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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基于对新时代国家发展方略的深入解读，确立新时期发展目标，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竞技体

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统筹规划高质量发展路径，并探索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创新模式，为行业升级提供战略

指引。实施竞技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规划层 - 实践方法论层 - 评估标准层”复合式实施路径。为新时代中国竞技体

育转型发展提供兼具理论穿透力与实践创新性的范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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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dopts the literature method to establish the development goals in the new era, explain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l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s as a whole, and explore the innovative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sports power to provide strategic guidance for industry upgrading. 

The composit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trategic planning layer practical methodology layer evaluation 

criteria lay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competitive sports country. Provide a paradigm solution 

that combines theoretical penetr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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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新发展理念报告中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思路，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文化等领域的

基本问题和重要理论展开了一系列探讨 [1]。

一、研究目的

以新时代发展要求引领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新征程的基本

方略包括：坚持和加强国家的全面领导，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伟大

工程；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竞技体育强国建设新道路；加快

构建竞技体育新发展格局，实现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2]。基于对

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解读，通过优化竞技体育发展格局 ，推动质量

效益双提升。通过系统分析国家宏观战略导向，梳理近十年竞技

体育体制机制改革成果，确立新时期发展目标与实施方向，阐释

现代化转型中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统筹规划实施路

径，并提出体育强国目标下的创新实践模式，为行业升级提供战

略支撑。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并剖析体育强国背

景下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基本方略，并推进建设体育强国背景下

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研究使用中国知网（CNKI）中的高级检索，搜

索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有关文献，以此了解我国新发展理念

和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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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与分析

（一）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十年发展的巨大变革

对于国家领导近期国际赛事总结会上指出，该赛事是国家发

展新阶段的关键活动。通过高效协作，赛事成功举办，展现了高

水平的组织与文化展示，并使主办城市成为首个“双国际综合赛

事举办城市”，为全球体育事业树立了典范案例。在新时代发展

思想指引下，通过系统性战略部署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坚守核心

价值根基，依托结构性改革措施激发发展动能、强化创新驱动效

能，并在技术突破、人才培养、国际竞争等关键领域拓展实践维

度，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突破。经过十年系统性重塑，竞

技体育领域成功构建起自主创新的高水平发展体系，为我国全面

迈入体育强国建设新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从量变积累到

质变跨越的历史性转型。

国家战略周期锚定三重战略支点：新理念的体系化构建确立

发展范式主轴，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跃迁驱动制度文明

升级，绝对贫困治理工程的历史性结项耦合百年奋斗目标的首阶

达成。三大进程形成制度优势到实践效能的转化闭环，为民族复

兴奠定物质基础与制度框架。这是国家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团结奋

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

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 [3]。

（二）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在近期举办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总结表彰活动中，国家领导

人指出，这一赛事是在国家发展迈向新阶段的重要历史节点举办

的标志性活动。通过多方协作与统筹推进，赛事取得圆满成功，

不仅展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文化魅力，更使举办城市成为全球

首个两次承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的城市，为世界体育运动发展贡

献了独特范例，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三）以新发展理念思想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立足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框架构建，通过竞技体育价值坐标与

供给侧要素配置的范式重构，系统性推进制度供给创新与发展动

能转换 [4]。聚焦质量型增长与结构型突破的双重目标，实施“要素

重组 - 动能培育 - 格局迭代”三位一体的战略枢纽工程，构建以

技术标准升级、人才链式开发、国际竞争能级跃升为核心的协同

创新矩阵。在此进程中，竞技体育发展范式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系

统效能的高阶演进，形成制度文明创新与现代化目标导向的双向

赋能机制，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实践样本与

理论突破。

（四）全面深化竞技体育领域发展

基于人民主体性价值原点的战略定位，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为体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能，构建“需求侧升级 - 供给侧革

新”四位一体战略框架。通过竞技体育制度创新实现结构性突

破，在全民健身基础工程与青少年体育战略储备间建立协同机

制，形成“大众体育活力释放 - 精英体育能级跃升”的双向循环

格局。此进程中，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的实践维度拓展为“价

值范式创新 - 训练科技革命 - 公共服务重构”三维联动机制，最

终驱动体育强国建设向 " 民生获得感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文明

形态创新 " 的三维目标体系演进。

（五）体育强国背景下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中国竞技体育的历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6]，以中国参加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综合性运动会第一人刘长春

为例，为文化表征的近代中国奥运记忆，始终与国家的进步与发

展同向同行。我国积极参加竞技体育运动，彰显了我国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 [7]。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新发展理念，是干部教育培

训机构高举新时代国家发展方略旗帜，坚持主业主课，捍卫“两

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使命和实践要求，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 [8]。

（六）加强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竞技体育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形态创新载

体，通过“价值范式创新 - 制度效能转化”的双向赋能机制，系

统性重构国家竞争能级的多维度价值坐标。其文化势能既具象化

为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样本，又抽象为衡量国家综合发展

指数的评估维度，形成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创造的协同创新

网络。在此战略框架下，深化竞技体育文化创新工程需遵循“价

值哲学层 - 实践方法论层”的复合建构逻辑，通过文化基因解码

工程与现代化表达体系构建的系统集成，既实现体育发展范式从

要素驱动向文明引领的质态跃迁，又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制度文

明创新的核心动能，最终形成具有文明范式突破意义的中国式体

育现代化发展路径。

以国家宏观战略为指引，通过以下路径深化教育改革，一是

 强化理论指导框架，系统整合新时代发展要求，构建层次分明的

教学体系；二是 创新实践模式，采用模块化课程设计与沉浸式教

学方法；三是 完善管理机制；实施全过程质量监控与动态评估 [9]。

通过多维度融入政策导向、精准对接实践需求、优化教学效能输

出，推动思想共识与行动统一，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系统性支

撑 [10]。

面对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新征程，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坚

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竞技体育

强国建设新道路，坚定新征程背景下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的基本遵循，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我国竞技体育新发展格

局 [11]。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背景下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模式，“要增

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

伐”的重要指示，为坚定不移推进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新

征程 [12]。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并总结发展将竞技体育发展新模式划分为五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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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分别是：“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促进体教融合多元发

展”“加强竞技体育文化建设”“推进竞技体育科技创新”“提高

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明确新征程背景下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全面

发展的基本理念，我国竞技体育系统性重构的突破性升级，以战

略支点锚定发展动能与价值坐标，通过理论框架界定实践边界与

内涵逻辑。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深化创新驱动，在竞技能力跃升

维度构建“技术突破 - 人才培育 - 国际对标”三维联动模型，同

步推进制度自信强化与竞争效能提升，最终形成竞技成果转化与

体育强国建设的双向赋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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