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体育管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体育管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040239935

10位ISBN编号：7040239930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张瑞林，秦椿林　主编

页数：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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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体育管理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学校教材，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全书共有九章，具体包括：绪论，体育管理的基本原理、职能与方法，体育管理体制，学校体育管理
，运动训练管理，体育赛事管理，社会体育管理，体育产业管理和体育信息管理。
    本书可作为全国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本专科生教材，也可作为体育专业成人教育教材、体育干部培训
教材、体育教师的教学用书和体育行政人员的管理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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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管理的内容  第三节  体育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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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体育教材体系的转变 改变以传统竞技运动项目为主的体育教材，建立以学生喜爱
的体育项目为内容的体育教材体系，是学校体育教材体系改革的重点所在。
为了达到最佳的锻炼效果，必须广泛开发教学内容资源，为所有学生的体育学习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
，让学生在欢声笑语中锻炼好自己的身心，才是体育教材体系的灵魂所在。
 3.体育教师观念的转变 落实学校体育“以人为本，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关键是学校体育工作者。
确立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是抹杀学校体育工作者的作用。
教师是体育教学的设计者和组织者，他们只有对指导思想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才能把指导思想
的内涵真正贯彻到体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
可见，学校体育指导思想落实的关键还要依靠广大体育工作者，尤其是要实现体育教师观念的转变。
 （1）体育教师应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教育者”乃至“教育家”，而不是竞技体育的“教练员”。
体育教师要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教育者”乃至“教育家”，而不是竞技体育的“教练员”，他们之
间最大的不同在于：竞技体育的“教练员”所具备的主要是竞技体育的知识，他们更看重学生体育知
识和技能的掌握，在课堂上更加强调体育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没有考虑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者”
乃至“教育家”所具备的则是多学科的交叉知识，既要有出色的“体育知识”，又具备“多能”（包
括教育学、心理学等）的本领，要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这种角色之间的差异也是“一维健康观”
和“三维健康观”之间的差异。
再者，“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为了提高运动成绩，“教练员”对于运动员的训练
计划往往是“指令性”的；而“教育者”与学生则是在民主、平等、合作的“文化生态”下，创设融
洽和谐的学习氛围，从居高临下的权威走向了与学生平等的一道去寻找真理，促使学生各项素质得到
发展。
 （2）体育教师应该将教学过程或教学环境视为“培育”而不是“冶炼”。
《新课程标准》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实施，对体育教师的教学过程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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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管理学》从题例入手，具体、系统、详细地对体育管理学的管理职能在体育管理所涉及的主要
内容方面，进行了运用；对体育管理学在主要管理内容上的管理效果做到了示范性的评价。
书中穿插“细节了解”是为了就体育管理学的相关内容加以补充和延伸，并实现教材的新颖性、灵活
性、可读性的统一。
书中出现的“案例”，是供读者结合章节内容，具体分析、判断实际管理中的问题，达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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