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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教程》

前言

高等学校体育是国民体育的基础之一，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培养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增强民族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有重大的意义。
高等学校体育作为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高素质人才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教育形式所无法
替代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教育部最新颁布的《体育与健康
》教学大纲的有关规定，我们组织具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专家教师编写了《大学体育教程》这部教
材，以适应当今高等学校体育发展的需要。本教材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强调“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以培养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实践能力，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养成终身锻炼习惯为主线，突出规
范、实用、新颖的特点，具有观念新、内容丰富、方法简便易学的特点。本教材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内容充实、文笔流畅、图文并茂、清晰易懂，融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易于学生掌握
科学的锻炼方法和各项体育运动的基本知识，是普通高等学校开设体育课教学的通用教材。本教材由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体育与军训部编写，具体编写分工如下：江志鸿编写第一章、第三章、
第十章、第十二章；方舜编写第二章、第五章；陆长青编写第七章、第八章；梁劲勤编写第六章；许
娇编写第十一章；袁张梦盈编写第十五章；蒋满意编写第十六章、第十七章；董伟家编写第九章；余
纪良编写第十三章、第十四章；陈丰羽编写第十八章；杨峰编写第四章、第十九章。全书由主编江志
鸿老师统稿。本教材得到了许多高校同行的指导和帮助，也得到了学校领导及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本书编写人员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恳请专家和同行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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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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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越野附录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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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体育的概念在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身体活动作用于自然界外部
，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身体活动作用于自身，以促进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高
生活质量。我们把后一种作用于人类自身的活动称为“身体运动”，即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讲的体育运
动或广义体育。“体育”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1760年法国在报刊上首先使用“体育”一词来讨
论儿童的教育问题。体育运动（广义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总文化的
一部分，其发展受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约，也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二、体育的分类按照体
育的目的、对象和社会施与的影响不同，广义体育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大众体
育。（一）学校体育学校体育又称狭义体育，是指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展开的，通过身体活动增强学生
体质并传授身体锻炼的知识、技术、技能培养其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过程。
它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校体育的目的是完善人类的自身发展，
使学生具有良好体质，并能掌握体育锻炼相关知识、技能，使其终身受用。学校体育的主要形式是体
育教学和校内体育活动，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二）竞技体育竞技体育是指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
高人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和运动能力方面的潜力，为取得优异竞赛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系统的训练和
竞赛活动。它有以下特征：（1）有激烈的对抗性和极高的观赏性。运动员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以战
胜对手。（2）竞技比赛具有国际性。比赛规则国际通用，结果也被社会承认。（3）运动员代表的是
一个团体（国家）。运动员有一种使命感，加强了活动的严肃性。（4）竞技活动具有很强的功利目
的。它不像休闲运动那样——为了消遣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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