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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意识中主我与客我的辩证关系

———对 “去角色化”体育行为的思考

孙旭静１，付　杰２

（１．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基础学科部，郑州　４５１１９１；

２．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公共教学部，郑州　４５１４６４）

摘　要：以符号互动理论奠基人米德关于自我的阐述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以体育行为中

的角色模仿为切入点，探讨体育运动中个人自我意识的发展。认为，通过模仿动作以及角色，个人才

能够获得运动技能，促进体育行为发生。同时角色也会对体育运动产生消极影响，体育行为主体会尝

试突破和脱离角色。随着体育比赛经验的增加，动作技能会明显的 “去角色化”，这是自我意识中主

我与客我意识的运动造成的。主我意识具有创造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有隐蔽性和主导性的特点，客

我意识具有稳定性、循规蹈矩的特点。运动技能初学者客我意识发挥主要作用，促进了运动技能的固

定；而在体育竞赛中，主我意识逐渐发展与成熟，主我意识与客我意识互相融合，标志着体育意识归

于理性。体育运动本质是人们在意识层面的符号互动，进而促进个人和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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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运动的魅力就在于运动中的个人遵循着

一定的行为准则，但又创造出难以预料的结果。

在体育运动中，我们有时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

有时只能靠回忆才能体会某些美妙的瞬间。其实

这些行为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精神世界，例如我

们在比赛中会产生属于自己的 “专属动作”；有

些比赛中我们需要专注于对方，有些比赛却需要

专注于自我；一个球队战术体系的生成需要 “化

学反应”等等，隐藏在这些现象之后的，是人们

在体育行为中产生的自我意识。本文以符号互动

理论奠基人米德以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为理论依

据，以体育参与者角色扮演为出发点，通过文献

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个人体育意识形成过程进

行深入剖析，分析主我与客我意识的辩证关系，

试图推演出体育意识的完整脉络，为我们了解体

育行为的精神世界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１　角色对体育行为的影响

角色概念首先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Ｇ．Ｈ．米德从戏剧中借用过来的。米德认为，人

之所以能够产生 “自我”意识，是因为符号使用

能力的发展。而 “自我”又分为 “主我”（Ｉ）和

“客我”（ｍｅ）两个部分：“主我”是自发和能动

的，“客我”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这个

社会化的实质就是 “角色扮演”［１］。我国学者奚

从清认为角色是指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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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并符合社会期待的一套行为模式［２］。

