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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健康的身体是大学生出色地完成大学阶段紧张学习任务的保证，更是走上工作岗位后
能胜任繁重工作的基础。当前，“健康第一”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体育课程编制和教材编写的
指导思想。但是，如何使“健康第一”生活化，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使受教育者成为社
会、国家有用之才是我们应该倍加关注的。本教材以“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为宗旨，其目的
在于：“有效地增强学生的体质；培养学生自觉锻炼身体的能力；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向学
生进行道德品质和非智力因素教育。”因此，本教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如今，针对学生体育意识淡薄、身体素质下降、运动技能差等问题，教育部颁发了新的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重点强调学生技能学习的方法和终身锻炼习惯养成及终身体育
意识。围绕这一思路，以“重视体育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为主，该教材共分为
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体育理论学习篇，第二部分为运动技能教学篇。与以往教材相比，本教
材主要有以下特色：

（１）每个系列教材都有实图相配合，实现了内容与目标的对应，对教师和学生使用教材
起到了启示性的作用。如在篮球教材“投篮”的内容中，指出了投篮的正确姿势，并配有练习
提示、练习方法、纠错指导等纠错形式，这些都非常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２）教材内容难度适中，既可作为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材，又可作为终身体育锻炼
的工具书。

本书由安阳工学院张相安、杨建华任主编，安阳工学院李建勋、王莉、赵国强、师文月、刘
洪波、郑丽霜任副主编，具体编写分工如下：张相安编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八章和第九章，
杨建华编写了第十二章，李建勋编写了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王莉编写了第五章、
第十三章和第十七章，赵国强编写了第十五章和第二十一章，师文月编写了第三章、第十一
章和第十六章，刘洪波编写了第六章和第七章，郑丽霜编写了第四章、第十章和第十四章。

为保证教材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在编写的过程中，编者翻阅了大量的体育著作以及相关
文献，书中引用一些文献著作中的资料和图片，在此编者表示感谢。因为作者水平所限，不
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利我们再版时补充、完善、修改。

编　者
２０１７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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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学体育概述

　 　第一节　体育的起源与发展

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据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人类早在原始时代就把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作为最基
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技能与本领传授给下一代。这是人类教学的萌芽，也是体育活动
的萌芽。体育的发展与教育、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宗教活动、休闲娱乐活动有着
密切的关系。必需指出，体育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受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制约，并为一
定的政治经济服务。体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原始的体育萌芽时期；自觉从事体
育时期；形成与完善体育制度时期。经过这三个时期，逐步形成了现代的体育体系；其中竞技
体育的发展更是推动现代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我国，“体育”一词有两种解释。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体育”一词是这样解释
的：①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种运动来实现，在活动的过程中
以锻炼人的身体为目的。②指体育运动。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各种活动，包括田径、体操、

球类、游泳、武术、登山、射击、滑冰、滑雪、举重、摔跤、击剑、自行车等各种项目。“体育”一词
具有两种解释的证据还可以从其翻译上找到，即体育一词有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和ｓｐｏｒｔ、

ｓｐｏｒｔｓ两种不同的翻译，例如，国家体育总局的英文全称为“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国学校体育》杂志的英文刊名为“Ｃｈｉｎ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体育”一词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但由于《现代汉语词典》对“体育”这一词条多年未加
修订的缘故，因此其解释并不适用于今天。

（１）体育（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
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种运动来实现。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目前体育的主要任务早
已超出了仅仅是发展身体（发展体力、增强体质）的范畴。目前体育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身心
（身体和精神）健全发展，培养终身体育能力。

（２）体育（ｓｐｏｒｔ、ｓｐｏｒｔｓ）《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各种活动，

包括田径、体操、球类、游泳、武术、登山、射击、滑冰、滑雪、举重、摔跤、击剑、自行车等各种项
目。事实上，目前体育的范畴早已超出了身体锻炼（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范畴。在目前，包
含身体锻炼、游戏、竞争要素的各种身体运动都是体育。换句话说，体育是包含身体锻炼、游
戏、竞争要素的身体运动的总称。

