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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新世纪大学体育与健康教程》主要讲述了大学生所需具备的健康及运动
损伤防治知识，以及体育锻炼技能。全书共分十三章，内容主要包括体育与健康概述，体育锻炼的作
用，体育锻炼的原则、内容、方法及计划，运动性病症及运动损伤防治，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定
，体育欣赏，以及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健美操、武术、多种娱
乐健身运动和体育舞蹈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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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体育与健康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与此同时，随着
科学的发展和各相关学科对体育的渗透，体育在改善人类自身质量方面的功能也日趋科学化，体育与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诸方面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一、体育的起源和定义 体育虽然有悠久
的历史，然而“体育”一词却出现得较晚。在“体育”一词出现前，世界各国对体育这一活动过程的
称谓都不相同。 体育一词，其英文本是physical education，指的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直译为
身体的教育，简称为体育。在古希腊，游戏、角力、体操等曾被列为教育内容。17～18世纪，在西方
的教育中也加进了打猎、游泳、爬山、赛跑、跳跃等项活动，只是尚无统一的名称。18世纪末，德国
的J.C.F.古茨穆茨曾把这些活动分类、综合，统称为“体操”。进入19世纪，一方面是德国形成了新的
体操体系，并广泛传播于欧美各国；另一方面是相继出现了多种新的运动项目。在学校也逐渐开展了
超出原来体操范围的更多的运动项目，建立起“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这一新概念。于是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体操”和“体育”两个词并存，相互混用，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在世界范
围内统一称为“体育”。 我国体育历史悠久，但“体育”却是一个外来词，它最早见于20世纪初的清
末。当时，我国有大批留学生东渡去日本求学，仅1901年至1906年间，就有13000多人，其中，学体育
的就有很多，回国后，他们将“体育”一词引进到中国。 此外，“体育”一词在含义上也有一个演化
过程。它刚传入我国时，是指身体的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出现的，是一种与维持和发展身体的各
种活动有关联的一种教育过程，与国际上理解的“体育”（phyical education）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
进步和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其目的和内容都大大超出了原来“体育”的范畴，体育的概念也出现了
“广义”与“狭义”的解释。当用于广义时，一般是指体育运动，其中包括了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
身体锻炼三个方面；用于狭义时，一般是指体育教育。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体育”的概念提出了一
些解释，但比较趋于一致的解释为：“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
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体育的这一定义
既说明了它的本质属性，又指出了它的归属范畴，同时也把自身从与其邻近或相似的社会现象中区别
出来。但是，体育的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也在进一步
深化。 从学校的教育来讲，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相配合，已成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有目
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促进身体全面发展，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与方
法，培养道德品质和坚强意志的一个教育过程。 二、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人生最宝贵的是健康，人人
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然而，健康的身体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
以体育运动和健康的关系最为密切。正像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的：“生命在于运动”。我国也有句俗
语：“健身之道，运动为妙”。可见体育运动是增进身体健康的重要措施。 体育是通过身体运动的方
式进行的，它要求人体直接参与活动，这是体育的本质特点之一，这个特点决定了体育有健康的功能
。随着社会的进步，体力劳动逐渐减少，脑力劳动越来越多，人们余暇时间也在慢慢增多，丰富多彩
、健康文明的体育活动不仅可以使人们在繁忙的劳动之后获得积极性的休息，而且还可以陶冶情操、
愉悦身心和培养高尚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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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新世纪大学体育与健康教程》非常适合作为高职高专各专业的体育教材
，也可供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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