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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 #’ 世纪的现代体育传媒急需加强报道中人文关怀的力度，对体育新闻报道中人文关

怀的必要性以及应从哪些方面加强人文关怀进行了阐述，旨在能够为处于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的

体育传媒提供有利的决策依据，促进其能够在今后的发展中游刃有余，同时也促进体育传媒对体育

界人士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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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新闻中人文关怀的必要性

’ -体育新闻的人文性分析

人文关怀在学术界较系统的表述是：以人为本，

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条

件的肯定，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体现出

对人类所有生命的怜悯和尊重，将人理性的生命形

态、合理的精神与物质需要作为考察人的一切活动

的中心价值取向，以此促进人的自由、均衡与协调发

展，避免缺乏这种人性关怀而导致的人格的分裂与

人性的异化。

人文关怀作为欧洲中世纪神学的对立物而产

生。它反对野蛮、愚昧与迷信的世界观，提倡人的个

性发展与思想解放。它强调“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

存状态和社会权益，特别关心贴近人精神层面方面

的问题”［’］。现在体育传媒中人文关怀的缺失是一

个很严重的问题，体育媒体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中处

于优势，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不损害其上层建筑

的属性，就要认清体育人文关怀的必要性，并做出相

应努力。

# -由体育“以人为本”的特性决定

体育的核心是身体运动，身体运动是一种以人

的身体为载体的活动，因此人是体育的根本。体育

新闻报道应以对人的报道为核心，以人的价值体现

为报道中轴，充分地展现对人情感的尊重、对新闻背

后人内心世界的揭示。现在“绿色奥运，人文奥运”

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如果在体育新闻报道中“见物不

见人”、“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性”，显然有违体育

精神和奥运宗旨。从传播方式和态度来说，更有悖

于“以人为本”的大众媒介的追求。

" -由体育受众的时代需求决定

#$ 世纪 ($ 年代，体育新闻受众对体育赛事结果

的渴求，造就了体育新闻对体育比赛竞技性的高度关

注。到 #$ 世纪 !$ 年代，受众对体育新闻竞技性的关

注重点从比赛的结果转移到体育比赛过程和比赛中

所发生的内容。而这个阶段我国电视体育媒体的大

发展正好以多种节目播出形式满足大众的这一需求。

如今在现代文明的熏陶下，人们开始了对体育的理性

追求，对体育内涵的追求，对人文精神的渴盼。

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受众收看、收听新闻

是为了获得新闻所提供的或早或迟的补偿。这种补

偿分为两种：即时性补偿和延时性补偿。前者主要满

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和好奇心理，而后者是一些关系

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受众来讲，后者对心

理的作用更持久、体验更深刻，更显得弥足珍贵。

萌发了自主意识的受众希望媒体挖掘信息文化

的人文内涵，关心人类心智的成长，注重人的价值，

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表现在体育新闻报道中则为

不仅关注比赛的结果，还应更多地去探求体育所蕴

涵的拼搏进取、奋力昂扬的人文精神。它揭示的是

平凡人内在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和尊严，弘扬的

是蕴于其中的质朴、坚韧、善良和互助这些美德［#］。

& -由媒介的生存竞争决定

传媒经济其实是一种“注意力经济”［"］，电视、报

纸、广播的收看和收听率成为他们经营好坏的标准

和获取可观经济收益的资本，而其根本就是要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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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受众。传媒要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才能拥有足

够的受众，而影响力则来源于新闻报道中真正的以

人为本。社会的转型和大众传播文化的日趋丰富，

造就了一代成熟的受众，他们表现出对真善美、理

性、道德感、美感的渴望与需求。客观上对现代传媒

提出了，要高度重视“让我们自己看，让我们自己思

考”这一新世纪受众的共同心态。从而树立“受众想

看什么我就播什么的思想”，真正以受众为本、服务

于受众。

《东方时空》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说：“对我而言，

体育就是人，就是情感，就是人对自我极限的挑战。”

