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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匹克政治化和奥运期间局部战争等残酷现实对青年

奥林匹克理想的摧残，让青年们明白彰显“和平、团

结、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精神只不过是个虚幻的乌

托邦，稀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青年的效果。第 29 届

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当晚，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边境就响起

了隆隆炮声。为了奥运会安全，历届奥运安保工作都有

伤害奥运会举办地公民权益和弱势群体的举措。 

奥林匹克精神强调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途径，其

出发点和归宿是青少年身心和谐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

谐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宪章》倡导“人的和谐发展”

和“维护人的尊严”，提倡把人的身体、精神与意志融

为一体，通过体育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部分奥运会

举办国的安保措施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奥运风险

隐患，但这些措施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让许多人

被社会边缘化，特别是那些血案引起了人们对奥林匹

克精神的质疑和对奥运会的心理恐慌。 

 

《奥林匹克宪章》赋予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容是“和

平、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6]。随着国际

恐怖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和奥林匹克政治化的流行趋

势，奥运安保的强化已成为奥运文化和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奥林匹克精神在奥运安保强化的光照下显得

无奈。奥运会无法贯彻“团结、友谊、和平、进步”

的奥林匹克运动宗旨，无法胜任奥林匹克精神对青年

教育的重任。奥林匹克精神是一种“团结、友谊、和

平、进步”的文化诉求和文化资源，是人类寻求和平

与发展的心灵图景，却无法平平安安办好奥运、享受

奥运，折射出了现实境遇下奥林匹克精神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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