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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消费文化语境下女性身体形象研究
Study on the Female Body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Sports Consumption Cul-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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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历史时期，女性对自身身体形象的追求是不同的。
本文探讨了体育消费文化语境的内涵; 回顾了不同文化语境下、不同历史时期女性身体

形象的审美规训。在此基础上提出: ( 1) 在体育消费文化语境下，女性身体是构建自我

认同的重要条件，体育消费活动是女性身体形象认同的重要路径; ( 2) 在体育消费文化

语境下，女性进行体育消费应该以“健康”作为根本目标，重新认识“健身房”和进一步

解放自己的身体，走出体育消费的误区，对身体形象的价值观认识应该得到突破和重新

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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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fferent culture and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the aesthetic dis-
cipline of the female body image is differ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sports
consumption cultural context，reviews the female body image aesthetic discipline? in the dif-
ferent cultural context and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On the basis of these，authors think:

( 1) In the context of the sports － consumption culture，a woman’s body is the important con-
dition of construction of self － identity，and sports consumption activities is the important
path of the female body image identity． ( 2) In the context of the sports － consumption cul-
ture，The women who participate in sports consumption should regard“health”as the funda-
mental goal; they should recognize gym once again，further liberation of their body and avoid
the pitfalls of sports consumption． Likewise，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body image values
should get breakthrough and reopen location．
Key words: Consumption society; Sports consumption culture; Female body image; Aesthet-
ic discipline．

社会构造了一个关于女性美的规范和理想，与

这个规范和理想相比，大多数女性的身体是有缺陷

的，因此，女性疯狂的对自己的身体展开消费战争。
在现今的消费社会，女性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依附着

不菲的消费成本，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别人目光中

对自我的鉴定，也就是说，女性总是耗费自己的精

神资源试图去想像注视者对她身体的看法。在不

同的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历史时期，女性对理想的

容貌、身材和体型的追求是不同的。那么，在体育

消费文化语境下，女性的身体形象首先应该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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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后才能追求形体的美，但现在许多女性对体

育消费的追求完全以追求形体美为目标，把基本的

体育消费的健康功能抛掷一边，这种歪曲的体育消

费源于从古至今对女性身体的审美规训造成的，女

性的身体从来没有完完全全的属于自己，从来都没

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生活。因此，对体育消

费文化语境下的女性身体形象的研究与再认识，不

但可以帮助女性重新认识和进一步解放自己的身

体，进行正确的体育消费，树立科学的体育消费价

值观，而且对推动体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十分

有益且意义深远。

1 概念界定

1． 1 消费社会

有些学者将消费社会的形成追溯到伴随着工

业革命而兴起的“消费革命”，鲍曼把消费社会和

消费者精神的诞生，大致确定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标志是效用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现代经

济学的主流［1］。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随着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新的社会文化、审美形态的合力交

织，中国从消费社会转型期步入消费社会。消费社

会相对于传统的生产型商品社会是一个经济过分

虚拟化、消费过度奢侈化、消费需求过度被操纵化、
过渡文化化、过度图像化、过度消费化、过度审美

化、过度 娱 乐 化、过 度 人 际 化、过 度 竞 争 化 的 社

会［2］。21 世纪，身体作为消费的实施者和使用者，

必然成为消费社会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进而促使人

们为了身体进行大量的体育消费，使健身运动、锻
炼行为等与最基本的人体需要 ( 吃穿住行) 一样，

成为某种生活必需品，从而使体育消费有了稳定的

渠道。在消费社会，减肥、塑身、健身已经成为一个

不容忽视的现象和社会主流身体趋势，进入了一个

体育消费的小时代。各式各样的健身房、健身会

所、健身俱乐部在大街小巷挂着他们性感动人的美

女代言人的巨幅广告; 健身成为一个极富活力的产

业，健身所宣扬的年轻、时尚、苗条、健康、积极、自
信、自控、品味等等理念也无处不在地向人们展示

其魔力和诱惑力［3］。
1． 2 体育消费文化语境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如此概括消费主义文化