２



这是由于“体育”一词在今天虽然被译作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ｒｔ、ｓｐｏｒｔｓ，但是“体育”
一词却不是译自于英文，而是来自于日文，是直接借用日文中的“体育”一词。不过，日本在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词的翻译上并不是一步到位译作“体育”的，而是经历了从译作“身体
（之）教育”“体教”“身教”到译作“体育”的文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完成的。

在古希腊，游戏、角力、体操等曾被列为教育内容。在１７～１８世纪初，西方的教育中也
加进了打猎、游泳、爬山、赛跑、跳跃等项活动，只是尚无统一的名称。１８世纪末，德国的古
茨穆茨曾把这些活动分类、综合，统称为“体操”。进入１９世纪，一方面是德国形成了新的体
操体系，并广泛传播于欧美各国；另一方面是相继出现了多种新的运动项目。在学校也逐渐
开展了超出原来体操范围的更多的运动项目，建立起“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这
一新概念。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体操”和“体育”两个词并存，相互混用，比较混
乱，直到２０世纪初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称为“体育”。

我国体育历史悠久，但“体育”却是一个外来词。它最早见于２０世纪初的清末，当时，我
国有大批留学生东渡去日本求学，仅１９０１—１９０６年间，就有１３０００多人。其中，学体育的就
有很多。回国后，他们将“体育”一词引进到中国。

在我国，“体育”这个词最早见于１９０４年，在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中提到对幼儿进行全
面教育时说：“保全身体之健旺，体育发达基地。”在１９０５年《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上也提
到：“体育功夫，体操发达其表，乐歌发达其里。”

在我国，最早创办的体育团体是１９０６年上海的“沪西士商体育会”。１９０７年我国著名
女革命家秋瑾在绍兴也创办了体育会。同年，清皇朝学部的奏折中也开始有“体育”这个词。
辛亥革命以后，“体育”一词就逐渐运用开来。

１７６２年，卢梭在法国出版了《爱弥尔》一书。他使用“体育”一词来描述对爱弥尔进行身
体的养护、培养和训练等身体教育过程。由于这本书激烈地批判了当时的教会教育，而在世
界引起很大反响，因此“体育”一词同时也在世界各国流传开来。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体育”一词的最初产生是起自于“教育”一词，它最早的含意是指教育体系中的一个专门
领域。到１９世纪，世界上教育发达国家都普遍使用了“体育”一词。而我国由于闭关自守，
直到１９世纪中叶，德国和瑞典的体操传入我国，随后清政府在兴办的“洋学堂”中设置了“体
操课”。１９０２年左右，一些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从日本传来了“体育”这一术语。随着西方文
化不断涌入我国，学校体育的内容也从单一的体操向多元化发展，课堂上出现了篮球、田径、
足球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不能把学校体育课称体操课了，必须厘清概念层次。１９２３年，
在《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中，正式把“体操课”改为“体育课”。

从此“体育”一词成了标记学校中身体教育的专门术语。
“体育”一词在含义上也有一个演化过程。它刚传入我国时，是指身体的教育，是作为教

育的一部分出现的，是一种与维持和发展身体的各种活动有关联的一种教育过程，与国际上
理解的“体育”（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其
目的和内容都大大超出了原来“体育”的范畴，体育的概念也出现了“广义”与“狭义”解释。
当用于广义时，一般是指体育运动，其中包括了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三个方面；用
于狭义时，一般是指体育教育。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体育”的概念提出了一些解释，但比较
趋于一致的解释为：“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
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体育的这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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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既说明了它的本质属性，又指出了它的归属范畴，同时也把自身从与其邻近或相似的社会
现象中区别出来。但是，体育的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体育的
认识也将有所发展。

