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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培养具有强健体魄、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昌盛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素质，而人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身体素质，正如毛泽
东指出的：“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
2006年召开的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大力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把学校体育工作作为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途径，切实提高青少年健
康素质”。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青少年体育工作，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提出要广泛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
。
这一切充分说明，新时期党和国家对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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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体育是寓大学生身心和谐发展，集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育与身体运
动有机结合的一门课程。
因此，大学体育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大学生的重要途径，而体育教材是实现体育教育目的的重要载体，
一本好的体育教材则是体育教学和培养高素质大学生的关键所在。
由陕西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全省专家学者编撰的《大学体育——理论与技术教程》统编教材
，体现了“健康第一”和阳光体育运动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
要》中所提出的“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五个领
域的目标，体现了新时期高等体育教育的新思维、新理念。
    纵观《大学体育——理论与技术教程》，将大学体育文化列入教材，体现了体育文化在体育教育中
的地位与重要性，提升了体育教育的理论价值与品位，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体育文化，有利于大学校园
体育文化的建设以及提高大学生的体育文化素质；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融入教材，体现了体
育教育的科学发展观，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树立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理念，有利于大学生理解体质与
健康与及体测试的管理内容；强调体育理论与技术的结合，体现了体育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有
利于学生掌握体育理论和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更有利于体育教育的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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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大学体育文化第一节 体育文化概述体育作为大文化范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其丰富的
内涵或广泛的外延，均与人类文明社会的高尚品德有着渊源关系。
体育运动所表现的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意识，以及崇高的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精神和强烈的团队意识等，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点，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核心和基本原则。
大学作为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对于丰富体育文化内涵，拓展体育文化功能，具有独特的作用。
一、体育文化的含义“文化”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概念，它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
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设施；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一般具有传递性、复合性、象征性、超生理性、超个人性和变迁性等特点。
中外文献对文化有多种定义，目前《中华文化史》对文化的定义被许多学者肯定，指出了文化的实质
性含义——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的实现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
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
；揭示了人创造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着人自身的道理；它不但阐述了人与动物生命活动的区别，而
且指出了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论证。
综上所述，人与文化具有相互创造的双向关系。
文化，是人为了生存与发展，通过劳动创造的，并通过具体的历史的人得以积累、传递、发展、变化
，因此，人是文化的主体。
而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一生下来就生活在既存的、不容选择的由上一代人强加的文化环境之中，并按其
建立起自己的行为规范。
文化对人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客体，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又是文化的产物。
人在创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不但改变着客观条件，创造出新文化，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并营造出新
的本质，形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形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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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体育:理论与技术教程》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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