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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吉林体育学院《人文与科学融合的体育专业系列教材》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得以出版，真的令人
由衷喜悦，这既是吉林体育学院体育专业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的探索与尝试的成果，也是向北京奥运
会献上的礼物。
作者邀请我为该系列教材作序，我欣然应允。
　　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实现社会公平、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民族振兴的高度，强调了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性，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
科学教育以求真为主题，人文教育以求善为根本，科学求真需要人文为其导向，人文求善需要科学为
其奠基。
学习做事必须接受科学教育，养成科学精神，学习做人，必须接受人文教育，养成人文精神。
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优势互补，使人成为完美的人。
　　吉林体育学院在全国体育院校中率先提出了“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教育思想，构建了体育专业
教育课程新体系，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
基础理论教学构建了各门课程与变化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紧密结合的教学体系；教学方式由学科的
“知识教学”转为“学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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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
科学教育以求真为主题，人文教育以求善为根本，科学求真需要人文为其导向，人文求善需要科学为
其奠基。
学习做事必须接受科学教育，养成科学精神，学习做人，必须接受人文教育，养成人文精神。
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优势互补，使人成为完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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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全面性　　要按照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原则去改造和创编竞技运动项目，避免过于专项
化的倾向，同时要尽可能设计和组合能增进学生身心健康的运动处方。
　　6．选择性　　对部分一般水平的大众竞技运动项目，通过加工改造，使其成为学生锻炼身体的
手段；对那些既与体育目标相一致，又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相符合的、简便易行的竞技运动项目，也
可以直接引入到体育与健康课程中，不必进行改造；对那些过于“偏冷”，完全不适合学校开展或完
全不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竞技运动项目，不能强行选择和引进，以免造成不良的负面作用。
　　7．教育性　　进行竞技运动项目的改造，要考虑改造后的运动项目能充分体现健身育人的功能
，要有助于实现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目标。
　　8．趣味性　　竞技运动项目的改造，要力求突出健身性、趣味性和科学性为一体的特点，以保
证学生能在愉快的气氛中获得运动知识和技能。
　　9．安全性　　学生的安全是开展健身活动的重要前提，对竞技运动项目改造时，要充分估计学
生各方面的客观条件，必须取消那些危险性大、易发生伤害事故的内容和规则，做到防患于未然，保
证改造后的竞技运动项目更有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
　　（三）竞技运动项目改造的基本方法　　在竞技运动项目改造的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根据《课程
标准》的精神，遵循体育规律和健身原理，在充分研究竞技运动项目的教育性、教师的可操作性和学
生的可接受性基础上，从运动的方向、形式、路线、距离、节奏、规格、场地、器材、规则要求、参
加人数等方面，对竞技运动项目进行科学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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