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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体育锻炼，是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磨炼坚强意志、培养良好品德的重要途
径，是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对青少年思想品德、智力发育、审美素质的形成
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 年) 》的
颁布，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教育指导思
想的重新确立，必将促进学校体育的改革。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
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的指导精神，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学校教育必须树立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淡化甄别、选拔功能，强化激励、发展功能，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的基本目标之
一。结合我校大工程教育理念: 注重艰苦奋斗精神的塑造，培养能够适应艰苦环境，具有
开拓创新能力、创业发展精神、组织协调能力、坚忍不拔、勤奋朴实、肯干实干的工程技
术人才，服务于艰苦行业的教育理念。我们组织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编写了大学体育。

本书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依
据，本着“育人为本、健康第一、面向艰苦行业、促进终身锻炼”为宗旨，认真落实深化
教育改革，全面推动素质教育和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全书从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出
发，介绍体育理论基础知识和运动技能知识，力求内容准确、新颖，融科学性、时代性、
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能够使学生学有所得、练有所获，进一步
拓展大学体育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学生身心健康水平，促进大学生“终身体育”观念
的形成。本教材吸取了当今体育科学及有关基础理论的新成果、新观念，并参考了相关的
体育书籍、教材等，力求内容具有先进性、时代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达到全面提高大学
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大学体育》一书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贺金鹏编写第一章、第二章; 许平肖编写第三

章、第四章; 刘志刚编写第五章、第六章; 王新武编写第七章、第十章; 张继林编写第八
章、第九章; 文斌编写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赵进杰编写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牛振喜编
写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李磊编写第十七章、第十八章; 夏洪涛编写第十九章、第二十
章; 李林凯负责统稿; 任远负责审稿。由于编写时间仓促，难免有疏漏与错误之处，敬请
专家和读者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正。