在未来的发展中，电视体育节目将呈现出以人为本，

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趋势。

体育传播的人文关怀其实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最佳

诠释：“奥林匹克精神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大奇迹。

她期望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歧视的社会，培养人们之

间真诚的理解、合作和友谊，承认在平等的条件下为

获得荣誉的公平竞争，为人们在社会的其他领域树

立了一个独特而光辉的榜样”［!］。更多的受众将通

过充满“以人为本”的节目更加深刻地理解奥林匹克

精神，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注重“以人为本”

的电 视 体 育 节 目 也 将 以 自 己 独 特 的 定 位 赢 得 市

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文关怀在现代体育新闻

报道中的重要性，他已经成为新时代媒体保持甚至

扩大受众阵地的利器。现代体育传媒要想在未来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体育报道人文关怀势在必行。

二、体育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的体现

! "对报道对象体现人文关怀

（!）对报道对象情感关怀

无论是对赛事的转播，还是对一些运动员进行

的专访，其根本都是对体育人的关注。对报道对象

的情感的关怀也应该成为顺其自然的事情。

#$$% 年 & 月 #% 日《足球报》做出的《“国奥批判”

专题》报道，以一系列文章来攻击中国足协、教练。

如《谁毁掉了这一代球员？》、《谁为沈祥福们的失败

负责？》、《谁把足球异化为个人工具？》、《谁制造了宿

命的怪圈？》等等。同时该天的报纸还就足协专职副

主席阎世铎道歉事件发表了《三鞠躬三流泪，老阎秀

秀秀》，《四年“秀”不停》等主观臆断文章来攻击足协

和阎世铎［%］。像这样的报道就在很大程度上中伤了

这些他们臆断为“罪魁祸首”人士的情感。阎世铎作

为中国足协副主席，难道他就不希望中国足球取得

好的成绩，难道他就不想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上添上

这浓墨重彩的一笔，难道他就没有一点民族荣誉感。

体育比赛胜败是寻常事，这样的报道有悖人文关怀

的宗旨。而体育新闻报道对胜者吹捧、对败者棒喝，

也都是违背新闻职业道德与体育人文精神的行为。

同样以国奥队兵败为例。#$$% 年 & 月 #& 日《中

国足球报》第八版发表了一篇《像一头驴子一样被戏

弄》［%］，其过激之处比比皆是。这种报道有悖于基本

的人文伦理，既有失公允，也违背新闻职业道德。这

种近乎骂街的报道应该在媒体上销声匿迹。

体育新闻报道要充分显现出对报道对象情感的

关怀。无论是驰骋疆场的世界冠军，还是尚无建树

的默默无闻者；无论是在登上世界之巅的女排姑娘，

还是屡败屡战的中国足球健儿，他们都有共同的经

历———付出血汗、献出浪漫，把青春留给了竞技体育

这块圣地。在体育新闻报道中，都应给予充分的人

文关怀。

（#）尊重报道对象的隐私权

法律规定人们享有一定隐私的权利，这是众所

周知的事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著名

运动员的知名度与影视明星或社会名人一样，成了

商业的强力助推剂。个别媒体为了追逐更多的受

众，对体育明星进行恶意炒作。有些从事体育新闻

报道的人员超越职业范畴，热衷于搜集名人婚变、酒

吧艳遇等“猛料”，全不顾报道对象的形象和隐私权。

像科比·不莱恩特绯闻案，罗纳尔多又寻新欢，贝克

汉姆奢侈生活等，诸如此类的报道举不胜举。这些

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

体育明星也是平凡的人，也会不经意地犯错误，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况且这些东西有很多属于

他们隐私的权利范围。在体育新闻报道中要尊重报

道对象的隐私权，这也是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部分。

（&）淡漠“胜者世界”式的报道

一直以来，报纸的版面、电视体育的画面往往都

是以胜利者和成功者为聚焦：报纸首先报导在比赛

中获胜的消息，集中报道胜者的心情，赛后感想，将

来打算等等；摄像机捕捉进球或胜利场面和欢呼雀

跃的观众，常常以重放和慢镜头不断进行强化；播音

员和嘉宾以胜利者的角度对比赛过程和场景进行评

价。“体育比赛的转播中镜头语言会传递一些在现

场看不到的信息。如电视镜头往往爱对准体育明星

和比赛的成功者，宣扬一种表彰成就、崇尚胜利的情

绪。”［’］在这种强调和崇尚成功与胜利的电视体育

中，冠军成为克服各种艰难走向成功的英雄，在欢

呼、聚焦于金牌获得者的胜利时刻，“银牌仅仅是一

种安慰奖，而铜牌则几乎不被议论”［(］，其他运动员

早已被遗忘。竞技体育是一种金字塔形的模式，能

够到达塔顶的运动员可谓是凤毛麟角。显然传媒的

这种“胜者世界”式的报道忽略了更多运动健儿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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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剥夺了受众了解这

