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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体育是学校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都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目标
来要求。
200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认
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工作
机制，充分保证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育活动⋯⋯”　　体育教学是学校体育工作的主渠道，是实施素
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重要途径。
2002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简称《纲要》），对高校
体育课程的性质、目标、结构、内容等方面提出了科学规范的指导性意见和基本要求。
《纲要》明确提出了通过体育课程教学，要使学生在“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
社会适应”五个方面需要达到基本目标以及应努力实现发展目标。
　　为进一步加强体育课程建设，为学生体育学习和运动锻炼提供指导，我们在总结以往教材编写经
验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本书。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以《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纲要》、《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依据，
着力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健康的主题，以开展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的体育意识和体育能力为主线
，围绕体育和健康这个核心，融合了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突出了知识介绍和运动指导的统一。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体育、体质、健康和体育锻炼的知识介绍；第二部分是对目前普遍
开展的传统及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和休闲娱乐项目进行了介绍。
　　全书不仅阐释体育原理，介绍体育锻炼和运动保健的知识和方法，更注重给学生提供运动指导，
突出了知识性、趣味性、应用性，有助于大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方法和
手段，便于大学生课外阅读和参考，更贴近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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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是学校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都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目标
来要求。
200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认
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工作
机制，充分保证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育活动⋯⋯”　　体育教学是学校体育工作的主渠道，是实施素
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重要途径。
2002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简称《纲要》），对高校
体育课程的性质、目标、结构、内容等方面提出了科学规范的指导性意见和基本要求。
《纲要》明确提出了通过体育课程教学，要使学生在“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
社会适应”五个方面需要达到基本目标以及应努力实现发展目标。
　　为进一步加强体育课程建设，为学生体育学习和运动锻炼提供指导，我们在总结以往教材编写经
验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本书。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以《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纲要》、《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依据，
着力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健康的主题，以开展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的体育意识和体育能力为主线
，围绕体育和健康这个核心，融合了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突出了知识介绍和运动指导的统一。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体育、体质、健康和体育锻炼的知识介绍；第二部分是对目前普遍
开展的传统及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和休闲娱乐项目进行了介绍。
　　全书不仅阐释体育原理，介绍体育锻炼和运动保健的知识和方法，更注重给学生提供运动指导，
突出了知识性、趣味性、应用性，有助于大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方法和
手段，便于大学生课外阅读和参考，更贴近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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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体育概述　　几千年以来，人类由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发展到今天高度发
达的网络时代，体育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社会，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悠久。
世界各国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的进步孕育了体育，并带动体育不断发展；而体育的发展又丰富了文明
的内容，并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生产劳动和其他各种社会活动中，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形式，同
时也在体育实践中逐步加深了对体育的认识，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思想、观念和理论。
　　第一节　体育概念的发展趋势　　体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随着社会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和丰
富的。
中国最早并没有“体育”这个词，但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与之相近的词有养生、导引、武术等。
我国最先出现“体育”一词是在清朝末年。
那时，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教育。
l903年，清朝大臣荣庆、张百熙、张之洞在给光绪皇帝的奏章《学务纲要》中提到：“国外学堂，于
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
中外固无二理也。
”西方在18世纪前也没有“体育”一词，近似的有体操、竞技、训练等，直到18世纪60年代“体育”
一词才在法国的报纸上正式出现。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现象逐渐以多种形式在社会各领域内广泛开展起来。
但是，人们对体育概念和名词的使用上，意见尚不统一。
学术界曾多次对体育的概念进行研究与讨论。
1982年7月在烟台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会议对关于体育概念的统一认识问题进行审议，会后在全
国的体育理论界中形成了一个共识——体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1986）中写到：在中国，体育的广义含义与体育运动相同，包括身体教
育（狭义的体育）、竞技体育、身体锻炼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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