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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礼仪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而体育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从一开始便受到礼仪的影响。东西方体育发展史表明，文明孕育

了体育，体育又推动着文明，而体育文明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体育礼

仪。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有许多体育礼仪知识需要认识、了解。

体育比赛礼仪是指人们在体育活动中，以道德为核心，按一定的程序和规

则来表现公平竞争、律己敬人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它是体育文明的重要标志。

体育礼仪的内涵是以文明和道德风尚来捍卫和弘扬“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

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

体育礼仪作为一种体育文化，根本意义是尊重参与体育运动的每一个人。

体育运动是群众性活动，所以参加的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差异，特别是大

型国际赛事，来自各国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观众的肤色、衣着、语言、生

活习惯以及行为表达方式等都不尽相同。如果青少年们都能够懂礼仪、知礼

仪、行礼仪，将来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和维系体育赛事的方方面面，从而为体育

运动创造出一种和谐与友好的氛围，这样不仅使体育工作者能以比较客观和

公正的态度来看待别人和自己，同时也使运动员能够虚心地吸取别人精湛的

技艺，不断丰富自己。

体育运动强调强身健体，体育比赛则上升到竞技与竞争，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参与人员不懂得礼仪的话则有可能违背体育运动的根本性质，为了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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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和荣誉而破坏和谐，使体育运动得不到健康的发展，所以青少年学习和了

解体育礼仪显得尤为重要。

在赛场上观众群体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鼓励自己的同胞而摇旗呐

喊，擂鼓震天，使得运动健儿们备受鼓舞，英姿勃发，发挥得更加出色，这样的

情况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体育比赛一般都比较激烈紧张，偶然性强，参与者

的个性也比较张扬，并且极易发生摩擦和冲突，如果观众不懂礼仪或没有自觉

地践行礼仪，就可能破坏和谐的氛围。

体育运动涉及各种体育仪式、各项体育比赛及各类体育活动参加人员之

间的相互关系。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决定了体育礼仪与其他活动礼仪不同。除

了上面讲到的，本书还介绍了运动会仪式、发奖仪式和礼节及单项比赛应该懂

得的礼貌礼节等。

希望青少年通过阅读本书，能够对一些基本的体育礼仪知识有所了解，争

当文明的体育活动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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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礼仪概述

体育和礼仪

体　育

“体育”一词的来源和演化

体育虽然有悠久的历史，然而 “体育”一词却出现得较晚。在 “体育”

一词出现前，世界各国对体育这一活动过程的称谓都不相同。

“体育”一词，其英文是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指的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

的教育，直译为身体的教育，简称为体育。

１７６２年，卢梭在法国出版了 《爱弥尔》一书。他使用 “体育”一词来

描述对爱弥尔进行身体的养护、培养和训练等身体教育过程。由于这本书

激烈地批判了当时的教会教育，而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因此 “体育”一

词同时也在世界各国流传开来。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体育”一词

的最初产生是起自于 “教育”一词，它最早的含意是指教育体系中的一个

专门领域。到１９世纪，世界上教育发达国家都普遍使用了 “体育”一词。

我国体育历史悠久，但 “体育”却是一个外来词。１９世纪中叶，德国

和瑞典的体操传入我国，随后清政府在兴办的洋学堂中设置了 “体操课”。

１９０２年左右，一些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引入了 “体育”这一术语。１９０４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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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中提到对幼儿进行全面教育时说：“保全身体之健旺，体

育发达基地。”在１９０５年 《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上也提到： “体育功夫，

体操发达其表，乐歌发达其里。”

我国最早创办的体育团体是１９０６年上海的 “沪西士商体育会”。１９０７

年我国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绍兴也创办了体育会。同年，清皇朝学部的奏

折中也开始有 “体育”这个词。辛亥革命以后， “体育”一词就逐渐运用

开来。

随着西方文化不断涌入我国，学校体育的内容也从单一的体操向多元

化发展，课堂上出现了篮球、田径、足球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不能把学

校体育课称体操课了，必须理清概念层次。１９２３年，在 《中小学课程纲要

草案》中，正式把 “体操课”改为 “体育课”。从此， “体育”一词成了标

记学校中身体教育的专门术语。

体育的意义和概念

体育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遵循人体身心的发

展规律，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达到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进

