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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

前言

“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
、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是—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
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中共央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让
广大的体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进一步明确了体育教育的任务与责任。“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显然，“增强学生体质”是体育课程教学必须和
应该解决好的核心问题，也是本书选编内容的重要依据。独立学院是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办学机制与模
式的一项探索与创新，是更好更快地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10种有效途径。独立学院正在逐渐成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学院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今后持续
健康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近年来发展较快，目前已经有300多所学院，独立学院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
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亮点。介于独立学院办学机制与模式的创新特点，其教学也必然存在着自身特有
的规律。根据“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编写一部适应独立学院特点的公共体育课教材势在必行，是
办学的需要，是体育教学改革的需要。适应独立学院体育教学在教学对象、师资力量和教学场地器材
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适应独立学院体育教学发展的需要，是本书编写的目的。体育课是一门实践性与
参与性强的课程，根据体育课的教学特点，解决好教材的实用性，使其真正成为学生学习体育、从事
体育锻炼的助手和参谋，更好地实现体育教材的辅助、媒介和拓展功能。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
锻炼，实践教材部分的编写中借助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在文字教材的基础上同步配备了视频教材，
降低了学生学习和阅读本教材的难度，提高了教材的实用功效，充分体现了体育教材应有的直观性。
为培养学生锻炼身体的意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的方法，帮助学生实现由感性向理性、由非健康向健
康的转变，本书选编了体育与人生、体育与社会、体育与健康、体育锻炼与体质健康评价和体育运动
竞赛的组织与编排等体育实用理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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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

内容概要

《大学生体育》根据体育课具有的实践和参与特点，在编写中充分体现内容的直观性，帮助读者建立
锻炼身体的意识，教会读者锻炼身体的方法，实现身体向健康的转变。《大学生体育》有理论篇和实
践篇两部分。理论篇内容包括体育与人生，体育与社会，体育与健康，体育锻炼与体质健康评价和体
育运动竞赛的组织与编排；实践篇内容包括体能类运动项目，篮球、排球、足球运动项目，乒乓球、
羽毛球、网球运动项目，民族传统运动项目和休闲体育运动项目。为了提高读者对体育的理解和认识
，书后提供了三个附录。《大学生体育》为高等院校的体育课教材，也可作为体育项目的培训教材以
及体育锻炼的自学参考书。《大学生体育》与视频教材配合使用，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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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

书籍目录

理论篇　第一章  体育与人生  　第一节  大学体育教育  　第二节  体育与未来人生  　第三节  体育与大
学生活　第二章  体育与社会  　第一节  体育与社会发展  　第二节  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　第三章  体
育与健康  　第一节  体育与身体健康  　第二节  体育与心理健康  　第三节  体育与社会适应  　第四节  
体育健康的自我管理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体质健康评价  　第一节  大学生体质健康评价  　第二节  《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的实施  　第三节  身体素质及运动能力的锻炼方法  　第四节  体育锻炼
与卫生保健　第五章  体育运动竞赛的组织与编排  　第一节  体育竞赛方法  　第二节  球类运动竞赛的
组织与编排  　第三节  田径运动竞赛的组织与编排实践篇　第六章  体能类运动项目  　第一节  体操运
动  　第二节  田径运动  　第三节  游泳运动　第七章  篮球、排球、足球运动项目  　第一节  篮球运动  
　第二节  排球运动  　第三节  足球运动　第八章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运动项目  　第一节  乒乓球
运动  　第二节  羽毛球运动  　第三节  网球运动　第九章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第一节  武术运动  　第
二节  民间体育运动  　第三节  民族体育运动　第十章  休闲体育运动项目  　第一节  体育舞蹈  　第二
节  健身健美操与啦啦操  　第三节  跆拳道、瑜伽与定向运动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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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

章节摘录

插图：理论篇第一章 体育与人生第一节 大学体育教育什么是体育，体育是什么?在政治家的眼里，体
育是政治，因为体育可以激发起一个国家民众强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的自豪感；在经济家的眼里，体
育是商业，因为在世界体育大国中，体育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生物学家眼里，体育是
生命，因为体育是人类作为自然界一种物种生命力的象征；在诗人的眼里，体育是一首流动的诗，因
为在体育中到处洋溢着激情、和谐与美丽；在医学家眼里，体育是健康，因为体育是人类预防疾病，
保持身心健康和长寿最积极、最有效的手段。一、体育文化概述 我国的“体育”一词是19世纪从日本
引进的，由physical training，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culture这3个英文单词翻译而来。这3个英文单
词的中文意思分别是身体训练、身体教育和身体文化，综合其英文本意，即是对身体的培育。而“文
化”即“人化”，所谓“人化”，是指人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使自然打
上符合人们主观要求的印记。人对自然超越、战胜的过程和人对自身超越、战胜的过程就是人类的文
化过程。“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作
为人对自己身体和精神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培育或改造活动，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对人自身的“人化”
，它一开始就是超越本能和自然的实践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既是活动的客体，也是活动的主体，
活动的结果是人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身体以及不断增长的精神能力。因此，体育的本质是文化。体育
文化是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或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之间的“中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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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

编辑推荐

《大学生体育》：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公共基础课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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