的定义，他说:“消费主义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

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

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遵

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

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主义

文化所强调的内容”［4］。
体育消费文化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一种特殊

形态，其发展和演变具有自身的基础与特点。体育

功能的实现要靠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传承要靠人类

对体育的消费，体育消费的背后又有文化的引领和

指导，使得体育与消费、文化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

体。因此，体育消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承载着体

育、文化和消费的三重功效，体育不仅是一种健身

手段，而且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身体形象的重要

路径。在消费品日益同质化的今天，人们的消费更

注重商品对于身份、地位和声望的象征意义，或者

为了它们可能象征着更深层的价值而消费它们，使

得消费就这样从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演变为一种

社会行为和文化形态。与传统的经济学意义理解

不同，体育消费文化不是一种纯粹的涉及体育产品

数量和质量的耗费性活动，而是一种涉及体育产品

的象征意义以及文化规范的生产性活动［5］。体育

消费文化不仅体现了体育经济意义的文化向度折

射，也反映出了现代人的消费行为理念在当代社会

中的嬗变，它把消费作为一种促进人类身心健康的

手段和生活方式，不仅符合文化内在的结构性，而

且表现出了它独有的文化特征［6］。
语境本为语言学术语，“内部语境指一定的言

语片断和一定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外部语境指存

在于言语片断之外的语言的社会环境”［7］。近年

来，随着“语境”在诸多学科中的运用其意义不断

泛化与深化，指一事物赖以存在的某种社会文化形

态( 可以具体指环境、背景、氛围等) ，它涉及人类

生活的各个方面［8］。本文即在这一泛化条件下使

用“语境”一词，与体育消费文化结合在一起。体

育消费文化语境具体是指由现代的体育消费文化

理论体系所构成的一个环境。

2 体育消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

身体是多维度、多层次存在的，是与意识相对

应的人体本源，它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

物。身体可以分为生理身体与文化身体。生理身

体就是指除去任何文化因子的，还原人类最基本

的、最本真的那个躯体; 而文化身体是除生理身体

之外的，人类与世界发生关系、产生交往，并且通过

它与体验这个世界，甚至于与世界进行对话的那个

文化意义上的身体［9］。可见，文化身体是一个符

号化的虚位概念，体育文化也是一个非常抽象化的

概念，但其可以通过文化身体具体表现出来，甚至

可以说文化身体就是体育文化的象征与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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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文化不同于以往的一般消费，人们消

费的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更注重消费商

品或服务的符号象征意义，以及满足所追求的欲

望。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和转换对身体的规训形

式，出现了大量的广告和媒体宣传影响着女性对自

己身体的消费形式。大众传媒的宣传内容将只有

少数人能达到的身体美学标准普遍化，将这种强制

性的规范转化为无数女性个体的内心需求，刺激了

一个潜力无限的身体消费市场的出现，正是这种视

觉身体成为消费社会体育健身产业兴盛的魅力之

源。女性为了更好地保养自己的身体和增加自己

身体的形象价值，在消费主义的积极鼓动和纵容之

下，孜孜不倦地打造或再生所谓“性感的身体”，陷

入一种麻醉和虚假的满足状态。女性为了保持身

体的生机与活力，通过化妆品、时尚产品、健身等去

不断地改变自己、美化自己、帮助自己。在这种理

念下，被消费社会重新发现和编码的身体不再是简

单纯粹的审美对象，不再是宗教视角中的“肉身”，

也不再是工业模式中的劳动力，这种情境下的身体

青春、健康、时尚与美丽，使身体变成了一种符号，

与消费品等同起来［10］。

3 女性身体形象的审美变迁过程

3． 1 中国古代女性身体形象的审美规训

古代封建社会，女孩子要足不出户，接受所谓的礼仪

道德规训，旨在使女孩生成一种驯顺而不抵抗、端庄而不

妖艳、有能力却不超越男性的身体形象。在作为中国主流

的儒家文化中，对妇女的禁忌是其中最为严密和残酷的系

统之一，在儒家文化看来，女人作为“女色”，不仅是儒家所

谓的“臭皮囊”，更可怕的是“色字从刀”、“女色伤身”、“红

颜祸水”的说法。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系列对

女性身体的规训机制，“三从四德”、“笑不漏齿”、“行不动

裙”、“足不出户”、“缠足束胸”，这些规训对女性的身体造

成了一定的伤害和束缚［11］。除了这些显现的道德规范，

还有一些潜性的形体审美规则出现在各类审美实践( 如

皇帝选妃) 或文人墨客的赞美诗词中，这些审美规则很大

程度上以少数贵族阶层甚至就是以最高统治者的喜好为

基准，如“环肥燕瘦”—汉代崇尚的“瘦削骨感”，唐代推崇

的“丰满肤润”，以及对所谓“三寸金莲”的偏爱，都直接以

贵族阶级的妇女为模板［3］。
3． 2 中国近代女性身体形象的审美规训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爱国运动的

