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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健身气功的理论构建》拟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指导下，在党的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宏伟目标的指引下，把新编健身气功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中，运用现代系统科
学思维，以传统中医整体生命观和现代整体医学模式为具体理论指导，把新编健身气功健身理论基础
的探邃和健身机理的阐释与健身气功健身效果的实验研究相结合，对健身气功的理论构建进行思索。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为健身气功的发展提供较为完善的理论依据，为科学健身观念的树立而努力。

Page 2



《新编健身气功的理论构建》

书籍目录

1 导论1.1 研究的时代背景1.1.1 “现代生活给人带来的危害”1.1.2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1.1.3 健身气功的发
展1.1.4 小结1.2 研究目的与意义1.2.1 研究目的1.2.2 研究意义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1.3.1 研究方法1.3.2 
研究思路1.3.3 本研究的创新点1.3.4 理论假设1.3.5 论文框架结构示意图2 文献综述2.1 健身气功研究综
述2.2 以往关于气功研究的综述2.2.1 气功概念研究综述2.2.2 气功文化学研究综述2.2.3 气功的历史学研
究综述2.2.4 气功传统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综述2.2.5 气功现代科学原理基础研究综述2.3 健身理论研究综
述2.4 体育运动的健身作用研究综述2.4.1 运动对中老年人生理学指标影响的研究综述2.4.2 运动对中老
年人心理学指标影响的研究综述2.4.3 运动对中老年人生化指标影响的研究综述3 健身气功概念的演变
及其意义3.1 概念的实质、特征与研究原则3.1.1 概念研究的意义3.1.2 概念的实质和辩证本性3.1.3 概念
研究的原则3.1.4 概念发展变化的形式3.2 “气”的广义性及其复杂性3.2.1 “气”的重要性3.2.2 “气”
在汉语中的本义3.2.3 “气”的广义性3.2.4 “气”的复杂性3.3 气功概念的模糊性及其可能产生的负面
影响3.3.1 形式逻辑学的概念定义理论简述3.3.2 对一些“气功”概念的辨析3.3.3 小结3.4 健身气功概念
的意义及其启示3.4.1 “健身气功”的由来3.4.2 “健身气功”概念的意义3.4.3 “健身气功”概念给本研
究的启示4 系统健康观4.1 本章研究目的与思路简析4.2 健康认识历程4.2.1 何以为人？——基于人性和
人的本质的思索4.2.2 西方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健康观4.2.3 中医整体医学模式的健康观4.2.4 中西整体医学
模式的思索4.2.5 人类健康认识历程的启示4.3 一般意义”4.4 “个人主体”——健康观的主体性问题4.5 
和谐的状态4.5.1 古典朴素的和谐观4.5.2 现代关于健康的英语词汇中蕴涵的和谐理念4.5.3 现代系统论对
和谐状态的描述4.5.4 系统健康观提出的和谐状态的层次4.6 “生命系统”4.6.1 系统论简介4.6.2 系统科
学哲学对系统健康观的启示4.7 生命有机体的和谐4.7.1 中、西对生命有机体的认识4.7.2 思考4.8 心理健
康4.8.1 心、心理4.8.2 从意识论的角度认识“心理健康”4.8.3 构建心理健康的理论4.9 科学人生观和世
界观对心理健康的意义4.9.1 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释义4.9.2 世界观和人生观与心理健康关系4.9.3 小结5 体
育项目视角的构建思考5.1 中国传统医学有关。形体活动”的知识5.1.1 形体活动5.1.2 中国传统医学对
“形体”和“形体的活动”的理解5.2 传统体育对“形体的活动”的理解5.2.1 “导引”起源及其古义
试解5.2.2 “引海珍珠”一瞥5.3 现代运动训l练学的。形体”与。形体活动”5.3.1 现代体育科学视野下
的“形体活动”理论之构思5.3.2 形体训练的生理学基础5.3.3 现代运动训练学有关“形体活动”的理
论5.3.4 健身气功形体活动的基本规律——脊柱运动5.4 “呼吸吐纳”理论的构建探索5.4.1 “呼吸吐纳
”的目的5.4.2 呼吸运动生理学知识简述5.4.3 “呼吸吐纳”的锻炼方法5.4.4 呼吸运动锻炼的健身机理探
究5.5 传统养生理论中的。心理调节”5.5.1 中医的“心、神”及其启示5.5.2 养生经典中“心理调节”
辨析5.5.3 “养性”论6 健身理论构建的文化学思考6.1 一个不能不明确的前提6.1.1 文化研究的目的6.1.2 
健身气功文化研究的目的6.1.3 构建健身理论的文化研究目的6.2 文化理论概述6.2.1 文化研究的困惑6.2.2
文化概念的选择6.2.3 文化结构、分类与功能的理论概述及其启示6.2.4 文化特征及其启示6.3 传统视野
下的健身气功文化6.3.1 “传统”的释义6.3.2 传统文化及其影响6.3.3 健身气功与中国传统文化6.4 健身
气功的本体论——传承健身文化的思考6.4.1 健身气功本体论6.4.2 健身气功健身文化传承的几点思考6.5
构建新健身气功健身文化的思考6.5.1 浅谈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6.5.2 最高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6.5.3 方向保证——“价值原则与真理原则相结合”6.5.4 “系统优化整合”——融汇贯通原则6.5.5 
健身气功健身文化构建原则的小结7 结语与遐想7.1 结语7.2 遐想致谢参考文献

Page 3



《新编健身气功的理论构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对其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创一批健康、科学、文明的健身气
功新功法，迅速占领被‘法轮功’邪教破坏的社会气功阵地。”健身气功顺利完成任务的基石有两个
：一个是对新功法的认可，另一个是新功法的推广。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承的，无论是推广还是认可
都需要科学健身理论的指导，并且宣传科学健身理论。新世纪初，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强身健体需求，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健身养生文化传统，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遵照党对传
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贯政策，在挖掘整理优秀传统气功功法
的基础上，组织编创了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等四种健身气功。编创四种健身气功严格按
照科研课题管理办法组织实施，以生命科学、中西医学、心理学、体育学以及相关学科理论为指导，
并对其健身效果进行了初步的科学测试。四种健身气功凝聚了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智慧和汗水，内涵
丰富，姿态优美，简单易学，安全可靠，效果明显，在试验中受到广大练功群众的喜爱。从整体看，
四种健身气功具有以下特点：1.1.3.1  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四种健身气功遵照“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精神，在优秀传统功法的基础上编创而成。既保留了原有功法
的精华，又吸收了各流派之所长，并有所创新。此次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推出的四种健身
气功，就是在传统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的基础上，吸收各流派之所长，遵照中国传统养
生、保健理念，结合现代生命科学理论，集集体智慧编创而成。四种健身气功在保留了传统功法精髓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符合时代特色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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