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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插图：   第一篇 体育基础理论篇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述 第一节 体育概述 一、体育的概念 
体育可分为广义的体育和狭义的体育。广义的体育亦称体育运动，是人们根据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遵循人体生长发育和机能活动规律，以运动动作为基本手段，为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丰富社会文化生活而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的身体运动和社会活动。它属于社会文化
教育的范畴，受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和制约，也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从广义体育的内涵
来看，体育包括两个基本部分和基本属性。一是作为体育方式、手段和方法的人体运动部分，具有继
承、交流、借鉴、吸取的自然属性；二是运用这种手段和方法，来实现社会所规定的体育的目的、法
令和制度部分，具有社会属性。体育的本质就是这两种属性相结合的产物。体育既作用于人体，使人
身心俱健，又作用于社会，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是体育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统一与作用的结果。 狭义的体育习惯称学校体育，也叫体育教育。它是现代体育的基础，也是现代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发展人的身体，增强体质，传授体育基本知识、技术、技能，提高运动技
术水平，培养良好意志品德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是与德、智、美、劳密切配
合，培养体育兴趣，养成锻炼习惯，造就一代新人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活动过程。 二、体育的构成 广
义体育的概念充分地表明，不同内容和范围的“体育”的构成都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都要全面发
展身体和增强体质，都包含有教育、教学和竞赛等因素。由于体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
其内容十分广泛，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现代体育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使活动内容越来越多。从现
代体育的不同属性或关系比较出发，根据目的、对象和社会给予的影响不同，对现代体育进行分类。
目前普遍认为，体育（即现代体育运动）主要由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三个部分构成。 （一
）学校体育 学校体育，习惯上称为狭义的体育。它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体育的基础，
它是全面发展人的身体，增强体质的道德意志品质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它与
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技能教育等相互配合，是培养人才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达到教育
、教养及发展身体的总目的，不同层次的学校体育按不同教育阶段和年龄特征，通过体育课和课外体
育活动这两种基本组织形式，围绕“增强体质”这一中心，全面实现学校体育的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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