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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方法论

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

, 也就是注重研究的客

观性和科学性。所谓客

观性就是要从实际出发

, 即从体育的实际, 我

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来讨

论问题, 要尊重事实, 

崇尚实际。  

（一）坚持
实事求是

（二）运用辩证法

在体育社会调查的

过程中必须始终自

觉地运用辩证法的

观点, 即运用事物

或现象之间相互联

系的观点、发展的

观点、对立统一的

观点。  

（三）运用系
统论

在体育这个子系统

中, 存在着各种构

成要素和内在结构。

要通过体育对这个

系统的总体联系、

总体协调、总体控

制的探索来研究体

育的整体特征和整

体功能。  

第一节 体育社会学学科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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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方法论

（四）社会基本矛盾

的认识

任何体育社会现象的

研究, 都不能脱离这

个社会现实。要充分

认识体育是一种上层

建筑, 要与一定的经

济基础相适应。  

（五）为人民服务的

观点

体育社会学研究要坚

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

观点, 任何研究都要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 要敢于反映现实, 

敢于揭露矛盾, 研究

结论要符合人民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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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逻辑学方法论

（一）理论应用过

程的逻辑方法

理论应用过程的研究

是指应用体育社会学

的某一理论, 对某一

体育现象开展调查研

究或实验研究的过程

。  

（二）理论构成过程的

逻辑方法

理论构成过程的研

究是指应用多种社

会调查或实验结果

, 形成某一概念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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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学方法论

以社会学方法论看体育, 我们应该学会如何理解、分析

与体育有关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 如商业体育、体育明星、

体育赌博、球迷骚乱等现象；我们要用超出“金牌与得分”

的看法衡量一场体育比赛, 即关注比赛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

意义；要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方式, 正确理解政府如何提供

公共体育服务, 观众又是如何选择体育参与的类型、地点、

项目等问题；还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理解体育, 面对体育的社

会变迁, 体育行动者如何做出选择、如何积极建构体育世界

话语等。  

第一节 体育社会学学科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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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学方法论

（一）

结构主义

（三）

社会网络

（二）

行动理论

结构主义方法论独立于思辨

的哲学科学体系，以实证为

研究路线，以迪尔凯姆为主

要代表，以“社会事实”为

研究对象，确立社会事实或

现象的因果关系，可以是“

一因多果”或: “一果多因

”，再辅以大量的数学与统

计分析技术，使因果机制解

释看起来更加科学合理。  

相对于结构主义方

法论, 行动理论认

为人类行为具有积

极性、主动性, 因

此, 社会结构是被

人类行为建构的, 

它随人类行为的变

化而变革。  

“结构与行动”

是社会学方法争

论的长期话题, 

两者之间如何建

立沟通机制是解

决争议的最佳方

案, 即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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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步骤

基
本
步
骤

2

1

3

4

5

选题和提出假设

研究设计

收集资料

处理和分析资料

阐述结果以检验假设

第二节 体育社会学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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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课题 1.研究模式——研究模式是指人们观察社会的基本

观点或理论结构。  

2.研究范围

4.研究时间的限制

3.研究时间限制

1.影响选择课题

的几种因素
2.价值观念——价值观是人们愿望的表现。  

3.方法论——这里的方法论指的是研究过程的哲学。  

1.宏观研究

2.微观研究

1.横剖研究只涉及某一段时间，它需要在同一时刻

抽取该时间段内各种各样的人做样本。  

2.宏观研究——纵观研究所收集的资料要涉及数

日、数月甚至数年。  

1、社会调查现状、2、评估体系研究、3、社会心理

分析、4、影响因素分析、5、新概念开发、6.专家预

测、7、比较分析、8、历史回顾研究、9、跟踪调查

第二节 体育社会学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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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量（度量）

测量是对所研究的社会概念做尽可能相近的特征描述。

（一）测量的方法

（二）测量的层次

用测量的方法进行的描述可分为定量和

定性两类。

定量: 多用文字或多用标识，只将对象

分为不同类别。

定性: 可以用数字表示并进行运算的标

识方法。  

①定类

②定序

③定距

④定比

第二节 体育社会学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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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解释

由于对社会现象的揭示程度要求不同, 社会学研究

在形成解释时, 可区分为两类, 一类描述性研究, 二是

解释性研究。  

描述性研究是指为弄
清发生了什么事、什
么情况而进行的探索
性研究, 目的是探明
和详细描述社会已发
生的现象, 要回答的
问题“是什么”。  

解释性研究是对社会
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过
程做出的解释和说明
, 他要回答“为什么
”和“怎么样”。与
解释性研究相联系的
是对目标的预测。  

第二节 体育社会学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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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升华理论

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一般性的解释后还要升华为理论, 

这是因为任何解释和预测都是由理论体现出来的。理论就是

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做

出解释或预测, 也就是理论化的过程。理论常常以揭示因果

关系的形式出现。  

理论必须具备以下存在条件

第一: 对特定现象做
出解释

第二: 必须是可验证的，
至少可以最终做出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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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集资料的方法

（1）问卷调查法

1.问卷设计的流程

选择调查内容

编制初稿

确定终稿

制定抽样方案

实施调查实践2.问卷设计的原则

合理性原则

普遍性原则

具体性原则

简洁性原则

明确性原则

逻辑性原则

非诱导性原则

肯定性原则

第三节 收集资料和处理资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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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的种类

按照问题的形式可分为开放式问题、

封闭式问题、半开半闭式问题。

按照问题的性质可以分为事实性问

题、行为性问题和意见性问题、

一、收集资料的方法

（1）问卷调查法

4.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信度及其度量。问卷的信度是指某项

问卷在进行重复调查时能够获得一致

性的结果，或称问卷的稳定性或可靠

性。

效度及其度量。问卷效度是指问卷设

计是否准确测量研究者选取的研究问

题特质以及测量的效果如何。

信度与效度的关系。信度是效度的必

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第三节 收集资料和处理资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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