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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SPORTS集成创新研究：以备战奥运会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为例》从备战奥运会科研攻关与科
技服务这个大型科研活动的集成创新入手，具体分析了备战奥运会科研活动和集成创新的关系，探讨
了大型体育科研创新活动各个要素、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型体育科研集成创新的机制，期望能
够为大型体育科研活动集成创新的规律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有所贡献。
　　《SPORTS集成创新研究：以备战奥运会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为例》适合于集成创新研究者、奥
林匹克运动研究者、体育科研工作者以及广大体育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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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敏，教育学博士，西北工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职业化、创新管理，主要
从事大学体育理论与实践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曾发表学术论文《从学生主体的角度论普通高校排球课的教学改革——论北京市普通高校排球课的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改革》《体育类专业大学生教育投资风险研究》等，并完成多个研究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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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说。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普遍联系也就是联系的普遍性，其中规律是本质的联系。
因为相互联系包含着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所以世界是永恒发展
的。
系统论的渊源是辩证法，它强调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中研究事物。
系统论不仅从哲学角度提出了有关系统的基本思想，并且通过科学的、精确的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
系统之间的差异及其相互作用、发展变化的过程。
因此系统论的原理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既是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具体应用，也是对这一原
理的丰富和深化。
系统论与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矛盾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因为系统本身便是矛盾，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等对立统一的关系。
系统论与矛盾论是相互补充的。
矛盾论以其对世界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理解为系统论提供了哲学依据。
系统论则把系统联系、结构一功能联系、控制联系等显现出来和独立起来，给予这些关系以数学模型
定量化的描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矛盾论，使之具有更广泛的内涵。
作为一门科学，系统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
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所构成的整体，要素是整体中的各个部分。
”一般来说，系统大于其要素相加之和。
系统的存在不仅依赖于要素的存在，而且依赖于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正是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产
生了有机的统一体——系统。
系统论观察和分析事物具有的相关性、整体性、有序性以及模型化特点。
20世纪40～50年代，由于理论科学和工程技术两方面同时取得巨大进展，产生了一大批以系统为研究
对象的新兴科学，如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系统工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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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集成创新研究:以备战奥运会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为例》由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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