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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康的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
2002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对体育课程的指导思想、课程
性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组织和课程评价等方面重新予以定位，众多高校随后掀起了新一轮
的公共体育教学改革，2006年12月20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团中央联合发起了“全国亿万青少
年阳光体育运动”，2007年4月4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颁布实施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007年5月7日，国家向全社会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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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学校体育
工作的重视。
大学体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造就一代有竞争力、创造
力、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为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奠定坚实良
好的身心基础的平台。
围绕着大学体育的功能与当前我国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的最新动向，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既适合于
师范院校又适合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教材。
《大学体育与健康(基础篇)》的主要特点如下：1.体现学以致用的特点。
在编写过程中，紧密结合当前国内外学校体育的发展趋势，努力突出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性质
的目标：“以学习体育知识和运动技能为主要内容，以身体练习为主要途径，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和
健康，传承体育文化，培养终身体育锻炼意识、能力与习惯为主要目标。
”根据众多高校普遍开设游泳课的特点，把游泳作为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生存生活技能，单独设立一
章；《大学体育与健康(基础篇)》围绕着全面增进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与提高大学生体育活动组织能
力等基本要求，设立了“发展身体素质的游戏锻炼方法”、“队列口令与组织”、“体能锻炼”和“
小型竞赛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等章节内容，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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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体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造就一代有竞争力、
创造力、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为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奠定坚
实良好的身心基础的平台。
围绕着大学体育的功能与当前我国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的最新动向，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既适合于
师范院校又适合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教材。
《大学体育与健康（基础篇）》的主要特点如下：　　1.体现学以致用的特点。
在编写过程中，紧密结合当前国内外学校体育的发展趋势，努力突出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性质
的目标：“以学习体育知识和运动技能为主要内容，以身体练习为主要途径，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和
健康，传承体育文化，培养终身体育锻炼意识、能力与习惯为主要目标。
”根据众多高校普遍开设游泳课的特点，把游泳作为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生存生活技能，单独设立一
章；《大学体育与健康（基础篇）》围绕着全面增进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与提高大学生体育活动组织
能力等基本要求，设立了“发展身体素质的游戏锻炼方法”、“队列口令与组织”、“体能锻炼”和
“小型竞赛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等章节内容，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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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第十章 小型竞赛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第一节 小型竞赛活动的实施与管理第二节 常用的竞赛文件及
表格制作第三节 常用运动项目的竞赛编排方法第四节 常见的几种球类单循环制比赛计算名次的方法
第十一章 体育知识拓展第一节 奥林匹克运动第二节 民族传统体育第三节 时尚体育附录《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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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较好的科学文化素质面对2l世纪知识量的增加、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挑
战，新一代人才不仅要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和具有熟练运用知识的技能，而且要具有选择、加工和综
合处理信息的能力，善于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最新成果；还需要具有运用计算机、程序控制等技术的能
力；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较强的职业流动性，新一代人才必须具有较强的求知欲望和学习能力，确立终
身学习的观念，善于通过工作实践，吸取新的科学技术知识。
3.较完善的心理素质现代社会要求人才的思维活动过程加快，减少反复性，增加科学性和准确性，提
高广泛性和深刻性；要求人才的思维和认识的方式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由单项型转变为多项型和系
统型，特别强调认识和思维的创造性。
同时，要求人才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
4.较强健的身体素质身体素质是人的其他素质发展的基础和生物载体，现代社会要求人才的身体素质
具有很强的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对疾病、灾难的抵抗力和承受力，应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并了解相关
的人体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还要求人才大脑反应要灵敏、动作要灵活迅捷，以适应快节
奏、多变化的社会生活；并善于放松和调节自己，使身心始终处于和谐的状态。
总之，现代社会要求人才应从思想道德情操、知识能力、科学素质和身心素质等诸方面和谐发展。
三、现代社会带来的挑战与危机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生活和工作的便利与舒适，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
危机和不利的因素，归结起来有以下5个方面。
第一，面临高科技的挑战。
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的覆盖面越来越大，电脑被广泛使用，信息爆炸，人们要不断地取得和运用这些
信息，学会面对崭新的环境。
第二，精神紧张。
以自动化为代表的生产方式，不仅使劳动者自身劳动生产的喜悦减少，反而增加了厌倦感。
此外，由于伴随机器工作，精神紧张程度也会越来越强，增加了精神的疲劳感。
城市人口高度集中、交通拥挤、噪声增加等，均可成为容易使人疲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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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体育与健康(基础篇)》：阳光体育，健康人生。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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