编 者
2010 年 7 月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体育文化简论

第一节 体育概述

第二节 奥林匹克概述

第三节 大众体育文化

第四节 校园体育文化

第五节 大学体育教育

第二章 体育运动对人体的影响

第一节 健康与亚健康的概述

第二节 影响人体生长发育的基本因素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健康

第三章 体育锻炼的科学方法

第一节 体育锻炼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体育锻炼的方法

第三节 发展身体素质的方法

第四节 发展心肺系统有氧锻炼方法

第四章 体育锻炼的卫生常识

第一节 体育锻炼的医务监督

第二节 体育锻炼常见的生理反应及处理

第三节 运动性损伤的预防处理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中疲劳的消除方法

1



第五章 体育锻炼与运动处方

第一节 运动处方

第二节 制定运动处方的程序

第六章 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及锻炼方法

第一节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概述

第二节 《国家学生体制健康标准》的内容与锻炼方法

第三节 《国家学生体制健康标准》测试操作方法

第七章 篮球

第一节 篮球运动概述

第二节 篮球的基本技术

第三节 篮球的基本战术

第四节 篮球竞赛规则简介

第八章 排球

第一节 排球运动概述

第二节 排球的基本技术

第三节 排球的基本战术

第四节 排球竞赛规则简介

第九章 足球

第一节 足球运动概述

第二节 足球的基本技术

第三节 足球的基本战术

第四节 足球竞赛规则简介

第十章 网球

第一节 网球运动概述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二节 网球的基本技术

第三节 网球的基本战术

第四节 网球竞赛规则简介

第十一章 乒乓球

第一节 乒乓球运动概述

第二节 乒乓球的基本技术

第三节 乒乓球的基本战术

第四节 乒乓球竞赛规则简介

第十二章 羽毛球

第一节 羽毛球运动概述

第二节 羽毛球的基本技术

第三节 羽毛球的基本战术

第四节 羽毛球竞赛规则简介

第十三章 艺术体操

第一节 艺术体操运动概述

第二节 艺术体操徒手练习

第三节 艺术体操器械练习

第四节 艺术体操竞赛规则简介

第十四章 健美操

第一节 健美操运动概述

第二节 健美操基本动作

第三节 健美操基本动作组合练习

第四节 健美操的编排

第五节 健美操竞赛规则简介

3



第十五章 武术

第一节 武术运动概述

第二节 初级长拳

第三节 初级剑

第四节 散手

第五节 拳击

第十六章 跆拳道

第一节 跆拳道运动概述

第二节 跆拳道的基本技术

第三节 跆拳道的基本战术

第四节 跆拳道比赛方法和规则简介

第十七章 轮滑

第一节 基础练习

第二节 滑行技巧

第十八章 户外运动

第一节 登山与攀岩

第二节 定向运动

第三节 野外生存

第十九章 太极拳

第一节 太极拳概述

第二节 二十四式太极拳基本动作

第三节 二十四式太极拳套路连环图谱

第二十章 中华养生

第一节 八段锦

第二节 五禽戏

4



书书书

第一章 体育文化简论

第一章 体育文化简论

1



第一节 体 育 概 述

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人类早在原始时代就把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涉水等作为最基本的赖以
生存及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的技能和本领传授给下一代。由以肢体活动为基本表现形式的
体育开创了原始教育先河，这是人类教育的萌芽。在人类的历史上，体育经历了原始的体
育萌芽时期、自觉从事体育时期、形成与完善体育制度时期、休闲、欣赏与精神享受时
期。经过这四个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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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体育文化的发展与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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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文化活动，它在历史上对促进人体的全面发展，增进人们的
身心健康，促进民族间和国家间的相互交往，推进社会进步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积极、重
要的作用。

一、体育的起源与发展

( 一) 体育的起源
体育的起源，首先来自于人类的生存现实。人类的身体活动，是以直立行走后人体形

态结构的改变为前提条件的，而不能只笼统说以 “劳动为起源”。我们的先人为了获得生
存的食物，而不得不在山林和原野上攀爬和奔跑以摘取果实、追逐猎物，从此有了距离不
等的赛跑; 为了捕捉各种走兽而向它们投掷石块、梭镖等利器，这才有了后来的铅球、标
枪、铁饼等项目; 临水而居的人类必须依赖河川海洋才能得以生存，这才有了游泳。

( 二) 体育的发展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活动都有一个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同样，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

象，也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萌芽、不断成长并逐渐趋于完善。今天的各项体育运动虽然
有别于古代乃至近代，但是从历史的进程看，一些古代和近代的体育运动，毕竟还是现今
体育的昨天和今天，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着及其明显的历史继承性。

1. 求生本能
( 1) 生存需要: 一切有生命的细胞都具有维系自己生存的本能，而且随着生命的延续

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植物要在有水的地方生长，动物在能猎取到食物的区域活动，人类的
自然属性决定要维系生存就必须从事身体活动来获得食物。

( 2) 不断巩固: 人类进化到能直立行走后，人类形态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给人类带来了
丰富多彩的身体运动形式，为体育性质的身体活动打下了基础。在“人类少而禽兽多”的
情况下，原始人类为了求食、生存的需要，就必须跑得快而久、跳得高而远、投得远而

2



第一章 体育文化简论

准，人类在不断重复这些动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运动技能，并进一步发展、改进和
有意识地传授下来，形成了田径运动最原始的雏形。

2. 游戏启蒙
“人是自然的产物”，无论是原始人还是现代人，都离不开各种形式的身体运动。为了

达到维持生存和享受生活的目的，人们逐步开始有目的地去通过练习发展和培养各种身体
活动技能，开始了身体教育的萌芽。其中，极富变化与创意、能充分愉悦身心的 “游戏”
是最早被用于原始教育的活动形式之一。

3. 劳动方式的变化
在自然的条件下，获取食物的渔猎采集及共有制社会、农业社会人类缺乏整体的体育

需求，体育只能长期处于萌芽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方式的演变，工业社会强调的
规模化生产，以及机器取代体力劳动，分工制束缚了人的全身性运动，破坏了几百万年以
来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人类产生体育需求的社会根源。

