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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体质健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各种生命活动和劳动能力的必备
条件，青少年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发展，其身体
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关注。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
是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学校体育教学工作是承载大学生体质健康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围绕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策略而展开的各种研
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应用价值，因此，构建新时期学生体质健康教育的
理论体系和运作体系，从而使体质健康教育真正行之有效，使学生养成一种
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锻炼身体的生活习惯，使 “体质”、“健康”和 “休
闲”等价值观念像氧气一样融入到每个学生的血液之中。朝着这个方向和
目标，我们在以往大学体育与健康等国内众多院校教材的基础上，结合本地
区教学的特点及实际情况，全新编写了这本 《新编大学体育与健康》，该教
材分二十章编写，包含了本地区大多数高校目前在大学公共体育教学中所涉
及的教学内容及教学项目，并首次把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内容单独纳入，
这在同类教材编写中比较少见，更贴合现代大学生的体育价值观。

本教材的编写工作由西安工业大学体育学院主持，主审: 谷崎，主编:
谷崎、陈亚麟、贾琴，副主编: 张卫东、王维明、何改玲、翁亚萍、项丽
静、代红、孔朝晖、洪春梅、刘鹏、王斌、文安、齐朝勇。撰写人员具体编
写情况如下: 第一章 ( 陈亚麟、王琳)，第二章 ( 项丽静)，第三章 ( 王
兵)，第四章 ( 谷崎)，第五章 ( 谷崎、何改玲、令宝、刘洁)，第六章
( 贾琴、刘鹏、何江、孔凡杰、刘永浩、贺亚玲)，第七章 ( 孔朝辉、赵权、
李鑫)，第八章 ( 陈亚麟、王维明)，第九章 ( 胡永强、杨沛)，第十章
( 翁亚萍、代红、齐朝勇)，第十一章 ( 秦勇)，第十二章 ( 王斌)，第十三
章 ( 洪春梅、孙萌、李青、王霞)，第十四章 ( 王鹏、魏中)，第十五章
( 张卫东、王晋、李明、孙莉)，第十六章 ( 崔立根)，第十七章 ( 谢新涛、
张谨)，第十八章 ( 王兵)，第十九章 ( 文安)，第二十章 ( 王斌)。全书由
王兵进行文字校对，最后由谷崎审编定稿。

本教材是面向普通大学生公共体育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指导用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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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专家学者的理论简介与学术研究成
果，在最后都做了标注，编写组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编者水平、经验有限，
加之时间仓促，书中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与专家批评指正。

《新编大学体育与健康》编写组
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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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体育概述

体育一词，其英文本是 physical education，指的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直译
为身体的教育，简称为体育。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已成
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也成为国家间外交及文化交流的重
要手段。体育可分为大众体育、专业体育、学校体育等种类，包括体育文化、体育教
育、体育活动、体育竞赛、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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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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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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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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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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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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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文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完成的。

体育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体育”一词却出现得较晚。因为在 “体育”一词
·1·

第一章 概论



出现前，世界各国对体育这一活动过程的称谓都不相同。
学校体育的哪些基本功能体现了体育的意义? ———答案有三个: 健体功能; 教育

功能; 娱乐功能。在古希腊，游戏、角力、体操等曾被列为教育内容。17—18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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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F·古茨穆茨曾把这些活动统称为 “体操”。进入 19 世
纪，德国形成了新的体操体系，并将其广泛传播于欧美各国，而且还出现了多种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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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体操”和
“体育”两个词并存，相互混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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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 1906 年间，就有 13000 多人。
其中，学体育的人就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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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就逐渐被运用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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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国引起很大反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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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最初产生源自于“教育”一词，它最早的含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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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等课程。许多有识
之士提出不能把学校体育课称为体操课，必须理清概念层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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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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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hyi-
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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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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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较为统一的体育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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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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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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广义概念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
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并为
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