　 　第二节　高校体育的地位与目标

一、高校体育的地位

高校体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高校高素质人才培养目标中不可缺少的
一个方面。高校体育在帮助学生掌握体育知识、技能、能力，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健
康水平，实现高等教育目标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高校体育作为学校体育与社会教育的
交叉点和结合部，既是全民健身的基础，也是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全国普通高
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明确指出：“高校体育课程是大学生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

通过合理的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为主
要目标的公共必修课程；是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
节；是寓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
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重要途径。”

二、高校体育的目标

高校体育作为全民健身的基础，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

（一）增强体质，增进健康

“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是体育最主要的功能，体育以身体运动为基本表现形式，由它构
成的体育锻炼过程，给各器官系统一定的强度和量的刺激，使身体在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
生物化学等方面发生一系列适应性反应。这种“适应性反应”对机体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
于促进健康和增强体质。

１．有效地促进身体正常生长、发育

大学生身体可塑性很大，根据他们的生理特点，选择合适的体育锻炼内容，掌握适宜的
运动负荷，坚持经常锻炼，能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的正常生长、发育。例如，体育锻炼可以使骨
骼的血液供应充分，骨细胞生长能力增强，身高增长加快，肌纤维变粗，体重、胸围、肩宽、臂
围和腿围都会增大，还可以使血液循环得到改善，提高心血管及各器官系统的功能。对于个
别学生身体的某些畸形（如脊柱侧弯、驼背、平足等），也可以用特定的锻炼手段加以矫正，有
助于使学生形成健壮、均匀的体形。

２．促进身心全面的发展

目前在校大学生的年龄一般处在１７～２２岁，生理上急剧变化，主要表现在身体形态、身
体机能、身体素质等方面向成人化发展并基本定型。随着生理上的急剧变化，大学生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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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随着变化起来。研究发现，目前在校大学生的生理发展超前，心理发展滞后，在这个时期
加强大学生体育教育，通过大学体育的课堂教学、课余锻炼和运动竞赛，能够促进大学生身
体的正常发育，从而增强体质、强健体魄，全面提高学生的体能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促进其
身心的全面发展。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大学生在校期间身心健康的学习需要，而且也为大学
生的终身健康奠定基础。

（二）奠定学生终身体育的基础

在体育锻炼过程中，学生可以复习巩固体育课教学的内容，从而促进体育课教学质量的
提高；另外还可以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活动，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对锻炼效果产生满足感，逐
渐培养兴趣，形成爱好，养成锻炼习惯。体育锻炼往往由学生自主去活动，因此，特别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能力。通过体育锻炼，学生自学、自练、自评能力，组织、裁判、交往能力，运动能
力等都会得到特殊的发展，可以培养出许多未来社会中的体育骨干。按作息制度安排的早
操、课间操、班级体育锻炼等，是学校课外体育锻炼基本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学生每天学
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长此以往坚持锻炼，持之以恒，又会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
习惯。

学校体育是终身体育的组成部分，是打基础的阶段。课外体育锻炼在培养学生体育兴
趣和能力，养成锻炼习惯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能为终身体育奠定良好的基础。高校体育
在激发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使学生掌握体育卫生的基本知识和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
提高学生的体育文化素养，培养学生良好的锻炼习惯与卫生习惯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三）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

高校体育是大学生文化娱乐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外向型的文化活动，使学生热情乐
观，精力充沛，学习生活充满生机与活力。高校体育锻炼内容丰富、具体现实、直观形象，很
符合学生的身心特点，易被学生理解接受，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高校体育在陶冶学生的情
操，锻炼学生的意志，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增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提高学
生的思想品质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小型多样的游戏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团结友爱、
互相帮助、集体主义、胜不骄、败不馁；班级乃至全校统一的课外体育锻炼，可以培养学生服
从指挥，遵守纪律；各种身体练习可以培养学生不怕困难，坚韧顽强，积极进取等思想意志品
质；各种竞赛可以培养学生诚实、公正和良好的竞争意识，优化竞争环境，为校园内各式各样
的其他竞争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示范。高校体育对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促进校园精神文
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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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体育与健康概述