我们从狭义的角度来谈论人的社会化，其实就是

自然人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众所周知，体

育可以促进人的社会化，因为体育运动是社会的

一个微观缩影。在体育的行为中，人们首先要做

的正是对他人行为的模仿，离开了角色或符号，

体育动作便不能建立，体育也不能称之为运动。

１．１　角色的积极影响

体育行为是具有某种意义的身体符号，这是

体育与其他身体活动的本质区别。当个体模仿他

人的体育动作或者接受指令等符号后，就意味着

开始接受外在的态度，可以认为这个人处在某种

特定的角色中，例如 “指导者”与 “学习者”、

“教师”与 “学生”、 “队友”与 “对手”等等。

很多青少年正是在模仿偶像的过程中，学会了动

作技能，更多的学生是在教师的教导下，学会了

某一体育项目。可见，角色渗透存在于几乎所有

的体育行为之中。可以认为，人们在接触和从事

体育运动的过程中离不开角色，因为角色在体育

行为中具有普遍联系，是感知体育事物的重要媒

介。角色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角色对动作和行为具有规范性。运动

项目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技能和器械以及规则

上，在体育行为中，人们动作的建立，是通过直

观的符号比如身体和语言，或者是间接的媒介，

例如多媒体和书籍来学习的，这种 “学习者”的

角色其实是对他人意识或者称之为 “泛化了的他

人意识”的传承，使得优美而又高效的技战术得

以广泛传播，确保某种项目的独特性得以生成。

其次，角色对体育行为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当人

们处于某种特定的关系中，体育成为维系关系的

重要媒介，例如体育教师和学生，教练和队员，

这些角色促使行为主体发生体育行为。

１．２　角色的消极影响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角色也不例外。角

色对体育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但是越来越多的

学者开始意识到角色对体育行为主体的消极作

用。王智慧通过研究发现，女性体育参与者会受

到性别角色期望、教育背景、社会伦理、经济收

入和媒介传播的制约［３］。付杰认为运动队成员对

自我角色和他人角色认知错误会发生人际关系内

耗［４］。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因为角色而对体

育产生误解，例如职业篮球运动员个头很高，那

么自然认为身高低的人不适合打篮球；又如我国

职业运动员大部分文化水平较低，公共场合不善

言辞，很多人自然就会认为体育运动员 “头脑简

单，四肢发达”。另外，角色转换之后，所附带

的体育属性消失，体育行为也会一并消失，例如

学生阶段会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一旦工作之后就

会大大减少，因为体育行为并不是考核业绩的

手段。

由此可见，我们并不能完全按照角色模仿来

进行体育活动。我们在具体的角色行为之中也会

察觉，角色会对人们的体育行为有束缚作用。这

个时候行为主体就会尝试突破角色，朝着更完善

的自我发展，或者是脱离角色，沉迷在自我的娱

乐当中。当然，更多的人会在体育比赛和游戏

中，对外界做出理性的反应，达到主体同客体认

识的统一，而不再借助角色扮演反观自我。我们

把这个过程称为 “去角色化”体育行为。如果我

们把角色扮演当作产生意识的全部，就等于把意

识等同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本能反应，这是一种

机械的哲学观。同理，我们从模仿他人体育行为

到形成自我体育意识，也不仅仅是角色扮演就能

做到的。所以，探讨体育意识可以借鉴米德所说

的自我意识的两个部分：主我与客我。

２　体育意识中主我与客我的辩证关系

探讨

　　在 《心灵、自我与社会》中，米德认为主我

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是有机体自己

采取的有组织的一组他人态度。他人的态度构成

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有机体作为一个主我对其

作出反应［５］１５５。米德在这里就已经把自我意识一

分为二，客我是主我对他人态度所作出的反应中

的经验，是主我在无数个可能下，做出的符合组

织期望的行为之一。在没有形成经验之前，主我

无从判断，也可以说主我借助客我能够被外界感

知，但是客我并不等同于主我。这就是为什么角

色扮演，并不是完整的自我，它并不能单独地促

使行为发生。这样的情形在体育运动中无处不

在，例如在球类比赛中，我们采取他人的态度，

将球传给需要的人，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中意

识到了自我，知道他人需要什么，为了满足这个

客我的要求，主我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但是在没

有做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个人将会做出什

么。可能把球传给这个队友，也可以传给另一

个，也可能做出其他行为，即使队友认为他会传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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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他平时也会传球，但这次却没有传球。但当