狭义的体育概念是一个发展身体，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培养
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教育过程; 是对人体进行培育和塑造的过程; 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体育包括竞技运动、娱乐体育、大众体育、医疗体育等方面。
竞技运动指为了战胜对手，取得优异运动成绩，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个人、集

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及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所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
含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两种形式。特点是:

一是充分调动和发挥运动员的体力、智力、心理等方面的潜力;
二是激烈的对抗性和竞赛性;
三是参加者有充沛的体力和高超的技艺;
四是按照统一的规则竞赛，具有国际性，成绩具有公认性。
五是娱乐性。
当今世界所开展的竞技运动项目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远在公元前 700 多年的古希

腊时代，就出现了赛跑、投掷、角力等项目，发展至今已有数百种之多。普遍开展的
项目有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自行车等。
各国、各地区还有自己特殊的民族传统项目，如中华武术，东南亚地区的藤球、卡巴
迪等。这些项目的发展与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密切相关。

娱乐体育是指在余暇时间或特定时间所进行的一种以娱悦身心为目的的体育活动，
具有业余性、消遣性、文娱性等特点。内容一般有球类游戏、活动性游戏、旅游、棋
类以及传统民族体育活动等。按活动的组织方式可分为个人的、家庭的和集体的; 按
活动条件可分为室内的、室外的; 按是否具有竞争性可分为竞赛性的和非竞赛性的;
按经营方式可分为商业性的和非商业性的; 按参加活动的方式可分为观赏性活动和运
动性活动。开展娱乐性体育活动，有益于身心健康，陶冶情操，培养高尚品格。

大众体育亦称“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是为了娱乐身心、增强体质、防治疾
病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在社会上广泛开展的体育活动的总称。包括职工体育、农民
体育、社区体育、老年人体育、妇女体育、伤残人体育等。主要形式有锻炼小组、运
动队、辅导站、体育之家、体育活动中心、体育俱乐部、棋社以及个人自由体育锻炼
等。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是发挥体育的社会功能、提高民族素质和完成体育任
务的重要途径。

医疗体育指运用体育手段治疗某些疾病与创伤，恢复和改善机体功能的一种医疗
方法。与其他治疗方法相比，其特点有:

第一，是一种主动疗法，要求思者主动参加治疗过程，通过锻炼治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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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一种全身治疗，通过神经、神经反射机制改善全身机能，达到增强体质、
提高抵抗力的目的。

第三，是一种自然疗法，利用人类固有的自然功能 ( 运动) 作为治疗手段，一般
不受时间、地点、设备条件的限制。通常采用医疗体操、慢跑、散步、自行车、气功、
太极拳和特制的运动器械 ( 如拉力器、自动跑台等) 以及日光浴、空气浴、水浴等为
治疗手段。宜因人而异、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并配合药物或手术治疗和心理疏导。
2000 多年前已用“导引”、“养生”作为防治疾病的手段，后又不断发展与提高，成为
中国运动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的本质是指体育所固有的根本特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身体教育活动和社会
文化活动。其本质特点就是以身体练习为手段，发展身体，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为社会发展服务。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受一定的政治、经济制约，并为一定
的政治、经济服务。体育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两重属性。自然属性如体育的方法、手
段等; 社会属性如体育的思想、制度等。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仅具有很强的健身价值，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和丰富的娱乐、教育功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特别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
已挖掘整理出了 1000 多个体育项目。比如蒙古族被称为 “男儿三项游艺”的摔跤、赛
马、射箭; 回族的踢毽、拔河; 藏族的赛牦牛; 苗族的荡秋千、划龙舟; 壮族由青年
男女表达爱情转变为对抗性比赛项目的“投绣球”; 朝鲜族的跳板; 满族的滑冰; 侗族
的骑木马 ( 踩高脚) ; 瑶族的打陀螺; 高山族的放风筝; 柯尔克孜族的 “追姑娘”; 布
朗族的藤球，等等。而龙舟竞渡、风筝、秧歌、围棋、气功、太极拳等，则是汉族与
少数民族都共同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

