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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运动员的“成才”不是一蹴而就，从人体科学的角度看，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会受到遗传、发育、营养
，以及运动伤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本书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教材模式，采用较为灵活的方式，即专题形式，针对运动训l练实践中最常见
的问题进行阐述，并体现了新颖性、通用性、科学性、实用性和通俗性原则，力争紧密与训I练实践结
合，使本书真正成为管理者、教练员、运动员日常工作和训I练中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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