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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底线要求
刘向东

底线是事物质变的分界线，是做人做事

的警戒线，不可踩、更不可越。中华体育精神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体育强国

建设的动力源泉。遵纪守法即为遵守纪律和

法律，也是中华体育精神中的底线要求。

一、遵纪守法的内涵

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

属性的总和。作为中华体育精神的原则和底

线，遵纪守法的内涵应该是在追求卓越的同

时，有着规则和道德意识。

崇尚公平竞争是遵纪守法的内核。对于

体育运动来说，其目的就是不断地追求卓越。

但是，如果竞争掺杂了不择手段的因素，不仅

不是真正的追求卓越，还会被追究责任，影响

自身和国家形象。因此，在公平竞争中，“公

平”是前提，“竞争”是核心。崇尚公平竞争，也

就是在公平的前提下，通过科学努力的训练，

不断提升竞争力。

恪守比赛规则是遵纪守法的基本要求。

中国人自古就对规矩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

识，留下了许多经典论述，如《孟子》中的“不

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体育同样有自己的行

业规矩，这也是促使体育规范运行、健康发展

的保障。对于运动员来说，规矩意识主要表现

为三个层次。首先，作为公民，运动员必须具

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其

次，作为体育组织成员，运动员必须遵守体育

组织的纪律和规章制度；最后，作为参赛选

手，运动员必须熟悉和遵守运动竞赛规则。可

以说，规矩意识是运动员成才成功的前提条

件，也是国内外优秀运动员表现出来的优秀

品质。

遵守赛场秩序是遵纪守法的重要体现。

运动员遵守赛场秩序是确保比赛公平、公正、

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作为比赛的主体，运动

员的行为举止直接影响着比赛的氛围和结

果。运动员在赛场参加比赛，不是孤立的行

动，而是需要与裁判、对手和观众形成一种协

作互动的关系。“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

众”是处理这些关系的重要原则。运动员应尊

重裁判员的权威和决策，对裁判员的判罚保

持冷静和理智，不采取过激行为或言语。对于

出现的一些误判、错判的情况，可以提出合理

的质疑，并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理。运动员

应尊重对手。在比赛中，对手是共同追求卓越

的伙伴，运动员应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对手。运

动员还应尊重观众和赛场工作人员。观众是

比赛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运动员应以礼貌

和热情的态度回应观众的喝彩和支持，并在

赛前赛后向观众鞠躬示意。对于赛场工作人

员的指导和安排，运动员也应积极配合，确保

比赛的顺利进行。

二、遵纪守法的价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是社会发展和

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

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

则体育兴。”体育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很多风尚

都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因此，通过体育界的遵

纪守法，可以为体育本身、为社会发展和国家

形象创造巨大的价值。

遵纪守法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健康发

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体育事业持

续、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石，为体育行业的公

平竞争和良好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首先，

遵纪守法有助于维护体育比赛的公平性和

公正性。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教练员和裁

判员等各方参与者都需要严格遵守比赛规

则和法律法规，确保比赛结果的公正和真

实。其次，遵纪守法有助于保障体育参与者

的权益和安全。体育行业涉及到众多参与者

的利益，包括运动员、教练员、观众等。通过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可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

益不受侵犯，同时确保他们在参与体育活动

时的安全。此外，遵纪守法还有助于提升体

育行业的形象和声誉。一个遵纪守法、秩序

井然的体育行业能够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

重，吸引更多关注。

践行中华体育精神中的遵纪守法，对于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华体育精神中的遵纪守法体现了运动员、

教练员以及所有体育参与者在体育活动中对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尊重和遵守，这是体

育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对应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公正、法治”。公平竞争是体育

活动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

正、公平原则的体现。通过遵守规则，确保每

个参与者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有助于

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遵纪守法要求所有体育参与者必

须在法律和规则的框架内行事，不得采取任

何违规手段来追求胜利。这种对规则的尊重

和遵守，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精

神的体现，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

序。此外，通过践行中华体育精神中的遵纪守

法，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责任意识。在

体育活动中，遵守规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行

为要求，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修养。体育参与

者通过自觉遵守规则，能够培养出自律、尊重

他人、诚信等良好品质。

践行中华体育精神中的遵纪守法，可以

充分展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形象。在

国际体育赛场上，我国运动员和教练员严格

遵守比赛规则和法律法规，以诚信、公正的态

度参与竞争，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

育精神，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尊重，

树立了我国体育界的良好形象。中国体育代

表团始终遵守国际体育组织的规则和章程，

尊重裁判员的权威和决策，与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友好交流、互相学习。这

种开放、包容、友好的态度，不仅展现了中国

人民的友善和文明形象，也促进了国际间的

体育交流与合作。此外，我国体育界还积极参

与国际反兴奋剂斗争，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

违规行为和不良风气。这种对公平竞争的坚

守和捍卫，不仅保护了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和

职业生涯，也维护了国际体育比赛的公正性

和权威性，为我国体育事业赢得了更多的声

誉和尊重。

三、遵纪守法的实践途径

精神最终要落到实践。中华体育精神的

遵纪守法，最终是要体现在运动员的竞技比

赛中。因此，要培养运动员树立遵纪守法的

意识，以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投入到比赛

中。

倡导公平竞争，规范竞争意识。公平竞争

是体育运动的基石，它要求所有参赛者在同

等条件下，凭借自身的拼搏和智慧来争取胜

利。这种竞争方式不仅有助于激发运动员的

潜能，提高比赛水平，也能培养人们的公平意

识、规则意识和尊重他人的品质。倡导公平竞

争，规范竞争意识，需要强化规则教育，在体

育教育和培训中，加强对运动员的规则意识

教育，让每位参与者都清楚理解比赛规则，尊

重并遵守这些规则。建立健全体育比赛的违

规处罚机制，对使用兴奋剂、假球等不正当竞

争手段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形成有效的威

慑力。倡导道德风尚，通过体育明星的正面示

范作用，以及媒体的正面报道，倡导诚实守

信、尊重对手的体育道德风尚。

坚持依法开展体育工作。依法开展体育

工作，依法推进体育各项改革，不断提高体育

行业依法治体的水平，是践行遵纪守法的必

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办

事，让遵法守纪者扬眉吐气，让违法失德者寸

步难行。”坚持依法开展体育工作，要完善体

育法规体系，制定和完善体育领域的法律法

规，明确体育活动的规范和要求，为依法治体

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在体育教育中加强法

治教育，提高运动员、教练员和管理人员的法

治意识，确保他们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体育活动的监督机制，包括设立独

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处理体育争议，确保体育

活动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重视优良赛风赛纪的培养。中国体育代

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展现了良好的赛风赛

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坚

持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

弘扬了体育道德风尚，赢得了广泛尊重认

可，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形象。”可以说，

优良赛风赛纪是体育精神的直观体现，它不

仅关系到比赛的公正性和观赏性，也是社会

文明程度的反映。因此，要持续重视优良赛

风赛纪的培养。培养优良赛风赛纪，要将体

育道德教育融入日常训练，培养运动员的体

育精神和职业道德，包括尊重规则、尊重对

手、尊重裁判。提高裁判员的专业素养和道

德水平，确保裁判工作的公正性和专业性，

维护比赛的公平性。对表现出优良赛风赛纪

的个人和团队给予表彰和奖励，同时对违规

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形成正面激励和负面约

束的双重机制。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

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

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遵纪

守法作为中华体育精神中的底线要求，不仅

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彰显了

新时代中国的形象。弘扬遵纪守法，引领社

会积极健康的风尚，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应有

之义。

（作者单位为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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