第二节 中国体育发展史

中国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一百多万年以前，当人类的社会活动还只能
勉强区分为求食 ( 采集、渔猎) 和攻防 ( 对野兽和对其他人群的进攻和防卫) 时，就
发展了走、跑、跳、投、浮水等基本的技能。甚至在四万年前，中国的人类就用上了
“飞石索”: 在 28000 年前弓弦箭的发明，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那
时，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开始以教育 ( 从手段和内容上) 或雏形娱乐的面孔登上了
人类历史的大舞台。社会借此开始有了萌芽状态的体育。

在我国夏、商、周、春秋时代，历时 1600 年的奴隶社会中，由于奴隶主阶级统治
的需要和频繁的战争，刺激了军事武艺的发展和对军队身体训练的重视。春秋时期出
现了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教育理论和体育实
践，对这一时期的体育活动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孙武不朽的军事经典 《孙子兵
法》，其中就有不少有关身体技能和训练的内容。孔子除在他兴办的私学中进行六艺教
育外，还主张学生进行郊游和游水。他本身也爱好射箭、打猎、钓鱼和登山等体育活
动，并注意卫生保健，因而身体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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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体育。由于汉初政策宽简，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出现了政
治巩固、经济文化发展的“文景之治”。加之为了击退外来的侵扰，需要加强军备，使
人民强身祛病。这些社会需要，促使汉代体育在先秦体育的基础上，获得了很大发展。
由于汉代雄厚的物质基础，使得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性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名目繁多。
其中有关体育的项目有角抵 ( 包括角力、摔跤) 、舞蹈 ( 蹋鞠舞等) 以及秋千、舞龙、
耍狮、高跷等活动。有的活动在后世发展成为竞技运动项目，有的至今仍是人们喜闻
乐见的传统身体娱乐活动。

两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混乱、分裂的局面。在体育活动方面，汉代那些能促
使人民强身祛病的活动项目，如蹋鞠等逐渐被废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促进了娱
乐性体育和导引养生的发展，如统治者提倡的奔棋、歌舞、百戏等。

在隋、唐、五代时期，特别是唐朝，由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的 “贞观之治”到唐
玄宗当权时的“开元盛世”共百余年，全国统一，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都达到了
鼎盛时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体育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隋唐体育活动
的特点是范围广、规模大，上起宫廷王妃，下至文官武将和平民百姓。再者，隋唐生
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体育场地和器材的改进，如唐代就出现了充气的足球和球
门，用油料浇筑球场。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宋、元、明、清时代，体育又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展变化。
例如，北宋时由于沿袭了武举制，又加上王安石变法，提倡富国强兵，对体育的发展
起了刺激作用; 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也促进了体育图书资料的出版，对体育养生
资料的挖掘、整理、研究和著述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清初为了抵御沙俄入侵，执行
了讲武绥远、御敌防疆的政策。在康、乾盛世，经济上采取了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
在考试制度上沿袭了武举制，甚至文科考试也先考骑射，不合格者不准参加笔试。练
兵制度也比较完善，因而不仅军队精良，民间还涌现出了许多武艺高强的名人壮士。
因而在此时期，中国武术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在乾隆之后，政治腐
败，民不聊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特别是清中叶以后，鸦片的输入，毒害了广
大人民的身体; 加上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 “禁民习武”，致使民族体质日衰，
“国力弱，武风不振”，被外人辱为“东亚病夫”，体育也由此一蹶不振。

第三节 学校未来体育发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以前学制中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已
经很难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实现由“共同世界” ( 指在划一性和平均主义
指导下的，为追求共同的价值和信念的社会) 向 “个性时代”的转变，通过教育培养
学生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成了当务之急。

