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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尊重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体育竞赛作为一

项“严肃的游戏”，为尊重品质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运用文献考证与逻

辑思辨，对体育竞赛中尊重的目标对象、缘由意义以及培养尊重品质的注意事

项进行了探讨。在体育竞赛中，运动员需要具有尊重教练、尊重队友、尊重对

手、尊重裁判和尊重比赛的良好品质，教练则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引导运动员形

成尊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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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尊重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是实施道德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尊重包括自

我尊重和对他人、社会和自然的尊重［1］。尊重的道德含义在于一个人必须更专

注于自身之外的人或事［2］，要求个人以一种更为全面、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对

待自身之外的人或事。体育竞赛作为一项在规则调控之下进行的个体之间或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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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之间的竞争性活动，为理解尊重提供了背景，为培养尊重的良好品质提供了

平台和机会。

2  体育竞赛中的尊重

2.1  尊重教练

在体育竞赛中，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要尊重教练。教练在体育竞赛中的作用

和地位毋庸置疑，教练负有指挥运动员参与比赛的责任，这种责任具有权威性。

尊重教练就是要尊重教练指挥比赛的权威性。它是指教练对于体育竞赛中的许

多安排具有决定权，例如安排谁上场、场上的位置分工、采取何种策略和战术等。

培养尊重教练的品质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要让运动员明白，教练

是团队的领导指挥者，教练对于团队的目标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练的

权威性不容冒犯。没有对教练的尊重，就没有团队。运动员可以不喜欢教练、

不赞同教练的意见，但却不可以不尊重教练。（2）尊重教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

要坚持努力训练和积极参与比赛竞争，这是对教练的最大尊重。

2.2  尊重队友

在体育竞赛中，尊重队友比较容易理解。队友是团队合作者，对队友的付

出与努力给予尊重，不仅是为获胜增加砝码，更是为团队建设提供助力。团队

建设就是要在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相互的信任和无间的合

作。当运动员与队友在团队中“融为一体”时，运动员会见证团队凝聚力的神

奇和美妙。团队是一群同意合作、承诺为实现某些目标而共同努力的运动员个

体组成的集体［3］。团队中的运动员应相互合作，各尽所能，合理分工，为团队

的荣誉贡献各自的力量。团队建设如果做得好，会形成整体功能大于个体功能

之和的神奇效应。优秀的教练通常善于团队建设，让运动员之间产生积极的“化

学反应”；作为运动员，则需要依托真正的尊重来实现与队友的积极关系，进

而构建出优秀的团队。

培养尊重队友的品质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评价能力、扮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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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角色。运动员的能力各有不同，为了团队建设需要，运动员要对自身的优

点和缺点具有清晰的认识，因为这涉及到团队中的角色分工问题。例如，有的

运动员身材高大，有些则短小精悍；有些运动员身体素质好，有些则技术能力强；

有些运动员善于进攻，有些则善于防守；有些运动员勇敢冲动，有些则沉着冷

静等等。角色分工意味着团队中的运动员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

发挥不同的作用，共同为团队成功做出贡献。这同时意味着，运动员需要尊重

队友的角色分工。获胜时，要感谢队友的协作；落败时，要避免诋毁攻击队友。

角色分工有时不仅仅是基于能力的考量，有时也会基于团队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因此，对队友的尊重往往还涉及到对某种形式的个人“牺牲”的尊重。例如在

篮球比赛的最后一次进攻中，一个队员被要求传球给另一个队友以完成最后一

击，这种角色分工的转变很多时候是基于战术的考虑，而非运动员是否具备相

应能力的考虑。此时就需要运动员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按照战术要求来实施，

这是对队友的最大尊重。比赛结束后，有些运动员可能对团队的贡献卓著，得

到了最多的分数、投入了关键的球、踢进了制胜的球等等，这些卓著贡献往往

会得到表扬和赞誉，但请不要过分强调这些贡献，事实上此时更应强调比赛中

的一些“小事”，例如积极的防守补位、跑位牵扯、及时的传球配合等等，这

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往往体现了一些运动员的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精神，

同样是值得尊重和表扬的。（2）制定完善的团队规则来促进尊重品质的培养。

团队规则有利于促进团队的团结。团队规则的重点必须明确，即明确团队中的

每个运动员都是团队的一部分，团队中的每个运动员都必须以团队的成功为目

标而努力，团队规则要明确要求每个运动员都必须尊重队友。例如，准时到场

是最常见的团队规则，经常迟到的运动员体现了其对队友的极大不尊重。因此，

需要制定完善的团队规则来规避这种容易导致团队瓦解的不尊重行为的出现。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制定出完善的团队规则后，需要公平地实施团队规则。

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凌驾于团队之上。教练应对所有团队成员一视同仁，

即使是能力突出、贡献巨大的运动员也不可以区别对待，能力越强并不意味着

对团队建设的责任越小，相反，能力越强常常意味着对团队建设的责任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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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尊重对手

