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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写一部充分体现“工学结合”、“体医结合”，具有医学高职高专特点的体育教材，一直是我们的
共识。
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念指导下，我们在本版教材编写中做了一些新的尝
试。
一、围绕培养目标坚持健康第一医学高职高专教材是为培养农村、社区和基层医药卫生人才而编写的
教学参考书，这是医学高职高专体育教材的定位。
健康第一，是教育工作者应树立的教育理念，也是体育教材建设贯彻的指导思想。
为此，在本版教材第一章“体育与健康”中，我们重点介绍了健康方面的有关知识，体育与健康之间
的关系；在第二章“医学高职高专体育”中，着重介绍了医学高职高专教育的定位及基本特征，医学
高职高专体育课程性质的定位及基本特征，社区体育与社区卫生服务，体医结合与健康促进。
明确教材定位，围绕健康第一；将体育与医学结合，服务于健康；把体育作为医学生未来从事卫生职
业服务的一项重要职业技能，这是我们确立的本版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
二、结合岗位实际实现三个“接轨”以岗位实际工作为引领，以解决岗位实际为主线；医疗处方中需
要什么运动，社区居民健身开展什么体育；使运动处方与医疗处方接轨，体育教材内容与社会体育指
导员认证考试接轨，社区体育与社区卫生服务接轨，这是我们确立教材体系框架的依据。
在本版教材中我们重点选取了运动处方（第三章）、有氧运动（第五章）、医疗运动（第六章）以及
社区体育等内容，力求与岗位实际相吻合。
三、“教、学、做”融一体突出高职特色融“教、学、做”为一体，是高职教育的特色，是“工学结
合”的体现。
我们认为，体育在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培养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体育教材
应成为高职高专教材实现“工学结合”的突破口。
为此，在本版教材的具体编写中，我们做了以下调整：一是在每章节结束后，设有“思考与练习”，
用于指导学生课后学练；二是在教材的主栏，以“技术要领”和“练习方法”两个版块的形式出现，
便于教师、学生在教学中的应用；三是对教材内容中的动作技术要领进行浓缩、提炼，以“精讲口诀
”的形式出现，便于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及学生的练；四是在教材的辅栏，介绍了一些随时随地可以
开展的各种简便实用的“快乐健身”方法，供教师和学生学练。
总之，在探讨、实践具有“工学结合”特点的医学高职高专体育教材方面，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但仍觉不尽如人意，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采用本教材的老师、同学们，以及专家学者们，
把从教材中发现的问题和存在的疏漏不足，随时函告我们，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完善。
切望共同努力，把医学高职高专体育教材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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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卫生部规划教材”之一，全书共分8个章节，主要对体育运动与
健康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体育与健康、医学高职高专体育、运动处方、体能运动、有氧运动
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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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为了捕获小动物，需要有快速奔跑的能力；为了抵御和战胜猛兽，就要有使用器械和投掷的力
量⋯⋯在这些日常生活中、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人们逐渐形成了走、跑、跳、投等动作技能。
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娱乐、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动作技能
进而演变为体育运动的雏形。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书中指出：“只有劳动，人的手才能得到高度的完善
，在这个基础上，人手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的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尔德森的雕刻，以及柏格
尼的音乐。
”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运动也需要灵巧的双手才能完成高难度的技巧动作，从这个意义
来说，体育起源于劳动。
另外，劳动需要优良的个人素质和过硬的技术、技能。
当人类在劳动中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和技术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学习和锻炼这些技能时，就出现了体
育。
最初的体育和劳动技术教育是一致的，很难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逐步改变，才区分开劳动技术学习和身体锻炼的差别，许多体育活动和体
育项目才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空间并形成独立的体系。
由此可见，最早的体育项目是从劳动的过程中产生并游离出来的。
2.体育产生于生活社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生活空间，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
丰富多彩。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生活体育也随之产生。
如娱乐体育、休闲体育、医疗保健体育、健身健美运动等。
世界上许多民族在原始时代都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在祭神的娱乐活动中产生
的。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到，处于原始生活模式下的易洛魁人，在没有任何外来输入的条件下
也有球类游戏。
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的唐尧时期，创造了一种击壤游戏；西周时代产生发展了一些休闲体育，如泛
舟、划船、打猎、钓鱼等；另据《吕氏春秋》记载：“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筋骨瑟缩不
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就是利用运动治病的最早事例；西汉时，已在帛画“导引图”上描绘有不同
性别和年龄的人做下蹲、收腹、踢腿、弯腰、深呼吸等40余种与现代医疗体操相类似的健身动作。
这一切都说明了体育产生于生活。
（二）体育的发展趋势1.体育向提高健康素质的目标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2002）中首次提出了“健
康素质”的概念，并且与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并列，形成了“三大素质”的新概括。
这种新概括把我国教育方针中“健康第一”的思想从青少年学生扩展到了全民族，丰富了全民族素质
的内涵。
这三大素质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互促进。
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健康素质是承载前两项素质的唯一物
质基础。
正如毛泽东所说：“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寓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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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与健康(第2版)》：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卫生部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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