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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研究与训练实践都已证明，训练活动对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影响，必须通过人体系统、器官对
运动负荷的渐进的、长期的生物适应来予实现。
运动员综合竞技能力构成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体能、技能、战术能力、运动智能，还是心理能力，都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因此，多年的系统训练是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必经之路，多年训练过程的科学规划则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在运动员的多年训练过程中，基础训练阶段承担着&quot;打好根基，积蓄动力，为运动员的多年发展
提供更大空间&quot;的重要任务。
这个阶段训练的成功与否对运动员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
许多优秀运动员成功的事例告诉我们，在基础训练阶段全面地打好坚实的训练基础，会大大地有助于
这些运动员在其后期的训练中，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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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长期以来，人们对自然科学似乎有更多的了解，对其地位与作用也
有很深的认识和感悟，但提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有些不甚清晰之感，尤其是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及其对竞技运动有何影响，在理解上就更困难一些，确实有必要进行一些阐述。
　　&ldquo;人&rdquo;都可以成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因为人具有生命和文
化两重属性。
而文化属性是人所特有的，其规定着人的生命生与死的价值，决定着人的本质。
　　如果我们研究人的生命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就认为这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如生理学、病理学、脑科学、体质人类等等。
在体育领域相应的有：运动生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等这些研究运动中人的自然生命的属自
然科学的学问。
　　如果我们研究人的文化，即人的生命存在和活动的本身，换言之，就是研究人的本质，那就属于
人文科学的范畴。
构成人文科学的各分支：哲学、文学、史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等。
在体育领域就有各分支学科的具体应用，如体育哲学、体育文学、体育史等。
　　如果我们研究人与社会的联系及其在其中的各种行为表现，就属社会科学的范畴。
其外延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
在体育领域相应的有：体育政治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社会学、体育教育学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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