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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导论》

前言

在21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最初年头里，我们以“社会体育”为主题，编写了一套系列教材，作为对新
世纪的献礼，作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献礼，作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献礼。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
的历史进程，现代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人类从重视过去，到注重现在，到关注未来，
无疑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它既是现代化的起点
，也是现代化的归宿。而人的现代化应该是全面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体育运动在
人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现代化的诉求，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最终必将体现在人的全面发
展上。理论构建、学科建设在倡导和形成学习型社会中，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无疑带有根本性的意义
。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我们有了共同的愿望。我们抱着积跬步达千里的心态，踏上这样一条布满荆
棘的探索之路。回眸人类的历史，在古今中外的文明进程中，世界公认的三次人类文明的高峰与体育
运动的发展有着高度的关联。一是古希腊文明，它勃兴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二是曾称“日不落帝国
”的英国，它是近代第一次现代化的代表，催生了户外运动；三是知识经济的代表——美国，在第二
次现代化的过程中，将竞技运动的职业化、商业化推到极至，同时催生了休闲体育，使以奥林匹克为
核心的国际竞技体育和以休闲健身为标志的大众体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文化活动。这三次人类文明
高峰，产生了伟大的体育实践，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然而，令人扼腕的是
，虽有震撼世界的体育实践，却少有影响世界的体育理论。近现代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技术领域，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理论，而体育的理论却未能得到相应的发展。作为体育理论工
作者，难道我们不该从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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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导论》

内容概要

《社会体育导论》为普通高等学校社会体育专业系列教材之一。《社会体育导论》从增强人民体质，
增进社会健康，延长人的寿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美、消遣、娱乐、休闲、保健、医疗、康复、社交
等多个角度，对社会体育进行丁广泛的论述。《社会体育导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体育慨述，社
会体育与社会进步，我国社会体育的目的与任务以及地位与功能，社会体育参与，影响社会体育发展
的因素，社会体育活动原则、内容与方法，社会体育活动的分类指导，社会体育管理的内容，社会体
育管理的方法、社会体育机构等。
《社会体育导论》还附有《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国成年人体质测
定标准》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社会体育导论》也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其他专
业选修课教材以及社会体育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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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导论》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社会体育概述第一节 社会体育的概念体系第二节 社会体育的产生与发展第二章 社会体育
与社会进步第一节 社会体育与生产方式第二节 社会体育与生活方式第三节 社会体育与社会文化第三
章 我国社会体育的目的与任务以及地位与功能第一节 我国社会体育的目的与任务第二节 社会体育的
地位与功能第四章 社会体育参与第一节 社会体育参与概述第二节 影响社会体育参与的基本因素第三
节 体育人口概述第四节 非体育人口第五章 影响社会体育发展的因素第一节 影响社会体育发展的宏观
因素第二节 影响社会体育发展的中观因素第三节 影响社会体育发展的微观因素第六章 社会体育活动
原则、内容与方法第一节 社会体育活动的原则第二节 社会体育活动的内容第三节 社会体育活动的练
习方法第四节 社会体育活动的指导方法第七章 社会体育活动的分类指导第一节 社会体育的人群分类
第二节 社会体育的社会组织分类第八章 社会体育管理的内容第一节 社会体育人员管理第二节 社会体
育财务管理第三节 社会体育物质管理第四节 社会体育信息管理第五节 社会体育社会问题处理第九章 
社会体育的管理方法第一节 社会体育管理的法律方法第二节 社会体育管理的经济方法第三节 社会体
育管理的计划方法第四节 社会体育管理的行政方法第五节 社会体育的社团管理第六节 社会体育的标
准化管理第十章 社会体育机构第一节 体育行政机构第二节 社会体育社会团体第三节 社会体育企业附
录附录1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附录3 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标准附录4 社会体
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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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建立社会体育学科的必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兴起的大众体育热潮，新中国成立50
多年来群众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体育出现的深刻变化，以及“以人为本”
观念的全面确立，为社会体育学的建立提供了极其良好的社会条件。(一)国外大众体育热潮的形成西
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引起了人口构成的老龄化
、劳动构成的知识分子化、膳食构成的高营养化和消费结构的社会服务化，以及疾病构成的文明病化
，使人们日益认识到发展大众体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众体育因此迅速崛起。大众体育与以“奥林
匹克运动”为代表的高水平竞技运动和向正规化方向发展的学校体育，呈三足鼎立之势，并形成了一
系列的特点如平民化、普及化和科学化等。(二)我国群众体育的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把我国群
众体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种投资形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必不可少的
社会活动。但我国开展群众体育的经济条件还相当薄弱，而开展群众体育的思想认识正在逐步转变和
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体育得到了稳步的发展，体育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大大高于发
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的体质与健康状况大有改善；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世界发达
国家的水平；全民健身运动正在为现代化的建设者塑造着强壮的体魄；体育场馆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职工体育、农民体育、社区体育、民族体育、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推动了群众体育事业的全
面发展；一种适应市场经济的体育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已经逐步形成；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在新世纪
到来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国的群众体育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中
国群众体育是当今世界大众体育的组成部分。因此，用科学的态度研究国内外的大众体育的经验，并
建立理论，以指导我国社会体育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发展，已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强烈时代需要。同
时也应该看到，国内外大众体育的发展，为社会体育学的建立在不断提供着极其丰富的信息，创造了
良好的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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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体育导论》是高等学校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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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很好。与学校发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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