行思想品德教育，丰富社会文化生活而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组

织的社会活动，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专门

的科学领域。体育的概念通常有３种理解。

１．体育的广义概念，亦称 “体育运动”。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

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

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其

发展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

２．体育的狭义概念，亦称 “体育教育”。是一个发展身体，增强体质，

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教育过程；是对人体

进行培育和塑造的过程；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人全面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面。

３．竞技运动，亦称 “竞技体育”。指为了战胜对手，取得优异运动成

绩，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个人、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及运动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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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潜力所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含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

两种形式。特点是：

（１）充分调动和发挥运动员的体力、智力、心理等方面的潜力；

（２）激烈的对抗性和竞赛性；

（３）参加者有充沛的体力和高超的技艺；

（４）按照统一的规则竞赛，具有国际性，成绩具有公认性；

（５）娱乐性。

当今世界所开展的竞技运动项目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早在公元前７００多

年的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赛跑、投掷、角力等项目，发展至今已有数百

种之多。普遍开展的项目有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

毛球、举重、游泳、自行车等。各国、各地区还有自己特殊的民族传统项

目，如中华武术，东南亚地区的藤球、卡巴迪等。其发展与国家、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密切相关。

礼　仪

礼仪的由来

礼仪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行为规范，它不是随意凭空臆造的，也不是

可有可无的。了解礼仪的起源，有利于认识礼仪的本质，自觉地按照礼仪

规范的要求进行社交活动。对于礼仪的起源，研究者们有各种观点，可大

致归纳为以下几种。

有一种观点认为，礼仪起源于祭祀。东汉许慎的 《说文解字》对 “礼”

字的解释是这样的： “履也，所以示神致福也。”意思是实践约定的事情，

用来给神灵看，以求得赐福。“礼”字是会意字， “示”指祭祀时盛祭品的

器皿，从中可以分析出，“礼”字与古代祭祀神灵的仪式有关。古时祭祀活

动不是随意进行的，它是严格地按照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方式进行的。郭

沫若在 《十批判书》中指出：“礼之起，起于祀神，其后扩展而为人，更其

后而为吉、凶、军、宾、嘉等多种仪制。”这里讲到了礼仪的起源，以及礼

仪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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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祀

有一种观点认为，礼仪

起源于法庭的规定。在西方，

“礼 仪”一 词 源 于 法 语 的

“Ｅｔｉｇｕｅｔｔｅ”，原意是法庭上

的通行证。古代法国为了保

证法庭中活动的秩序，将印

有法庭纪律的通告证发给进

入法庭的每个人，作为遵守

的规矩和行为准则。后来

“Ｅｔｉｇｕｅｔｔｅ”一词进入英文，

演变为 “礼仪”的含义，成

为人们交往中应遵循的规矩和准则。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礼仪起源于风俗习惯。人是不能离开社会和

群体的，人与人在长期的交往活动中，渐渐地产生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

久而久之这些习惯成为了人与人交际的规范，当这些交往习惯以文字的形

式被记录并同时被人们自觉地遵守后，就逐渐成为了人们交际固定的礼仪。

遵守礼仪，不仅使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变得有序，有章可循，同时也能使

人与人在交往中更具有亲和力。１９２２年 《西方礼仪集萃》一书问世，开篇

这样写道：“表面上礼仪有无数的清规戒律，但其根本目的在于使世界成为

一个充满生活乐趣的地方，使人变得和易近人。”

从礼仪的起源可以看出，礼仪是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为了维护一种

稳定的秩序，为了保持一种交际的和谐而应运而生的。一直到今天，礼仪

依然体现着这种本质特点与独特的功能。

礼仪的概念

礼仪就是律己、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表现对他人尊重和理解的过

程和手段。

礼仪的 “礼”字指的是尊重，即在人际交往中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

重别人。古人讲 “礼仪者敬人也”，实际上是一种待人接物的基本要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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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的 “仪”字顾名思义，仪者仪式也，即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表现形式。

