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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学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大学生是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才，他们除了应拥有
厚实的知识外，还要拥有健康的身心，才能为国家作贡献。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体育应进一步贯彻落实“健康第一”
的指导思想，使大学生学习和掌握体育与健康的科学知识，培养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爱好，学会锻炼
身体的科学方法，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达到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和体育运动水平以及陶冶体育
文化情操的基本目的。
高校体育教材的建设是实现上述思想的基本途径和基本保证。
基于上述考虑，根据教育部《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
要求，我们编写了高等院校公共体育课的《体育与健康》这本教材。
本书内容丰富，包括：体育理论、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毽球、武术、跆拳道
、游泳、健美操、形体健美、体育舞蹈、体育保健、体质测试，五个附表分别列出了当代大学生的各
种身体形态机能标准。
本书的特点，一是体现“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并能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大学生身上；二是针对大学
生的身心特点，把体育教育、健康教育、竞技体育、余暇体育与生活教育有机地整合.三是根据教育部
主管部门颁发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精神用历史辩证的观点，在编写纲目中既吸收了传统
教材的精华，又在体系、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体现新意；四是在编写上淡化竞技运动健身化、竞技运动
生活化，促进大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增强。
由于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体现了以上特点，因此本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可作为体育课教材，也可以作为
课外体育健康的指导书，有利于学生自学、自练，使学生养成体育运动的习惯，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同时对于“全民健身”计划也具有积极的传播和指导作用。
本书由武赣龙、曾宪刚主编，喻长虹、甘新生、杜振巍、姜全传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人员有（以姓
氏笔画为序）：王珺、华厚杰、严松、杨红英、张荣军、姚威、彭建翘、韩小华、谭清芳。
在此要特别感谢曾宪钢教授，曾教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挤出宝贵的时间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并
审阅了全稿。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真诚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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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院校本、专科公共体育课教材，根据教育部《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要求编写，体现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指导思想。
内容包括：体育理论、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毽球、武术、跆拳道、游泳、健
美操、形体健美、体育舞蹈、体育保健、体质测试等。
书末的五个附表分别列出了当代大学生的各种身体形态机能标准。
　　本书实用性强，既可作为高校公共体育课教材，也可作为学生课外体育健康的指导书，还可作为
公众的“全民健身”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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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体育概论1.1　体育理论概述体育分为广义体育和狭义体育。
广义体育（亦称体育运动）是以锻炼身体、强身祛病、提高运动技巧、娱乐身心为目的的社会活动的
总和，是社会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制约，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对促进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狭义体育（亦称体育教育）是学习掌握体育知识技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教育活动，是对人体进
行培育和塑造的过程，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受教育者的生长发育、身心健康、体力和智力的发
展以及品德培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体育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体育”一词却出现得较晚，在体育一词出现前，世界各国对体育这
一活动过程的称谓都不同。
 古希腊时期，体育活动往往用“体操”表示，但是在古希腊词语中，体操的含义不同于现在的体操，
它包含了当时进行的所有身体操练，如拳击、跳跃、奔跑、投掷和角力等。
在我国古代，类似体育的活动用养身、导引和武术等名词标记。
据史料记载，自1760年法国的一些报刊上开始出现“体育”（education physical）和“肉体教育”
（education corporeal）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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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训练，所以说它们的含义是相
同的。
1762年，声梭在法国出版了《爱弥尔》一书，他用“体育”一词描述对爱弥尔的身体教育过程。
由于这本书激烈地批判了当时的教会教育，因而在世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体育”一词同时也在世界
各国流传开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体育与健康>>

编辑推荐

《体育与健康》：21世纪普通高校本专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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