人类文明的进步，物质生活的不断充裕，人们生活中的一些“游戏”渐渐演变成体育
项目，使其更具有挑战性、刺激性和观赏性，更符合及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体育，从猿到人的转化的过程中，奔跑、攀爬、投掷、跳跃的身影里孕育着她的基
因; 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祭祀、民俗、庆典、宴乐的历代传承中不时涌动着她的
血液; 产业革命、殖民扩张、侵略与捍卫、民族的复兴、国家强盛的历程中，时时有她活
跃的身影，现代化和信息化浪潮澎湃的今天召唤着她，社会安全需要她，甚至和平与发展
的主题也离不开她。

这就是体育不断改进、提高和发展的根源。

二、体育文化的内涵

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独立发展的社会文化现象，蕴含和表达了人类积极、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与生命需求。体育的文化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运动形式，这是表面直观的
( 包括身体运动形式、规则及所使用的场地、器材等物质形态) ; 二是各种体育运动的体
制，决定着发展方向与效果 ( 包括组织形态和教学训练体制等) ; 三是体育观念，这是意
识形态领域 ( 包括身体观、运动观、价值观、方法观等) 。

体育是人类传统却现代、直观却深刻、细腻却博大的文化，始终以自己看似微不足道
但却惊天动地的力量在见证和推动着人类的演进历程。

现代奥运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它高度概括了奥林匹克积极进取、奋勇竞争
的精神。奥运鼻祖顾拜旦先生的“体育颂”深刻地阐述了体育的内涵。

体 育 颂

啊，体育，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 你猝然降临在灰蒙蒙的林间空地，受难者激动
不已。你像是容光焕发的使者，向暮年人微笑致意。你像是高山之巅出现的晨曦，照亮了
昏暗的大地。

啊，体育，你就是美丽! 你塑造的人体，变得高尚还是卑微，要看它是被可耻的欲望
引向堕落还是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没有匀称，便谈不上什么美丽。你的作用无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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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可使两者和谐统一，可使人体运动富有节律; 使动作变得优美，柔中含有刚毅。
啊，体育，你就是正义! 你体现了在社会生活中追求不到的公平合理，任何人想要超

越过速度一分一秒，逾越高度一分一厘，取得成功的关键，只能是体力与精神融为一体。
啊，体育，你就是勇气! 肌肉用力的全部含义是敢于搏击。若不为此，敏捷强健有何

用? 肌肉发达有何意? 我们所说的勇气，不是冒险家押上全部赌注似的蛮干，而是经过慎
重考虑的深思熟虑。

啊，体育，你就是荣誉! 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反之便毫无意义。有人耍弄见不得
人的诡计，以此达到欺骗同伴的目的。他内心深处却受着耻辱的折磨。有朝一日被人识
破，就会落得名声扫地。

啊，体育，你就是乐趣! 想起你，内心充满欢喜，血液循环加剧，思路更加开阔，条
理愈加清晰。你可以使忧伤的人散心解闷，你可使快乐的人生更加甜蜜。

啊，体育，你就是培养人类的沃土! 你通过最直接的途径，增强民族体质，矫正畸形
躯体; 防病患于未然，使运动员得到启迪; 希望后代长得茁壮有力，继往开来，取得桂冠
的荣誉。

啊，体育，你就是进步! 为人类的日新月异，身体和精神的改善要同时抓起。你规定
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求人们对过度行为引起警惕; 告诫人们遵守规则，发挥人类最大能力
而又无损健康的肌肤。

啊，体育，你就是和平! 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它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
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使全世界的青年互相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
竞赛的动力。

象征“奥林匹克大家庭团结”的 “五环”标志，体现了奥林匹克思想的价值取向和
文化内涵。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说: “奥林匹克运动是超越竞技运动的，特别是
在最广泛、最完全的意义上来讲，它是不能与教育分离的。它将身体活动、艺术和精神融
为一体而倾向于一个完整的人。”

