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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

前言

体育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民健身体育的基础，是养成终生体育习惯的重要阶段，是
体育事业的战略重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
：“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国家教育部领导多次在全国性的
体育教育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把学校体育工作的重心切实放到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身心健
康水平上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对我国交通科技接班人的素质提出
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广大青年学生对身体的健康、健美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要求日渐强烈。众所周
知，广泛地开展科学的群众性的健身运动，对增强人们体质，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提高学习和生活
质量，丰富文化生活，促进社会稳定和和谐地发展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健康的身体，聪慧的头脑是学
生出色地完成大学阶段紧张的学习任务的保证，更是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胜任繁重的交通运输工作的
必要条件，体育课的重要作用正在于此。体育课是学校进行体育教学的基本方式，是学校体育工作的
基础。体育教学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学校体育工作的成败得失。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体
育教育和体育教学，除必须有结合专业特点的体育实施纲要之外，还应该有为实施教学纲要的教科书
。这既是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也是检查、提高学校体育教育与教学质量的需要。《大学生体育》正
是顺应这一要求，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充分考虑到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发育特点和知识结构状况，并
紧密地结合交通专业和水上运输特点编纂而成的。本书在内容上重视基础理论和基本实践的结合，传
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衔接，竞技体育与健身体育的置换，体现了体育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在编
排中注意循序渐进，删繁就简，力求通俗易懂，便于自学。《大学生体育》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实
效性和可读性。值得提到的是，该书的编者大都是承担繁重教学任务并兼任群体辅导或体育运动队训
练工作的体育教师。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查找资料，从事本书的编写，对他
们这种勤奋工作的敬业精神我们深感欣慰，并表示诚挚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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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

内容概要

《大学生体育(第2版)》内容包括人体运动健康的科学理论，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体质的
自我评价，体育与卫生保健，田径，各种球类概述，基本技术与战术，规则简介，武术，游泳，健美
运动，体操，广播体操，艺术体操，体育舞蹈，航海运动与水上技能。
《大学生体育(第2版)》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图例清楚直观。不仅适合于体育教学，也便于体育爱好
者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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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论第一节 体育的发展概况第二节 人体健康发展概论第三节 体育的功能第四节 身
体运动增进健康的基本要素第二章 人体运动健康的科学理论第一节 人体运动健康的社会学理论第二
节 人体运动健康的心理学理论第三节 人体运动健康的生理学理论第四节 人体运动健康的美学理论第
三章 健康原理方法理论第一节 人体运动健康的卫生学原理第二节 人体运动健康的运动学原理第三节 
运动健康的营养学原理第四节 不同运动项目的健康学机制第四章 人体健康的测量与评价第一节 健康
、健美形态的测量与评价第二节 健康器官机能的测量与评价第三节 健康体能的测量与评价第四节 健
康心理的测量与评价第五节 人体运动负荷的测量与评价第六节 人体健康的综合评价第七节 大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第五章 体育运动竞赛第一节 运动竞赛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第二节 运动竞赛及竞赛项目的
分类第三节 体育竞赛的组织方法第四节 球类运动竞赛法第六章 田径第一节 田径运动概述第二节 赛跑
第三节 跳高、跳远、三级跳远第四节 推铅球、掷铁饼、掷标枪第七章 篮球第一节 篮球运动概述第二
节 篮球运动基本技术第三节 篮球基本战术第四节 篮球竞赛规则和裁判法简介第八章 排球第一节 排球
运动概述第二节 排球基本技术第三节 排球基本战术与阵形第四节 排球竞赛规则简介第九章 足球第一
节 足球运动概述第二节 足球基本技术第三节 足球基本战术及规则第十章 乒乓球和羽毛球第一节 乒乓
球第二节 羽毛球第十一章 网球第一节 网球概述第二节 网球基本技术第三节 网球基本战术与规则第十
二章 毽球第一节 毽球运动概述第二节 毽球运动基本技术第三节 毽球运动基本战术第四节 毽球运动竞
赛规则第十三章 武术第一节 武术运动概述第二节 初级长拳(第三路)第十四章 游泳第一节 游泳概述第
二节 游泳基本技术第三节 实用游泳常识第四节 游泳竞赛规则及其他第十五章 健美运动第一节 体型与
体姿第二节 运动与肌肉第三节 健美动作及练习方法第四节 健美训练基本理论第五节 健美比赛规则第
十六章 体操第一节 单、双杠与跳跃第二节 技巧第十七章 广播体操第一节 广播体操健身意义第二节 第
八套广播体操第十八章 艺术体操第一节 艺术体操概述第二节 徒手基本练习第三节 徒手基本步第十九
章 体育舞蹈第一节 基本知识介绍第二节 普通体育舞蹈健身的技能第三节 当代体育舞蹈健身的技能第
二十章 航海运动与水上技能第一节 舢舨荡桨第二节 舢舨驶帆第三节 航海素质和技能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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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

章节摘录

插图：一、体育的定义体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
社会活动。具体来说，体育是根据人体适应自然规律而有意识地通过身体运动来增强体质、促进身心
健康和智力发展的科学方法。（一）广义体育又称体育运动，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
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的一
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属于社会文化教育的范畴，受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并为社会政治
和经济制度服务。广义体育的范畴包括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三个方面。竞技体育是指为了
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或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以及运动能力等方面的综合潜力，通过科学、系统的
训练，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活动过程。学校体育是指通过体育课堂教学、课外体育锻炼和训练以
及运动竞赛等形式来增强学生体质、促进身心健康与智力发展、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个性特征的教
育过程。它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体育的基础，也是发展体育战略的重点。群众体育是
指广大国民以锻炼身体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调节精神和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为目的的体育活动。（
二）狭义体育又称体育教育，是指一个促进身体发展，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术和技能
，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趟过程。它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二
、体育产生的动因和社会根源（一）体育产生的动因探索体育产生的动因，应当从研究人的需要人手
。任何社会和生命现象，无不以社会的需要、人的需要作为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可以说，人
的活动都是由需要引起的，需要是人的能动性的源泉和动力，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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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

编辑推荐

《大学生体育(第2版)》新世纪大学体育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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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

精彩短评

1、某些方面不怎样 嗯 建议看 运动生理学 运动医学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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