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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外体育运动为研究对象，主要介绍了中外体育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思想体系以及奥林匹克运
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介绍了沐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体育运动，从比较
的角度阐述了中外体育运动的特征及差异，论述了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及其发展方向。
在对奥林匹克运动基本知识介绍的基础上，着重叙述了北京奥运会的申办、筹办和举办以及北京奥运
会的三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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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斌，1961年6月出生，教育学学士，法学学士。
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武汉市全民健身专家咨询组成员，湖北省体育科学学会会员，武汉市
洪山区台胞台属联谊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体育教育专业教学，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
主持和承担了省部级科研课题6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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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帆船运动产生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帆船舰队内的比赛，资本主义最先萌芽的尼德兰，是欧洲最
早开展这个运动的国家。
尼德兰语“雅赫特”，便是欧洲对帆船运动的最早称呼。
5.学校体育的产生在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中涌现了一批批教育改革家，他
们对学校的体育教育问题做了深入认真的探讨。
捷克伟大的教育家夸美纽斯继承和发扬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把体育引入学校，并将其列为一门正式课程，是夸美纽斯对学校体育的最大贡献。
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对实施学校体育进行过一定的尝试，但是那些尝试都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只不过是在旧式的学校里加一点游戏，作为学校文化学习生活的一点点缀而已。
对学校体育进行系统的论述，并第一个以比较成熟的形式引入学校的历史功绩和荣誉，毫无疑问应属
于夸美纽斯。
在夸美纽斯的学校里，学习内容分为三类：第一、二类包括语言、哲学、神学、历史等学科，第三类
则是“虽不仅对培养智力有益，而更能促进健康，并能因而增强智力的课程”。
这类课程包括各种游戏和戏剧表演等。
夸美纽斯把游戏作为课程列入学校是当时的创举。
夸美纽斯在学校体育中贯彻了自己的按年龄施教的教育原则，对2-3岁的儿童，他主张安排跑、跳、转
动身体等活动；对4至6岁的儿童，他认为应该让他们参加适当的体力劳动；对于年龄稍大的少年，则
应让他们从事生产、军事、政治、经济等活动，以此来锻炼他们各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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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普及中外体育文化和奥林匹克运动知识，传播和继承北京奥运会宝贵财富，介绍国际体育发展动
态，以适应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需要，正是在此背景下撰写了本书。
本书是一部有关中外体育交流与北京奥运会的著作，在写作过程中查阅和引用了一些历史文献和资料
，参考了一些相关主题的科研成果，受篇幅所限，行文之中未能一一注出，在此谨向有关单位、团体
以及诸位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感谢专家评委对我书稿的评审，感谢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感谢光明日报出
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是你们的资助与大力支持使得本著作能够顺利出版。
由于时间短以及作者的水平有限，掌握的资料不够充分，难免存在不妥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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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体育交流与北京奥运会》：高校社科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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