体育文化的最高层次是体育竞赛文化，正如世界杯、奥运会、NBA、F1 等赛事能够借
助现代传媒撼动五洲四海的亿万观众，让人欢呼、让人流泪，让人彻夜无眠，让人心潮澎
湃。体育竞赛是人类和平竞技、文明竞争的舞台。体育竞赛收获的是成功，传递的则是
快乐。

这就是体育文化，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对人类产生了并且将
产生更大影响的文化。

第二节 奥林匹克运动概述

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776 年。从公元前 776 年起，到公元
394 年止，经历了 1170 年，共举行了 293 届古代奥运会。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按其起源、兴
盛、衰亡，大致分为 3 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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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体育文化简论

( 一) 兴起并达到鼎盛 ( 公元前 776 年 ～公元前 388 年)
公元前 776 年，当时古希腊的统治者伊菲图斯，努力使宗教与体育竞技合为一体。他

不仅革新宗教仪式，还组织大规模的体育竞技活动，并决定每 4 年举行一次。这样，公元
前 776 年举行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被正式载入史册，成为第 1 届古代奥运会，虽然当时
仅有一个比赛项目。公元前 490 年，古希腊雅典军队在马拉松河谷大败波斯军之后，民情
奋发，国威大振，兴建了许多运动设施、庙宇等，参赛者遍及希腊各个城邦，奥运会盛极
一时，成为古希腊最盛大的节日。

奥运会第一位裁判是谁

从公元前 776 年的第 1 届古代奥运会开始，希腊人就在比赛中设立了裁判员，因只有
短跑一个项目，所以只有一名裁判员。但有谁能想到，古代奥运会第一位裁判员竟是由国
王亲自担任，他就是埃利斯国王伊菲图斯。

( 二) 开始衰落 ( 公元前 388 年 ～公元前 146 年)
由于斯巴达和雅典长期的战争，希腊国力大减，马其顿逐渐吞并了希腊，马其顿君王

菲利普还亲自参加过赛马。随后的古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大帝虽然自己不喜欢体育运动，仍
然积极支持奥运会，并视奥运会为古希腊的最高体育运动。不过，这一时期古代奥运会精
神已大为减色，并开始出现职业运动员。

( 三) 走向毁灭 ( 公元前 146 年 ～公元 394 年)
罗马帝国统治希腊后，起初虽仍然举办运动会，但奥林匹亚已不是唯一的赛地了。公

元 2 世纪后，基督教统治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整个欧洲。基督教倡导禁欲主义，主张灵肉分
开，反对体育运动，使古代奥运会更趋衰落，直至名存实亡。公元 393 年，罗马皇帝狄奥
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认为古代奥运会有违基督教教旨，是异教徒活动，第二年宣
布废止古代奥运会。公元 895 年，由于战争，奥林匹亚各项体育设施毁失殆尽。就这样，
延续了一千年的古代奥运会不复存在，繁荣的奥林匹亚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是，古代奥运
会创造的竞技运动组织模式和奥林匹克思想与精神，对现代社会和体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二、现代奥运会

( 一) 现代奥运会的兴起和发展
在古希腊圣火熄灭之后的漫长岁月中，整个欧洲大陆进入了封建时代。14 ～ 17 世纪，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直到 19 世纪末，欧洲各国的经济和
文化蓬勃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体育交往也随之增多，出现了第一批国际体育组织。
1881 年成立了国际体操联合会，1892 年又相继成立了国际滑冰联合会和国际赛艇联合会。
1887 年，德国人在柏林展出了从奥林匹亚发掘到的大量文物，反响很大。同一时期，在英
国、法国、荷兰等国都曾举办过类似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活动，这些都有力地推动
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法国的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894
年 6 月，在他和许多进步人士的努力下，“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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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并决定复兴奥运会。会议还做出决定，将于 1896 年 4
月 6 ～ 15 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第 1 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此，现代奥运会不断发
展壮大。虽然其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政治干扰、过度商业化、兴奋剂、规模过大和贿
赂等问题，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止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走向开放，与大众体育、体育科学、文
化艺术等更加紧密地结合，并不断向前发展的脚步。

