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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民健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的标志，是振兴中华民族体质和促进健康的一项伟大工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和实施，吹响了全民健身的冲锋号角。
作为一个由国家领导、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体育健身计划，是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配套的
社会系统工程和跨世纪的国民体质建设发展战略规划。
近十几年来，全民健身这个词汇上至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下至平民百姓的言谈话语，可以说响遍了
祖国的城市乡村、大江南北；全民健身活动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时尚。
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经过十几年的社会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取得了许多凸显中国特色的
大众健身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的丰硕成果。
全民健身作为现代气息最浓的时代需求，已经融入高等院校体育专业的教学之中。
本教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组织编写的。
力图体现本门课程的基础、精练、实用、点线结合、形式活泼的编写理念。
教材的编写充分考虑到给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留下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本教材主要适用于高等体育院校社会体育专业、体育教育专业、休闲体  育专业、体育管理专业、体
育新闻专业以及民族体育专业等学生使用。
也可  作为其他社会体育工作者、体育教师、相关研究人员以及从事全民健身指导  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
本教材由李相如、苏明理担任主编，唐宏贵、李建国、梁建平担任副主  编。
参加各章编写人员有：第一章（苏明理、李相如）、第二章（郭春玲）、  第三章（郑文海、卢耿华
）、第四章（曹继红）、第五章（陈融）、第六章  （赵立）、第七章（李相如）、第八章（李建国
）、第九章（罗湘林）、第十章  （梁建平）、第十一章（梁利民）、第十二章（唐宏贵）、第十三
章（武杰）。
  李相如、唐宏贵、梁建平对教材进行了统稿。
最后，李相如和苏明理对全书  进行了总体修改并最终定稿。
本教材是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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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民健身导论》分十三章，内容包括全民健身概述，政策法规，活动组织与管理，公共体育设
施，社会体育指导员，市民、农民、学生、弱势群体的健身，健身效果评价以及全民健身的国际比较
等。
全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论述与案例实例相链接，是一本可读性强、信息量大的实用性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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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相如，现任首都体育学院社会体育系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
现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评审委员会成员、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
曾获国家体育总局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一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论文一等奖、国家级精品课程、等
。
出版专著、教材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苏明理（1952- ），陕西紫阳县人，西安体育学院教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现代经济管理研究生
学历。
历任西安体育学院教务处长、副院长、党委副书记；2005年6月任西安体育学院院长、院学位委员会主
任委员、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院学报编委会主任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体育管理学学科带头人、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北地区高教研究会理事、陕西省高教学会理事、陕西
省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体育总会副主席、全国田径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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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全民健身概述第一节 全民健身的概念、作用与地位第二节 我国全民健身产生的背景、特征第
三节 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第四节 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走向第二章 全民健身活动政策法规
第一节 全民健身法治概述第二节 全民健身法律性质和法律制度第三节 现行全民健身政策法规第四节 
全民健身法律责任与法律救济第三章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瓣读第一节 《纲要》产生的背景及实践
意义第二节 《纲要》的主体内容第三节 《纲要》的实施第四章 全民健身管理第一节 全民健身管理的
含义第二节 全民健身管理体制第三节 全民健身管理的原则第四节 全民健身管理的方法第五章 全民健
身活动设旋第一节 全民健身活动设施的分类第二节 全民健身工程第三节 全民健身活动设施的开发与
利用第六章 全民健身活动的分类与基本内容第一节 全民健身活动的分类第二节 全民健身活动的特点
第三节 全民健身活动的基本内容第七章 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第一节 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的概况第二
节 公益型社会体育指导员第三节 职业型社会体育指导员第四节 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的走向第八
章 市民健身第一节 城市生活与体育健身第二节 市民生活方式变化与体育健身第三节 市民健身活动的
特点与方式第四节 市民健身常用手段第九章 农民健身第一节 有关农民与农村的概述第二节 农民生活
方式第三节 农民健身活动特点与方式第四节 农民健身常用手段第十章 学生健身第一节 全民健身与学
校体育第二节 学校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特点第三节 学校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方式第四节 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第五节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第六节 学校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注意事项第十一章 弱势群体健身第
一节 弱势群体与社会第二节 残障人健身第三节 农民工健身第四节 下岗职工健身第十二章 全民健身效
果的评价第一节 全民健身效果评价的概述第二节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第三节 国民体质测定与监测第四
节 全民健身效果综合评价第十三章 全民健身的国际比较第一节 国际大众健身的发展概况第二节 欧美
国家大众健身的经验与启示第三节 国际大众健身的发展走向附件1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附件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附件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主要参考文献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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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很大反差之外，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高等和中等社会体育专业教育都只是近些年才开始，专
门的群众体育科研机构几乎没有。
最为突出的是公共体育设施的差距。
按照1986年城乡建设部和国家体委共同颁布的《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用地定额指标暂行规定》规定的范
围、指标和标准，按照1995年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我们将全国体委系统所有场地都认定为公共体
育设施，而我国城镇公共体育设施用地面积，只相当于国家规定高限的10％左右，相当于国家规定的
低限25％左右，存在着巨大的欠缺。
2.党和国家对体育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1979年，为了迎接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挑战，集中力量将
竞技体育搞上去，国家体委确定了“省一级以上体委继续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
”的方针，从而保证了我国竞技体育的蓬勃发展，成绩卓著。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体育健身需求日益强烈。
1993年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群众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关心身体健康的人比关心其他问题的人都多，
占第一位。
1995年3月，我国实行了新工时制，工作时间由48小时减少至40小时，每周休息2天，这样也为群众参
加体育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
人民生活富裕了，闲暇时间增多了，人民群众的体育健身需求强烈了，这就为群众体育发展提供了客
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加快发展群众体育，势在必行。
1995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体育工作要坚持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把发展群众体育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普遍增强国民体质作为重点。
”这表明，作为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要求体育工作以发展群众体育、推
行全民健身计划、普遍增强国民体质为重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根本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人们强身健体的意识就越强烈，体育的地位就越重要，作用就越显著”。
“以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为出发点，把增强人民
体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作为根本目标”。
“体育工作一定要把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摆在突出位置”。
胡锦涛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这些都表明，“全民健身”是党和政府对全国体育工作的要求，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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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民健身导论》主要供高等体育院校社会体育专业、体育教育专业、休闲体育专业、体育管理专业
、体育新闻专业以及民族体育专业等学生使用。
也可以作为其他社会体育工作者、体育教师、私人教练、相关研究人员以及从事全民健身指导人员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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