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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科学化 、 规范化水平以

及促进体育社会科学更好地为决策服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的构成要

素 、 要素间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 , 构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 , 包括评价主体 、 评价客体 、 评价

标准 、 评价目标以及评价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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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Sport Soc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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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valuat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spo rt social science has a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 te the ratio-

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 f China' s sport social science and to enable it to have a better

reference function to the decision-makings.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mponents o 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re-

search findings o f the spor t social science and the relations among them.It proposes a r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

including the subject , object , standard , objectiv es and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ev 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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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 , 要实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的高效化 、 奖励的合理化 、 管理的科学化 , 必须以建立体育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科学评价体系为前提条件和基本依据。可

以说 , 体育社会科学评价活动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 奖励 、

管理活动的基础 , 科学合理的评价是保障体育社会科学系统

有效运行及推动体育社会科学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

件。

1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实践与现实
意义

近些年来 ,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数量激增 , 成果

质量良莠不齐。如何科学 、 客观 、 公正地评价体育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 、 如何在体育学科自身特色的基础上 , 建立与完善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 、 评价标准和评价体

系 , 已成为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中刻不容缓 、 必须要

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宏观的角度出发 , 开展体育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无疑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管理

的科学化 、 规范化水平以及促进体育社会科学更好地为决策

服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 ,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调动体育科研人员

积极性与创造性 、 促进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成长的重要措施。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 , 科学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对其首创精神

和创新成果的认同。体育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大小

与其研究工作和成果能否得到承认 、 相应待遇和荣誉有关。

只有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合理的评价 , 才能造就一

个公正竞争的环境 , 才能充分调动体育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其次 ,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体育科研项目管理

的重要环节。一方面 , 通过建立相对公平的成果评价标准 ,

有利于增加科研项目管理的透明度和可实施性 , 并对项目承

担者 、 申报者产生激励效应;另一方面 , 在评价指标体系可

衡量和可公开的条件下 , 会对体育科研项目承担者产生直接

约束效应 , 从而达到提高科研项目完成质量 , 实现科研项目

研究目标的目的。

再次 ,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可以为体育社会科学

研究者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规范提供导向。当前体育学学术界

存在着一些学术失范问题 , 而科学的 “评价标准” 和评价程

序的实施必将有助于改变这一现状。

最后 ,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能为体育社会科学宏

观管理提供重要依据。只有通过全面系统的体育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评价 , 掌握当代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 发

现不同研究人员 、 机构和地区的体育社会科学能力 、 水平 、

优势和不足 , 才能依据评价结论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规划 ,

以引导或指导体育社会科学活动 , 减少决策的主观性与盲目

性 , 实现体育社会科学管理的科学化。可见 , 加强体育社会

科学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 建立完善的体育社会科学评价

体系 , 对于优化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管理 、 推动我国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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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重要。

2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的基本框
架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个多目标 、 多层次 、 复

杂的系统工程 , 它涉及评价的主体 、 评价的对象 、 评价的标

准和评价的目标体系等等。

2.1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构成要素及基本结构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项目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并不是独

立存在的 , 而是相互联系 、 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 , 从而构成

了有机的评价体系。对评价体系的组成及各要素之间关系的

分析 , 是评价设计阶段的核心内容 , 也关系到评价活动能否

顺利实施以及能否取得准确 、 科学 , 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和

理论研究意义的评价结果[ 1] 。

体育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主体 、 客

体 、 标准 、 目标 、 方法和技术。其中评价目标是由决策主体

和评价主体所确定的 , 在评价过程中所希望做出判断的主观

价值或客观价值的类型;评价标准是评价活动做出价值判断

的基准 , 可以是历次评价活动结论的总结 , 也可以是评价主

体价值观或主观效用的体现;评价目标经过与评价客体属性

和评价客体外部环境属性相结合 , 形成了评价指标体系。而

评价主体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对评价客体的属性和对评价客体

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特性进行分析 , 形成评价结论。成果评

价系统基本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结构图

从认识论的视野出发 ,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需要

由评价主体对评价对象的属性或特征进行认识 , 并与事先选

定的评价标准进行比较和判断。评价对象的属性是否能够被

评价主体认识 , 不仅取决于评价对象属性的隐蔽性 , 还取决

于评价主体的认识能力。评价主体进行评价时依据其主观评

价目的确定评价标准 , 即从评价对象属性中选择部分属性判

断其是否符合客观价值标准和主观价值标准。

2.2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主体　评价是主体对客体

价值的认识活动。按照价值论观点 , 价值是客观的 , 但评价

不同于对客体的认识 , 而是对主体需要及其与客观属性关系

的反映[ 2] 。因此在评价中 , 评价主体及其需求的确定将直接

影响到评价的目的及对客体属性的认识和判断。

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 , 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假

设 , 即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能够满足一定主体的需求 , 即

在主体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关系。

在这种价值关系中 ,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成为价值客体 ,

而与其对应的主体就是价值主体 。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评价中 , 评价的内容是判断价值客体符合主观规律和客观规

律的程度 , 因此评价主体的选择不仅要考虑价值主体与价值

客体的特点与关系 , 还要考虑对价值客体符合规律的认识需

求。

2.3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客体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评价是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属性的认识和对客体属性满

足价值主体需求程度的判断过程 。评价的客体是体育社会科

学成果及体育社会科学成果与价值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被描述为:创造性的认识

结果;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用科学方法产生的。体

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可以界定为:科研人员运用科学方法 ,

收集 、 加工 、 研究与体育社会科学有关的信息而生产出的具

有新的价值的认识结果[ 3] 。

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是一种高度对象化的活动。体

育社会科学成果不同于体育自然科学成果的形式 、 性质和特

点 , 在于它既作为对象性前提 , 也作为评价主体赖以生存和

活动的文化背景 , 而规定 、 制约和影响着体育社会科学成果

的评价活动。从价值论和评价论的高度来把握体育社会科学

成果基本对象性特征 , 对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具有关键

性意义。

2.4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　标准问题是评价体

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前提和基础。评价标准在体育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评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它是实现科研成果评价

