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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光如梭、岁月如流、迈步进人21世纪。
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的世界、这是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
亲爱的青少年读者啊，遨游在地球村，你将发现瑰丽的景象——自然的奥秘、文明的宝藏、宇宙的奇
想、神奇的历史、科技的光芒。
还有文化和艺术，这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营养。
勇于探索的青少年读者啊，来吧，快投入这智慧的海洋！
它们将帮助你，为理想插上翅膀。
    21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的、信息经济的全球化使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
成为影响人们生存的首要因素。
21世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材的竞争，因此培养青少年创新精神，全面提高青少年
素质和综合能力，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当务之急。
    为满足青少年的求知欲，促进青少年知识结构向着更新、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使青少年对各种
知识学习发生浓厚兴趣，我们特组织编写了这套《青少年知识小百科》。
它是经过多位专家遴选编纂而成，它不仅权威、科学、规范、经典，而且全面、系统、简洁、实用。
《青少年知识小百科》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一定前瞻性。
    知识百科全书是一种全面系统地介绍各门类知识的工具书，是人类科学与思想文化的结晶。
它反映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文明进步的标志而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像法国大学者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英国1768年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及我国1986年出版
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均是人类科学与文化的巨型知识百科全书，堪称“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
    《青少年知识小百科》吸收前人成果，集百家之长于一身，是针对中国青少年的阅读习惯和认知规
律而编著的；是为广大家长和孩子精心奉献的一份知识大餐，急家长之所急，想孩子之所想，将家长
的希望与孩子的想法完美体现的一部智慧之书。
相信本书会为家长和孩子送上一份喜悦与轻松。
    全书500多万字，共分20册，所涉范围包括文化、艺术、文学、社会、历史、军事、体育、未解之谜
、天文地理、天地奇谈、名物起源等多个领域，都是广大青少年需要和盼望掌握的知识，内容很具代
表性和普遍性，可谓蔚为大观。
    本书将具体的知识形象化、趣味化、生动化，知识化、发挥易读，易看的功能，充分展现完整的内
容，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内容上人性、哲理兼融，形式上采用编目式编辑。
是一部可增扩青少年知识面、启发青少年学习兴趣的百科全书。
    本书语言生动，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给人启迪，有时甚至一生铭记在心，终生受益匪
浅，本书易读、易懂让人爱不释手，阅读这些知识，能够启迪心灵、陶冶情操、培养兴趣、开阔眼界
、开发智力，是青少年读物中的最佳版本，它可以同时适用于成人、家长、青少年阅读，是馈赠青少
年的最佳礼品，而且也极具收藏价值。
    限于编者的知识和文字水平，本书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同时，我
们也真诚地希望这套系列丛书能够得到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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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是一项内容丰富的社会活动，从体育的产生到各项体育项目的起
源无不体现出人类对于运动和一技之长的向往。
于是，在以后的发展中出
现了不同种类的体育比赛项目，以使人类的文明传承、远播。
王烨主编的
《体育知识百科》涵盖了青少年应该了解的所有体育知识内容，并对体育
的起源、发展作了全面的概括和梳理，还增加了大量最新的实用信息，增
强了本书的实用性。
青少年朋友，让我们一起在《体育知识百科》中探知
世界，开启科学之门，成为一名全能的体育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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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运动美学——体育基础知识篇    第一节  与时进俱——体育的产生和内涵    1．缘于劳动——体
育的产生    “体育”一词，出现在17世纪的欧洲，至19世纪末才传人中国。
其实，同现代体育相差无几的古代体育活动渊源流长，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
    人类首先要生存。
300万年前严酷的生活环境改进了人的体力和智力，他们不得不学习走、跑、跳、投、攀登、游泳、搏