体育属于人类总文化的范畴，在人类社会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生产的发
展，人类需要层次的提高，体育自身的规律及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不断地
被揭示，学校体育呈现出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与社会变革相互适应的现象，具体表
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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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 “终身体育”打好基础

196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成人教育促进委员会讨论了法国著名成人教育专
家保罗·朗格朗关于终身教育的提案，终身教育第一次成为国际会议的议题，以后逐
渐发展成为一整套理论，形成了当前国际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潮。按照这个理论思潮，
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学校体育也必将是终身体育的重要环节。这个观点又引起各国体
育工作者的极大关注。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就提出要培养学生终身进行体育活动
的兴趣和能力; 日本在 1972 年保健体育审议会上也强调: “体育是贯穿人的一生的生
活内容。”近年来，我国有些学者也提出“学校体育应是终身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校体育应奠定学生终身从事体育活动的基础”等观点。终身体育观的提出，意味着体
育教育效果的周期延长。由于终身体育教育效益显示的滞后性，决定了终身体育教育
布置的超前性。因此，对学校体育的要求不仅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还要预见到终
身的需要，学校体育的宗旨将使学校体育教育朝终身体育的方向发展，具体可分为三
点目标:

( 1) 使学生养成自我锻炼的习惯，培养自我学习的积极性和自我运动教育的能力。
( 2) 体验运动的快乐感，培养对运动的兴趣，掌握运动的方法。
( 3) 培养对健康和体力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管理能力，掌握运动的技能，以主动适

应急剧变化的社会对健康生活的需要。

二、学校体育体系整体化

学校体育体系整体化是把学校体育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把学校体育的纵横联
系统一和协调起来。从纵向来说，把学前体育、学中体育、学后体育，或幼儿体育、
中学体育、大学体育以及就业以后的体育统一起来，充分考虑到学校体育的阶段性、
连续性、统一性和整体性，它还把学校体育内部各环节协调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从而发挥着各自特定的功能。从横向来看，学校体育体系是终身体育大体系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联系起来，使得学校体育的发展速度、规模
与家庭和社会体育密切协调，相互配合，形成一个由幼儿体育、青少年体育、中老年
体育有机贯穿的以全民为对象的终身体育教育体系。

三、学校体育功能、目标扩大化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新的全面要求。未来社会
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既有现代知识，又有创新能力、品德高尚、体格健壮、身心发展
良好的现代化新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
学校体育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校体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校身体教育的同义
语了。一方面学校体育的投资是生产性的投资，学校体育正日益成为未来生产劳动力
素质的经济性投资，改善身体是提高未来生产劳动力素质的经济性投资，学校体育正
日益成为生产力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从单纯的身体教育观发展到全面教育
观，又从全面教育观发展到终身教育观，它的功能和目标不仅是增强体质，塑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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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发展个性情感，为社会培养身体健康的人才，而且还将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
学生的创造能力、审美能力、自我锻炼能力和为国家输送优秀体育人才。同时还满足
学生精神、娱乐等方面的追求和享受，占有余暇时间，为丰富业余生活提供有意义的
消遣手段，为面向未来的身体健康做好终身的准备。学校体育势必将与其他学科教育
一样，发挥着振兴中华、强盛国力、繁荣社会、丰富生活和提高人的精神素质与体力
素质的功能。

未来学校体育发展趋势，体育的功能可归纳为:
( 1) 健身功能;
( 2) 娱乐功能;
( 3) 促进个体社会化功能;
( 4) 社会感情功能;
( 5) 教育功能;
( 6) 经济功能;
( 7) 政治功能。

四、学校体育教育观念开放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冲击波，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某些传统意识，自由、竞
争、创新的新的时代意识，这些将融入人类灵魂的深处。学校体育中原有的压抑学生
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封闭教育观念不可避免地将与新的观念和新的要求发生矛
盾和冲突。教师将由过去的单纯的体育基本知识、技术、技能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
习能力和个性发展的开拓者、培养者和评价者。学生也将由被动的学习与模仿转变为
在教师指导下自觉、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索性学习，从而体验乐趣，锻炼能力。这就
要求在学校体育中由保守僵化的观念向开放灵活的观念转变，渗透新的时代意识，既
强调发展学生个性和对学生自学、自我锻炼能力的培养，又强调对学生自信、进取、
竞争、拼搏、效率、时间等现代化观念的培养，以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五、学校体育社会化

