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管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体育管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3107902

10位ISBN编号：7303107908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左庆生 编

页数：21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体育管理学》

内容概要

《体育管理学》是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中社会体育方向的选修课
，是体育院系学生用书，是由西南(云、贵、川、渝)体育教材教法研究会(体育管理学)教材小组根据
西南地区体育院系教学计划、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具体教学任务、教学时数、教学内容及
考核要求分工负责撰写和串编完成的。本教材总结云、贵、川、渝体育院系该课程教学实践经验，借
鉴和吸收了国内外先进的体育管理理论和经验，从概念、原理、职能方法和基本内容等方面介绍体育
管理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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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管理学》

章节摘录

插图：3.社会集资主要包括社会集资、企业赞助等形式。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企业活
力的不断增强，企业赞助优秀运动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优秀运动队领导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主动争取企业的赞助。要积极支持和鼓励社会各种力量办队，扩大体育的社会化程度，以弥补政府独
家办队经费的不足。（二）运动训练经费的使用运动训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动用大量的人力
、财力、物力。就我国目前国情看，训练经费不足一直是一个实际问题。如何合理分配、使用有限的
资金，是运动训练经费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应注意以下方面：要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要坚持计划，按规定用款；要确保重点，不断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要严格管理，厉行节约、精打细
算。六、运动训练管理评估（一）运动训练管理评估的基本內容由于运动训练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因而可以把运动训练管理的评估分为不同层次及要素的单项评估，也可以作为一项整体进
行综合评估。例如根据运动训练管理的对象，可以把整个训练管理系统划分为若干个层次，即以遍布
全国城乡的中小学校运动队为基层，青少年业余体校和省、市体育运动学校为中层，省级集训队、俱
乐部和国家集训队为高层。由于各个层次的目的、任务不同，在整个运动训练管理系统中所处的地位
和作用也就不同，对于不同层次所确定的评价内容、指标体系也有所不同。因此，运动训练管理系统
中各层次的评价具体内容有所区别，但训练条件、训练过程及训练效益等内容却是几乎所有训练系统
评估中均应包括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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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管理学》：教育部推荐教材西南区体育教材教法研究会教材编审委员会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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