总之礼仪是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表现形式，进而言之，礼仪其实就是交

往艺术，就是待人接物之道。

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受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时代

潮流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既为人们所认同，又为人们所遵守，以建立和

谐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的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总而言之，礼仪

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

表现。

从交际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适用的一种艺术、一种

交际方式或交际方法，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习惯

做法。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在人际交往中进行相互沟通的技巧。

礼仪的作用

礼仪是人们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人们可以根据各式各样的

礼仪规范，正确把握与外界的交往尺度，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没有

这些礼仪规范，往往会使人们在交往中感到手足无措，乃至失礼于人，闹

出笑话。所以，熟悉和掌握礼仪，就可以做到触类旁通，待人接物恰到

好处。

礼仪是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在社会活动中，交谈讲究礼仪，可以变

得文明；举止讲究礼仪，可以变得高雅；穿着讲究礼仪，可以变得大方；

行为讲究礼仪，可以变得美好……只要讲究礼仪，事情都会做得恰到好处。

总之一个人讲究礼仪，就可以变得充满魅力。

礼仪和体育礼仪的内涵

中国古代体育，包括宫廷体育和民间娱乐，都有一个程式或规则来体

现现代体育文化中的 “礼”。例如，公元前１１世纪至公元前７７１年间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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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场合举行的射箭活动 （也就是射礼），就严格按照礼仪规范进行，并在

音乐的伴奏下完成动作，是体育与礼仪文化、教育和艺术相结合的典范。

我国古代足球重要史料 《鞠城铭》记载有 “其例有常”，说的就是比赛始终

要有一个稳定的竞赛规则，比赛双方都必须按照规则来进行，必须合乎竞

赛的 “礼”。这些都对后世体育礼仪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体育是在公元前８世纪至公元前５世纪的古希腊开始形成的。古希

腊由城邦组成，战乱连年，各城邦为了战争都积极训练士兵，体育是培养

能征善战士兵的有力手段。后来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签订了 “神圣休战月”

条约，为准备兵源而进行军事训练和体育竞技逐渐变为和平与友谊的运动

会。古希腊是泛神论的民族，他们崇拜诸神。在祭神活动中，人们多以表

现健康的裸体竞技和表现美的健身舞蹈与神同欢。这种宗教活动按一定的

程式和规则逐渐演变成地方性竞技赛会。

从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体育活动一开始是带有政治和宗

教色彩的，在表现形式上遵从某种程式或神圣的礼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文明的进步，体育在为政治和宗教服务的同时，逐渐走向了自我发展的道

路，竞技体育开始规范化和专业化，并纳入一系列规则和包括观众在内的

各种不同形式的礼仪程式规范，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育文化和礼仪。

体育礼仪促进了体育文明。能对体育礼仪做充分诠释的，当属现代奥

林匹克运动会。经过１００多年发展的奥运会已经成为展示一个国家精神文明

和礼仪文化的舞台。无论是隆重的开闭幕式、火炬传送仪式、优胜者游行、

欢宴、接受桂冠等仪式，还是各个比赛项目独特的赛场文化，礼仪无处不

在，并已经成为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经济、科

技和教育的进步使体育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内容和形式愈加丰富多彩。

交织在体育仪式、竞技、规则和观赏各方面的体育礼仪也在不断发展，并

极大地促进了体育在力、美与激情上的和谐统一。

国际运动会开幕式的礼仪状况反映了东道国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底蕴；

在赛场上，运动员、教练员和观众的礼仪表现反映出他们的素质高低，也

间接反映了他们所在国家的文明程度。所以我们说，当运动员代表国家出

现在国际体坛上时，他已不仅仅是一名运动员，还是一名传播民族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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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使者，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国家的形象和声誉，懂礼、知礼、行