发起，身体开始被作为国民的身体受到国家力量的

规训和打造，希望通过强民而强国，最终实现救国

图存的目的。五四时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人性解

放运动，女性也在这场宣扬“民主”、“平等”、“个性

解放”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努力争得自由的权利，从

长期的封建专制压迫中挣脱出来。在随后的革命

年代及建国初期，突显的身体观念是“革命的身

体”和“政治的身体”。“铁姑娘”成为那个时代理

想的女性形象，所谓“不爱红装爱戎装”，女性在服

饰、行为上都趋同于男性，这一身体状况一直延续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被重新书写［11］。20 世纪末，

国家对竞技体育和体育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也说明

了“个人身体”的强壮与“国家身体”、“民族身体”
的强大已经等同起来。在身体国有化的过程中，身

体被推向国家，由国家加以管控和经营，国家通过

学校直接面对每一个公民的身体，这也是一种高效

的身体规训机制的建立。
3． 3 消费社会中女性身体形象的审美规训

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日益与国际接轨，各种消

费文化、消费观念也跟着进入，中国开始进入消费

社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潜藏着一个巨

大的消费市场，而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一场苗

条革命正在发生，纤瘦的女性身体形象得到更多的

认同和追捧，为能够重构女性身体美貌和身体健康

的节食产业、美容化妆产业、健身产业带来了巨大

的消费 空 间 和 消 费 前 景。女 性 为 了 达 到“瘦”、
“美”的目标，通过各种各样的消费活动时刻保持

着对自己身体的警醒和维护，身体的审美实践和消

费活动构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在消费社会，女性

的身体形象可以公开的被予以评价和欣赏，甚至女

性故意通过各种姿态来吸引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注

视，而这种身体的欣赏所依据的美的标准却不以身

体的自我解放作为最终的考量，只是为美容、健身

等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女性对苗条身体

形象的追求使身体处于社会公众的苛刻监视和规

训中，甚至使女性不惜牺牲身体的舒适和健康来达

到目的。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如何去工作、
奔跑、唱歌、跳舞、旅游等，做一切要做以及喜欢做

的事情。但是，文化使女性远离自己的身体，并教

育女性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不停的为身体进行修

饰、打扮和照料，虽然每一个女性都爱惜自己的身

体，但这并不是女性存的真实表达。

4 体育消费文化语境下女性身体形象的认同

4． 1 消费社会中，女性的身体形象认同比男性更

为重要

身体形象的认同对女性来说比男性更为重要，

因为“身体”只会成为评价一个男性的附加因素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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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唯一因素，即使当“身体”成为诠释男性形象

的参考系数时，它也不像女性身体那样直接指向

“身体”本身，而是仍然指向男性的社会性身份地

位［11］。女性通过对身体的修饰、美化来提高自身

的美感，争取在“关系空间”中的“焦点”位置，获得

他人的注视与欣赏的眼光，甚至高频率的回头效

果，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身体形象认

同度。相比于女性的穿着和打扮来讲，人们对男性

身体的观看，通常着重于仪态、举止等带有礼教修

饰痕迹的层面，不会像观看女性的身体那样总带着

“X”光般的透视眼。在消费社会中，女性美不在仅

仅是自然赋予的，身体不如意的部位是可以塑造

的，通过努力和某些手段就可以拥有自身所期望的

某种效果。大量的广告、杂志、影视等向女性灌输

了一种信号，那就是，女人要保持好自己的身体和

形象，使之完美和性感，经得起人们的挑剔和眼光

的审视，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同。因此，人们身体形

象的认同是以性别为特征的，在消费社会中女性获

得身体形象认同的价值和意义比男性更为重要。
4． 2 体育消费文化中，女性身体是构建自我认同

的重要条件

消费文化中，消费文化常常把身体同自我认同

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身体形象满意才能自我感觉良

好。消费文化的内在逻辑就是培养永不满足的对

身体形象消费的需求，身体是通往生活中的一切美

好事物的通行证，健康年轻美貌的身体可以成就和

保持人生的幸福。特纳指出: “当代的理论家声

称，身体是自我规划的一部分，在这种规划中，个

体通过建构自己的身体来表达自己的个体情绪需

要。由于强调当代消费文化中的自我，身体已经被

当作存在的可以变化的、可以塑造的形式，它是可

以依据个体的欲望与需要加以塑造的”［12］。从外

表可以当成是内在自身的反映角度来看，忽视身体

的直接后果就是降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可接受性，

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善于表现自己［13］。
因此，女性为了达到“理想身体标准”有意识的对