国际奥委会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 于 1894 年 6 月 23 日成
立，共有 49 个体育组织和 12 个国家的 79 名代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成立大会。国际奥
委会总部设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是一个非政府性、非盈利性和永久性的国际体育组
织。它是领导奥林匹克运动和决定有关奥林匹克运动问题的最高权力机关。截至 2006 年 1
月，国际奥委会共拥有 203 个成员国或地区。

目前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有 ( 未含冬奥会项目) : 田径、游泳 ( 含跳水、水球、花样
游泳) 、射击、举重、自行车、射箭、篮球、排球、足球、手球、曲棍球、体操 ( 含艺术
体操) 、击剑、国际式摔跤 ( 自由式和古典式) 、拳击、柔道、赛艇、皮艇和划艇、帆船
( 含帆板) 、马术、现代五项、垒球、跆拳道、铁人三项、乒乓球、网球、棒球等。

( 二) 现代奥运会的精神文化
现代奥运会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性文化体系，它提倡多元化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奥

林匹克旗帜和奥林匹克的标志中，同时也体现在历届奥运会的会徽、主体育场的风格
之中。

1. 《奥林匹克宪章》
《奥林匹克宪章》是国际奥委会为规范奥林匹克运动所制定的根本大法，是奥林匹克

运动所有成员取得共识的基础和相互协调的准则。它通过制定基本原则和比赛规则，负责
指导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和运行，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条件，具体包括奥林匹克组
织的宗旨、原则、成员资格、机构及其职权范围等内容。

2. 奥林匹克主义
“奥林匹克主义”一词最早由顾拜旦提出。按现行 《奥林匹克宪章》的表述: “奥林

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
学。它将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主义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以在奋斗中
体验乐趣、发挥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为基础的。”它宣扬的
友爱、平等、尊重、理解、宽容、无私和奉献等超过了体育本身的范围，是对人类生活准
则和道德规范的一种追求。

3. 奥林匹克宗旨
奥林匹克运动是在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的国际活动，其宗旨不仅限于促进运动员的身

心和谐，还肩负着社会进步与人类完善发展的历史使命。对此，《奥林匹克宪章》的表述
是: “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 ( 以友谊、团结、公平精神和互相了解) 的
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一句话，奥林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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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宗旨就是“和平、友谊、进步”。
4. 奥林匹克精神
奥林匹克运动以表演体育技艺和运动对抗为主要形式。通过比赛，观众不仅可以看到

运动员的意志品质、拼搏精神和道德风尚，还能够得到健康的娱乐享受。但这些必须有个
先决条件，那就是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中，为比赛建立 “公平竞争”的基础。据此，《奥林
匹克宪章》认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

5. 奥林匹克标志
奥林匹克标志是由《奥林匹克宪章》确定的，也被称为奥运五环标志。它由 5 个奥林

匹克环套接组成，可以是单色，也可以是蓝、黄、黑、绿、红 5 种颜色。环从左到右互相
套接，分为两层，上层 3 环，分别为蓝、黑、红环; 下层 2 环，分别为黄、绿环，整个造
型为一个底部小的规则梯形。奥林匹克标志象征五大洲和全世界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相聚
一堂，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主义的“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奥林匹克大家庭”主题。

6. 奥林匹克旗
奥林匹克旗为白底无边，中央为奥运五环标志，是 1913 年根据顾拜旦的构思而设计

制作的。1914 年，为庆祝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恢复 20 周年，在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代表大
会上奥林匹克旗首次升起。历届奥运会闭幕式上都有会旗交接仪式，是由本届奥运会主办
城市的代表将旗交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再由主席将旗递交下届主办城市的市长，然后将旗
帜保存在市政大厅。

7. 奥运会会徽
奥运会会徽是每一届奥运会的标志。会徽的意义超越奖牌、吉祥物、主体育场造型等

其他一切奥运元素，它具有跨越国界的力量，向全世界展示了主办国家及城市对于奥林匹
克精神的诠释。伴随着现代奥运会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奥运会会徽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
展，从早期复杂的招贴画式会徽到今天简约抽象的艺术性徽记，城市与民族的痕迹都深深
地烙在每一届奥运会会徽上。