礼才能塑造良好形象。因此，塑造形象也是体育礼仪的另一大功能。体育

礼仪的精神内涵是道德修养，外在表现是一系列的规范举止，塑造内外兼

修的良好形象是体育礼仪的最终目的。体育运动的各种仪式都是某种形象

的展示。

体育礼仪还有促进和谐的功能。体育礼仪作为一种体育文化，根本意

义是尊重参与体育运动的每一个人。体育运动是群众性活动，所以参加的

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差异，特别是大型国际赛事，来自各国的运动员、

教练员、裁判员以及观众的肤色、衣着、语言、生活习惯以及行为表达方

式等都不尽相同。如果大家都懂礼仪、知礼仪、行礼仪，就能很好地协调

和维系体育赛事的方方面面，从而为体育运动创造出一种和谐与友好的氛

围，使体育工作者能以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来看待别人和自己，虚心地

吸取别人精湛的技艺，不断丰富自己。

体育礼仪是一种道德上的规范，它告诉人们在体育活动中应该有什么

样的言行举止。体育比赛激烈紧张，偶然性强，参与者的个性也比较张扬。

运动员懂礼仪、自觉地践行礼仪，才能尊重裁判，遵守规程，尊重观众，

从而尽最大可能展示自我风采；观众懂礼仪、自觉地践行礼仪，才能按体

育项目的要求做到文明观赛。所以，倡导体育礼仪是创建赛场文明与和谐

不可缺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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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仪式与礼仪

运动会的开幕式

举办大型的运动会，一般都安排象征运动会开始的开幕仪式。统筹安

排并精心设计好运动会的开幕式，是一项比较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一次

成功的开幕式，对于激发运动员的比赛热情，鼓舞他们的斗志，做好宣传

与吸引千百万群众，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以往举办的几届全国运动会的经验表明，开幕式成功与否的关键

之一，在于组织是否落实和领导是否有力。

承办运动会的开幕式，首先要成立人员精干的领导小组，其职责是领

导、指挥、协调和监督开幕式的一切筹备、操练以及表演工作，并向整个

运动会的组委会负责。在领导小组下，可设主题设计组、编导组、场地组、

联络组、后勤组和治安组等。这些组的主要负责人，可以由领导小组成员

兼职，也可以另外聘请。同时，领导小组应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

主题设计组：主要负责大会开幕和闭幕仪式的程序设计，仪式的内容、

主题思想以及表现方式。其中，主题思想的设计尤为重要，在考虑时间、

地点、规模的基础上，使开幕式表演设计体现出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

和创造性。如我国第５届全运会和第６届全运会开幕式上的大型团体操，都

很成功地体现了上述 “四性”。主题设计组应由体育、文艺等方面的专家组

成，并负责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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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组：负责按主题设计提出的要求和任务组成若干表演组，并编排

导演有关表演内容。编导组负责人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担任，表演组则由基

层学校、文艺团体、体育运动队以至工矿企业职工中选拔组成。

场地组：负责开幕式场地的布置和维修工作，如草皮培植、花卉设计、

通讯电路等等。

联络组：负责上下级组织、横向协作单位之间有关情况的联络、汇报

和沟通工作，以便领导小组及时掌握工作和全局。

后勤组：负责上述有关人员工作全过程的衣、食、住、行的保障工作。

治安组：负责开幕式环境的防盗、防暴、防火以及交通、秩序和设施

的安全工作。

开幕式具体内容的设置和顺序通常是：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幕；运

动员入场；领导致词；运动员退场；体操和歌舞表演；读大会贺词。其间，

还可视情况插入放气球和信鸽、大会点火式等内容。

运动会的闭幕式

运动会的闭幕式一般比较简单。但它是整个运动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运动会结束时的又一高潮。

