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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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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精神，推进普通高等学校对《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我们
编写了《大学体育教程——理论篇》。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汲取了本学科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在原教材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增减，
增加了“体育锻炼与营养”、“体育锻炼与医务监督”、“奥林匹克运动与北京奥运会”等章节。
通过学习，使学生可以了解更多有关健康和营养的知识，了解体育锻炼、营养与健康的关系，掌握科
学锻炼的方法，对北京奥运会的理念及知识有了更加深人的了解，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本书必将成为大学生学习健身、促进健康的有益教材。
本书由王家彬、虞荣安、杭兰平任主编，苟定邦、王成、赵夏娣任副主编。
全书由杭兰平统稿。
编写人员分工为：赵夏娣、王家彬（第一章），苟定邦（第二章、第九章），杭兰平、王建梅（第三
章），梁斌、聂东风（第四章），杭兰平（第五章），赵春娜（第六章），王成、虞荣安（第七章）
，赵夏娣（第八章），王家彬、张衡（第十章），聂东风（第十一章）。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引用了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有关研究成果，在此，对在书中直接或
间接引用其理论和方法的专家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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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结合国内外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经验和研究成
果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为11章，包括体育概述、大学生体育学习、体育锻炼与健康、体育锻炼与效果评价、体育锻
炼的卫生保健、体育锻炼与医务监督、体育锻炼与营养、运动与心理健康、康复保健体育、校园体育
、奥林匹克运动与北京奥运会。
    本书既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体育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体育课教师和体育爱好者学习、健身的
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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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体育概述　第一节　体育的基本概念与分类　第二节　体育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　体育的
功能第二章　大学生体育学习　第一节　体育学习的基本概念及过程特征　第二节　体育学习的原理
　第三节　大学生体育学习的内容　第四节　大学生体育学习的方法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健康　第一
节　体育锻炼概述　第二节　体质与健康的基本概念　第三节　体育锻炼对人的作用第四章　体育锻
炼与效果评价　第一节　体育锻炼的原则　第二节　体育锻炼的内容与方法　第三节　体育锻炼效果
的评价第五章　体育锻炼的卫生保健　第一节　运动卫生　第二节　运动中常见的生理反应和疾病　
第三节　常见的运动损伤　第四节　女子体育锻炼的卫生第六章　体育锻炼与医务监督　第一节　心
血管系统机能评定的常用指标　第二节　运动性疲劳及疲劳的恢复　第三节　运动生理负荷的测量与
评价　第四节　按摩第七章　体育锻炼与营养　第一节　基础营养　第二节　健康膳食指导　第三节
　健身与特殊营养　第四节　体育锻炼、营养与体重的控制　第五节　营养与疾病　第六节　饮食热
门话题第八章　运动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运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第三节
　体育学习中的心理学分析　第四节　体育运动与社会适应第九章　康复保健体育　第一节　康复保
健体育概述　第二节　康复保健体育的分类与运动处方第十章　校园体育　第一节　校园体育竞赛　
第二节　校园体育竞赛活动的组织方法　第三节　学校体育文化节的组织与开展第十一章　奥林匹克
运动与北京奥运会　第一节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与体系　第二节　奥林匹克运动与现代社会　第三
节　北京奥运会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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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体育的产生：“需要”是促进人类活动的原动力，任何社会现象和生
命现象，无不以社会需要和人的需要作为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依据。
人类为了生存需要创造了体育，又在满足个人、社会需求的同时，使体育得到了发展。
由于人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生存需要作为人的主体需要，它受自然规律和人体的生理规律所支配。
“饥思食、困思寝、久卧思动、久动思静”，就是对这种需要的形象化描述。
原始人迫于谋生的需要，为了抵御自然侵袭而跋涉迁徙；为安全防卫，具备灵活躲闪、攀爬、相持、
耐久的自卫能力，于是在重复这些活动时，发展了走、跑、跳、投、攀、爬和涉水等身体基本活动能
力，从而表现出体育最初形态的身体活动，成为原始体育在求生本能活动中得到萌生的基础。
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随着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不断积累，为了发展生
产力，保证血亲生存、掠夺财产和应付部落间的冲突，人类需要智力与体力的提高，因而，以语言为
媒介的技能传授和身体操练，逐渐从单纯的劳动中抽象出来，演化成非直接用于生产劳动和生活的身
体运动形式。
体育成为原始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手段，这些经过原始教育提炼和改进后的身体运动，在维持生存的基
础上增加了强身手段，使之通过各种身体效能和活动技巧的训练，学习和掌握生存本领，提高了适应
能力，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新的保证。
生存需要产生了体育，而推动体育发展的动力，却主要来自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文化、艺术和教育。
随着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变和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原始人的语言、意识、情感、理性等社会文化的产
生，人类生存需要的功利因素减弱，并趋于向社会方面转移，表现出对文化、精神生活的追求与渴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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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体育教程:理论篇》既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体育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体育课教师和体育爱
好者学习、健身的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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