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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
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养成坚持锻
炼身体的习惯。
”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为大学体育指出的教育目标
。
纵观近几十年的中国教育，在学校体育教育中，不理解体育、忽略体育的倾向一直比较严重。
致使不少学生对体育学科不甚了解，体育意识淡薄，自我锻炼的能力不强，没有养成自觉参加体育锻
炼的习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
也许由于这一现象绵延时间太长，我们的教育，培养出为数不少的“亚健康”公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呈连续下降趋势，尤其是2000年以来，6到18岁的学生中
，肥胖生比例高达15％。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原本在中老年人身上才出现的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与肥胖相关
的病症，近年来在青少年身上也时有发生。
为贯彻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精神，适应和深化高校体育教学改
革，进一步提高体育课教学质量，我们编写了本教材。
其主要特点在于：1.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技能、知识和习惯”为主线，培养学生的体
育与健康意识和能力，全面增进身心健康，注意了体育与健康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健康第一”和“
以学生为本”教育指导思想，注入了有关健康的新观念、新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体育精神风
貌。
2.精选教材内容，构建教材新体系。
在以竞技体育为主线的传统教材基础上，进行了适度改造，融入素质教育和终身体育思想。
在教材内容的选编上，努力以培养学生体育兴趣、养成学生终身体育习惯、贴近生活为目标，选编了
一些行之有效、易于开展、趣味性强的运动项目和练习手段，内容丰富多彩，方法简便易学，具有较
强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编写了必要的理论知识和易行的锻炼健身方法，构建了全新的教材体系。
3.结构新颖，形式多样，图文并茂。
本教材在每一章开篇都提出了“学习目标”、“关键概念”和“重要问题”；在部分章节中穿插编写
了“知识窗”等生动有趣的小栏目，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同时还安排了“复习思考题”，每一运
动项目配备了动作过程图示，增强了直观性，给学生以较强的视觉冲击和启迪，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4.紧扣教育目标，突出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着力对大学生进行体育文化素养的
教育和培养，力求达到“现时受益，终身收益”之效。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有左新荣、官家秀、吴本亮、曾晓莉、郭小苏、王方春、王艺兰、许杰、王国凡、
朱昭丛、方敏、周坤、崔世兵、戚玉搂、吴峰等同志。
由周志俊、吴峰担任主编，苏小运担任副主编。
本教材于2008年6月被评为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省级规划教材，我校2008级学生开始使用本教材
。
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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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
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养成坚持锻
炼身体的习惯。
”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为大学体育指出的教育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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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体育的基本概念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专家学者对体育进行过定义。
根据《教育科学辞典》、《不列颠百科全书》、《体育大辞典》中对体育的定义，可以这样说：体育
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
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
三、体育的组成根据1995年10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的规定，体育主要是由学
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三部分组成。
学校体育是指以学生为对象，通过身体活动，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传授体育知识、技
术、技能，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以及体育意识、兴趣、习惯和能力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过程。
竞技体育是指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人体在体力、技艺、心理、智力等方面的潜力，提高运动技术水
平和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为目的的训练和竞赛活动。
社会体育是指以城乡居民为主要参加对象，以丰富文化生活，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保持与增进健康为
目的，以家庭、单位和社区为活动空间，以各种身体活动为内容而展开的组织灵活、形式多样的体育
活动。
第二节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现象
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和演进的，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体育运动也像其它事物一
样，经历了一个由萌生到发展、到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体育的产生体育在人类社会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察它的产生要追溯到古代，因为那时人类已存
在对体育的需要。
但史前人类尚没有文字记载，因此，对史前体育的产生进行考察t只能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根据考古学
家、历史学家收集到的各历史时期的文物进行研究，属于考古学研究法；二是利用现存的原始部落和
部族进行考察，属于社会学研究法。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专家学者对体育起源问题进行过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主要
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生产劳动是产生体育的唯一源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是人类全部生
活和活动的基础，体育是人类社会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所以体育也应以劳动为基础，劳动是体育产
生的唯一源泉。
并认为早在劳动之前就出现体育的观点是唯心的，同时还认为军事、宗教、卫生、教育等对体育的产
生发展虽有着促进作用，但只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而不是本质作用，其本质作用应是生产劳动
，生产劳动是产生体育的唯一源泉。
（二）体育的产生是多源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体育的产生不是一源的，而是多源的。
体育的产生来自于人类社会的两种需要，一种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包括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另一种是为了适应人的本身需要（包括生理和心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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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体育(修订版)》：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省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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