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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校公共课精品规划教材：大学体育》可供普通高等院校本、专科学生使用。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从各方面考虑，丰富了教材内容。
在充分考虑到高校体育教学的特点，我们编入了定向越野和攀岩内容；在探索加强大学生身心健康的
有效方法过程中，我们适时地加入了太极拳学习的内容；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多的体育理论知识，强化
终身体育意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观念，我们增加了体育理论、健康教育和部分项目的安全常识等
内容的比例；为了符合“阳光体育工程”要求，我们特别详细介绍了最新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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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如果把体育只看成是学校这一阶段的事，那么，体育在教育中也就变成了‘插曲’。
”这不仅明确地指出了教育与体育的关系，而且更清晰地表明了终身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关系。
在终身体育的理论模式中，学校体育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它不仅指学生在校期间的教育活动，而且要着重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体育教育能否使其终身受益的问
题。
终身体育的核心应在于使体育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使学前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等各环节紧密
衔接，保证体育教育的统一性、完整性和连贯性，实现一体化。
但是，从我国有关部门的各类调查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现行学校体育教育的效果不容乐观。
首先是在校学生（尤其是高校）能主动自觉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的减少，导致社会上知识分子平
均死亡年龄的提前。
原国家体委科研所李力研近年对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的调查结果为53.34岁，而他自
己10年前调查的结果是58.52岁，两者相比较，10年后的今天，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提前
了5.18岁。
另一份对1000名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各行业人员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被调查者体育意识淡薄，缺乏
应有的体育基本知识，认为自己是体育盲。
当然，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包括社会因素、生活水平、工作条件等。
不过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在校期间，学校体育的奠基功能没能够充分实现，盲目追求体育教育的
近期效应，过分强调学生的现实锻炼，片面地将体育教育目标集中于在校期间的学生体质上，或把学
生在校的体质理解为学校体育的唯一目标，而忽视了对学生从事体育活动的兴趣、意识和习惯，以及
独立锻炼能力方面的培养。
可以说这是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几十年来在观念和指导思想上存在的不足和具体实施中的失误。
因此，学校体育必须转变观念，以终身体育为教学改革的主线，以使学生终身受益为出发点，强化学
生体育素养的形成，使学校体育具有“快乐体育”和“生活体育”的特点。
应强调从终身的视角来看待学生体质的增强，在考虑未来多种目标的前提下，追求近期与远期效益的
最佳组合，从而使学校体育教育的价值真正超出学生时代而具有终生意义。
四、个性教育思想个性教育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教育研究的热点。
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把“人的发展”、“个性发展”作为教育改革的主题。
现在，我国对此也开始重视，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深入进行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教
育性质、教育功能认识的深化。
个性教育是相对于划一性教育而言的。
划一性教育即千篇一律的模式化教育。
它表现为无视或忽视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统一的要求、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教
育内容、统一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塑造同一规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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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体育》是21世纪高校公共课精品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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