些未能夺冠的健儿们的权力。这是有悖人文关怀宗

旨的。传媒在进行体育新闻报道的时候要适当地淡

漠对胜者的关注，加大对那些本就心力交悴的付出

者们的报道力度，让他们也感受到浓浓的人文关怀。

! "对运动健儿中的弱势群体的关怀

本文所指的弱势群体特指残疾人运动员。万众

瞩目的夏季奥运会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而

残疾人奥运会却鲜有人关注。以下是对雅典奥运会

夏、冬两会各大媒体报道对比分析，见表 #、表 !［$］。

表 # 头版报道开幕式的情况

运动会
名称

人民日报 南方日报 广州日报 羊城晚报 南方都市报

夏奥会 # % & 版 # % ! 版 # % & 版 整版 # % ’ 版

残奥会 无 无 无 无 无

表 ! 报刊设立特刊的情况

运动会
名称

人民日报 南方日报 广州日报 羊城晚报 南方都市报

夏奥会
《奥运特
刊》! 版

《狂欢雅
典》( 版

《跨越爱
琴 海 》(
版

《雅典传
奇》) 版

《奥运特
刊》#) 版

残奥会 无 无 无 无 无

各大媒体对夏奥会可谓是众星捧月，而对残奥

会的报道却只像一个冷漠的过客，只能用冷冷清清

来形容。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反映了媒体对自身

利益下意识的最大化追求，对社会弱势群体某种程

度上的集体无意识，人文关怀的缺失。

体育传媒要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就要对弱势群

体多一些关爱。让他们也能像那些体格健壮的人一

样受到应有的“推向大众”，拥有受人关注和尊敬的

权利。体育媒体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绝不可集体地冷

落，甚或无语，让他们真正受到人文关怀。

’ "对体育受众体现人文关怀

体育受众不仅作为自然人具有满足欲望和身心

需求的权利，而且也作为社会人享有一定的社会范

围的权利。其中知情权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重要的

权利。在传播学界，传播学家库伯也曾提出知情权

的概念，李良荣教授在其《新闻学概论》中有这样的

表述：知情权是指，受众通过媒介获取社会公众领域

信息，特别是社会生活信息的权利［’］。体育新闻受

众作为受众中的一个群体，理所当然也享有法律和

传播学都提及的知情权。

伴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需

求逐步趋近饱和（一部分地区），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

对赛事结果的知晓和对赛事过程单纯的欣赏，也希望

了解更多赛事内部的运作，体育有关部门的管理方

案、管理计划，俱乐部内部的有关运行情况等。

体育界具有相对宽松的政策、完全市场化的运

作，且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化水平，是一个比较

自由的传媒新闻源泉。媒体完全有可能，也应尽力

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这是广大体育爱好者的迫切希

望，也是现代体育传媒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之道。通

过对体育受众知情权辅以其他有力手段，充分显现

对受众的人文关怀。

* "对大众体育健身者体现人文关怀

大众健身在全民意识中是一个响亮的话题，是

我国发展宏观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国上下无

不在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大众健身的热潮风起云

涌。但是媒体对于这一利国利民的举国大事却略显

淡漠。笔者对收视率在全国占绝对优势的 ++,- . &
主打体育新闻资讯节目《体育新闻》!//’ 年最后一

周（#! 月 !& 日至 #! 月 ’# 日）播出的信息进行了统

计，结果发现，《体育新闻》共播出 #’* 条新闻，其中

竞技体育方面的 ##* 条，占 (&0，其他诸如场馆建

设，国 际 国 内 体 育 新 闻 评 选 等 方 面 的 #’ 条，占

12$0，社会体育方面的只有 $ 条，仅占 /210。在

!//’ 年 #! 月 !$ 日和 #! 月 ’# 日，社会体育方面的

新闻是零。这一重量级的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关注

着实有点让人心寒。固然，对于走向市场化运营的

现代传媒，追逐人们较为关注的竞技体育，猎取更多

的体育受众，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体育媒体

绝不能背弃自身的双重属性，既属于娱乐产业范畴，

又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媒体在关注竞技体育的同

时，也要多一些对芸芸众生的关注，对那些处于普通

生活领域的体育人群进行更多的人文关怀。笔者认

为对社会大众的关怀会获得人们更多的公信力，从

而更好地促进媒体的发展。

三、结 语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新闻报道应体现人文关

怀的理念越来越受到新闻从业人员的认同，体育传媒

也不例外，人文关怀有着极大的必要性。人文关怀要

关注人的存在、发展，体育新闻不仅要对作为报道对

象的竞赛人员、运动员、体育组织者等进行人文关怀；

还要对处于社会普通角落进行体育锻炼的人群以及

