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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竞赛学》

内容概要

《运动竞赛学》是体育教育、社会体育和运动训练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运动竞赛学》在我国高等
学校体育院、系专业课程设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运动竞赛学》是体育教育、社会体育和运动训练
专业普修课程学生用书，是由西南区（云、贵、川、渝）体育教材教法研究会《运动竞赛学》教材编
写组根据西南四省市高等体育院校教学计划、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规定的教材内容、教学时数及考核
要求精心编写而成的。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社会发展需求和云、贵、川、渝的地域性特征
及其体育教育等实际情况，总结归纳了多年以来学生学习、掌握和应用运动竞赛学基本理论、方法的
教学实践，在继承前人不同时期出版的教材优点的基础上，重点吸收了国内外运动竞赛学学科领域内
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本教材立足于培养新世纪体育教育、社会体育、运动训练专业人才的实际需
要，注重体现运动竞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方法，坚持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注重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扎实地培养学生策划、组织与实施运动竞赛的实际工作能力。坚持改革与发展，
突出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教育性、时代性，从教材体系、人才培养、教学内容和竞赛方法等方面
进行精选、改进和拓展，以使学生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体育工作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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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竞赛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运动竞赛学概论　第一节　运动竞赛学的学科定义与研究任务　第二节　运动竞赛学研究的
基本内容　第三节　运动竞赛的发展简史　第四节　现代运动竞赛学研究的方向与发展趋势第二章　
运动竞赛的筹划与组织　第一节　运动竞赛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　体育运动竞赛的种类和特征　第
三节　制定运动竞赛规程、规则的原则与依据　第四节　体育运动竞赛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第三章　体
育运动竞赛的方法与编排　第一节　循环赛的方法与编排方法　第二节　淘汰赛的方法与编排　第三
节　混合、顺序、轮换等竞赛方法与编排　第四节　体育运动竞赛成绩与名次的评定第四章　运动竞
赛裁判员的培养与管理　第一节　运动竞赛裁判员的修养、守则与作用　第二节　运动竞赛裁判员的
管理　第三节　运动竞赛裁判员的工作特点与心理特点第五章　田径运动竞赛的组织与裁判工作　第
一节　田径运动竞赛组织与编排　第二节　田径运动竞赛裁判法简介　第三节　田径竞赛规则要点第
六章　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习牦球运动竞赛的组织与裁判工作　第一节　篮球运动的竞赛裁
判方法　第二节　篮球裁判员临场执法难点剖析　第三节　足球运动的竞赛裁判方法　第四节　足球
运动竞赛规则要点　第五节　排球运动竞赛裁判方法　第六节　乒乓球运动竞赛裁判方法与规则　第
七节　羽毛球运动竞赛裁判工作与方法第七章　游泳运动竞赛的组织与裁判工作　第一节　游泳运动
竞赛的组织　第二节　游泳运动竞赛的编排记录工作　第三节　游泳运动竞赛的裁判工作与方法　第
四节　游泳运动竞赛规则要点第八章　体操运动竞赛的组织与裁判工作　第一节　竞技体操竞赛的组
织与裁判工作　第二节　基本体操竞赛的组织与裁判工作　第三节　艺术体操健美操竞赛的组织与裁
判工作　第四节　健美操竞赛的组织与裁判工作第九章　武术、举重运动竞赛的组织与裁判工作　第
一节　武术套路竞赛的组织工作　第二节　武术运动竞赛的编排记录　第三节　武术运动竞赛的裁判
工作方法与规则要点　第四节　举重运动竞赛的方法与裁判工作第十章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竞赛的组
织编排与裁判工作　第一节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竞赛概述　第二节　舞龙运动竞赛的组织编排与裁判
工作　第三节　龙舟运动竞赛的组织编排与裁判工作　第四节　珍珠球运动竞赛的组织编排与裁判工
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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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竞赛学》

章节摘录

插图：②统计运动员兼项情况。依据各队报名单的基本情况和田径运动竞赛中容易构成兼项冲突的性
质相近或性质相关的运动项目的统计，为合理地安排竞赛日程，尽可能减少兼项冲突提供参考。兼项
统计时从报名单的第一个运动员开始，先看所报的第一个项目，再看另外报的是什么项目，余项类推
，把所有运动中兼项情况都进行统计。并注意性别（男、女）、组别（成年组、青年组等），分别进
行统计（见表5-3）。（4）抄写运动员的径赛卡片、田赛卡片、全能卡片和接力卡片。成绩纪录卡片
是每个运动员每项、每一个赛次的比赛成绩记录卡片，每报一张，要把其参加的组别、单位、号码、
姓名、所报项目及报名成绩等字迹清楚地填写在卡片上。为了便于工作，男、女或不同组别的卡片可
用不同的颜色印制。（5）核对径赛卡片、田赛卡片、全能卡片和接力卡片。由3人分别执报名单、已
填写完毕的径赛卡片、田赛卡片、全能卡片和接力卡片和各项参加人数统计表同时核对，要认真、仔
细地进行核对，尽可能杜绝编排时出现漏人、漏项的情况。（6）各项竞赛进行分组编排。各项竞赛
的分组应按径赛项目、田赛项目和全能项目进行。（7）编排竞赛日程。竞赛日程是田径竞赛活动项
目比赛顺序与时间的依据，竞赛日程包括比赛场次、组别、项目内容与顺序、比赛时间及录取名额等
。竞赛日程的编排是否合理，直接影响整个比赛的秩序和运动员技术水平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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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竞赛学》

编辑推荐

《运动竞赛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5



《运动竞赛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