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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校体育工作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体育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走过了令人难忘和值得回顾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我国学校体育事业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认真落
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学校体育管理体系日趋完善；学校体育法规制度日益健全；师资队伍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学校体育
教学改革不断深化；课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学生体育竞赛形成制度；学校体育科研异常活跃；作为
学校体育工作难点的农村学校体育大有改观。
上述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是我国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
健康体魄是高素质人才的物质载体，是实现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
今天的在校学生是明天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身体素质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影响到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学校体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
力和顽强的意志品质等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对于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校体育科学研究对于推动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具有先导性作用。
在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有许多新思路、新举
措需要实践和验证，也有许多新做法、新经验需要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和总结。
大量的实际问题需要我们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寻找出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指导学校体育工作实
践。
《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部分长期从事学校体育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专家、学者集体智慧
的结晶，是一部论述中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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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教育部体育卫生艺术司科研课题的成果。
《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学校体育法
规、制度与管理，学校体育课程建设，学校体育教学，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学生运动训练与竞赛，体
育教师队伍建设，学校体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学校体育的发展趋势。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全面总结我国学校体育教学经验、教训和展望未来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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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课外体育活动管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在课外体育活动的管理方式上，各级各类今后将会根
据学校自身的体育设施、学生的年龄特征及课余时间的长短等不同的特点，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小学课外体育活动管理方式小学生身体发育旺盛，较少有自主性，缺乏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与
自我管理的能力。
他们在学校主要依靠教师，在家里主要依靠家长，对课外体育活动的参与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
与此同时，小学生却又天性好玩，对体育活动有着本能的爱好，但却没有明确的目的。
小学生的这些生理、心理特点及小学体育场地器材较差等状况，决定了小学课外体育活动管理与大学
、中学有较大的差异。
因此，小学阶段体育教师应从学校和学生的实际出发制定计划，统一选择课外体育活动的内容和方法
，统一安排课外体育活动的时间，在管理中教师应起主要作用。
（二）中学课外体育活动管理方式中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自律能力相对较差，但又渴望独立自
主，群体意识、竞争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强；学习时间相对集中、课余时间较少。
为此，中学的课外体育活动管理，应采取半自主调控形式为宜，既强调学生个体的主动性，又通过富
有竞争性、娱乐性、集体性、时代性的运动竞赛来提高学生的锻炼兴趣与积极性。
利用集体的成就和竞争促进个体的自觉锻炼，确保课外体育活动的正常进行。
（三）大学课外体育活动管理方式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日趋完善，并具有了较强的主体性与体育能力，
运动兴趣中心基本形成，体育特长也已突现。
因此，体育俱乐部与单项体育协会是他们课外体育活动的主要管理方式。
课外体育俱乐部与单项体育协会，一般都是由学生会按照一定的章程进行组织的，学生可以自愿参加
，并交纳一定的会费，民主选举领导成员，实行自我管理。
业务上得到体育教研部的帮助和指导。
三、课外体育活动的内涵将逐渐丰富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课外体育活动仅仅是在校园里进行的一
种体育活动形式，把课外体育活动看成是体育课的延伸和补充，从属于体育课。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的体育爱好、兴趣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爱好广泛，主体意识加强，不
少学生希望把一些娱乐体育、生活体育、保健体育、竞技体育等内容引入课外体育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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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由杨贵仁所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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