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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选摘

据7月31日《中国青年报》，共有5834人参与此次网络调查。

■ 第一发布

京报调查
本版宗旨是“采集民

意，权威解读”——就公
众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
调查，发布调查结果，并
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结合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点
评。需要说明的是，调查
数据作为一种民意表达
平台，或有偏颇之处，仅
供读者参考。

参与调查请登录以
下网址，每周一期。
www.bjnews.com.cn
http://netranking.com.cn

本次调查由《新京报·评论周
刊》与清研咨询联合推出，共回收
有效问卷1029份。

性别
男 66.3%
女 33.7%

年龄段
18岁以下 0.7%
18-24岁 13.7%
25-29岁 30.7%
30-39岁 39.7%
40-49岁 11.2%
50-59岁 3.3%
60岁及以上 0.7%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9.1%
大专/高职 26.9%
大学本科 54.0%
硕士及以上 10.0%

【受访者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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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最关注哪些项目？（多选）
跳水 51.2%
游泳 48.7%
乒乓球 48.1%
羽毛球 41.2%
田径 40.5%
篮球 37.7%
足球 29.9%
排球 29.8%
射击 26.2%
举重 22.9%
网球 20.6%

1、你关注伦敦奥运会吗？（单选）
A、高度关注 56.9%
B、一般关注 39.3%
C、不太关注 3.8%
2、你十分在意中国队的金牌总数吗？（单选）
A、是的。金牌数量关乎国家形象，越多越好 49.3%
B、一般。只要运动员尽力就行，不用过度拔高其意义 38.8%
C、无所谓。“体育强国”比“金牌强国”更重要 11.9%
3、某运动员因未能获得金牌而说“对不起”，你怎么看？（单选）
A、应该道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0.8%
B、不该道歉，尽力就行，重在参与 43.1%
C、重要的是奥运精神，而不是金牌 46.1%

51.2%
最喜欢“跳水”

2、你最关注哪些运动员？（多选）
刘翔 71.2%
林丹 46.7%
李娜 45.4%
易建联 33.2%
孙杨 25.6%
王皓 23.0%
陈一冰 20.3%
郭跃 20.3%
张继科 15.0%
佟文 11.2%

3、你最期待看到中国运动员什么样的表现？（多选）
胜不骄、败不馁 57.5%
赢得漂亮 49.7%
敢于竞争 44.2%
弱势项目取得突破 35.0%
享受比赛 34.8%
新人辈出 32.6%
强势项目保持优势 30.1%
有体育风范 29.6%

伦敦奥运会开幕以来，吸
引着全球观众的目光。而围绕

“金牌”的新闻报道，伴随着关
注目光的，还有一些争议。

根据新京报“京报调查”的
结果，对于伦敦奥运会，56.9%的
受访者表示“高度关注”，39.3%
的受访者表示“一般关注”，只有
3.8%的受访者表示“不太关注”，

看来，四年一度的奥运季，想
不关注都难。

你十分在意中
国队的金牌总

数 吗 ？ 面
对这一

问

题，49.3%的受访者表示肯定态
度，认为“金牌数量关乎国家形
象，越多越好”，38.8%的受访者
表示“一般”，认为“只要运动员
尽力就行，不用过度拔高其意
义”，还有 11.9%的受访者表示

“无所谓”，认为“体育强国”比
“金牌强国”更重要。总体来
看，在金牌问题上的民意倾向，
大致是五五对开，说明支持者
有其理由，而反对者也是一种
理性表现。

不久前的伦敦奥运会男子
举重 56kg 级决赛上，中国选手
吴景彪挺举项目遗憾地收获了
银牌，赛后面对摄像机，吴景彪
连连鞠躬道歉：“拿银牌对不起
祖国，对不起所有关心自己的

人”。他的这一举动，引
发热议。有人为其感

到遗憾，也有人
认为不必把

金 牌 看
得

过重。新京报“京报调查”的结
果显示，46.1% 的受访者表示

“重要的是奥运精神，而不是金
牌”，43.1%的受访者表示“不该道
歉，尽力就行，重在参与”，只有一
成（10.8%）的受访者表示“应该道
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交叉分析结果显示，“高度
关注”伦敦奥运会的受访者更
加在意中国队所获的金牌总
数。关于吴景彪因未能获得金
牌而说“对不起”，绝大多数人认
为没必要道歉；但“高度关注”的
受访者中，依旧有 15.4%的人认
为未获金牌的运动员应该道
歉。从总体看，对伦敦奥运会
的关注程度，男性略高于女性，
25-29 岁的受访者“高度关注”
的比例最高，达 60.4%；学
历越高，关注程度也
越高，68%的硕士
及 以 上 学 历
的 受 访
者 表

示“高度关注”。
对于一项竞技运动而言，

金牌意味着一个运动员（或运
动员群体）极限挑战的胜利，对
于一场体育赛事来说，金牌总
数意味着一个国家体育大国
的成绩。但是，比金牌更重要
的是体育精神，金牌可丢，精
神不可丢；金牌总数重要，比
金牌总数更重要的是全民
素质，而这才是奥运的
本意所在。
新京报记者
高明勇

半数受众认为别拔高金牌的意义 金牌到底能
“强”什么？

从新京报“京报调查”的结
果看，接受调查的公众有一半仍
然看重奥运金牌，一方面我们要
看到这个比例在减少，四年前或
十年前，看重奥运金牌的人数可
能远远高于现在这个比例。回
想一下，八十年代初，中国女排
夺冠，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冠军、金牌、女排精神，点燃了一
代青少年的爱国热情，无论是奥
运会的申办成功与奥运会上的
金牌总数，都被媒体与公众视同
国家崛起、强大的象征，冠军的
精神价值、爱国价值、激励意义
都被过度倡导与解读。

近年来，整个社会对体育的
反思与认识，有了改变，体育运
动 员 是 不 是 承 载 了 太 重 的 负
担？国家精神是不是靠金牌可
以持续振奋？体育运动是为了
夺取金牌报效国家，还是通过
体育提升整个国家的身体与精
神品质？人们还看到，一些退
役后的金牌获得者，生活过得
并不如意，甚至通过摆地摊、打
工，来获得生存的条件，一些地
方政府，对参加奥运会的运动
员寄予厚望，道路很快修到他
们的村庄，当通过电视直播，看
到运动员并没有收获金牌，后期
的道路也不修了，当然也不会派
人去机场手捧鲜花，热烈欢迎运
动员凯旋。

如同生命的意义在过程一
样，体育的意义在过程，在参与，
不同国家地区的运动员相聚在
奥运会赛场，展示不同的精神状
态与文化风采，这本身就体现了
奥林匹克精神，当他们奋力拼搏
竭尽全力，既是为了夺取竞技的
最高荣誉，也是探索人类的体能
极限，而对于无数观众来说，欣
赏与领略到的是运动竞技过程
中，人体之健与运动之美。

46.1%的受访者认为，重要
的是奥运精神，而不是金牌，更
多的人不再过度迷信金牌，体育
正在回归它的常识，让更多的人
热爱体育，欣赏体育，通过体育
获得健康与快乐，这才是体育运
动的本质。

□吴祚来（学者）

■ 旁边评论

71.2%
最喜欢“刘翔”

57.5%
最喜欢运动员“胜不骄、败不馁”

你关心中国队的
金牌总数吗？

■ 调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