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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一门专业理论课。
自该专业设置至今，已有数本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方面的著作发行问世，筚路蓝缕，其中不乏精当之论
，为他人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起点，但总体上看，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体系结构及诸多方面的
理论阐述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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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该说，将体育与相近相似的活动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划清界限是极其重要的，是界定体育概念的基本
要求。
然而，要真正对体育作出科学合理的定义，我们还必须对相关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进行一番考察。
传统的体育概念往往认为“体育的本质是增强体质”，但竞技体育因为超越极限目标而导致的对运动
员身体的损害有目共睹，这就直接对体育本质的“增强体质说”提出了质疑。
毕竟，我们不能说竞技体育的本质是增强体质。
、为了消除这种说法的逻辑矛盾，有人提出“体育的本质是强化体能”的观点，认为无论普通大众和
运动员参与体育活动都在形式上和客观上追求和达到强化体能的目标。
这种说法应该说基本消除了“增强体质说”的逻辑矛盾，但它仍然显得不够抽象，因为我们不能用事
物的表层样式和初始目标来界定其本质，我们必须深入其基本内涵和根本价值来审视事物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健身、健心、益群”的体育本质功能观逐渐流行。
这种观点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区分事物客观具有的本质作用和人们主观赋予的目标和愿望，造成
体育本质的泛化。
合乎科学运动原理的体育活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健身（还有部分或间接健心的效果）功能，
但是并不一定具有益群的功能。
球场上的激烈争斗所引发的斗殴并不能视为“益群”。
“益群”是需要人们的主观意志进行训练、教育和改造方能达到的效果和目标。
而早晨在清新的空气里进行科学的跑步，其具有的功能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是客观实际
，也因此可以视为体育的本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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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一门专业理论课。
自该专业设置至今，已有数本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方面的著作发行问世，筚路蓝缕，其中不乏精当之论
，为他人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起点，但总体上看，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体系结构及诸多方面的
理论阐述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2002年年初，高等教育出版社委托我组织部分业内人士编写一部旨在反映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体系
基本情况的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以作为目前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理论教材。
接到该任务后，与出版社有关人士磋商，决定将该书定名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并
依据本人对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体系的认识，大致将书稿内容分成总论、武术、导引、民俗民间体育和
少数民族体育等五大部分，随后致函诚邀几位专业有成的学友鼎力襄事撰写。
他们分别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易剑东博士（第一章）、成都体育学院的郝勤教授（第三章）、杭州师范
学院的赵凌华教授（第四章）和华南师范大学的胡小明教授（第五章）。
诸友接函，慨然允诺。
本人除了第二章的撰写外，还承担了对全书的框架设计及最后的文字定稿等工作（但对各章节的具体
内容，未作改动）。
一年多来，几经周折，终因全体撰稿者的拨冗赐稿而《概论》即将付梓，这当然是我要向诸位学友表
示衷心谢意的。
由于本书是合众人之力所成，故文中阐述的观点难免各有所见，其内容也或有交叉及疏漏。
正因为如此，叨窃主编之名的我并未书稿的交付而稍感轻松，相反时时被一种不安萦绕着：我们撰写
的这本小书能不负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厚望，从一个角度体现出我国目前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研究的
水平吗？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批评经学大师孙星衍所注《尚书》“但知聚铜，不知铸釜”，而吾辈之流竟不
自量力欲以铸釜。
然铜耶，釜耶，我真诚期待着学术界各位老师同仁的评说，同时也期待着社会上广大读者对本书的批
评指正。
毫无疑问，各方的批评有利于我们（尤其本人）的学术视野，也有利于对本书的匡谬纠误，从而推动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研究的发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

编辑推荐

由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是合众人之力所成，故文中阐述的观点难免各有所见，其内
容也或有交叉及疏漏。
正因为如此，叨窃主编之名的我并未书稿的交付而稍感轻松，相反时时被一种不安萦绕着：我们撰写
的这本小书能不负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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