尊重对手相比尊重队友而言要复杂一些。尊重对手并不会自然形成，因为

训练和比赛的核心目的是击败对手。运动员很容易将对手视为敌手，而且对手

在很多时候会表现出敌意，这容易引发冲突。在比赛特别是团队性比赛中，尊

重队友和教练是很容易实现的，毕竟运动员需要队友的合作、教练的指导才能

增加获胜的几率，但对手的情况显然不同。对手是一个试图击败自己的人，也

是自己试图击败的人。但在比赛中尊重对手是一种对体育精神的追求、对道德

品质的坚守。比赛是一种在规则调控下的竞争性游戏，没有对手的存在就没有

比赛，对手会尽其所能地超越自己，这为运动员竭其所能地超越对手提出了挑战。

对手的存在为运动员提供了“努力追求卓越”的机会，伟大的运动员需要战胜

强大的对手才能体现其出类拨萃。

培养尊重对手的品质需要注意以下方面：（1）在比赛中付出最大努力。尊

重对手并非意味着要示弱，并非意味着可以不认真、不努力、不全力以赴地争

取获胜。相反，尊重对手意味着要在比赛中付出最大努力，只有当双方都力争

获胜时，才能实现“努力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2）极力避免缺乏尊重的表现。

在体育竞赛中，运动员为了获胜可能会采取一些令人不齿但规则又难以规制的

小技巧，例如运用嘲弄、挑逗、脏话来干扰对手情绪，实质上是缺乏对对手尊

重的表现。虽然这类小技巧时常被冠以“扰乱战术”的名头并纳入“比赛的一

部分”，规则不禁止但道德不恰当，应该极力避免。其实，利用一些心理策略

来获得竞争优势，在比赛中司空见惯，但要在可接受的心理策略和不可接受的“扰

乱战术”之间划清界限，需要考虑特定体育项目的性质和传统。例如在足球项

目中，在对手想快发任意球时，运动员快速靠近阻止对手快发，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在比赛中佯装受伤倒地拖延比赛时间，则不可接受。另外，在庆祝获胜时，

也需要极力避免缺乏尊重的表现。在体育竞赛中，比赛结束的瞬间决出胜负，

双方均在现场，获胜的一方在对手在场的情况下表达胜利的喜悦。如果表达方

式欠缺对对手的尊重，例如跑到对手面前手舞足蹈、挥动拳头，这种行为表现

会让对手感觉到被冒犯、被羞辱，就极易引发冲突。（3）认真完成体育竞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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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很多体育竞赛都包含一些开场和结束的仪式，这些仪式也是表达尊重对

手的一种方式。虽然这些仪式不是强制性的，规则也没有明确要求，但这些惯

例和传统需要得到重视，例如赛前和赛后的握手仪式，就是对对手尊重的基本

表现。落败时与对手握手并附上一句“你们今天发挥的真好”，获胜时与对手

握手并给予一个安慰的拥抱，这不仅体现了对对手的尊重，也会获得对手对自

己的尊重。

2.4  尊重裁判

相对于尊重队友、尊重对手而言，尊重裁判虽然看似理所应该，但实际上

却很复杂。在体育竞赛中，很多人都会强烈反对辱骂、攻击对手，但对于辱骂、

攻击裁判的行为，却时常得到支持。不管是运动员、教练还是球迷、观众，很

多时候都把裁判视为阻碍本方获胜的障碍而予以攻击，这是一种非常不尊重人

的行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运动员往往没有深刻认识到体育竞赛

的本质。它既是竞争也是娱乐，既非常重要又微不足道，它既需要严肃对待也

可以是轻松应对。体育竞赛的结果不仅取决于运动员自身的努力，也取决于队友、

对手、教练、裁判等的努力。运动员要学会从其他人的视角来全面看待体育竞

赛，平衡体育竞赛的严肃性和娱乐性。裁判是体育竞赛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

他们负责执行规则、控制比赛、调节冲突，尽最大可能保障比赛的公平、公正

和公开。他们为了执法比赛也是付出诸多努力，例如艰苦的体能训练、执裁需

要具备的专业知识。裁判的工作作为“比赛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尊重。人们对

裁判的态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对体育精神的理解。裁判作为规则的执行者，实际

上是体育精神的守护者。因为裁判是确保规则得到遵守的关键因素，而规则是

体育竞赛存在的前提，是裁判保障了体育竞赛的竞争秩序。裁判值得尊重的方

面不仅在于他们付出的努力，还有他们对该项体育运动的热爱。绝大多数裁判

在决定成为裁判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该项体育运动的依恋。从这个意义上讲，

裁判与运动员有着相同的信仰和热爱。教练要引导运动员树立尊重裁判的态度，

这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一环，可以避免运动员将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的倾向。一

旦失败就从外部找原因的运动员是很难获得长足进步和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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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尊重裁判的品质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对裁判的判罚进行合理

