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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央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
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
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是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磨炼坚强意志、培养良好品德的重要途径，
是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对青少年思想品德、智力发育、审美素养的形成都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4年8月30日全国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
，幸福生活一辈子。
”他说：“千好万好，身体好是第一好，身体好是工作的基础，是学习的本钱，每一位大学生都务必
明白这样的人生道理。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支生力军。
高职体育课程是高职院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合高职高专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教材是提高高
职高专体育教学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
为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教材建设，坚持实施立体化教材精品导向，更好地适应教学
与改革的需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了全国部分高职高专院校的体育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本教材
。
本教材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精神的指导下，以全面贯彻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导向，以培养学生体育锻炼能力、提高体育文化素养、培养终身体育锻
炼意识、学会欣赏体育比赛项目、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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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支生力军。
高职体育课程是高职院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合高职高专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教材是提高高
职高专体育教学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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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于体育的产生，一般主张“劳动产生体育之说”，而其他起源说则很少涉及。
近年来，随着体育科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各门学科的互相渗透和借鉴，体育学术界的视野和思路更加开
阔。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体育这种社会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要研究体育的起源和产生，就要研究
人。
在对人的研究上，不但要看到人的社会性，还要看到人的生物性；不但要承认社会环境是社会活动产
生的决定性因素，还要承认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的产生，还有其内部原因。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一切行为的产生，都有其心理依据，能引起一系列的心理连锁反应，即需
要（动因）一动机一行为。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把“需要”看成人类活动的激活剂，人正是由大量“需要”的激励而生活着。
所谓激励，是一个人的动机为导向的目标的达成，它表示着动机、目标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任何社会现象和生命现象，无不以社会的需要和人的需要作为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依据。
可以说，人的活动都是由需要引起的，需要是人的能动性的源泉和动力。
原始人为了互相传递信息的需要而产生语言；为了帮助记忆，由结绳记录事情到发明了文字；为了把
握适宜的种植季节而发明历法，从而产生了最初的天文气象学；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生活秩序，产生了
各种习惯、法律、道德规范、准则，等等。
因此，任何“需要”都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
什么是需要？
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教育学等学科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因而有不同的说法。
但比较全面、比较科学的一种说法是：“需要是有机体、人类个体、社会团体和整个社会的一种特殊
状态，这种状态表明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取决于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内容，表明为它们的各种
积极性形式的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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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理论与实践教程》：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高职高专教育规划教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推荐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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