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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体育理论教程》力求突出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育思想,对体育与现代社会、健康的重要性、体育
锻炼与身体健康,及大学生体质健康评价等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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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人类文明的五大发源地之一。
明礼诚信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它。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对地球无限制地开采和掠夺，以及科学发展的无序和失控，核毁灭、人口
过剩、环境恶化等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制定全球范围的道德规范将是伦理学
家和政治家的重要工作。
伦理道德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两个文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
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动力，它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保证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后富、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观念，培养现代人高尚的道德情操。
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积极作用，不仅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且给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平等、自主、竞争、开放、效益、法规等观念和行为方式。
另一方面，它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市场行为的盲目性与自发性，部分市场主体的本位性与唯利性
等。
这些功能缺陷反映到道德思想领域则容易滋生本位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
这就需要现代社会的人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在现代社会里，人在各个环节的运作中所表现出的行为和态度，是他人格的延伸，而这个延伸取决于
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体育是传播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通过体育行为培养现代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体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体育健儿在体育运动训练竞赛中所展示出来的“不畏艰险、不断进取、团结拼搏、敬业奉献、勇攀高
峰”的优秀品质，已成为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我国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要想通过体育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首先应该加强体育自身的道德建设。
加强体育道德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和体育工作的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重在建设”的原则，
坚持正面倡导、正面教育，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树立与时俱进的观念，把继承优良传统与
弘扬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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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体育理论教程(第3版)》是重庆市普通高校体育课程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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