由田径跑道隔开,职员的视角过于单

一。本文涉及的28起职员暴力事件全部发生在

非专业足球场,在和东南地区某中超俱乐部赛场

职员交流后,笔者了解到当球队在非专业球场进

行比赛时,球场的一些区域可能会成为视野盲

区,此时只能依靠主观想象进行判断,这就容易

造成职员们对局势的误读以及对裁判团队判罚的

不理解,情绪积累后出现不理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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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遏制对策

4.1 加快相关法律建设,加大部门监管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自1995年颁布以

来虽历经多次修订,但依然没有关于赛场暴力的

条款,所以针对赛场暴力的法律有待进一步完

善。西方国家竞技体育职业化开展较早,相关法

律较为完备,已形成基于法律规定的赛场暴力处

理逻辑。例如,加拿大20世纪中后期将刑事手

段作为抑制体育暴力的工具,显示了该国以刑法

规范体育暴力行为的决心[18],经过数十年的发

展,其已在遏制体育暴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案例与理论成果。我国已有学者展开相关研究,
并呼吁将刑法引入防范竞技体育暴力当中[19]。
但目前立法部门并未针对职业体育暴力出台相应

条文,我国也尚未有运动员因实施体育暴力行为

而被定罪处刑的案件。
针对赛场频发的暴力事件,本文认为在立足

国情、不影响赛场正常竞争环境的前提下,应加

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一方面,可借鉴西方国

家将刑事诉讼引入体育暴力领域的有益做法,聘

请相关法律专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的基础上,完善针对职业足球赛场暴

力冲突的相关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

面,体育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体育法治社会

的真正健全也离不开体育法规的切实运行[20],
因此,各职能部门需要加大执行和监管力度,例

如足协下设的竞赛委员会在负责惩处赛场暴力事

件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各个职业俱乐部的督

导,让竞赛规则深入人心,引导参赛者通过合法

合理的渠道来发泄不良情绪。

4.2 重视青训文化教育,提升球员规则意识

足球作为一项复杂的团队运动,在比拼球员

体能和技术的同时,也在比拼球商。有学者提

出,球商= (智商+情 商+抗 压 能 力)/3×
100%[21],球商高的球员在场上的思路会更加清

晰开阔,可以更合理地处理球,也能更冷静地面

对场上不利环境,有效控制个人行为[22]。因此

我国需要重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

育。首先,青训机构要平衡青少年球员学训时

间,为其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开设全日制课

程,安排辅导员监督学生的学习,提高运动员的

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形成良好健康的

竞技体育价值观,加深对纪律和规则的理解。以

西班牙拉玛西亚青训营为例,青训球员每日都需

要学习其他普通全日制学校也会教授的文化课

程,考试不合格者甚至会被停训处罚或者取消去

现场观看巴塞罗那一线队比赛的资格。其次,践

行 “走训制”培养模式,让家庭、学校、教练三

方共同介入球员的成长过程,灌输 “自律、自

尊、自谦”的做人理念,而不是从小将球员封闭

在训练基地。此举有利于增加球员们未来从事不

同职业的可能,保障其长期发展,对培养足球领

域各方面高素质人才也有所帮助。

4.3 加强运动心理训练,提高逆境应对能力

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事件常发生在下半

场,其中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为事件高发时段,
落后方施暴概率高于领先方,客队俱乐部施暴概

率高于主队俱乐部。因此,参赛俱乐部应注重加

强球员和赛场职员逆境下调节心态的能力。
教练员方面,首先,要提升运动心理训练在

球员日常训练中的比重,增加模拟真实赛场环境

的专项训练内容,例如在训练场增设嘘声模拟

器,提高球员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可聘请运动心

理专家对球队进行针对性指导。其次,可参考社

会学家科塞提出的 “安全阀理论”,即在解决社

会冲突时,可设定一个合理合法的渠道供人们释

放不良情绪[23]。因此教练员需仔细研读裁判规

则,为球员在赛场内发泄情绪寻找合规路径,例

如捶打地面被普遍认为是可接受的宣泄方式,但

是对对手挥拳或吐痰就会得到一张黄牌甚至红

牌。最后,应利用好中场休息的宝贵时间,发挥

教练员的领导力,疏解球员负面情绪,让其注意

力集中在比赛上,减少下半场暴力事件发生的

概率。
球员和赛场职员方面,首先,可通过反复想

象客场作战比分落后的场景,构建逆境下理性处

理问题的思考模式,当现实中面临类似情况时,
以思维定势指导实践,减少情绪失控的可能性。
篮球巨星伊塞亚·托马斯曾说:“我每天都在想

象不同的比赛场景,比如谁在防守我,我要防守

谁,在球迷们的嘘声中罚篮,面对对手的挑衅执

行最后一攻,等等。当我真正踏入球场时,面对

的任何事情都已在脑海中模拟过成百上千次。”
其次,在赛场上可使用 “自我对话”的心理暗示

方法让自己放松下来,自我对话指参赛选手对自

己公开或非公开地讲话。已有研究证实,自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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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能够帮助运动员重新集中注意力、打断消极想