首先，由于学校体育对社会多方面，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的影
响日益扩大，因此学校体育离不开社会，它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学校既是
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又是一个小社会。学生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学习各种知识技能，
学会各种人际交往和处事能力。学校体育在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学校
体育不仅对学生在校期间社会化的进程发生重要影响，而且还将是学生毕业后的家庭
生活、职业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健康生活、余暇生活等所需的重要内容。再
次，一体化的学校体育体系要求学校体育面向社会开放，使学校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个
小体育中心。人的社会化内容包含:

( 1) 教导基本生活技能;
( 2) 教导社会规范;
( 3) 指点生活目标;

·7·

第一章 概论



( 4) 培养社会角色。
体育在个体社会化这几项内容中都有一定的作用，例如，走、跑、跳、投、攀登、

爬越、搬运等，既是人们必须掌握的基本生活技能，又是体育运动的部分手段和内容，
因此从幼儿园到小、中、大学都安排了体育游戏和体育课。教导社会规范和指点生活
目标这两项教育任务，在体育过程中也都有所体现。

六、学校体育应适合于发展个性

在“个性时代”的发展需要下，打破原教育的 “划一性”、“硬直性”，朝着以自
由、自律、自择、尊重和丰富个性的方向发展。表现在学校体育中则以提倡个别化、
个性化的教学为主。虽然以往的学校体育学习指导要领中也提出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
实施不同的教育问题，但这些教育的措施均是在 “共同教学”中采取个别指导的方法
来进行的，效果不太理想。在体育教学中既要考虑到每个学生不同的兴趣、体力和个
体差异，还要研究个别化和个性化的指导方法。在学习内容上，在强调共同性的同时，
通过以学生个人选择为基础的方法来扩大每个学生的选择机会，创造个性化、个别化
的教学环境，以便适合每个学生的教学内容，这是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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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身体活动，即劳动，作用于自
然界外部，以获得维持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 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身体活动作用于自
身，以促进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高生活质量。我们把后一种作用于人类自身的活动
称为“运动”。

第一节 体育运动的分类与功能

一、体育的分类

根据体育的目的 ( 对象和社会施与的影响不同，广义体育又包括学校体育、竞技
体育和大众体育三个方面。

( 一) 学校体育
学校体育又称狭义体育，是指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展开的、通过身体活动增强学生

体质，并传授身体锻炼的知识、技能，培养其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
育过程。它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培养人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校体育的目的
是完善人类的自身发展，使学生具有良好体质，并能掌握体育锻炼的相关知识、技能，
使其终身受用。学校体育的主要形式是体育教学和校内体育活动，没有竞技运动的功
利性，也没有大众体育的随意性，它具有很强的规范性。

( 二) 竞技体育
竞技体育是指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人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和运动能力方

面的潜力，为取得优异竞赛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系统的训练和竞赛活动。它有以下特
征:

( 1) 有激烈的对抗性和极高的观赏性，运动员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以战胜对手。
( 2) 竞技比赛具有国际性，比赛规则国际通用，结果也被社会承认。
( 3) 参加竞赛的运动员，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加强了活动的严肃性。
( 4) 竞技活动是讲究功利的，不像休闲运动那样，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消遣和娱乐。
( 三) 大众体育
大众体育是指为达到强身健体、医疗保健和休闲娱乐等目的而进行的内容广泛、

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大众体育又称生活体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如娱乐
体育、休闲体育、保健体育、养生体育、健身运动等。它有以下特征:

( 1) 健身性。这是大众百姓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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