斗等技能。
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能猎获肿骨鹿、斑鹿和羚羊等善跑的野兽，这就需要快速持久的非凡奔跑能力。
可以肯定，原始人的体能和技巧比现代一般人要强得多。
非洲好望角现在还过着原始生活的霍屯督人在大海里游泳，身体直立，两手伸出水外，行动宛如走路
，尽管波涛汹涌，仍然轻松自如。
他们的投掷技巧令人惊奇：能够在百步之外用石头击中拳头般大小的目标。
待到劳动工具出现后，体育便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狩猎用的石块演化出了后世的链球运动和其他球类运动，投矛器是现代弓箭的前身。
这些技能需要尽可能地传授给下一代，这就产生了原始社会的劳动教育，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体育因素
。
澳大利亚土著塔斯马尼亚人的成年男子向少年教授“飞去来器”的投掷方法；我国鄂温克族的长辈很
注重向后辈传授狩猎的知识和技能，如跳高、滑雪、角力、射箭和搬家游戏等。
可见，劳动是体育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
    原始氏族公社后期，战争出现了，而且从为血亲复仇发展为掠夺财产和奴隶。
我国古代传说：“蚩尤作五兵”、“轩辕习用干戈”，制造兵器，教民习武，以适应部落之间战争的
需要，战争是促进体育发展的一个因素。
由于迷惑于自然现象而产生的宗教是最为直接地影响到现代的体育竞技活动，不同的民族在举行宗教
活动的时候，各自有着独特而复杂的仪式，如祭祀、礼仪、迎神赛会等。
人们阱身体的动作或技巧、能力的考验等方式，表达对宗教的信仰和崇拜，这其中含有诸多类似体育
活动的内容，如搏杀野兽、投掷飞镖、角力、障碍赛跑等。
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说明了宗教对体育的影响。
除此之外，娱乐也对体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2．一技之长——体育的起源    关于体育的起源，世界上的体育史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这是由于各人的观点、认识不一样，对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的看法也就育了差异。
    体育首先是起源于劳动。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书中说：“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身。
”人类正是通过劳动，不断改善和创造生产工具，并改善了本身的生理机能，完成了从猿到人这一漫
长时期的转变。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社会上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体育在内。
思格斯在同书中还说：“只有劳动，人的手才能得到高度的完善，在这基础上，人手才能仿佛凭着魔
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尔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体育也是让会文化的一个部分，运动也需要灵巧的双手才能完成高难度的技巧动作。
从这个广义来说，体育起源于劳动。
    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说到诗歌的起源时说：“假使那时候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都
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唷！
杭唷！
’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
”诗歌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体育也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
原始人类为了获取小动物作食品，就要有快跑的能力；为了抵御和擒获大猛兽，就要有使用器械和投
掷的力量；为了捞取水中的鱼虾作食物，就要会游泳技术：为了采摘高树上的果实充饥，就要掌握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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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的技巧。
当人类在劳动中认识这些能力和技术的重要，并有意识地去学习去锻炼这些技能时，就开始有了体育
。
最初的体育和劳动技术教育是相一致的，很难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
只有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劳动方式逐步改变，才能区分开劳动技术学习和身体锻炼的差别。
而追本溯源，从劳动的过程中产生的跑、跳、掷、游泳和攀登，只是体育项目中的一部分。
还有部分体育项目是社会的娱乐活动，如杂技技巧、舞蹈、秋千、拔河和球类游戏等，都是人类在生
产有了提高，生活资料逐步丰富，能够得到温饱之后，为寻求休闲时的娱乐活动而创造出来的。
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原始时代都创造了自己的舞蹈。
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在祭神的娱乐活动中产生的。
埃及原始人的壁画中有球戏图形。