他做完之后，他意识到这个经验，他也许会很自

豪自己这样做，客我出现了。那么下一次反应

中，依然没人知道他的主我会做出什么反应，他

自己都不知道。

２．１　主我与客我意识的特点

通过前面的分析，能够初步理解主我与客我

意识的特点。在米德的另外一部著作中，他把两

种自我意识的特点概括为 “新生性”和 “同一

性”［６］。葛熠认为，主我有两大特性，一个是不

确定性，一个是创新性，而客我具有同一性，因

为遵循外部规则，会带来相应的权力和地位［７］。

在体育行为中，尤其是从开始学习某一项运动开

始，我们强调动作的正确性，这种取得一定范围

共识的他人态度，决定了初学者只能选择 “接

受”或者 “放弃”，当个人接受他人态度并做出

反应，他便开始具有自我意识，这个最直观的感

受就是客我意识。而主我意识由于缺乏相应的参

照体系，并不能真正分辨动作正确与否，只能将

模仿的最像的动作当成是正确的。主我在这种情

况下，只能是 “潜意识”的，具体的表现就是错

误的动作。初学者在练习动作时会做出错误的动

作，在生理方面是肌肉控制问题，而在心理方

面，则是主我不自觉的试错。所以人在学习某一

项运动技能时，体育意识主要还是客我意识，而

主我意识还处于潜在而未开发的阶段。但是当我

们在参与游戏或者体育比赛中就不一样了，这是

一个更广阔的环境，外界的环境更加复杂，我

们会通过适应规则形成一个新的客我，而主我

对外界反应时，就有了参照目标，那就是获得

胜利或者得分。当主我完成一个从没有过的经

验，却在新的外部环境中取得认同时，他就会

形成一个新的客我。当换一个更广阔的外部环

境时，依然如此。所以，主我还有着隐蔽性和

主导性的特点。

２．２　主我与客我在体育意识形成中的辩证关系

要想完整理解体育意识中主我与客我的关

系，绕不开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阐述。《心灵、

自我与社会》的译者赵月瑟认为：“米德在思想

成熟的过程中，放弃了许多黑格尔哲学的具体内

容，但他的符号互动论明显留有黑格尔的思想风

格。自我和他人构成一种辩证关系，从中诞生出

新的自我意识。”［５］９黄爱华在文中写道：“研究自

我—他者的问题，如果没有从黑格尔的分析那里

得到强有力的推动，就绝不会采取现在分析自我

和社会所体现的形式。”［８］在 《精神现象学》中，

黑格尔认为人在获取客体意识或者单纯的统一性

意识时，自我意识就会解体为两个意识，一个是

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个为依

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

而存在。前者是 “主人”，后者是 “奴隶”［９］１２７。

在这段非常有名的论述中，黑格尔用辩证的方

法，阐述了劳动对 “主人”和 “奴隶”的意识统

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他是借用 “欲望”

和 “恐惧”这两个词来作为 “主人”和 “奴隶”

的动机，最后靠 “劳动陶冶事物”使 “奴隶”获

得自主的意识。如果没有 “恐惧”和 “陶冶事

物”这两个过程，他就不能真正获得全部意识，

也就是占有他的全部，只会产生另一种存在：傲

慢和偏见，而且黑格尔说，这并不是真正的自

由［９］１３０１３２。另外，米德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

自我意识的产生，也受益于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

必须要得到另一个自我意识的承认才能被意识

到。无独有偶，米德在 《自我、心灵与社会》

中，也认为主我与客我最后在社会活动中融合，

标志着一个社会人的完成［５］２４０２４７。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人之所以产生体育意

识，是基于 “占有的欲望”，希望能够获得他人

的体育意识并且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这一原始

的纯粹的意识进入我们的主观世界中，会有两个

独立的意识起作用，一种是 “否定”的意识，一

种是 “恐惧”的意识，这是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

中与生俱来的意识，是非理性的。个人体育意识

从这种矛盾的、有缺陷的自我意识开始，借助于

社会中他人的体育活动，不断反观自己的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客我表现为角色扮演，而主我通

过回忆的方式意识到自我，并且引起反思。最

后，主我从一个否定意识进化成为肯定的力量，

客我从一个服从的角色进化到自由意识，也就是

成为自己的主人。通过体育运动，一个人获得了

体育意识，不仅仅是融入了社会，更重要的是掌

握了对体育的情感，拥有体育的精神。这就是体

育意识中主我与客我的辩证关系，那么这个过程

是如何发展的，它的机制如何呢？

３　从 “去角色化”角度阐述体育意识产

生的机制

　　体育意识有两层意思，一是以体育为对象的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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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一是以参与体育的人的意识为对象的意