　 　第一节　体育概述

体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人民体质，培养良好的道德品
质和心理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体育更显示出它的特殊功效。本章
阐述的是：体育是一种社会现象，体育手段的形成，体育概念，体育功能，体育科学的发展和
体育科学体系，体育战略和体育体制。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加深对体育的认识。

一、体育的概念

体育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遵循人体身心的发展规律，以身体练
习为基本手段，达到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丰富社会文化生活而
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
起来的一个专门的科学领域。体育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概念：体育是根据人类生存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依据人体生长、发育、动作形成和
机体机能提高的规律，以各项运动为基本手段，以达到发展身体，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
平，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为发展经济和政治服务为目的的身体运动，通常简称为体育运动。

狭义的概念：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全面发展身体，增强体质，传授体育知识、技术、
技能，培养道德品质与意志品质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即体育教育。

体育的概念，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强调它以各种运动为基本手段，是发展身体，
增强体质的教育过程，这就反映了这一事物的本来属性，即体育的本质。

二、体育的功能

体育的功能，包括健身、娱乐、经济、教育和政治等。
（１）健身功能
健身功能具体体现在，体育运动能改善和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工作能力。体育运动能

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提高运动系统的技能。体育运动能使内脏器官的机能得到提高。体
育运动可以提高人体的适应能力。体育运动可以防病治病，提高人体免疫能力。

（２）娱乐功能
体育所具有的娱乐功能，主要通过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由于体育本身所特有的魅力；

二是人们参加体育运动所得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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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教育功能
体育所具有的教育功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学校基本教育；二是

具有泛指意义的社会教育。
（４）政治功能
体育的政治功能，一方面可体现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另一方面体育能促进大至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小至一个集体的内部的安定团结。
（５）经济功能
体育是人的活动，特别是体育成为一种很多社会成员参加的经常性活动后，总是在一定

物质消费的基础上进行的，必然要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与体育活动相关的
服装、器材、装备和体育场地设施等就会随之而产生，体育服务等社会经济行业就必然出现。

（６）交流功能
在体育运动过程中，能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增进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改善

人际关系。国际上的体育交往，还能够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
互信任，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第二节　健康概述

一、健康的概念

健康是一个综合概念，人类对健康的认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科学的发展而逐步深
化。长期以来，由于受生物学模式的影响，健康被单纯地解释为无病、无残、无伤，这种概念
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随着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演
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的健康与疾病不单纯受生物因素（细菌、寄生虫等病原微生物或
基因遗传）的影响，而且还受心理、社会、环境及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
认识有了根本变化，健康的概念随之不断更新、扩展。

１９４８年，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提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心理
的和社会适应方面的完美状态”的三维健康观。这一概念将健康划分为生理、心理及社会三
个方面，改变了以往健康仅指无疾病的单一概念，这是人们对健康认识的一次飞跃。１９７８
年，世界卫生组织又对健康做出新的定义，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
理健康、社会适应性良好和道德健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人们对健康做
出了如下诠释：

（一）生理健康

生理健康是指人体的结构和生理功能的正常。人体生理功能是指以结构为基础，以维
持人体生命活动为目的，协调一致、复杂而高级的运动形式。早期医学对疾病和健康的看
法，更多的是强调自然界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影响。

应该承认，引起生理性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抑制因素及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等因素（包括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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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空气、水、气候与季节的影响）永远存在。如果就目前自然环境的恶化状况看，更多因
素仍朝着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发展，环境恶化趋势令人担忧。

（二）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生理健康的发展。如何才能确定心理活动的正常与否，心理学家提出三条
判断原则。

（１）心理与环境的同一性：是指心理所反映的客观现实，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应同外部
环境保持一致。