法并将其重组[24],自我对话的语句不宜过长,

5~8个字的句子就可以起到心理暗示作用[25],
如 “别冲动要冷静”等。最后,职业球队在密集

的赛程下,全队时常会处于战绩高压之中,可聘

请心理咨询师对球员和赛场职员开展定制化培训

与指导。另外,球员和职员在非赛期也要保持良

好的心态,注重家庭和谐,培养职业以外的兴趣

爱好。

4.4 引入先进观赛设备,降低职员误解概率

2018年5月,国际足联宣布,出战俄罗斯

世界杯的球队将被允许在替补席上使用两台电子

观赛设备以提升教练团队的数据分析能力,提升

赛事技战术含量。此后欧洲各大职业足球联赛纷

纷引入这项技术,其目的不仅是方便教练们排兵

布阵,更是减少替补席职员因为观赛视野单一造

成的对裁判员判罚的误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

主教练协会执行成员Richard
 

Bevan表示,允许

赛场职员使用观赛设备意味着他们能更清晰地了

解裁判做出判罚的原因,减少场边违规行为[26]。
我国赛场职员暴力多源于非专业球场存在视

觉盲区、赛场观赛位置不佳、对裁判的部分判罚

产生误读。因此,我国足协可参考欧洲足球联赛

的做法,主动打破参赛者与裁判团队间的信息壁

垒,引入先进观赛设备,允许替补席的职员多角

度观看比赛,从而理解裁判判罚,减少不必要的

误会,必要时给场上球员 “降温”,在球场上真

正发挥其应有价值。

5 结束语

体育运动可以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让人获

得美的享受,但是赛场内的暴力事件却严重扭曲

了体育的社会意义。本文对2022—2024赛季中

国职业足球赛场上的131起暴力事件进行汇总与

分析,以期深化理论界与实践界对职业体育赛场

暴力的认识。本文认为,有效治理我国职业足球

赛场的暴力事件,需要结合国情与时代背景,从

法律建设、青训体系、球队保障等层面共同发

力,希望能够为促进我国竞赛表演业健康有序发

展、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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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violence
 

in
 

China’s
 

professional
 

football
 

stadium
 

not
 

only
 

dama-
ges

 

the
 

brand
 

image
 

of
 

Chinese
 

football,
 

but
 

also
 

will
 

affect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society
 

in
 

the
 

long
 

run.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131
 

violent
 

incidents
 

in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field
 

in
 

2022—2024
 

season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otball
 

field
 

viole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violence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
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violent
 

players
 

at
 

all
 

levels
 

of
 

leagues
 

is
 

uniform;
 

the
 

average
 

age
 

of
 

violent
 

players
 

is
 

greater
 

than
 

the
 

average
 

age
 

of
 

participating
 

players;
 

the
 

violent
 

incidents
 

have
 

a
 

strong
 

cor-
relation

 

with
 

home
 

and
 

away;
 

competition
 

situation
 

and
 

competition
 

time,
 

and
 

the
 

violent
 

incidents
 

have
 

a
 

chain
 

effect.
 

On
 

this
 

bas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mperfect
 

relevant
 

laws,
 

the
 

lack
 

of
 

humanis-
tic

 

care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e
 

poor
 

ability
 

of
 

players
 

to
 

adjust
 

their
 

mentality
 

in
 

the
 

stadium,
 

and
 

the
 

poor
 

perspective
 

of
 

the
 

staff
 

in
 

the
 

stadium
 

are
 

the
 

important
 

causes
 

of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violence
 

in
 

China’s
 

professional
 

football
 

stadiums.
 

In
 

view
 

of
 

these
 

reasons,
 

the
 

strategies
 

to
 

reduce
 

the
 

violence
 

in
 

the
 

stadium
 

at
 

this
 

stage
 

are
 

put
 

forwar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increase
 

the
 

super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pay
 

attention
 

to
 

the
 

youth
 

training
 

culture
 

education,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the
 

rules
 

of
 

the
 

players;
 

increase
 

sports
 

psychological
 

training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cope
 

with
 

adversity;
 

introduce
 

advanced
 

viewing
 

equipment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employee
 

misunderstanding.
Key

 

words: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stadium
 

violence;
 

players;
 

staff;
 

legal
 

construction;
 

youth
 

training
 

culture;
 

psychological
 

training;
 

viewing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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