8. 奥林匹克会歌
奥林匹克会歌是一首希腊古典管弦乐曲，原名为 《奥林匹克颂歌》，由希腊人萨马拉

斯作曲，帕拉马斯作词，曾在 1896 年 4 月 6 日的第 1 届奥运会开幕式典礼上演唱。1958
年，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 55 次全会上，正式确认这首歌为固定的 “奥林匹克运动
会会歌”。

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

古代不朽之神，
美丽、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父。
祈求降临人世以彰显自己，
让受人瞩目的英雄在这大地苍穹之中，
作为你荣耀的见证。
请照亮跑步、角力与投掷项目，
这些全力以赴的崇高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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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用橄榄枝编成的花冠颁赠给优胜者，
塑造出钢铁般的躯干。
溪谷、山岳、海洋与你相映生辉，
犹如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建成的神殿。
这巨大的神殿，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膜拜，
啊! 永远不朽的古代之神。

奥林匹克名人馆

●皮埃尔·德·顾拜旦
皮埃尔·德·顾拜旦 ( 1863—1937 年) 法国人，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史学家、教

育家。1889 年他建议恢复奥运会，努力促成了 1896 年第 1 届奥运会的举办。1896 ～ 1925
年任国际奥委会主席。1925 年后任终身名誉主席。任职期间，他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宣传奥林匹克思想，于 1892 年发表了 《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著
名演说。1912 年因发表了 《体育颂》，获奥运会金质奖章，被誉为 “现代奥林匹克之
父”。

●胡安·萨马兰奇
胡安·萨马兰奇: 出生于 1920 年，西班牙人，国际奥委会第七任主席、社会活动家。

1966 年进入国际奥委会，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期间由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当选为主席。任
职 12 年来，为了宣扬奥林匹克精神，推进全球体育运动，风尘仆仆，几乎走访了所有国
际奥委会的成员国，足迹遍及五大洲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雅克·罗格
雅克·罗格: 出生于 1942 年，比利时人，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曾是一位出色的

帆船运动员，获帆船比赛世界冠军和两次亚军，参加过 1968 年、1972 年、1976 年连续三
届奥运会。1989 年出任欧洲奥委会主席，1991 年进入国际奥委会，1998 年当选为执委，
2001 年在莫斯科进行的国际奥委会新主席的选举中当选为主席。

第三节 大众体育文化

一、大众体育文化概述

大众体育文化或称群众体育文化，是通过民间传统体育或现代体育，集娱乐和健身为
一体的、多种多样的现代体育文化生活。

大众体育文化作为社会文明的有机整体，反映的是生活在不同区域人民的劳动生活，
它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体育特点，而且融入了现代体育的竞技性; 不仅是广大民众强
身健体的有效手段，而且是喜庆节日的文化娱乐内容。

大众体育文化以其自身的特点和社会的需要传播着体育文化，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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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众体育文化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文化生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 大众体育文化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交融和国际文化的交流
由于其目的的多样性、对象的广泛性、时间的业余性、形式的灵活性、项目的随意

性、效益的社会性、组织管理的复杂性和活动的娱乐性，因而它是一项容量大、吸引力
强、涉及范围极广的社会文化活动。

二、大众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

( 一) 大众体育文化的民族性表现
一般情况下，大众体育能够植根于民众之中的往往是民族体育，而大众体育文化也正

是一部民族兴衰与发展的文化史。因为，不论哪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一部
分，都展现着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辉煌，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走向世
界，也以不同的方式推动历史的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被称为文化的东西，常常就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创造、沿袭、进化而形成的传统和习惯，
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积淀性和继承性以及丰
富的文化个性。

大众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比如，武术、赛马、中国式摔
跤、秋千、蹴鞠、马球、捶丸、龙舟、舞狮……其民族体育文化主要表现在:

1. 适合本区域民族的身心特点、环境气候和资源的利用。
2. 在喜庆节日中，为丰富文化生活，大多开展的内容是以娱乐为主的竞赛活动。
3. 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对外交流，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中国民间传统的体育活

动，在新疆、内蒙古、西藏、云南、贵州等各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盛行。
( 二) 大众体育文化的传统性表现
传统一般是指世代相传，既有古代的传统体育文化，也包括现代人的体育文化生活。
我国传统的武术和养生术，一直以中国“功夫”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古代

经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众多英雄豪杰，以及为
他们修建的庙宇和墓碑等，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德操和高
强的武功，弘扬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影视中，以反映中国古代社会进程的传奇英雄和武林
高手为体裁的作品受到各年龄段、各层面，乃至全世界的欢迎; 为古代英雄建造的寺庙，
成为各旅游线路中驻足观光的重要景点。

在现代人的体育文化生活中，我们把长期开展体育活动的单位、院校，称为体育传统
单位和学校，并据此制定了系列法规进行评比和确认。如长期以来，我国开展的 《社会体
育评比制度》、《群众体育工作评定制度》、《争创体育先进制度》和《田径之乡评比制度》
等，为推动我国大众体育文化的开展起到了保障作用。

( 三) 大众体育文化的时尚性表现
时尚是指当时被一部分人认可的最新的风尚。大众体育文化的时尚性不仅仅是某一运

动项目的传入和兴起，而且往往伴随着一种意识、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先后流行于全国的
呼啦圈、迪斯科、台球、保龄球、冰雪运动和健身操等，既是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对
它们功能的重新认识，又是社会的变迁与新文化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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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体育文化的时尚性主要表现在:
1. 人们的好奇心，促使人们去体验和感受新兴体育。
2. 在紧张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余，体育活动可以让人们的身心得到调整和放松。
3. 通过娱乐的形式，掌握一项技能，使自己的生活更充实。
4. 大众体育文化的时尚性，尤其是以它的文化性，被一部分人所接受。虽然只有少部

分人直接参与到运动中来，对大多数人而言，开始只能是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但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新兴体育的认识会与日俱增。

( 四) 大众体育文化的实效性表现
大众体育之所以能形成文化，是人类源于生产、生活实践，人们通过身体的活动，向

大家传递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在娱乐中达到锻炼身体的文化活动。大众体育文化的实效
性主要表现在:

1. 鲜明的特点。大众体育文化，以鲜明的特点，反映出民族性、地域性、娱乐性和健
身性。

2. 传播快。当某一新颖的大众体育文化现象出现时，即使不借助媒介，也会在短时间
内家喻户晓。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先后兴起的甩手疗法和呼啦圈运动。

3. 适宜性强。适宜不同的群体，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可以说有很多大众体育项目是老
少皆宜的，如迪斯科、网球和游泳等。

第四节 校园体育文化

一、校园体育文化概述

校园体育文化是指在学校这一特定的范围里，人们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体育精
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园体育文化指所有的学校师生
员工在体育教学、健身运动、运动竞赛、体育设施建设等活动中形成和拥有的所有的物质
和精神财富。狭义的校园体育文化指学校师生员工们的体育观念和体育意识。校园体育文
化和校园德育、智育、美育文化等一起构成了校园文化群，它又与竞技运动文化、群众体
育文化一起组成了广义的体育文化群。根据校园体育文化要素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三大
类，即意识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这三类文化均有助于人们的心理调节，满足师生
员工对精神文明生活的需要。

校园体育文化包括体育教学、健身锻炼、运动竞赛、体育表演、道德行为、制度规范
等。通过多种多样的体育手段和方法，可以锻炼学生意志品质，催人奋发进取，培养集体
观念，加强组织纪律，协调人际关系，消除精神烦恼，使人身心得以和谐、健康地发展。
同时，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和思维视野，最终达到培养创造精神，丰富课余文化生活和促
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的。

校园体育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培养学生体育精神、体育意识和体育
技能，提高体育文化素养，增进学生身心健康为宗旨而发展的各种各样的校园体育文化活
动，它在培养身心健康和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现代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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