（２）心理与行为的整体性：是指一个人的认识、情感、意识、体验等心理活动和行为在自
身是一个完整和协调的统一体，心理现象自身是否具有完整性。

（３）人格的稳定性：是指一个人在长期的生活经历过程中形成独特的个性心理特征，具
有相对的稳定性。

（三）社会适应能力

社会适应主要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适应，包括职业角色、家庭角色以及在工作、
家庭、学习、娱乐、社交中的角色转换与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适应。社会适应良好，不仅要具有
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道德健康，而且要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工作能力和广博的文化
科学知识；不仅能胜任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角色，而且能创造性地贡献于社会，达到自
我成就和自我实现的目的。全面适应健康是健康的最高境界。缺乏角色意识、发生角色错
位是社会适应健康不良的表现。

社会适应对健康的影响因素是综合性的，主要来自社会环境因素，具体包括社会为人类
日常生活提供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也受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及与之有关的
其他因素的制约。基于上述诸多原因，仅就局部而言，饮食营养、居住条件、医疗措施、家庭
状况、卫生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等，都应视为是影响个体健康的因素。

从整体考虑，知识经济时代，人们不但获取知识的方式和途径在悄然发生变化，而且生
活节奏加快，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导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伴随各种不同价值取向而
产生的迷惘、困惑、抑郁、孤独与失望情绪，都将会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弥漫。在当今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人们为适应社会环境所做的努力，势必要以获得合理的社会定位概念与能力为
主，即学会选择适合法则，处理好个人和社会遵循条件之间的矛盾，包括对健康文化、健康观
念、健康行为、健康生产和健康管理等知识的了解与遵循。

（四）道德健康

道德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所赐，可简单解释为人的思想品德和人格的自我完善，是一个社
会文明发展的基石，是一种“使人向善”的规范与提升。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
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在全民族中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
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
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道德健康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是提高公民文化修养水平和自身所不可缺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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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个体思想、品质与行为趋于理想化。据世界卫生组织监测中心统计：结核病、流感、肺炎、
糖尿病、脑血管病、冠心病等常见病的死亡率，与道德文化修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德
文化水准越高，则患这些疾病的死亡率越低。对个体道德水准与文化修养影响健康的认识，
我国古代早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说法。道德健康以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为基础，
并高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发展。道德健康的最高标准是“无私利
他”；基本标准是“为己利他”；不健康的表现是“损人利己”或“损人又不利己”，这样的结果也
就无健康可言了。

二、影响健康的因素

影响健康的因素有很多，一般来说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

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包括因自身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直接或间接给健康带来的不利
影响。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结肠癌、前列腺癌、乳腺癌、肥胖症、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
精神性疾病、自杀等均与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关。

（１）行为因素（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行为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几乎所有影响健康因素
的作用都与行为有关。例如吸烟与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心血管疾病
密切相关。酗酒、吸毒、婚外性行为等不良行为也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２）生活方式（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由于生活方式和不良行为导致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性病、
艾滋病的迅速增加。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已占总死亡原因的６１％。
据美国调查，只要有效地控制行为危险因素：如不合理饮食、缺乏体育锻炼、吸烟、酗酒和滥
用药物等，就能减少４０％～７０％的早死，１／３的急性残疾，２／３的慢性残疾。

（二）环境因素

强调人体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统一，强调健康、环境与人类发展问题不可分割。

１．自然环境

保持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和谐，对维护、促进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若破坏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人类社会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２．社会环境

包括社会制度、法律、经济、文化、教育、人口、民族、职业等，社会制度确定了与健康相关
的政策、法律、法规等。

（三）生物学因素

据调查，目前全国出生婴儿缺陷总发生率为１３．７％，其中严重智力低下者每年有２００
万人。遗传还与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疾病的发生有关。

（四）卫生医疗服务

卫生医疗服务是指社会卫生医疗设施和制度的完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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