自己的身体进行监督，努力设计自己的印象，把身

体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当中，身体的表现欲

和认同欲被极大地鼓舞、膨胀，身体的“审美欲望”
被刺激并被转化为身体的“审美消费欲望”，从而

为体育消费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
体育作为身体最直接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与身体的

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正是体育的这种独特性，使女

性在以苗条为美的今天，女性身体成为维持和构建

自我认同的重要条件。

4． 3 体育消费文化语境下，体育消费活动成为女

性身体形象认同的重要路径

消费活动是构成个人认同的重要方面，是塑造

个体认同的原材料，同时又受个体认同的指导、支
配和影响。消费活动是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认同

行动，人们的消费活动是围绕着自我认同进行的，

成为女性身体形象认同的重要路径，女性并不能超

越自我认同的边界去进行与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认

同不符的消费活动。女人作为一个基本的性别消

费群体，其消费活动通常力图体现“女人化”或“女

人味”，即女性形象认同［14］。因此，现在的女性再

也不用掩饰自己的女性生理特征了; 相反，许多女

性希望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的身体，比如修长的

腿、丰满的胸部、纤细的腰。“体态美好、性感逼真

而且被认为与享乐、悠闲、表现紧密相连的种种形

象所强调的是外表和‘样子’”［15］，身体形象的认

同成为个体最关心的主题。个人的外表和形象是

身体得以满足和获得认同的重要形式，同时人的体

形和健康直接影响到人的外表美和形象美。因此，

体育消费活动作为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认同行动，

成为女性身体形象认同的重要路径。女性为了控

制体重和防止过胖，体育锻炼成为现代女性塑造自

我和获得身体形象认同的重要手段，对体育器材和

体育服务的消费也因此增加。

5 体育消费文化语境下女性身体形象的构

建

5． 1 从“鞋”开始，进一步解放女性身体

据说高跟鞋的发明是 15 世纪的一个威尼斯商

人为了使美丽的妻子困在家里而发明的，岂料，他

的妻子穿上这双鞋子之后更加婀娜多姿，于是讲求

时髦的女士争相效仿，高跟鞋很快盛行起来。高跟

鞋发明的直接原因是为了使女性行走不方便，是为

了“让女人们走慢点”，高跟鞋的发明基本上除了

使女人看上去更性感以外，没有任何实际的使用价

值，因为女人穿上它后不能跑、不能跳、不能快步

走。但今天的女性却愿意为了追求美丽和时尚，疯

狂的对高跟鞋进行消费，而不顾身体是否舒适和是

否有利于健康，宁愿为了穿高跟鞋贴创可贴，宁愿

一天走下来腿酸脚疼，只为换来人们尤其是男性的

注视与欣赏。于是，女性对身体的任何修饰，都不

再仅以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快乐为目的 ( 有时甚至

背离这一目的) ，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身体形象，

更好地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
耐克女性运动鞋广告从反面道破了高跟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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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秘。“标题: 你决定自己穿什么。内文: 找出你

