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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10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深化职
业教育教学改革。
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合理调整专业结构，大力发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大力推进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和教
材建设。
”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
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
在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形势下，教材建设与改革已成为重要课题。
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这一精神，组织了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领域的部分知名专家
，对如何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公共体育课程建设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决定组织编写一本适应时代发展需
求，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教材。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力图体现如下特点：　　1.以人为本，遵循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兴趣爱
好，贯彻《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提出的体育教学“三个自主”的原则，力争最大限
度满足高职、高专学生的体育需求。
　　2.把“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作为选编教学内容的基本出发点，注重健身性与文化性相结合，既
注重体育健身知识的传授，同时重视教材内容的体育文化含量。
　　3.逐步实现体育教材的立体化。
根据体育学科生动、活泼，直观性强的特点，研制了与文字教材配套的系列多媒体教学课件，为学生
自学自练提供生动形象的辅助工具，为立体化教学奠定基础。
　　4.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
教材内容既要与学科发展相适应，反映体育学科的新进展、新成果，也要注意与中学体育教学内容的
连贯和衔接。
教材内容力求少而精，讲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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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体育》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教材内容与科学发展相适应，反映体育学科的新进展
、新成果，也要求与中学体育教学内容的连贯和衔接。
教材内容力求少而精，讲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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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体育的诞生　　体育，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具有实践能动性的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及
人自身的产物。
人的体育意识，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漫长历史中，随着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而产生和发展
起来的。
因此，体育既是一种按照人的目的、意志、理论去占有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同时又是一种合乎
规律性的活动。
　　关于体育的起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今天已很难断言它究竟产生于何时。
因为，体育的史前史可以追溯到人类的一切体力和智力活动都只是为生存条件提供保证的时期。
在对体育的起源问题研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在早期人类的生存斗争中，是哪些因素促使我
们的祖先创造了一整套以改造自身为目的的身体练习。
当前，有关体育起源问题的解释存在着“战争说”、“模仿说”、“本能说”、“游戏说”、“巫术
说”等多种学术流派，但唯物主义者始终坚持体育的“劳动说”，认为体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实践
活动，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
马克思指出：“由于劳动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就像在农业中那样，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
。
”①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同样指出：“由于生活的需要迫使人去劳动，可是人在劳动中逐渐地把自己
力量的实际使用看做一种快乐。
”②在他眼里，人类的原始艺术、游戏、舞蹈、竞技都是人类在劳动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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