识，也就是自我体育意识。本文所有的关于体育

意识的论述都是从后者出发，离开了自我意识，

意识根本无从把握。“意识本质上、或者真正说

来就是自我意识。”［１０］很多学者关注到符号互动

理论在体育领域中的指导作用，例如刘晖运用社

会符号理论对自我与身份认同、社会互动以及传

媒领域中体育权力与斗争等问题进行了分析［１１］。

杨韵基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理论解读，认识到用

机械论和目的论来讨论体育的本质是错误的，应

该深入到自我这一层面，认为 “这一深层自我层

面的体育意识流动，同时也正是体育之于人而言

的自由本质的集中体现。”［１２］但是这些研究都没

有更深层次地探讨体育意识在体育行为中是如何

发展出来的，没有用辩证的思维去把握整个过

程，所以也不能从本质上去了解体育意识。故

而，本文从角色扮演的视角出发，尝试推演体育

意识的发展脉络，为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出

合理解释。

人能够意识到自我，必须要把自我当成客

体，如果人不能从另一个自我意识里反观自身，

他就不会获得自我意识。人们在从无自我到有自

我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一个媒介物把自我从主体

身上脱离出来，那么这个媒介物就是角色扮演。

我们通过模仿别人的体育动作来建立自己的动

作，最开始的时候模仿对象就是自我，我和对方

融为一体，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全部的自我，它

仅仅是自我的一部分———客我，而主我还像是没

有睡醒的婴儿，对外界而言没有一点力量。但是

当我们和另一个人开始互动的时候，两个人的体

育行为就不会一模一样，而是一个动作引起下一

个动作，这种分工促使了主我的苏醒与成长。我

们在练习乒乓球的攻球时，两个人会按照固定的

动作和线路来练习，以使动作固定，这个时候客

我意识占主导地位，但是这两个人立即开始比赛

了，他们击球的线路就会很难预测，主我意识就

占了上风，这种意识内部的变换是需要长时间的

训练才能成熟的，所以很多技术动作很标准的运

动员，却不是比赛型选手。当我们投身到更复杂

的运动中去，比如足球比赛，我们会发现，我们

的意识大多放在对对方动作的反应上，而不是做

出一个预先做好的动作，也就是标准动作。这个

时候主我成了自我意识的绝大部分，某些时刻客

我被扬弃了，我们不需要再刻意回想自己的动作

技能，而是无意识地做出来。这种不再需要从对

方身上反观自己的阶段，也就是一个人彻底摆脱

了通过角色来获得运动技能的阶段，本文从互动

理论的视角将其定义为 “去角色化”，而在运动

心理学中叫做 “自动化”。

客我意识在体育行为朝着更高级的形式发展

时开始被扬弃，渐渐融入人的主我意识中，这个

时候的自我意识也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就是

理性意识。我们可以说该个体真正开始具有了体

育精神。所以体育意识是人在体育行为中某一阶

段的心智发展，从初级进化到理性，它必须要伴

随着不同的体育形式。我们见过很多人在获得某

一个技术动作后，就脱离了这个过程。比如一个

人学会怎么去投篮，然后只愿意一个人独自在篮

筐下投篮，那么即使他的命中率越来越高，他的

自我意识也得不到发展。因为他脱离了 “角色”

而无法获得更多的互动，离开了客我，主我也就

失去了意义。体育意识就是人在体育中发现自

我、成为自我的意识过程。我们常常说的某某人

有 “体育意识”其实指的是体育精神。体育运动

在体育意识层面，与其他社会行为有着共同的目

的，那就是以培养人和完善人为宗旨。从符号互

动学说来讲，体育运动的本质就是借助 “表意

的”身体符号这一媒介，实现人们在意识层面的

互动，进而促进个人和社会协调发展。

４　结语

体育是我们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与人类

社会同步发展起来的，一切体育运动都建立在人

从劳动和生存中产生的思想基础之上。人的本性

中，占有和消灭对方的本性源自生存意识，而恐

惧意识则来源于未知。这两大意识其实是人类生

存并发展下来的动力，在今天人的任何意识领域

都留有痕迹。人类能够进化到理性阶段，正是因

为人拥有自我意识。但是自我意识不是凭空出现

的，如果一个人脱离社会，不参与互动，则这个

人自我意识是片面发展的。体育运动在这个过程

中不可或缺，对青少年自我意识成长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如果还仅仅把体育运动当

作是锻炼身体或者是愉悦身心的手段，就会一叶

障目不见泰山。同样，体育运动仅仅针对精英体

育或者是大众休闲运动，都很难发挥意识层面的

功能。只有建立不同等级、不同水平的全面运动

竞赛体系，才能保证人们在体育运动中完善和发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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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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