我国古代传说在黄帝时代就发明了足球游戏，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上，发现了大批的石球和陶球。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到，处在原始生活的易洛魁人，在没有任何外来输入的条件下，也有
球类游戏。
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的唐尧时代，创造了一种击壤游戏，这一切都说明了体育的部分项目起源于娱
乐。
体育是人类精神娱乐主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跑、跳、掷、游泳、攀登，虽起源于劳动，但是在战争中才能得到更迅速的发展。
人类在进人畜牧稼穑的生活阶段之后，和野兽拼搏的机会少了，而在争夺财物的战争中却需要发展身
体能力，如追击对手的奔跑速度，搏斗的身体力量，准确的投掷技术，以及弓箭的使用能力，都较之
人与野兽的斗争要求更高。
这就使作为渔猎时代劳动技能的许多体育项目，在社会进入畜牧稼穑生活之后，不仅没有废弃，反而
得到更大的发展。
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扩大，又创造出更多的属于练武手段的体育项目，如举重、摔跤、驭车、武艺
、足球、马球等。
这些项目经过流传演变，都成为体育竞赛活动。
在世界性的体育项目中颇多这类情况，如拳击、击剑、策马氧显然都是由军事训练手段转化而来的：
至于射箭、射击和现代五项(游泳、越野、射击、击剑、马木)运动的兴起，则明显地带着军事性质的
痕迹，体育的许多项目和军事战争有密切的关系，说明了体育的产生和发展与战争也有关联。
    当人类在原始社会时代，通过娱乐活动的实践，就认识到舞蹈可以“利关节”，治疗“筋骨瑟缩不
达”(《吕氏春秋》)。
但这只是感性的认识，还缺乏科学的限据。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科学的进步，人类逐步认识了人体生理的奥秘，懂得“流水不腐，户枢
不蠢”的自然哲理，于是就创造了导引、气功、按摩等健身练身的方法。
其后通过实践，人们也认识到练武和娱乐的许多项目，也能起到“健身娱神”的作用。
这说明了，体育某些项目的形成和发展，又是和社会文化科学紧密相连，是科学发展的成果。
    体育是一种内容极为丰富的社会活动。
从它的起源和发展中，就表现了它的特殊的社会属性：它不从属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任何一
个部分，而又是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体育是适应人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它的发展也必然受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中，特别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
我们只有如此认识体育，才能正确估价体育的社会作用。
    3．拼搏竞争——体育的灵魂    描述体育比赛的文字，往往大量地借用着形容战争的词汇，仿佛唯有
如此才能最为恰当地传达比赛的真实情形。
因为当我们观看一些讲究战术安排、进退拒守的两军对垒性比赛，或者观看一些双方赤膊相向、拳打
脚踢的对抗性比赛时，很容易联想到人类互相冲突的那种极致形式——战争。
体育活动的产生同战争有直接关系，有些项目如射箭、射击、拳击等都是从远古时期的战争中演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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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同时，不能不承认有些对抗激烈的比赛，不但能使参赛者血脉贲张，带着某种人类原始的冲动去拼命
制服对手，而且会令观看者抑不住阵阵冲动，内心体验着不亚于参赛者的紧张。
有人曾经研究了体育比赛同战争的这种天然联系，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战争虽然越来越少了，但人
类血液里潜藏着的那种只有战争才能满足的欲望，仍然需要表达和发泄，于是人类选择了体育比赛作
为发泄那种欲望的最佳场所。
体育比赛中确实涌动着一个人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精神，那就是竞争。
    远古洪荒时，万物竞相发展，唯独人类脱颖而出，进化为最高级的生命形式，并进而成为地球的统
治者。
漫长而遥远的人类进化细节，已经模糊难辨，也许人类当初曾经有过一些强劲的竞争对手，却在同人
类的较量中失败了。
他们也许已经灭亡，也许极为迟缓地在动物界进化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不但要抵御自然力的伤害以生存，还要战胜和驾驭自然以发展。
从那时起，人类懂得了，只有奋争拼搏才能保证自己的存在。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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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少年知识小百科》吸收前人成果，集百家之长于一身，是针对中国青少年的阅读习惯和认知规律
而编著的。
    王烨主编的《体育知识百科》为其中一册，涵盖了青少年应该了解的所有体育知识内容，并对体育
的起源、发展作了全面的概括和梳理。
    本书将具体的知识形象化、趣味化、生动化，知识化、发挥易读，易看的功能，充分展现完整的内
容，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内容上人性、哲理兼融，形式上采用编目式编辑。
是一部可增扩青少年知识面、启发青少年学习兴趣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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