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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1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最初年头里，我们以“社会体育”为主题，编写了一套系列教材，作为对新
世纪的献礼，作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献礼，作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献礼。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现代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人类从重视过去，到注重现在，到关注未来，无疑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它既是现代化的起点，也是现代化的归宿。
而人的现代化应该是全面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
体育运动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现代化的诉求，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最终必将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
理论构建、学科建设在倡导和形成学习型社会中，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无疑带有根本性的意义。
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我们有了共同的愿望。
我们抱着积跬步达千里的心态，踏上这样一条布满荆棘的探索之路。
回眸人类的历史，在古今中外的文明进程中，全世界公认的三次人类文明的高峰与体育运动的发展有
着高度的关联。
一是古希腊文明，它勃兴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二是曾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它是近代第一次现
代化的代表，催生了户外运动；三是知识经济的代表——美国，在第二次现代化的过程中，将竞技运
动的职业化、商业化推到极至，同时催生了休闲体育，使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国际竞技体育和以休闲
健身为标志的大众体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文化活动。
这三次人类文明的高峰，产生了伟大的体育实践，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虽有震撼世界的体育实践，却少有影响世界的体育理论。
近现代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理论，而体育的理论
却未能得到相应的发展。
作为体育理论工作者，难道我们不该从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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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学校社会体育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跨人后工业社会，体育发生了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
具到玩具的变化。
面对休闲时代的来临，体育专业的学生特别需要一本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新教材。
　　本书分理论篇和实践篇，理论篇由既相辅相成又相对独立的6章内容组成，便于教学中根据不同
需要加以讲授，主要内容包括休闲论、娱乐论、游戏论、健康论、教育论、经营管理论；作为理论讲
授的依托，实践篇根据体育休闲娱乐活动的实际需要，对各种适合大众开展的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项
目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主要内容包括手段方法论、一般户外运动、室内运动、极限与强力运动、
海陆空及冰雪运动、民间体育休闲娱乐运动、竞技休闲运动等。
  本书也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其他专业选修课教材以及社会体育工作者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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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弘扬中华文明的健康游乐精神21世纪，是中国的学者向西方文明争取话语权的时代：“为什么人
类社会愈是按照西方文化的模式走向‘进步’，人类对待自己的同类却越是表现出冷酷无情，甚至残
忍凶狠，这样的‘进步’究竟要把人类引向何处？
”在世界上唯一连绵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里，人们习惯于劳作之余，尽量利用有限的光阴积
极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盼望充实和延长有限的生命。
在周而复始的农耕节令中诞生出来的忙碌和悠闲的观念，以及自然的有节律的养生方式，升华了游乐
的精神。
“游”是一种悠闲自得、轻松愉快的身体活动状态，是在有限生命里增加体验的重要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从古代自然经济土壤里生长出的传统生活态度，亦不失为一种特殊的追寻生命
意义的健康长寿之道。
讲求“天人合一”的和谐、中华文化独特的仁爱之美，使东方文明中的健康游乐精神冉冉升起，成为
体育休闲娱乐的未来航标。
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蕴涵着健康游乐的精神。
健，古来泛指强有力；康，寓含愉快平安之意。
健康要求身体和情绪均保持良好状态，即“身心俱泰”。
中国唐朝有一种乐舞，因其刚健有力的特点名日“健舞”。
我们常用“健步”来赞叹步履轻快的善行之人，以“健儿”之美誉加于壮勇之士，冠“健将”之名于
体育运动之能手。
为人类社会创造健康的美，是体育的最终目的。
而“游乐”、“游学”、“游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理想，已经
具备了在未来社会复兴的条件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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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休闲娱乐理论与实践》为高等学校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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