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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研究生教育近年来也有较大的发展。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呼唤着出版更多高质量的供研究生教学、研究、阅读的教材及参考书。
1996年，我们在积多年体育教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体育原理导论》一书，目的是为研究
生提供比较系统的学习、研讨资料。
这些年来，有许多专家、教授给这《体育原理》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我们觉得有必要
在《体育原理导论》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框架，对原有内容进行修改、调整、补充和更新。
恰在此时，《体育原理导论》被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初步遴选为“研究生教学用书”，这
无疑是对我们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极大鼓舞。
我们根据专家所提出的修改意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研究任务。
《体育原理》定稿后，通过了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评估所组织的专家鉴定，作为教育部研究生
工作办公室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出版。
　　《体育原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二章由杨文轩教授执笔，第六章
、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由陈琦教授执笔。
全书最后由杨文轩教授统稿。
　　《体育原理》可作为高等学校体育理论专业研究生、同等学力研究生班，以及开设这门课程的其
他专业的研究生使用，可供参加报考这个专业的考生学习参考，也可作为体育管理工作者参考。
　　《体育原理》在调研和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全国知名专家教授的指点和帮助，华南师范大学体育
人文社会学教研室的卢元镇、胡小明、周爱光、谭华等教授以及访问学者、研究生也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建议。
在此谨向为这本教材的出版工作做出巨大努力的专家学者、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和高等教
育出版社深表谢忱！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必有不妥之处，尚析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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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体育专业研究生教学用书。
本书由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杨文轩教授和陈琦教授合著。
本书是作者在积多年体育原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全书内容涉及体育概念、体育本质、体育目的、体育过程与规律、体育途径、体育手段、体育评价、
体育科学、体育文化、体育体制和体育发展趋势。
本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体育基本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字里行间闪烁着作者敏锐
的思维、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观点以及对体育原理研究的深厚功底。
    本书不仅是一本很好的研究生教材，对广大一线体育工作者和体育研究人员来说，本书也不失为一
本启迪思想、指导实践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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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文轩，男，汉族，1947年出生，广东普宁人，中共党员。
体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3年7月毕业于华南师大体育系。
1979年2月至7月在北京体育大学全国高校青年体育理论教师进修班学习。
1982年5月至1989 年6月任华南师大体育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
1989年7月至1992 年5月任华南师大总务长, 1992年6月至1998年12月任华南师大副校长。
1998年12月起任华南师大党委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1999年7月起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1997年晋升教授，2000 年受聘为博士生导师,1998年并受聘为教育部全国高校体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
现兼任学校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组组长、学校"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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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论　一、体育原理概述　二、体育原理发展概况　三、学习与研讨体育原理的方法和要求
第二章　体育概念　一、体育概念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体育概念的界定　三、中、日、美、英、苏
联等国体育概念的比较研究第三章　体育本质　一、体育本质的概念　二、体育观的演变与体育本质
认识的演进　三、身心关系、体育的人文关怀与体育本质　四、体育的多种特性与体育本质第四章　
体育目的　一、从健康与体质的关系看体育目的　二、从体育价值取向看体育目的　三、体育目的的
界定第五章　体育过程与规律　一、体育过程概述　二、体育与健身、娱乐、竞技运动的关系　三、
对体育规律的认识第六章　体育途径　一、家庭体育——应引起重视的体育角落　二、学校体育——
奠定学生终身体育的基础　三、社区体育——终身体育的关键环节　四、正确处理好家庭体育、学校
体育、社区体育三者关系第七章　体育手段　一、体育手段概述　二、体育内容的现代化　三、体育
方法的结构与个性化应用第八章　体育评价　一、体育评价概述　二、体育评价的现实问题及其分析
　三、体育评价体系　四、体育评价的发展趋势第九章　体育科学　一、体育科学概述　二、运动科
学的提出及其研究动态　三、体育科学的研究趋势第十章　体育文化　一、体育的文化属性　二、体
育文化的含义与功能　三、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　四、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及其对策第十一章　体育
体制　一、体育体制概述　二、对举国体制的历史评价　三、也说“体育的普及与提高”　四、体育
体制改革的趋向——大众体育与竞技运动双轨制第十二章　体育发展趋势　一、从人的发展看体育发
展趋势　二、从社会发展看体育发展趋势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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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体育原理与体育学　教育界普遍认为，教育原理是教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教育学（pedagogy）是研究人类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
教育原理是普通教育学理论体系历史发展中渐次形成的分支学科，它以教育中最一般的问题作为自己
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研究教育中一般性问题的科学。
它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教育基本规律的揭示和阐明上，它的研究任务是为具体学科提供最一般的
理论指导，在教育科学体系中处于基本理论学科地位。
　　体育学是从宏观上研究体育的一门学科，它从整体上认识体育全过程的一般规律，抽象地反映出
体育的主要特征，准确揭示其本质，以便使体育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朝着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体育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体育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对体育的总体认识，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
联系，体育的结构，体育方法，体育科学与体育科学研究，现代体育的形成和发展，现代中国体育的
发展及中国体育的未来。
③从对教育学的基本理解和对体育学的分析，可以认为，体育原理是体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
对体育基本理论及其规律的研究。
1996年我国把体育学升格为一级学科，这是对体育科学地位给予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的反映，也同时
告诉我们，把体育原理等同于体育学是不妥当的。
体育学对体育的总体认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体育原理对体育的概念、本质、目的、要素、
结构及过程等具体问题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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