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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理论基础与实用性训练》

内容概要

　　《体育运动理论基础与实用性训练》不是采用纯理论推演的方法，而是密切联系我国体育事业的
发展和体育改革的实践，为体育改革提供相应的理论模式或理论参考。通过学习，要能够运用相应的
理论知识，正确认识和理解体育实践中的问题，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未来工作的顺
利进行。另外，《体育运动理论基础与实用性训练》在内容上仍采取从抽象到具体，从原理到操作，
层层推进又自成体系。既强调应有的理论深度，又注意具体的操作运用。在行文上，既注意体育专业
学生的特点，也尽可能考虑到普通健身锻炼者的需求，力求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统一的特点。我们相信
本书的出版对于广大体育爱好者了解健身活动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合理的健身方法具有进一步的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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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体育与体育科学　　第一节 体育的基本概念　　一、体育的本质　　（一）对体育本质
含义的理解在研究体育和体育科学时，必须首先弄清体育的本质和体育的概念。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
特殊的本质。”由此可知，所谓本质，就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矛盾性。由此推之，体育
的本质，指的是体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矛盾或方面，而体育的概念则是体育的特殊本质在人们
头脑中的反映。目前人们对体育概念的“定义”还很不一致，表明人们对体育的特殊本质的认识还存
在诸多分歧。许多研究者往往从生物学、教育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不同角度来研究体育的本质和概
念，然而，要真正地把握体育的本质，则必须将体育置于哲学的层面才能真正做到。在马克思主义哲
学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历史和辨证思考，可以概括出所有形式的体育所具有的共同的特征。一般来说
，无论是社会体育领域、学校体育领域，还是在竞技体育领域，都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征：　　第
一，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体育是人类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需要而用以改造自我身心的
活动。　　第二，从主体与客体、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来看，体育的主体和客体、动机与效果都统一于
人的自身。　　第三，从内容与形式来看，体育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都统一于人的身体活动之中。
　　以上三个方面是所有体育形式的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体育区别于其他任何事物的特殊的属性。也
就是说，体育是人类为了适应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自主选择的一种特殊的活动方式，它通过有目的、
有意识的身体运动，作用于人类自身，改造自我身心品格，从而促进人类自身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任何体育过程中，都包括人、运动、意识三个基本要素，体育在本质上应当是上述三个要素的融
合。当然，以上三个要素，还不能构成体育的本质，因为它还不能用以划清体育与其他身体活动的界
限，甚至不能划清体育运动与体力劳动的本质区别。只有以此为基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维方
法，抓住“人类自身通过身体活动以改造自我身心”这一实质，才能探讨体育运动中更为深层的本质
，也就是说，研究体育的本质，必须把握人的本质特征，依据体育运动作用于人的基本事实和活动方
式，才能作出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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