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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体育张扬人的个性，强健人的体魄，完善人的品格，丰富人的情感，甚至悄然改变人的生活方式
。
高等学校体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民健身运动的基础，是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
展的教育。
体育课程是将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和体育技能教育与身体活动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
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环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
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教育部也强调，要把学校体育工作的重心切实放到面向全体
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上来。
　　基于上述要求，我们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指导纲要》的要求和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
，结合高等学校公共体育教学改革的形势，本着改革、实践、探索的思路，依照体育课程的基本思想
，组织部分高校的教师编写了《大学体育教程》。
本教材从体育理论、体育健康、体育运动、训练与竞赛、体育教育、体育娱乐等方面将科学锻炼、运
动休闲、娱乐等方面的知识融为一体。
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牢牢树立“健康第一，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体育与健康教育知识结合，
使学生在学习体育理论知识的同时，掌握健康生活的科学方法；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增强自我保健意
识。
该书既能满足大学生在未来职业、家庭休闲、娱乐等活动中的需要，又较好地体现了大学体育教育向
“健康体育”、“终身体育”和“全民健身”转型这一宗旨，改变过去单纯以竞技项目编排为主的教
材体系，能够满足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需要。
　　在编写本教材过程中，作者参考了许多教材和相关资料，在此向相关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湖南大学出版社和参编院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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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体育教程》以“健康第一，以人为本”、为编写理念，从体育理论、体育健康、体育运动
、训练与竞赛、体育教育、体育娱乐等方面进行编写，将科学锻炼、运动休闲、娱乐等方面的知识融
为一体。
　　《大学体育教程》适合高等学校一、二年级学生作公共体育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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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体育概述第一节　体育的概念与功能第二节　体育的产生与发展第三节　体育在现代生活中
的地位第四节　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二章　高等学校体育第一节　高等学校体育的目标、任务、地位和
作用第二节　高等学校体育的基本途径第三节　高等学校体育的制度与法规第三章　体质与健康第一
节　体质与健康的概念第二节　影响体质与健康的因素第三节　体育锻炼对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第四
节　体育锻炼对促进身体健康的作用第四章　体育锻炼第一节　体育锻炼的依据第二节　体育锻炼的
原则第三节　体育锻炼的内容与方法第四节　身体锻炼效果的评定第五节　女大学生的身体锻炼第六
节　体育锻炼计划和健身运动处方第五章　体育竞赛第一节　体育竞赛的意义与分类第二节　体育竞
赛的方法第三节　常见体育项目竞赛名次的评定方法第四节　体育竞赛的常规工作第五节　体育竞赛
的编排、记录与公告第六章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及其操作方法、成绩评定第一节　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测试第二节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的操作方法第三节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评定第七
章　　常见的运动损伤处理及预防措施第一节　运动损伤的原因及预防第二节　常见运动损伤的处理
第三节　运动性疾病的防治第八章　课外体育活动与课余训练第一节　课余训练的目的与原则第二节
　课余训练的内容与方法第九章　身体素质与基本活动能力第一节　身体素质概述第二节　发展身体
素质的内容与方法第三节　人体的基本活动能力体育锻炼编第十章　田径运动第一节　　田径运动项
目特色及锻炼价值第二节　跑第三节　跳跃第四节　投掷第十一章　球类运动第一节　篮球运动第二
节　排球运动第三节　足球运动第四节　乒乓球运动第五节　羽毛球运动第十二章　武术与搏击运动
第一节　武术基本功和基本动作第二节　初级长拳第三路第三节　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第四节　散手
第五节　跆拳道第十三章　形体艺术第一节　形体的基本常识与训练第二节　健美操第三节　健美运
动第四节　瑜伽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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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体育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　　一、现代生活中的体育　　（．_二）体育已引起各国政府
的高度重视　　由于体育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生命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体育的社会价值也就日益提高
。
各国政府从提高民族素质和国力着想而对体育倍加重视，把体育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业，在政府部
门中设立主管体育的部门或专门机构，体育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与贯彻、体育经费的预算拨款乃至中小
学体育课时的安排等，都受到政府的关注。
尤其是近年来国际比赛中激烈争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促使各国政府以更积极的态度支持体育事业。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建立了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各级体育工作领导机构，教委、团中央、解放军等
都有体育机构，全国还有近百个行业体协和单项体协。
国家体委于1993年提出制定和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已于1995年8月29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0月1日起实
施。
这些都说明了政府对体育的高度重视。
　　（一）世界各国体育人口迅速增长　　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日益增加，如在1957年，日本参加体
育活动人数只有14％，而20世纪80年代为70％，加拿大为59％，原联邦德国为67％，挪威为70％，原
民主德国为80％。
我国有3亿人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约占总人口的25％。
　　（三）体育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更加健康。
但也由于生产高度的自动化，体力活动大为减少，因此由于缺乏运动而患有“文明病”的人数在增加
，所以促使人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而闲暇时间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为人们参加体育锻炼提供了条件。
对许多人来说，体育（锻炼身体、观看体育比赛）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二、现代社会为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体
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首先表现为体育的经费来源更加广泛。
国家拨款比过去显著增加，地方各级财政每年也拿出大量经费培养优秀运动员、扩建体育场馆、举办
体育比赛等。
社会各界资助体育的兴趣和热情大为增加。
1990年北京亚运会，收到社会捐赠数千万元。
体育产业化也为体育的发展筹集了相当多的资金。
如：大型体育比赛的电视转播权、吉祥物使用权，都为体育换来大批经费，而且还将会进一步地发展
。
由于体育比赛的广泛性，很多企业愿意借助体育来树立自己公正的和为大众服务的形象，借体育比赛
大做广告，这也是体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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