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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人类学》是根据教育部2003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的精神，
编写的一本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人类的游戏、竞赛、体育、舞蹈等涉及人类身体运动的文化活
动进行研究的教材。
《体育人类学》包括绪论、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人类的发展阶段与体育、民族民间传统体育、
竞技与人类学、人类的发展与体育的未来的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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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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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体育 第二节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积淀 一、岩画引起的思考 二、巫术与原始体育 三、人类学的价值
评估 第三节 民族传统体育的人类学分析 一、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适应与文化多元 二、中华民族体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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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缘由的假说 第二节 社会价值趋向 一、探索极限 二、提高生存适应性 三、观赏--特殊的审美对象 第
三节 人种与竞技 一、人种的分化和混合 二、当代人种与体貌差异 三、竞技能力的人种差异及其他问
题 第六章 体育与人类的发展 第一节 生存环境的异化--文明的进步与体质的弱化 一、生存空间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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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假说是研究者在确定研究问题后，根据先前对所研究问题观察得出的印象、经验和知识，
对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粗略的分析，提出对所研究问题的可能答案或解释。
假说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被不断验证、修正或证伪。
一种假说如果被以后的科学实验或社会实践所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就上升为理论。
在自然科学中，科学实验的条件可以受严格控制，一种自然现象的规律可以被无数次的重复实验所证
实，因此，自然科学的理论比较客观和可靠。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由于人类社会文化现象错综复杂，外界条件难于控制，而且许多社会文化现象是
不能重复的，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假说和理论的界限不清晰，许多“理论”其实只是一种假说
，是对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可能性的解释。
 人类学理论是人类学家通过对世界上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的社会文化形态和体质特征进行
系统观察和研究后得出的一系列观念。
这些观念试图从生物学和文化两个方面，对人类自身及其社会文化的本质、秩序和发展规律作出合理
的解释和预测。
但是，各种人类学理论也不是绝对的真理，它们会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深入而不断被补充和修正。
 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经常使用不同的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是在某种假说或理论指导下制订的研究计划蓝图。
例如，有一位体育人类学家从以往的研究得出一种印象，就是可以通过分析运动场地的大小来研究体
育竞技活动，因此，提出“场地空间论”的理论模型。
这种“场地空间论”理论模型可以用来研究体育运动规则与场地大小之间的关系。
然后，提出一个命题或假说：场地越小，运动规则就越复杂。
根据这个假说，研究者就要去收集资料，对资料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可能证明这个假说是对的，也可能证明这个假说是错的。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场地空间论”理论模型就成了这一研究计划的蓝图。
 在研究方法上，体育人类学的资料收集主要来自田野调查，通过参与性观察、访谈、问卷调查、人体
测量等手段，取得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调查资料。
 第一节 体育人类学的理论模型 体育人类学的理论模型主要是针对文化研究而建立的，一般可以分为
两大类型：解释（ explanatory）模型和说明（interpretive）模型。
解释模型是一种提出因果关系明确的“科学”模型。
而说明模型只为观察者理解事件或行为提供了不同的视点。
这些模型是在人类学各文化理论流派的影响下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作用时也各有优势和局
限，作为从不同角度进行价值判断的观念，研究者可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条件加以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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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体育人类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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