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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推动全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我们以《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试行方案）》为依据，按照《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的要求，并结合高职学
生的特点，在认真研究和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
本书是一本适用于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体育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紧紧抓住“健康第一和快乐体育”这
一指导思想，使本教材成为大学体育的指导性用书。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①内容丰富、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图文并茂。
②体现“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理论知识强调“必需、够用”
，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就业需求。
③本教材紧紧抓住“健康第一和快乐体育”这一理念，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体育锻炼的益处和进行终身
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同时力求做到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实际，体现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使其看得懂、喜
欢看，并指导大学生进行体育锻炼。
本书由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刘盎任主编，王忠伟、张艳霞、蔡寄平任副主编，焦眸子、吕寻磊、刘
虎、罗朝峰、舒其伟、徐志刚、熊西宇、张新良、张亚廷等参加编写。
其中刘盎撰写了第一、二、三章；王忠伟撰写了第四、十四章；张艳霞撰写了第十三章第二、四节；
蔡寄平撰写了第六、七章；焦眸子撰写了第八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一节；吕寻磊撰写了第八章第三
节、第九章第一节；刘虎撰写了第十一章；罗朝峰撰写了第十二章；舒其伟撰写了第十章第二、三节
；徐志刚撰写了第八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四节；熊西宇撰写了第十三章第三节；张新良撰写了第
五章、第九章第三节；张亚延撰写了第九章第二节。
最后由刘盎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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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针对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编写的实用体育教材，它紧跟示范建设步伐，同时吸收了已有教材
的优点和体育科研成果，重视体育理论与运动实践相结合，旨在提高学生终身体育思想意识，培养学
生体育运动的基本能力，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本书共分四篇14章，内容丰富，通俗易懂。
本书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体育健身的培训教材，以及体育健身爱好者的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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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素质拓展训练项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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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远在史前时代早期的人类生活中，便已经出现以争取胜利为特点的原始、古朴的体育比赛形式
。
此后，这种活动形式又经古代的长期发展，内容更加丰富，不少项目已具雏形，为近代竞技运动打下
了基础。
在整个近代体育领域中，比赛活动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独立性，并被定名为“竞技运动”。
在当代，竞技运动经过不断发展、演进，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日臻成熟，影响也不断扩大，成为一个
遍及社会各阶层、波及世界五大洲的特殊社会现象。
竞技体育项目按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运动项目的动作结构、运动成绩的评定方法等标准可分成多个
项目群。
 四、体育的功能体育的功能是多年来体育理论界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
因为只有弄清楚体育是干什么的，才能更好地认识体育是什么。
目前，有一点已取得共识：体育有多种功能。
但哪些是本质功能，即体育本身固有的功能；哪些是非本质功能，即利用体育这个手段去达到某种目
的，尚有分歧。
这两者应该分清楚，不能一说多功能，就把各种功能并列起来，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如果把功能和作用分开，那意思就很明确，也正好说明本质与非本质的区别。
体育的功能主要是教育、健身和娱乐这三方面。
不管是什么形态的体育，如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备这三种功能，而且
这三者往往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
但我们这些年非常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如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小球转动地球、为国争光等，这些
都不是体育固有的功能。
因此，我们可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功能看做是体育的非本质功能，或称为体育的某某作用，
如政治作用、经济作用等。
这样，在认识体育是什么这个命题时，必须全面地看待体育的功能和作用，也就是要看到体育系统是
多层次组合的社会系统，同时，要把握整体与层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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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与健康》是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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