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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健康概论》

内容概要

《体质健康概论》在总结我国多年来国民体质健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体育教育贯彻“健康
第一”的指导思想为主体；以体质健康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方法为核心；以完善的体质健康评价方法为
重点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 
《体质健康概论》共分上下两篇十章，内容包括：体质基本理论与方法；健康教育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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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中医学历来重视人的体质状态，在防病治病上，从具体的人出发，权衡干预措施，体
现以人为本、因人制宜的思想。中医学认为：体质是指人体的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
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是人类在生长、
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人体个性特征。体质辨识，即以人的体质为认知对象
，从体质状态及不同体质分类的特性，把握其健康与疾病的整体要素与个体差异，制定防治原则，选
择相应的治疗、预防、养生方法，从而进行“因人制宜”的干预。现代中医根据临床上的症候表现、
脉象、舌苔，提出了以下八种体质：中性体质、阴虚体质、阳虚体质、气血虚体质、痰湿体质、瘀血
体质、热性体质、寒性体质，这种分型以身型脉证为主要指标，对临床辨证、遗方、摄生防病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一、中性体质研究又称为正常体质，指的是阴阳平衡、气血旺盛流畅、脏腑功能正常协
调，身体能力抗病强的生理特征。中性体质的人不仅先天秉赋良好，后天也调养得当才能形成。此类
型的人体质不寒不热、形体胖瘦匀称、体格健壮、发茂乌黑、面色光泽、食欲正常、睡眠良好、耐寒
耐暑、精力充沛、舌淡红润有光泽、舌苔淡薄、脉象和缓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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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质健康概论》是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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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正本书内容不错,逻辑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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