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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基础理论教程》

前言

教师、教材、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三个要素。作为贯彻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
，并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教学课程体系的体育课程，其教学过程同样不可缺少这三个要素的组成。长期
以来，出于教学指导思想上的偏差，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体系中过分偏重运动技术和运动技能知识，而
忽略以全面身心素质发展的体育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由此产生，一边是体育工作者疾呼加强和提高
学生的体育意识，而另一边出现的则是学习对象对体育课学习兴趣的锐减，这已成为当今学校体育中
不争的事实。如何突破这一现象，教育改革和科学事实证明，加强对学生体育科学基本理论的学习和
指导，将能够培养和建立学生的体育意识、提高学生的体育素养。只有具备科学含量的体育和健康知
识，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才能成为稳定的终身兴趣。    课程改革是当今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材
内容体系改革则是重中之重。培养适应新世纪社会需要的人才，遵循“健康第一”、“面向全体学生
实施素质教育”；切实提高大学体育课程在培养新世纪人才方面的整体效益，是新时期深化高校体育
改革和我们编写这部理论教材的指导思想及主线。以这一主线为内涵所组成的教材体系内容，将能够
系统地传授体育学科知识、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念、增进学生的健康、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提高学生
的体育素养，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使学生通过体育课程的教育，学会生存、学会生活、学会创造、
学会做人，从而成为身心健全全面发展的合格接班人。    本书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
指导纲要》的精神，针对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的现状和教学实际，并广泛参考多本现代普通高校体育课
程的优秀教材编写而成，是一部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的理论学习用书。全书共分11章。第1章，概述，系
统地讲述了体育概念的演变及对体育概念的界定、分类；阐述了我国普通高校体育的内容、高校体育
课程的目标；终身体育思想，高校体育在终身体育阶段所应承担的任务。第2章，体育与健康，按照
现代健康概念的三维观，系统地分析了体育与身体健康、体育与心理健康、体育与社会适应能力之间
的关系。第3章，现代社会与体育，列举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体育与社会生存环境、体育在素质
教育及现代人素质构成中的重要作用。第4章，科学体育锻炼，系统分析和阐述了体育锻炼的原理、
原则、内容、运动负荷的调控（包括生理、心理）、锻炼计划制定及运动处方。第5章，运动健身方
法，按照科学、适用、简便易行，讲述了体育的基本锻炼方法，并介绍了六大类健身锻炼内容。第6
章，体育卫生与保健，阐述了体育锻炼中的医务监督、体育卫生、运动损伤及处理以及常见病的一些
体育疗法。第7章，营养、卫生、生活方式与健康，系统阐述了人的行为、环境与健康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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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精神，针对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的现状和教学
实际，并广泛参多本现代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的优秀教材编写而成，是一部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的理论学
习用书。全书共分11章。分别讲述了体育与健康、现代社会与体育、科学体育锻炼、运动健身方法、
体育卫生与保健、营养、卫生、生活方式与健康、大学生体质概述、运动技能考试和达标、运动竞赛
与欣赏、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等内容。
　　本书适合作普通高校体育基础理论教材，也适合体育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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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概述  1。1 体育的概念和分类  1。2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  1。3 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目标  1。4 高
校体育与终身体育  1。5 思考题第2章  体育与健康  2。1 体育与健康概述  2。2 体育与身体健康  2。3 体
育与心理健康  2。4 体育与社会适应能力  2。5 思考题第3章  现代社会与体育  3。1 现代社会的主要特
征  3。2 社会生存环境与体育  3。3 体育与现代人素质的构成  3。4 素质教育与学校体育发展  3。5 思考
题第4章  科学体育锻炼  4。1 体育锻炼原理  4。2 体育锻炼原则  4。3 体育锻炼内容的选择  4。4 体育锻
炼运动负荷的调控  4。5 体育锻炼中的心理调节  4。6 体育锻炼计划的制定  4。7 运动处方  4。8 思考题
第5章  运动健身方法  5。1 体育基本锻炼方法  5。2 比赛法和游戏法锻炼  5。3 有氧锻炼法  5。4 平衡健
身法  5。5 健美锻炼法  5。6 水冰运动  5。7 极限运动  5。8 思考题第6章  体育卫生与保健  6。1 体育运
动中的医务监督  6。2 身体锻炼的卫生保健  6。3 非损伤性运动疾病及其处理和预防方法  6。4 运动损
伤的预防和处理  6。5 常见病的体育疗法  6。6 思考题第7章  营养、卫生、生活方式与健康  7。1 平衡
膳食与健康  7。2 行为与健康  7。3 环境与健康  7。4 思考题第8章  大学生体质概述第9章  运动技能考试
和达标第10章  运动竞赛与欣赏第11章  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附录1 体育颂附录2 《体育之研究》原文附
录3 《体育之研究》的白话译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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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学习目标：本章介绍了体育的概念、分类，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的组成和内容，实施
素质教育背景下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目标，以及高校体育与终身体育的内容。通过学习，
应掌握体育、终身体育的概念，了解现代体育的分类及内容，明确学校体育的主要组成内容、各自特
征，同时，应明确体育课程目标，以及终身体育思想和高校体育作为终身体育的一个阶段所应完成的
主要任务。    1.1体育的概念和分类    1.1.1体育的概念    所谓概念，是指对某一事物属性的一种准确判
断。在了解体育的概念之前，必须对体育概念的历史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据史料记载，在1760年法国
的一些报刊文章中出现“体育”（Education Physical）和“肉体教育”（Education Corporelle）的文字
，这是体育一词的首次出现。当时这两个词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指对儿童进行身体的养护、培养和
训练内容，所以说它们具有相同的含义。1762年，法国教育家卢梭在其《爱弥尔》一书中使用“体育
”一词来描述对爱弥尔的教育过程。由于这本书的观点激烈的批判了当时的教会教育，而在世界上引
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体育”一词同时也在世界各国流传开来。    “体育”一词，见诸于中文词
汇不足百年历史。一般认为，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大体通过两种渠道。一是洋务派首先在学校中
设置体操科课程，为现代体育传入中国开辟了道路；二是教会在中国兴办学校，这在客观上引进了西
方教育的某些积极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在此以后，欧美教育思想，特别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1923年公布
的《新学制课程标准》中，正式将学校课程中的“体操科”改为“体育课”，并在具体教学中开始废
除兵操而选用田径、体操、球类、游戏等现代运动项目为主要内容，同时也把生理卫生和保健知识列
为教学内容，扩大了学校教育中的体育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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