质疑。尊重裁判并不意味着不可以质疑裁判，任何人都可能会有失误。对于裁

判的技术性失误，是可以进行合理质疑的，但要对事不对人，与裁判的探讨应

主要围绕规则进行，不能侮辱人格，不能进行人身攻击，还应注意语气和情绪

的控制。（2）对裁判的判罚保持宽容。在回应或评估裁判的判罚时，应该避免

持续进行负面回应的习惯。事实上，很多运动员认为的错误判罚其实往往是正

确的，因为裁判的视角更好，观察的更为全面。对裁判的判罚不断进行抱怨，

除了会导致自己心态失衡外，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裁判主要负责执行比

赛规则，没有理由偏袒任何一方。对裁判的判罚保持宽容的态度，是促进良好

体育精神的一个实际而有用的手段。对于他们的判罚错误，最好采取比较温和

的回应方式，例如摊摊手、耸耸肩，而不是口头上义愤填膺般的指责或肢体上

的激烈接触。

2.5  尊重比赛

尊重教练、队友，尊重对手和裁判都是有具体针对对象的，与之相比，尊

重比赛就显得格外抽象。尊重比赛与热爱比赛之间显然存在着密切联系，但热

爱比赛更多体现的是运动员的内驱动力，而尊重比赛则更多体现的是运动员的

道德层次。体育竞赛都是在规则框架下进行的，都有其历史形成的惯例、习俗

和传统。尊重比赛就是要尊重比赛的规则，尊重比赛的历史、惯例、习俗和传统，

当然也包括对参与赛事的所有人的尊重［4］。尊重比赛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行为

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总体的态度问题，这种态度的发展可以对运动员产生巨大

的影响。教练不仅要教会运动员掌握专项技能和策略，还要培养运动员对比赛

的尊重态度。教练需要不断尝试激励球员、灌输欲望、生成动力、奖励努力、

养成尊重态度。因为尊重品质的发展涉及到基本态度的发展，所以认真对待运

动员道德教育的教练必须教导他们尊重比赛，教导运动员在体育竞赛中体现良

好的道德风尚［5］。

培养尊重比赛的品质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尊重比赛规则。体育竞

赛的核心目标是赢得比赛，但什么才算赢是由比赛规则决定的。进行体育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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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事一种活动，而这种活动是由为使这种活动成为可能而制定的规则来定

义的。因为体育竞赛本质上是一种规则管理的活动，体育竞赛本身之所以成为

可能，只是因为每个参与者都遵守规则的协议。尊重比赛规则是实现公平竞争

的前提，比赛规则通常界定了如何比赛、可以使用什么方式手段、需要具备什

么资格条件等。使用诸如兴奋剂、资格作假等作弊的手段，实际上是破坏了比

赛的公平竞争基础，这是对比赛的亵渎。虽然获胜是体育竞赛的核心目标，但

运动员只可以运用规则允许的手段来获得优势。（2）尊重竞争精神。体育竞赛

既是游戏也是竞争，竞争精神要求运动员竭力发挥出自己的最大能力，并具有

团结协作和奉献牺牲的精神。即使是在最不理想的竞争状态下，也要保持竞争

精神。那种比分落后太多就消极比赛甚至退赛的行为，就是缺乏对竞争精神的

尊重。尊重竞争精神意味着，即使明知道自己会输，也要继续努力打好比赛。

即使已经失败了，也要与对手握手致意。对于体育竞赛而言，获胜不是一切，

努力追求获胜才是一切。（3）尊重比赛的传统和习俗。体育竞赛的传统和习俗

具有历史性，这些传统和习俗并非静态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体育竞赛的

一些传统和习俗与规则会产生冲突，但却得到了各方的接受。例如，在一场势

均力敌的篮球比赛的最后阶段，一名持球队员正在突破上篮，防守队员此时为

了阻止进球采取了犯规行为。这种明显的故意犯规，从一般意义上看并不道德，

但采取犯规战术已经成为篮球比赛的一种传统习俗，这并不被视为是破坏了竞

争精神。因此，对于体育竞赛的传统和习俗，也应给予理解和尊重。

3  结语

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面对和处理体育竞赛中出现的复杂社会关系。尊重是

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体育竞赛中的尊重主要体现在尊重教练、尊重队友、尊

重对手、尊重裁判和尊重比赛等方面。教练要积极引导运动员形成尊重教练、

尊重队友、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和尊重比赛的良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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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spect in Sports Competition

Jiang Yong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Nanjing

Abstract: Respect is a very valuable quality and is an outward expression of 

one’s inner qualities. As a “serious game”, sports competition provides a good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uality of respect. Us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logical thinking, we explore the target audience for respect in 

sports competition, the reasons for it and the considerations for developing 

it. In sports competition, athletes need to have good qualities of respect for 

coaches, teammates, opponents, referees and the game, while coaches need to 

guide athletes to develop respect for coaches, teammates, opponents, referees 

and the game in many ways.

Key words: Sports competition; Respect; Coaches; Teammates; Opponents; 

Referees; G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