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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材(中高级)(专用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符合
职业培训的特点，符合职业标准、培训大纲与考核鉴定的要求，符合我国该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实际
文化水平与业务水平。教材不拘泥系统性和完整性，以实用和可操作为该培训教材的出发点。教材内
容的表述力求做到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举例简明扼要。为便于学员参加自学和考核，每一章前设内
容提要，章后设作业题和推荐阅读书目，书后设参考书目。

Page 2



《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病�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我国社会体育的改革与发展
第一节 我国的社会体育
第二节 全民腱身计划纲要
第三节 我国社会体育的奋斗目标
第二章★ 社会体育法规制度
第一节 体育法制与社会体育法规制度
第二节 我国现行社会体育法规制度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社会体育工作的有关法规知识
第三章 社会体育管理的原则、职能与方法
第一节 社会体育管理的概念、特点与原则
第二节 社会体育管理的基本职能
第三节 社会体育管理的内容与方法
第四章 基层业余训练以及群众性体育活动与比赛
第一节 基层业余训练概述
第二节 基层业余训练计划的内容与制定
第三节 群众性体育活动与比赛的工作特点
第四节 群众性体育活动与比赛的组织发动与实施
第五节 群众性体育活动与比赛的计划与安排
第五章★ 身体练习方法
第一节 身体练习方法的作用、特点及分类
第二节 身体练习法
第六章★ 练习指导过程
第一节 场地器材的合理利用
第二节 特殊的讲解与示范方法
第三节 练习效果的评价
第七章★ 常用健身项目和手段
第一节 发展基本活动能力的健身手段
第二节 球类运动项目
第三节 体操和舞蹈类运动项目
第八章 民间与传统体育的健身手段
第一节 传统体育的健身手段
第二节 民俗体育的健身方法
第三节 自然力的健身手段
第四节 体育游戏
第九章 休闲体育与家庭体育
第一节 休闲体育
第二节 家庭体育
第十章★ 不同人群的体育健身
第一节 不同年龄人群的体育健身
第二节 女子体育健身
第三节 不同职业人群的体育健身
第十一章 残疾人的健身锻炼
第一节 残疾人的体育概况
第二节 残疾人健身锻炼指导
第十二章★ 运动性疲劳与身体机能恢复
第一节 运动性疲劳的概念与分类
第二节 运动性疲劳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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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诊断
第四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
第十三章★ 运动中常见损伤的防护与救治
第一节 运动中常见损伤的类型与原因
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处理方法
第三节 运动中常见损伤的处理和急救
第四节 常见的各部位损伤及其治疗
第十四章 运动、营养与体重控制
第一节 身体成分的推测与评价
第二节 肥胖与体育锻炼
第三节 运动与肌肉体积增加
第十五章 社会体育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一节 访问调查法与问卷调查法
第二节 调查报告的写作方法
第三节 简易统计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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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 我国的社会体育 一、我国社会体育的主要特点 （一）社会体育的基本含义 
社会体育作为一种最为普遍的体育现象，是指在闲暇时间里公民自愿参加的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
愉悦身心、增加交往为主要目的的自主性体育活动。社会体育作为体育的一部分，有别于竞技体育、
学校体育和军队体育，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作为社会体育的主体——活动参与者对活动参与的自愿性
和对活动要素把握的自主性。社会体育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形式和内容是相互交叉的，
作用是互补的。 社会体育之所以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体育现象，是因为它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它
的范围遍及整个社会。为了认识上的便利，人们将它分成不同的类型。例如，按照参与人群的成分来
划分，常分为职工体育、农民体育、居民体育等；按照参与人群的年龄与性别来划分，常分为婴幼儿
体育、少年儿童体育、青壮年体育，老年人体育和妇女体育等；按照地域的分布来划分，常分为城市
体育、农村体育、社区体育、乡镇体育、家庭体育、单位体育等；按照发展的渊源来划分，常分为民
族传统体育、民间体育等；按照功能来划分常分为健身体育、健美体育、康复医疗体育、娱乐体育、
休闲体育、旅游体育、防卫体育、冒险体育等。 （二）社会体育的主要特点 1.健身性与娱乐性 社会体
育最基本的形式是亿万群众参与的体育活动。亿万群众在自愿、自主的基础上，通过直接的身体运动
过程，达到强身健体、愉悦身心、陶冶情操、交友合群的效果。这既是社会体育最本质的特点，也是
社会体育区别与其他体育和文化活动的最显著特征。社会体育的健身性与娱乐性是统一的，是人身心
合一特点的反映。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健全的身体孕育健全的精神。体育活动既作用于人的
身体，也作用于人的精神。社会体育健身性与娱乐性和谐一致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体育在社会文化中
的独特地位。 2.全民性与普遍性 社会体育产生与发展的进程，就是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人的需
要是分层次的，这种多层次的需要经常交织在一起，并且随着时间、空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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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材(中高级)(专用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既可
作为职业标准社会体育指导员中高级学员的教学培训用书，技术等级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二三级学员
也可参照使用。此外，还可作为高等学校社会体育专业学生以及社会体育工作从业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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