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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随着全中国人民奥运热情的普遍高涨，为了响应国际奧委会关于在各
成员国高等院校开设“奥林匹克运动”课程的建议，更好地对普通高校学生（含体育专业）进行奥林
匹克教育，根据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建设计划，邀请国内部分高校近年来主要从事“奧林匹克学”
专业教育和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本教材的编写工作。
在立足于教材编写应遵循思想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系统性的原则下，在1999年出版的第一版《奥林
匹克学》教材基础上，我们在2006年的连云港《体育史》教材工作会议上，进行了该教材的编写启动
工作。
教材首先由主编人员进行了基本框架的构建，然后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完成了整个教材的
编写纲目，并同时落实编写人员和进行了具体分工。
根据相关高校对第一版《奥林匹克学》教材使用的反馈意见，并结合海内外专家们的建议，本教材在
编写时注意了以下方面的要求，并由此形成了本教材的基本特点：第一，在内容体系的安排上，教材
由4大模块构成。
第一模块主要是介绍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形成及其发展。
第二模块是有关奥林匹克运动的主体，其内容包括思想、组织、竞赛、文化等奥林匹克运动的具体内
容及形式。
第三模块为奥林匹克运动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四模块是奧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这一模块中，为了符合时代特
征，教材专门增加了对2008年北京奧运会与中国体育发展前景的讨论，以求引发人们对后北京奧运中
国体育发展道路更多的思考。
第二，在体例形式的安排上，考虑到教学对象的不同和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特点，除在每一章的后面
均布置有“思考与探索”以外，还增加了“进一步学习本章内容需要阅读的文献”以及结合实践要求
布置的“活动建议”。
一本教材的成熟，总是需要很多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奥林匹克学》虽然已经作为第二版编写，而且我们亦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到底它的成熟度如何
，它是否能满足现代高校教学的要求，应该说我们仍然没有太大的把握。
我们唯有希望的是广大教学人员在使用该教材时，能不断地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使本教材在以后的
建设中，能不断地走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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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奥林匹克教育计划，为普通高校体育专业学生而专门编写的教材。
在内容安排上由4大模块构成。
包括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形成及其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思想、组织、竞赛、文化等活动内容与形式；
奥林匹克运动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等等。
　　本书具有资料新、内容全、知识含量大和启发性学习等特点。
因而还可以成为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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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本章小结　　思考与探索　　进一步学习本章内容需要阅读的文献活动建议第四编 奥林匹克
运动在中国　第十一章 20世纪前期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1900—1949）　　第一节 奥林匹克运动在中
国的早期传播和影响　　　一、奥林匹克运动的传人　　　二、中国近代体育观念的变化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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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体育的冲突　　　二、中国传统体育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抗争　　　三、奥运模式对中国民族传
统体育的改造　　本章小结　　思考与探索　　进一步学习本章内容需要阅读的文献活动建议　第十
二章 20世纪中期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1949一1979）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国际奥
委会的关系　　　一、大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二、台湾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第二节 中国
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积极态度和措施　　　一、建立中国的奥林匹克组织　　　二、围绕奥运会项目
发展中国的体育事业　　　三、努力拓展国际体育空间　　第三节 台湾地区的奥林匹克事业　　　一
、台湾地区的体育组织制度　　　二、台湾地区参加的亚运会和奥运会　　本章小结　　思考与探索
　　进一步学习本章内容需要阅读的文献活动建议　第十三章 20世纪后期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1979
—2001）　　第一节 “奥运模式”与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新局面　　　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二、奥林匹克旗帜下的海峡两岸交流　　　三、成功举办第11届亚洲运动会　　第二节 中国的体育
改革及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　　　一、体育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二、体育经济活动日趋凸显
　　　三、科教兴体形成共识　　　四、中华武术发扬光大　　本章小结　　思考与探索　　进一步
学习本章内容需要阅读的文献活动建议　第十四章 2008奥运会与中国体育的前景　　第一节 北京申办
奥运会的历史回顾　　　一、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历由背景　　　二、虽败犹荣　　　三、如愿以偿　
　　四、北京申办奥运成功的原因　　第二节 为筹办2008奥运会而努力　　　一、北京市基础设施和
社会环境的改善　　　二、奥林匹克教育和宣传　　　三、积极备战2008年奥运会　　第三节 2008年
奥运会对中国社会和体育发展的影响　　　一、举办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
成功举办奥运会对中国体育的挑战　　　三、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　　本章小结　　
思考与探索　　进一步学习本章内容需要阅读的文献活动建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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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奧林匹克宗旨是指奥林匹克运动的主要目的和意图。
顾拜旦在追述了1896年雅典第1届现代奥运会的盛况后就提出了：“没有竞技运动的协助，那么教育，
尤其是民主的时代教育是不可能良好而完整的”观点，他认为，奥运会的成功“将是一个潜在的，间
接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
”为了避免战争，“还有什么比让各国青年定期聚首，进行肌肉力量和灵巧的友好比赛更好的方式吗
？
古代希腊人曾用奧运会控制竞技运动并促进和平。
我们期望它在将来发挥同样的效益并非奢望”。
①顾拜旦的这种奢望来源于他对古代奥运会的潜心研究，他曾敏锐地指出：“休战的思想是奧林匹克
精神的又一基本特点。
休战与节奏密切相关。
奥运会的庆祝活动必须准确地按天体运行的节奏举行。
因为奧运会是庆祝4年一度的人类佳节的组成部分，纪念人类一代又一代不断的繁衍，所以必须严格
地按照这种节奏进行。
”由此他提出：“今天，象古时候一样，意外的情况可能阻止我们召开4年一度的奥运会，但是，各
届奥运会的顺序都决不会改变。
”②一个多世纪的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完全是按当年顾拜旦所提出的那样，除了1912年的第6届和1940
年、1944年的第12、13届分别因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影响未举办外，其他各届均每4年举行一届。
正是出于顾拜旦渴求世界和平的基本出发点，《奧林匹克宪章》明确定义“奧林匹克运动，是从现代
奥林匹克主义中诞生的一种社会运动，其目的是通过组织没有任何歧视和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
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和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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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圣典的临近，中国全社会的迎奧运热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本教材正是
在此背景下为更好地满足普通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需要，而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直接关心下，由苏州
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牵头于2006年开始组织编写的。
本教材由罗时铭和谭华任主编，曹守和、付砚农、苏肖晴、余万予任副主编。
其具体的分工情况如下：第1章、第2章，由浙江大学体育系副教授郭怡博士撰写；第3章，由山西师范
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闫小平撰写；第4章、第6章，由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余万予教授撰写；第5章，
由福建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韩淑艳撰写；第7章，由杭州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曹守和教授撰
写；第8、9章，由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谭华教授撰写；第10章，由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李
晓英教授撰写；第11章，由鲁东大学体育学院付砚农教授撰写；第12章和绪论，由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罗时铭教授撰写；第13章，由福建公安专科学校苏肖晴教授撰写；第14章，由中山大学的张新萍博士
撰写。
全书最后由谭华和罗时铭二人负责统稿。
本教材在拟定大纲和组织编写的过程中，曾吸收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次得到高等教育出
版社尤超英编审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教授凡红博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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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奥林匹克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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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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