闭幕式也应由领导小组负责整个编排、内容选择和程序确定等工作。

通常，闭幕式的内容和顺序安排是：主持人宣布闭幕大会开始；领导总结；

宣布比赛成绩；发奖；主持人宣布运动会闭幕。

运动会的入场式

运动会的入场式，是整个运动会开幕式的一个前奏。入场式是运动员

按一定的排列阵容步入会场，接受主席台和观众检阅的一种隆重仪式。威

武庄严和神采奕奕的入场式表演，能充分展示运动员的精神面貌，激发场

下观众和电视观众关心、热爱体育运动的热情。

入场式的队伍安排，通常由以下方阵组成：旗手，女子鲜花方阵，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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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红旗方阵，各运动队方阵，东道主方阵。有时，女子鲜花方阵也可以改

成女子舞蹈方阵，甚至管弦乐队方阵等等。

入场式上，各队入场的顺序大体为：

（１）若是国际比赛，则各队按其所代表国家英文字母的顺序先后排列

入场，东道国代表队排在最后。

（２）若是国内比赛，则各队按地区或中文笔画的多少等来排列入场顺

序，但东道主 （运动会的主办城市、地区或单位）的代表队总是排在最后。

入场路线一般都由主席台左侧开始，最后进入场地中央时，则按先左

后右的顺序面向主席台，成纵队排列。

从各个代表队来讲，组成方阵时一般都以女运动员在前，男运动员在

后，高个子排在前，矮个子排在后的顺序排列；入场时，要求步履整齐，

昂首挺胸；经过主席台时可以挥手致意、呼口号或者向主席台行注目礼。

各队入场时选择的服装要求整齐划一，服饰要大方鲜艳。

运动会颁奖仪式

运动会颁奖仪式

运动员参加颁奖仪式时，要修饰自己的仪容仪表：穿好领奖服，擦净

脸上的汗水，到大会颁奖地点等候。无论自己的名次如何，运动员在此时

此刻都要像英雄一样面带笑容，精神饱满。

主席台依次按照季军、亚军和冠军的顺序宣布获奖运动员名单。运动

员听到自己的名字后要信步

登上领奖台，然后向观众招

手致意并与同台获奖运动员

握手以示相互祝贺。这些礼

节性的动作完毕后，运动员

要姿势端正地站在领奖台上，

切忌左顾右盼，交头接耳，

也不要有小动作。集体项目

运动员上台领奖时，队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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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一般由队长代表本队与他队队长握手，其他队员则保持良好的站立

姿态。

在接受奖牌时，运动员一定要彬彬有礼，面带微笑，感谢之情要由衷

而发，不能傲慢敷衍。授奖之前，经常会有礼仪小姐向运动员献花或赠送

小礼品，这时运动员应该倾身向礼仪小姐点头致意，双手接过鲜花的同时

说声 “谢谢”，然后左手持花，自然挺立，静等授奖。授奖时，颁奖者会把

奖牌戴在运动员的脖子上，运动员要欠身以方便颁奖者给自己戴奖牌，同

时要说 “谢谢”。在受到握手或亲吻时，应愉快接受，并致谢意。接受奖牌

后，运动员要举起奖牌向观众致意，并给记者留一定的摄影时间。

庄严神圣的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的礼仪

五星红旗，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尊重国旗，就是尊重自己的祖国。

面对冉冉升起的国旗，通过自己的举止神态，把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表达

出来。此时此刻，爱祖国，不是纸上谈兵，要有真情实感。举止、神态严

肃而庄重是升降国旗仪式上的基本礼仪。

在参加体育比赛的开幕式仪式上，也要了解一些基本的升旗仪式礼仪。

参加升、降国旗仪式要做到以下的礼仪要求。

（１）保持安静。听到集合的信号，应迅速站好队并保持整齐的队形，

保持安静。切忌自由行动、嬉闹说笑和东张西望。

（２）神态肃穆。五星红

旗在蓝天下升起，所用的时

间是很短的。但是，为了这

短短的一瞬间，我们的前辈、

长辈前仆后继进行了一个世

纪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斗争。

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爱国心

的青少年，面对国旗，都不

会无动于衷的。面对国旗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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