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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几年，随着我国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已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成为高等教育中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
因此，积极构建具有高等职业院校体育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课程管理体系和教学运行体
系是高等职业院校体育教育改革和创新的主要工作任务。
       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教体艺[2002313号）提出的体育教材“一纲多
本”指导思想，遵循《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教高[200431号）提出的
以应用为特征来构建课程和教育内容体系，基础理论教学以应用为目的，知识以够用为度，加强课程
教学的应用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教材编写原则，按照《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
意见》（教高（2006316号）提出的高等职业院校需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融“教、学、
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的课程教学要求，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与关心下，我们组织编写了这
本高职实用体育教材。
本教材无论在教材体系、教材内容选择和教材版式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知识性、新颖性和实
用性。
    本书内容分上下两个部分，上篇是对体育理论的阐述，下篇是实践总结的结晶。
旨在提高大学生体育文化品位，激发大学生自觉锻炼的兴趣，引导大学生个性化体育发展，培养终生
体育锻炼的习惯，以实现体育课内外教学一体化进程。
    本书将教育部最新颁布的《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指导纲要》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的精神
融入其中，充分体现“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书中融人大量新知识、新理论，内容精炼，结构实用合理，对健康、营养、体育锻炼与健康、体育锻
炼的方法与规律等内容着重进行了阐述，力求使本书成为伴随学生成长并终生受益的良师益友。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体育课程教材，也可作为普通高校其他类型院校公共体育教学的选用教材和体
育爱好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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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运动　第六章　人体系统功能健康与运动保健  　第一节　神经、心血管系统功能健康与运
动保健  　第二节　呼吸系统功能健康与运动保健  　第三节　骨骼系统功能健康与运动保健  　第四节
　肌肉系统功能健康与运动保健  　第五节　消化系统功能健康与运动保健  　第六节　体温、泌尿系
统功能健康与运动保健　第七章　大学生与医疗康复体育锻炼  　第一节　医疗康复体育概述  　第二
节　特殊体质大学生的医疗康复体育处方  　第三节　大学生常见疾病的体育疗法  　第四节　大学生
常见运动伤病的防治  　第五节　大学生健康与医疗康复体育指南下篇　体育技能篇　第八章　田径
运动  　第一节　田径运动概述  　第二节　田径运动分类  　第三节　田径运动的健身方法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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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
节　羽毛球运动  　第六节　网球运动　第十章　休闲运动  　第一节　健美操运动  　第二节　体育舞
蹈　　第三节　健身与健美　　第四节　瑜伽　　第五节　野外运动　第十一章　武术　　第一节　
武术运动简况　　第二节　武术运动的特点及锻炼作用　　第三节　武术的内容与分类　　第四节　
武术的基本功和基本动作练习　　第五节　拳术组合练习　　第六节　太极拳　　第七节　防身术　
第十二章　基层体育比赛实用裁判法 　 第一节　篮球比赛主要规则与裁判法  　第二节　排球比赛主
要规则与裁判法  　第三节　足球比赛主要规则与裁判法  　第四节　乒乓球主要规则与裁判法  　第五
节　羽毛球主要规则与裁判法  　第六节　网球主要规则与裁判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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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高校体育与全民健身1.我国体育的根本任务是增强人民体质，而学校体育是全民健身的
基础学生正处在青年时期，大多处于15～25岁这个年龄阶段，身体形态、功能、代谢功能发展，虽已
不断完善，但仍保留有青春期的一些特点，即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身体尚未完全成熟，有待
进一步发展，以使身体各系统、器官发育和功能达到人生最佳水平。
人的生长发育水平，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种族、气候、遗传、生活环境、营养、医疗卫生等），但
体育锻炼则是影响人体生长发育最积极最重要的因素。
在学生时期，加强锻炼，能促进身体正常生长和发育，增强体质，为一生健康打下基础。
民族体质的强弱、民族素质的优劣，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
青少年体质水平是一个民族素质水平的象征和标志。
2.高校体育与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由于青少年是我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学校体
育的发展状况，实际上正在成为我国全民健身水平的重要标志。
同时，高校学生是未来的义务工作者，在校学习时具有终身体育的态度、能力和习惯，毕业后就可以
成为全民健身的骨干和指导力量，就可以直接推动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加速扩大体育人口
，加速体育社会化进程。
（三）高校体育与社会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高校体育既
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向学生进行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学校体育不仅可以为智力开发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保证，而且可以传播社会文化，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
这是因为学校体育内容十分丰富，体育知识、技能、运动规则与方法都是人类长期体育实践总结的精
神财富，它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具有现代文化激进性特征的竞技体育，是现代学校体育重要内容和手段。
随着现代竞技运动竞争的加剧，加强后备人才的开放和培养显得更为重要。
加之，学校开展竞技体育，符合大中专学生的特点，还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对发展学生的竞争意识
、开放性格以及培养拼搏、惜时、讲效益的精神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还能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
扩大和占领学校文化领域，建设良好的校风和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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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体育教程》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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