的双脚，穿上它们。跑跑看，跳一跳，用你喜欢的方

式走路，你会发现所有的空间都是你的领域。没有

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你独战蓝天。意外吗? 你的双

脚竟能改变你的世界。没错，因为走路是你的事，

怎么走由你决定，当然，也由你决定穿什么”。［11］这

则广告鼓励女性应该为自己的身体而活，应该用舒

服的方式和自己喜欢的方式走路，脚长在自己身

上，应该由自己来改变世界，鼓励女性进一步解放

自己的身体。
5． 2 重新认识“健身房”，走出体育消费活动的误

区

现在的时装工业对身体体型进行了规范，通过

越来越瘦的衣着诉说着肥乃是“万恶之首”，鼓励

多花钱在健体或节食等调控身体的事情上。因此，

现在的健身房对女性来说也不仅仅是一个锻炼的

场所，而表现为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扩张和延伸。如

今，女性进入健身房的目的大都不仅是指向“健

康”，更多的是奔向“减肥、瘦身”，这两者的关系并

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在今天，“健康”的含义也已

经去实用化，而是变得越来越与外观呈现相关，尤

其是在女性那里，健康几乎就等于苗条，而这种

“苗条的身体”严格说来实际上已经不再合乎医学

的标准，许多人因为节食而患了厌食症甚至为此丧

命。消费文化的苗条美学之所以要借助“健康”而

大行其道，是因为健康是一个更能够被人们接受

的标准。但实际上女性追求苗条主要是出于“好

看”的目的，那些节食的女性其实很清楚，节食的

主要 动 机 是 使 身 体 更 具“魅 力”而 不 是 什 么 健

康［16］。正是这种没有标准和科学依据的“健康”，

使得许多女性加入了体育消费的行列，误导了她们

的体育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在消费社会，身体不

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人类的审美实践和审

美目的当中，健身房、健身俱乐部等必然成为人们

身体规训的重要场所之一，怎样引导女性真正解放

自己的身体、健康自己的身体成为体育消费文化中

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5． 3 突破女性身体形象价值观

“20 世纪增长的消费文化和时尚产业特别重

视身体的表面。消费社会重视强健、美丽的身体，

在这个消费社会成长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西方价值

发生了主要的历史性变化。西方价值先是因为一

些酷刑原因强调内心控制，现在则因为审美目的而

强调对身体表面的操控”［15］。从最直观的层面说，

“美”的规范给女性身体套上了新的枷锁，直接造

成女性身心的不自由。麦克卢汉曾经生动的描述

了这种加诸女性的“不自由”:“今天，想要‘绝佳身

材’的女子，不仅把自己套在紧身的胸衣里，而且

在鞋底上订上很高的后跟，结果手脚都不能活动自

如”［17］。女性努力的控制自己的身体形象，为了获

得人们的认同和跟上他人主导起来的潮流，使得身

体甚至成为个人的负担和生活的限制，把身体塑造

成了一种外在于自我的东西。身体与自我疏离，

“心”时刻处于自我监控的警戒与焦虑状态中，又

何来真正的自由呢? 体育消费文化语境下，女性应

该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形象，不要唯“美”试图，应

该倡导唯“身体论”，只有身体实实在在是自己的，

其他的都是身外物。体育消费作为一面“健康”的

旗帜，应该鼓励女性走出这些软性的身体陷阱，走

向健康、舒适、放松的身体本位，这时女性才可以堂

堂正正的说，身体不但是美的，而且是自己的。

6 结 语

女性身体在商业资本和传媒的鼓噪下存在被

同化的可能，女性被动的接受着潮流和身体规训，

为了迎合别人的审美，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束缚。从

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要想打破菲勒斯话语的中心

地位，改变女性身体形体被审美化、被窥视、被动处

境，就必须颠覆广泛存在于主流话语中的青春美

丽、身材苗条和曲线优美等刻板的女性身体形体标

准印象，取而代之以自由、健康、多元的女性身体形

体形象［18］。体育消费文化语境下，女性身体形象

的审美标准应该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要始

终以“健康第一”的思想作为出发点，形成正确的

文化舆论导向，引导女性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走

出身体形象审美化的规训。现代女性应该积极的

寻求一种健康的身体形象观，不要仅仅追求外表的

美，而要从内心深处和价值观认识上重新审视自己

的身体形象，在时间和空间中布置自己的位置，使

身体成为自己可管理、支配的主体，保持或建构自

己的个性，重塑女性新形象，增加体验的可见度。

参考文献:

［1］ 伍 庆． 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 刘芳喜． 消费社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11．
［3］ 钟 洁． 健身房: 一种身体规训机制的分析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2009．
( 下转第 77 页)

·86·



第 1 期 曹立春，等: 合作式教学模式在高校足球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 论

( 1) 在实验教学实施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

年轻教师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教学研究水平较低

的现象，导致教学任务完成效果较差。
( 2) 教学模式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是实现普通

本科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途径，而合

作式教学模式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
( 3) 合作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终身体育的习惯，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并有助

于各种教学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

体育活动的作用，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
4． 2 建 议

( 1) 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应积极通过学习、交
流、培训等方式提高个人教学能力，丰富教学方法、
提高课堂掌控能力和教学改革能力。

( 2) 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加强教学研究、深刻学

习新课标，特别是大学生公共体育课方面的内容，

同时为教师搭建高水平学习、交流平台。
( 3) 建议高校教师重视师师合作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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