客观性与公正性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 对成果的评价 、 对科研

人员及其机构的科研活动以及对学科的发展具有 “引导和定

向功能” 。为了客观 、 科学 、 公正地评价成果价值 , 必须厘

清标准问题 , 从而确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本评价标准涉及价值标准和

验证标准。其中价值标准是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标准体系

的核心内容。依据价值标准评价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现实的

或可能的意义或功能 , 就能对成果中所包含的价值和意义作

出合理的评判 , 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基本内容和重

要途径。它通常通过评价主体对成果的一定态度表现出来 ,

表达着评价主体对于成果的肯定或否定 、 赞赏或厌恶的情感

和思想倾向。总体上讲 , 价值标准包含着理论价值标准和社

会价值标准。

科学的社会科学理论应是对于社会存在及其本质的科学

反映。因此 , 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必须坚持真理性评价这

一原则。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惟一标准 , 也是检验体

育社会科学成果的真理性的根本标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

果存在着一定的客观性基础 , 由此可以得出 , 其验证标准包

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以事实作为验证的根本依据;以逻辑作

为验证的重要准则。

2.5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目标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评价目标的确定是评价设计的关键内容 , 根据评价目标

确立评价问题 , 并进而设置指标体系是评价的基础工作。在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活动中 , 首先就应有明确的评价

目标 , 清楚地认识为什么而评 , 评什么。然后再以此为依据

选用可行的科研评价方法 、 制定合理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目标是整个评价活动中最关键的

因素 ,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总目标展开。

2.6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是评价体

系总体目标的具体标志。要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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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 必须确定对各个组成要素和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衡量的统

一尺度 , 即构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指标体系。评价

的依据和标准应当深植于评价指标体系之中。科学 、 合理的

评价指标体系应是全面 、 系统 、 明确 , 并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的评价依据和评价标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指标体

系是评价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和依据 , 它通过一系

列科学 、 完整 、 系统的指标衡量成果的实际情况 , 对评价结

果的可靠性 、 有效性有很大影响 , 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评价体系中最受关注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提出是一个循环

反复的过程 , 它一般要包括信息搜集 、 目标分析 、 指标体系

结构的确定 、 指标的分析与筛选 、 指标的内涵与标度设计 、

指标权重分析 、 指标体系的确定等步骤。特别指出的是 , 确

定的指标体系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 方能在实际评价活动中

运用。本项目在专家调查的基础上 , 为将繁杂的指标概化为

少数关键性指标 , 提高评价的可操作性 , 尝试应用因子分析

方法 , 根据各因子载荷 , 抽取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因子 , 共抽

取出五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社会价值 、 学术价值 、 检

索 、 社会认同 、 文献参考因子。各因子含义分别为:

因子 1:在该因子中 , 成果转引率 、 成果影响广度 、 资

料收集处理难度等指标的载荷较大 , 这几项指标的共同特点

是:他们是对科研项目的客观评价 , 能够收集到具体的数字

作为论据 , 通过他们可以间接而客观地验证科研项目的重要

程度 , 因而将因子 1 定义为检索因子。

因子 2:该因子中 , 研究成果获奖等级 、 项目研究的社

会价值 、 论文发表等级 、 项目来源等载荷较大 , 这些指标的

共性是:他们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是映本项目对对该成果认可

度 , 因而定义为社会认同因子。

因子 3:该因子中 , 文献引证规范性 、 资料收集处理难

度 、 项目研究的惟一性的载荷较大 , 定义为文献参考因子。

因子 4:该因子中 , 项目的社会价值等指标的载荷较

大 , 定义为社会价值因子。

因子 5:该因子中 , 项目的学术价值等指标的载荷较

大 , 定义为学术价值因子。

2.7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法与技术　 体育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方法主要有定性评价方法 、 定量评价方

法和综合评价方法。定性评价方法主要是同行评议方法 , 定

量评价方法主要是计量评价方法。此外 , 在评价过程中还需

要结合专家评价法 、 层次分析法等其他评价方法。但需要强

调的是 , 每一种评价方法 , 包括量化方法 , 都有其方法所限

定的内在目标 , 只有充分认识了这些内在目标才能更好的建

构评价体系。下面主要分析同行评价方法和计量评价方法。

2.7.1　同行评价方法　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描述性 、 模

糊性等特点使得它难以通过精确的计算 、 反复的科学实验加

以验证 , 也无法用某些数据或指标作简单的测定。同时 , 体

育社会科学研究对体育事业发展具有长期或者间接的作用和

影响 , 因此 , 目前对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大多采用同行

评价的方法来进行。

2.7.2　计量评价方法　为了使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

结论尽可能地符合客观性 , 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一些体育

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和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借助科学计量分析指

标来评价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计量评价方法是一种定量的评

价方法 , 主要是把体育社会科学评价中的一些内容指标化 、

数量化 、 数值化 , 然后根据一定的权重计算出分值 , 通过分

值的比较来衡量体育社会科学的价值。

3　结　语

一个成熟的评价体系不是理论思辨的结果 , 而是在实践

的互动中诞生的 , 其中评价主体 、 评价对象 、 评价目标与评

价方法的互动是极为重要的环节。事实上 , 方法的局限就是

评价的局限 , 不深入分析所采用方法的不足 , 就很难确实了

解评价的真正内涵和指向[ 4] 。因此 , 本文在体育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评价体系方面的探索只是一次尝试 , 还有待于在今后

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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