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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变迁、互动、交融与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台江苗族体育调查研究》是作者曾晓进在博士论文的
基础上修改而成，全书分为苗族体育的现实状态与特征——施洞苗族体育田野考察；现代化进程中台
江县苗族体育的变迁与发展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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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博士、副教授，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少数民族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心
主任，贵州省体育科学学会理事、社会体育分会负责人。
    200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主要从事体育人类学、学校体育学领域研
究。
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参加教材编撰2部，专著1部。
撰写论文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厅局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参与完成省部级课题2项厅局级
课题10余项。
主持完成校级课题1项，贵州省民委课题1项。
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课题1项，贵州省教育厅课题1项，贵州师大博士基金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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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研究背景一、社会背景二、学术背景第二节 概念框架一、现代化及现代进程的理
解与界定二、苗族与苗族体育研究概况三、前人的研究(一)非体育学科领域(二)体育学科领域(三)苗族
体育研究趋势第二章 研究设计与过程第一节 研究设计一、选题的缘由与研究目的、意义(一)选题的缘
由(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二、研究思路、内容与技术路线(一)研究总体思路(二)研究内容(三)技术路线
三、研究范式(一)“质的研究”的发展历程(二)“质的研究”界定和特征(二)“质的研究”适合的议
题(四)研究的观点与视角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地点一、研究对象二、研究地点(一)选择研究地点(二)进
人田野研究点第三节 研究方法一、方法论二、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一)田野调查(二)实地调查(三)文
献资料分析(四)比较研究三、信度与效度(一)倍度的处理(二)效度的处理四、研究的伦理与政治第三章
现代化进程中苗族体育的变迁——台江县个案研究第一节 文化变迁与苗族体育结构划分一、文化变迁
二、变迁阶段划分三、体育结构的划分(一)体育核心层次(二)体育中间层次(三)体育外层次第二节 传
统自由与政府介入期(1949～1965年)一、历史背景(一)政治方面(二)经济方面(三)文化方面二、体育变
迁(一)物质形态层面(二)制度行为层面(三)精神思想层面三、影响因素第三节 曲折发展时期(1966
～1976年)一、历史背景(一)政治方面(二)经济方面(三)文化方面二、体育变迁(一)物质形态层面(二)制
度行为层面(三)精神思想层面三、影响因素第四节 互动与恢复期(1977～1998年)一、背景(一)政治方
面(二)经济方面(三)文化方面二、变迁(一)物质形态层面(二)制度行为层面(三)精神思想层面三、影响
因素第五节 交融与快速发展期(1999～2009年)一、历史背景(一)政治方面(二)经济方面(三)文化方面二
、体育变迁(一)物质形态层面(二)制度行为层面(三)精神思想层面三、影响因素第四章 苗族体育的现
实状态与特征——施洞苗族体育田野考察第一节 施洞镇的基本情况一、自然地理与历史沿革二、经济
状况第二节 学校中的体育一、现实的描述(一)时间与频次(二)主体与地点(三)内容与过程(四)目的与结
果二、现实的解释(一)当地人的观点(二)我的见解第三节 日常生活中的体育一、现实的描述(一)时间
与频次(二)主体与地点(三)内容与过程(四)目的与结果二、现实的解释(一)当地人的观点(二)我的见解
第四节 民俗节 日中的体育一、现实的描述(一)时间与频次(二)主体与地点(三)内容与过程(四)目的与结
果二、现实的解释(一)当地人的观点(二)我的见解第五节 典型案例考察一、苗族独木龙舟二、苗族春
节篮球赛第六节 施洞镇苗族体育特征探析一、总体特征二、现实特点(一)原生态特色与乡土性(二)传
统特色与自发性(三)民族特色与交融性(四)娱乐特色与交往性(五)分散性与集中性相结合第七节 与县
城的比较一、学校中的体育二、日常生活中的体育三、民俗节 日中的体育第五章 现代化进程中台江
县苗族体育的变迁与发展第一节 变迁的特征及原因分析一、变迁总体特征(一)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二)
原生态与功利性并存(三)民间调适与政府调控并行(四)独立、互动与交融相伴(五)集中性与浓缩性共存
二、现实特点(一)精神思想层面(二)制度行为层面(三)物质形态层面三、变迁原因分析(一)生产方式的
变化引起体育的变迁(二)外来文化与苗族体育的互动引起变迁(三)文化自身的矛盾冲突与分化引起体
育变迁第二节 台江县苗族体育变迁规律第三节 台江县苗族体育发展对策第六章 研究总结第一节 现代
化进程中台江县苗族体育研究总结第二节 台江县苗族体育研究与苗族体育发展启示一、理论启示二、
现实启示附录田野调查内容提纲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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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严格来说根本不能算是体育或者体育的形式，它们仅仅就是劳动、祭祀、战争，当社会发展到了
一定的时期，这些东西才逐步演化成了体育，才具有体育的特征，也就是说才可以称得上是体育，所
以，就是包括体育的起源也是值得考察的，不是说从人类开始就是有体育的，体育的产生具有它产生
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只有具有了这一背景之后，才可能产生体育。
至少它是滞后于生产劳动的。
（如当劳动、军事的某些肢体运动形式产生以后，人们发现通过一定形式的练习可以增强军事或劳动
的效果，于是，人们在闲暇之余就把这些形式采用一定训练方式来发展，包括其力量、速度、灵敏度
等，并把它们作为一种固定形式的训练方式，那么这些训练方式就成为了对于人体的专门训练，也就
是我们所说的体育，对于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而言，也是当它们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训练方式，用以
发展身体或娱乐精神、心理，那么它们就成为了真正的体育）任何一种社会活动形式，只有当社会发
展到了一定的时期，它们才先后演变成体育，如舞蹈、战争、祭祀的各种形式，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
，它们已经失去其原本的意义转而演变成体育。
所以，以至于现在体育与舞蹈、劳动、战争等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始终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最早的体育应该是强身、娱乐、防病治病、军事、祭祀等的活动内容，因为
它们从一开始产生就是体育，符合体育的本质，而其他的形式都是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才逐步演
变成体育的。
当它们演变成体育之后，其发展有几种形式：一是继续作为舞蹈或祭祀行为，当最为原始的精神已经
淡化；二是已经完全成为体育的一种形式进行发展，就好比现代的许多体育项目在远古时期就是一种
劳动方式，而现在仅仅是体育而不再是劳动方式了；三是二者还处于过渡期，即既可以当体育，又可
以当舞蹈、劳动等，这一时期是最难以区分体育与它们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一时期它们应该既可以
是体育，又可以是劳动或舞蹈；当然，这一时期的这些形式可能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到了未来就完
全是一种体育活动，如现代的标枪等，另外一种趋势就是又回归其本来的形式即舞蹈或劳动，发展成
新的舞蹈和新的劳动形式。
并且，现在许多身体活动形式和文化的内容中，也存在着体育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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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变迁互动交融与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台江苗族体育调查研究》是作者曾晓进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
改而成，全书分为苗族体育的现实状态与特征——施洞苗族体育田野考察；现代化进程中台江县苗族
体育的变迁与发展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变迁互动交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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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