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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健
康体魄是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以及“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等重要措施；特别是国家教育部、体育总局又颁布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我国的学校体
育课程建设指出了改革和发展方向，标志着学校体育课程将步入更加规范化的发展阶段。
也为本教材的编写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书所选用的参考资料，主要是全国高等职业学校体育教学大纲，特别是全国高等学校公共体育教学
大纲中规定的理论和实践部分的基本内容。
为满足全国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自身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借鉴了国内外高等职业学校体育课程
建设和教学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更新观念，开阔视野，既强调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养生、健身文化
，又十分重视吸取现代体育、健身、健美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
学校体育课程是寓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教育与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
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
本教材的编写突出以下特征。
第一，根据“素质教育”对身心健康发展的要求，纠正过去片面追求“生物效应”的倾向，在注重健
康体魄与人格培养的同时，强调按个人条件与个性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意识，使学生能够积极
自觉地参加体育锻炼。
第二，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根据现代科学健康三维观，重视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提出了
人的身体健康素质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
注重学生的体育意识和体育能力的培养，并把心里健康的常识以及常见疾病的预防、急救知识同体育
教学结合起来，使教材更具知识性、趣味性和娱乐性。
第三，坚持“终身体育”的思想，针对体育项目及相应的动作特点，设计安排了相当数量的练习方法
和教学技巧。
既有教师在教学中可参考的价值，又能使学生在休闲时将本教材当作一般性的科普读物，也能为其他
科目的教师在了解学生生理、心理特点，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提供参考。
第四，将健身性和文化性、选择性和实效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结合起来。
拓宽了对体育功能和表现形式的认识，从而提升了体育的价值和品位。
加深了体育文化的内容，为学生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考虑了主动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也考
虑了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弘扬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吸取了世界先进体育文化，体现时代性、民族性和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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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普通高职学校学生为授课对象，按照运动技能学习的基本规律和各运动项目的基本特点，突出
简单实用的编写风格，以“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并结合高职高专院校的教学实际情况编写的，并
融合了现代体育与健康课程最新的教育理论。
内容包括对体育的概述、高职学校体育、体育的生理、心理科学基础、体育锻炼，卫生与健康、田径
、体操、球类、武术、游泳等。
    本书可作为高职学校体育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教材，也可作为高职学生课外锻炼的参考读物；是广
大高职学校体育教师和学生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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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广义：指体育运动，包含体育教育、竞技运动、身体锻炼。
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
明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它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受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并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
狭义：身体的教育。
是一个发展身体，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教育过程；是对人
体进行培育和塑造的过程；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狭义的体育是广义体育的一部分。
二、体育的组成（一）学校体育在教育改革中，党中央对教育和体育问题发出了两个文件。
其中一个是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文件，指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
要求重点抓好学校体育工作，在全面教育的思想下，学校体育是全面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也特别对青年一代指出：第一，智育；第二，体育，即是传授学校体育和军事训练——第三，
技术教育，是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的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所生产的工具的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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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与健康》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体育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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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