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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以争创精品课程和教材为目标，为满足体育专
业课程方案的要求和21世纪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在第一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田径运动》的基础上，编写组努力构建符合培养2l世纪社会要求的教学改革理念和教材体系，编写
了这本以符合培养高素质、高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体育人才教学改革要求并适应学生需求的教材。
教材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教材紧扣运动训练和体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和田径课程目标与任务。
突出了田径文化、教育、运动训练和体育教育选修业余田径运动训练的特点。
教材结构新颖，内容创新。
在基础理论篇中突出编写了田径运动文化与欣赏、田径运动员的选材、田径运动业余训练、田径运动
竞赛的组织和裁判工作、田径运动的科学研究等。
在技术技能篇中突出了各项目的发展沿革，技术特点与分析，素质训练、技术训练、战术训练、心理
训练内容和训练计划示例。
达到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的目标。
为培养学生探究、创新精神，教材紧密结合基础教育改革实际，本教材力求体现可视性、可操作性、
可阅读性、前瞻性、阶段性和衔接性等特点。
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留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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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理论篇、技术技能篇。
在基础理论篇中突出编写了田径运动文化与欣赏、田径运动员的选材、业余田径运动训练、大型田径
运动竞赛的组织和裁判工作、田径运动的科学研究。
在技术技能篇中突出了各项目的发展沿革，技术特点与分析，各项目的素质训练、技术训练、战术训
练、心理训练内容和训练计划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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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短距离跑技术第三节 短距离跑的训练第四节 短距离跑训练计划示例第十一章 跨栏跑第一节 跨
栏跑的发展第二节 跨栏跑技术第三节 跨栏跑的训练第四节 跨栏跑训练计划示例第十二章 接力跑第一
节 接力跑的发展第二节 接力跑技术第三节 接力跑的教学与训练第十三章 中长距离跑第一节 中长距离
跑的发展第二节 中长距离跑技术第三节 中长距离跑的训练第四节 中长距离跑训练计划示例第十四章 
马拉松跑第一节 马拉松跑的发展第二节 马拉松跑技术第三节 马拉松跑的训练第四节 马拉松跑训练计
划示例第十五章 障碍跑第一节 障碍跑的发展第二节 障碍跑技术第三节 障碍跑的训练第四节 障碍跑训
练计划示例第十六章 跳高第一节 跳高运动的发展第二节 背越式跳高技术第三节 背越式跳高的训练第
四节 跳高训练计划示例第十七章 撑竽跳高第一节 撑竿跳高的发展第二节 撑竿跳高技术第三节 撑竿跳
高的训练第四节 撑竿跳高训练计划示例第十八章 跳远第一节 跳远的发展第二节 跳远技术第三节 跳远
的训练第四节 跳远训练计划示例第十九章 三级跳远第一节 三级跳远的发展第二节 三级跳远技术第三
节 三级跳远的训练第四节 三级跳远训练计划示例第二十章 推铅球第一节 推铅球的发展第二节 推铅球
技术第三节 推铅球的训练第四节 推铅球训练计划示例第二十一章 掷铁饼第一节 掷铁饼的发展第二节 
掷铁饼技术第三节 掷铁饼的训练第四节 掷铁饼训练计划示例第二十二章 掷标枪第一节 掷标枪的发展
第二节 掷标枪技术第三节 掷标枪的训练第四节 掷标枪训练计划示例第二十三章 掷链球第一节 掷链球
的发展第二节 掷链球技术第三节 掷链球的训练第四节 掷链球训练计划示例第二十四章 全能运动第一
节 全能运动的发展第二节 全能运动项目的特点第三节 全能运动的训练第四节 全能运动训练计划示例
附录 田径运动专业术语(中英文对照)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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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田径运动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它的产生与发展，以至衰落或湮灭，都将受到地理、心理以及
社会等各种环境的影响。
以地理因素为例，马拉松比赛是为了纪念雅典战士菲力比斯而设置的，他为了把希腊战胜波斯的消息
尽快送到雅典，从马拉松镇一直跑到雅典，传达了胜利的消息后便因力竭而死。
现代长距离跑的发祥地是英国，18世纪时，英国已有一些职业赛跑选手进行长距离跑比赛，很受人们
的欢迎。
跨栏跑项目是由英国牧羊人的跨栏游戏演变而来的。
这些史料都证明，田径运动文化是受地理环境影响的。
田径运动文化也有其心理的基础。
心理现象的起源，并非始于人类。
从一个单细胞的动物以至高等动物，都有其心理的现象。
然而，人类的心理现象较之于其他动物的心理现象是有差异的。
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较，人类的创造智力特别突出，而动物的创造智力少有表现。
另外，人类的记忆能力特别发达，而动物的记忆能力就比较滞后。
正因为人类的高智商，才可以对田径运动器械予以开发，可以对田径运动成果予以思考等。
而有些高等动物，尤其是非洲的类人猿，也可以利用现成的工具，如棍、石、绳等，却无法创造出诸
如田径运动器械之类的东西。
总而言之，人类因为有了特殊的创造智力，才创造出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田径运动文化。
但是假使人类只有创造田径运动文化的智力，而没有记忆的能力，则其文化是不易发展的。
人类对于以往所做的事情及其所做事情的方法，都将成为人类在目前或将来所做的事情及其所做事情
的方法的先例。
能够记忆这些先例，人类可以进一步去发明和探索新的事情或新的方法。
这样连续不断地积累，才使田径运动文化不断地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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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田径运动(第2版)》是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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