体育爱好者进行人文关怀。不仅要对竞技场上的佼

佼者进行人文关怀，对那些默默无闻，在日常生活中

流血流汗却未能登上荣誉之巅的付出者也要进行人

文关怀。不仅要对那些体格健壮的体育人进行人文

关怀，对那些弱势人群的运动员，社会弱者更应该给

予人文关怀。不仅要对受瞩目的人进行人文关怀，对

那些关注的人也应该且有必要给予更（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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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的发展，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

到根本改变。为改变上述局面，“十一五”规划中确

立：国家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大力支

持信息科学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创新研究，“坚持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努力

提升我国信息科学技术的整体研究水平，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做出贡献。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和时代发展

需求，在申请书的填写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如何对项

目的创新点进行定位，切实可行地开展创新活动。

创新在基金项目中的体现一般也可分为三种：

源头创新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开发再创新。

从选择项目的具体创新方式来看，需要因人而异、因

地制宜，不能盲目追求某一种创新方式。从创新活

动所能创造的价值来看，源头创新或原始创新对生

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无疑是最大的，我国当前

在信息技术领域最欠缺的也就是源头创新。源头创

新一旦成功，不仅能获得市场中宝贵的“第一桶金”，

而且往往还能抢占先机，确立行业的技术标准。但

是，源头创新需要的技术力量较大，开发周期较长，

所需成本也往往是无法准确预测的，而且失败的可

能性很大。通常上千家企业在某一领域中同时开展

源头创新，最终可能只有一家坚持到最后并获得成

功。对于科研项目的创新方式而言，集成创新和引

进开发再创新也是不错的选择，其难度风险相对小

一些。

在以往基金项目中较成功的范例有：山西大学

单频激光器、光场压缩态及连续变量量子信息的实

验和应用研究，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固化单频绿

光激光器”转化成高技术系列产品，销售到美国的麻

省理工学院（!"#）、日本的国家计量院及国内的多

个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四川大学游志胜教授的空

中交通管制系统，成功完成了我国第一套实用的“虚

拟雷达系统”；此外，主要从事人工智能中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模式识别等方面研究的南京大学教授周

志华，在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等的资助下取得了突出成果。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孟洛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在“智能网业务

管理系统生成技术”的研究、“新一代网络的网络管

理理论及实验平台”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通过条分缕析的撰写，申请书的份量得到了明

显强化。申请书是给别人看的，不仅要自己认为清

楚、满意，还要让同行、多方面专家、项目管理工作者

认可。科研课题的申请是个系统工程，依赖于广大

教师和科研人员科研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提高，特别

是科研创新的意识和能力的加强。所以，申请人平

时要阅读大量的文献，掌握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最

新进展，拓宽自己的知识面。通过长期坚持在申报

领域不懈努力，虚心接受评审专家的意见使研究工

作日趋完善，加之抓住一些写作要领，必定会提高申

请项目的命中率，为开展高规格的科学研究工作创

造良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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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文关怀，这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媒体生存的需

要。相信体育传媒在人文关怀的征途上应该大有

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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