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届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奖提名公示 

 

一、项目名称：体育人类学视角下中国朝鲜族传统体育的跨文化传播 

二、提名者：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发展中心 

三、拟提名等级：三等奖 

四、拟提名奖项：理论研究类 

五、项目简介（限制 1200 字以内） 

体育人类学是依托人类学四大领域内的文化人类学形成的新学科，它发端于 18 世纪末

的德国。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体育人类学进入我国。1999 年，我国学者胡小明将体育人类

学理论与中国实际向结合，出版了我国首部体育人类学著作《体育人类学》。随着我国学科

领域的逐渐延伸，以及越来越多本土体育学和人类学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体育人类

学发展基本以奥林匹克文化、休闲与极限运动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竞技体育文化、

国别区域体育文化、女性体育文化、特殊人群体育文化、游戏娱乐体育文化等视角进行研究。

极大地充实了我国体育学研究范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涵。跨文化传播学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我国研究领域得到传播，主要以外语教学及国际关系研究为主，比体

育人类学进入我国稍早一些。随着对内、对外文化交往的逐渐加深，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研

究范畴和研究视角也得到了不断充实。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媒介首先是人本身，人类兼具文化

创造者和传播者双重属性和特质，因此，跨文化传播出现在人类社会的行为层面，以人类文

化的行为活动得到表现。通过个体、群体、国家之间形成的纽带得以展开，维系文化系统和

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从而达到文化不断发展和传播的目的。 

中国朝鲜族传统体育项目依托其民族历史背景，具有跨文化传播和明显的地域特征。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朝鲜族从朝鲜半岛跨境迁移至中国东北地区，随着社会变迁逐渐融

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由于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和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中国朝鲜族自身

文化表现和特征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既相容又存在差异。朝鲜族传统体育表现形式多样，项

目繁多，其中希日木、秋千、跳板作为朝鲜族三大代表性体育项目，以及形式与内涵独特的

弓箭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朝鲜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

断加深、人口流失现象，以及东北亚地区形式复杂多变等因素影响，朝鲜族传统体育的传承

与发展开始面对新的考验。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传统体育现象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并与其

他文化现象相容，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如本研究观察到的：朝鲜族传统体育的竞技化变容；

朝鲜族传统体育的观光化变容；朝鲜族传统体育的节庆化发展；朝鲜族传统体育中女性社会

地位的提升；朝鲜族传统体育制度文化的现代化；朝鲜族传统体育的礼仪文化等方面。结项

体育人类学视角进行观察和审视，对于中国朝鲜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起始点、路径、影

响因素等内容得出结论。此外，通过对域内、域外、域内外相结合的跨文化传播案例进行分

析和展示，以此观察不同视角下跨文化传播现象的镜鉴，加深对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认识

与了解，进而带动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对体育这一文化现象的跨文化传播发展趋势、预期目标、

影响因素等方面形成长期的思考与研究。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杨长明 排名 1 职务 教师 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完成单位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作为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的选题、立项、操作、思路设计、实

践开展、文稿撰写、成果产出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均身体力行。结合

负责人自身体育学体育人类学方向博士学位背景，对项目的理论支

撑和田野调查等工作给予全面指导和一线参与。 

姓名 袁书营 排名 2 职务 教师 职称 副教授 

工作单位 山东大学体育学院 完成单位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在镜鉴的案例探寻过程中，对北京奥运会仪式化环节所呈现的

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融合问题展开研究，并形成研究成果用

于支撑本项目。 

姓名 刘畅 排名 3 职务 教师 职称 讲师 

工作单位 日本国际武道大学 完成单位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该成员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任职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现转职于日

本国际武道大学。在本项目域外镜鉴部分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日

本的传播与发展，通过本土化视角较为细致的以大量史料呈现中国

传统武术在日本的跨文化传播案例。 

姓名 吕然 排名 4 职务 教师 职称 讲师 



工作单位 深圳市聚龙科学中学 完成单位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该成员在项目过程中为吉林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对项目

所涉及的史料收集，田野调查工作进行了全程参与。 

姓名 杜诗婧 排名 5 职务 研究生 职称 无 

工作单位 英国爱丁堡大学 完成单位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该成员在项目过程中为吉林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对项目

所涉及的史料收集，田野调查工作进行了全程参与。 

姓名 刘雅宁 排名 6 职务 教师 职称 讲师 

工作单位 郑州市龙湖一中 完成单位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该成员在项目过程中为吉林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对项目

所涉及的史料收集，田野调查工作进行了全程参与，并在朝鲜族传

统弓道部分的调研过程中对资料信息加以编辑整理，撰写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