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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体育与健康教程(21世纪高等院校通识教育规划教材)》由薛雨平主编，本次编写的教材在充分
体现学校要“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以培养大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能力，养成锻炼习
惯和全面增进身心健康为主线，讲述了体育健康知识、科学锻炼方法与价值，以及体育的人文精神。
在教材编写体系上，融入体育健康教育和终身体育教育的思想；在内容上，更注重培养学生进行体育
锻炼习惯的养成、知识的理解和方法的掌握。教材编写的文字注意通俗易懂，更贴近学生生活，尽量
避免学生难以理解的技术术语和技术动作的文字叙述，使教材更具实用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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