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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以争创精品课程和教材为目标，为满足体育专
业课程方案的要求和21世纪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在第一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重点规划
教材《田径》的基础上，为构建符合21世纪社会要求的教学改革理念和教材体系，编写而成的符合培
养高素质、高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体育人才的教材。
教材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教材紧扣体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和田径课程目标与任务。
突出了田径文化和教育的特点。
教材结构新颖，全书分为基础理论篇、技术技能篇、健身锻炼篇和选用教材篇。
教材内容创新，在基础理论篇中突出编写了田径运动文化和田径运动欣赏；田径运动技术的运动生物
力学、生理学原理和心理学、社会学因素；为了学生必修与专修知识的衔接，编写了学校课余田径训
练。
在技术技能篇中突出了田径运动的重点技术教学内容与教学技能。
为了田径运动的回归、挖掘田径运动的功能以及落实终身体育教育，在健身锻炼篇中设有健身田径运
动、少儿田径运动和自然环境中的田径运动。
为满足各学校的特色需求，增加了选用教材篇的五章内容。
为培养学生探究、创新精神，教材紧密结合基础教育改革实际，力求做到具有可视性、可操作性、可
阅读性，并体现了知识的阶段性和衔接性。
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留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本教材的编写者均是“九五”、“十五”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的主干和规划教材《田径》的主
编、副主编和编委，都是高等体育院校从事田径教学、训练达11～40年的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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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田径（第2版）》包括基础理论、技术技能、健身锻炼和选用教材四大部分。
在基础理论中突出编写了田径运动文化特征和田径运动欣赏；，田径运动技术运动生物力学、生理学
原理和心理学、社会学因素。
为了学生必修与专修的知识衔接，增加了学校课余田径训练。
在技术技能方面，突出了田径运动的重点技术教学内容与教学技能。
在“健身锻炼”中设有健身田径运动、少儿田径运动和自然环境中的田径运动。
此外，还增加了选用教材篇等内容，以满足不同学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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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订第四节 课余田径训练的组织与管理技术技能篇第八章 竞走第一节 竞走的发展第二节 竞走的基
本技术第三节 竞走的教学设计第九章 短距离跑第一节 短距离跑的发展第二节 短距离跑的基本技术第
三节 短距离跑的教学设计第十章 接力跑第一节 接力跑的发展第二节 接力跑的基本技术第三节 接力跑
的教学设计第十一章 中、长距离跑第一节 中、长距离跑的发展第二节 中、长距离跑的基本技术第三
节 中、长距离跑的教学设计第十二章 跨栏跑第一节 跨栏跑的发展第二节 跨栏跑的基本技术第三节 跨
栏跑的教学设计第十三章 跳高第一节 跳高的发展第二节 跳高的基本技术第三节 跳高的教学设计第十
四章 跳远第一节 跳远的发展第二节 跳远的基本技术第三节 跳远的教学设计第十五章 推铅球第一节 推
铅球的发展第二节 推铅球的基本技术第三节 推铅球的教学设计第十六章 掷标枪第一节 掷标枪的发展
第二节 掷标枪的基本技术第三节 掷标枪技术教学设计健身锻炼篇第十七章 健身田径运动第一节 健身
田径运动的特点与锻炼原则第二节 健身田径运动的基本内容第三节 健身田径运动锻炼的设计与指导
第四节 健身田径运动的锻炼手段与方法第十八章 少儿田径运动第一节 少儿田径运动概述第二节 少儿
田径运动的定义和内容第三节 少儿田径运动的年龄组别和比赛项目第四节 少儿田径运动场地器材第
五节 少儿田径运动部分项目第十九章 自然环境中的田径运动第一节 自然环境中田径运动的发展第二
节 自然环境中田径运动的特点与功能第三节 自然环境中田径运动的锻炼方法第四节 自然环境中田径
运动的教学选用教材篇第二十章 障碍跑第一节 障碍跑的发展第二节 障碍跑的技术第三节 障碍跑的教
学第二十一章 撑竿跳高第一节 撑竿跳高的发展第二节 撑竿跳高的基本技术第三节 撑竿跳高的教学第
二十二章 三级跳远第一节 三级跳远的发展第二节 三级跳远的基本技术第三节 三级跳远的教学第二十
三章 掷铁饼第一节 掷铁饼的发展第二节 掷铁饼的基本技术第三节 掷铁饼的教学第二十四章 掷链球第
一节 掷链球的发展第二节 掷链球的基本技术第三节 掷链球教学附录：田径运动专业术语《中英文对
照)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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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田径运动文化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与手段在实践活动的完美体现，产生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空间扩
展和时间演进之中。
田径运动文化产生的前提是人类在认一识、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自身生存发展与完善的需
求与渴望，主要表现为观念文化、关系文化和田径物质文化这三种形式。
观念文化主要指田径运动对人的价值观、社会行为等的影响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艺术活动。
关系文化主要指人们在田径文化的创造、占有或享受的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为了维护各
种社会关系所建成或制定的，能充分体现各种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如田径协会、田径俱乐部等
。
物质文化主要是指田径运动在比赛场馆、运动装备、宣传标志等物质文化设施以及商品、纪念品等方
面所产生的文化形态。
在田径运动文化的三种表现形式中，观念文化是凝聚在物质文化和关系文化上的，居于文化结构中的
核心位置。
而田径运动文化的核心正是为了人的发展，这与田径运动文化产生的初衷是完全相符合的。
田径运动文化的延续性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发展，二是继承。
文化的发展来自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而文化的继承是基于人类的重复性活动。
无论是发展还是继承，田径运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都有其独特的存在形式，那就是思维和“语言”以
及以“语言”为前提的其他共识符号。
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田径运动的语言符号除了类似于田径术语、各类跑、跳、投的项目名称以及田
径竞赛规程等能够用文字记录的言语之外，它还包括一种非语言信息的特殊“语言”，即体态语言。
体态语言是一种表达和交换的可视化（有的伴声）符号系统，由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肢体动作
和体位变化等构成，在田径运动中则主要表现为运动员的技术动作、裁判员的判罚手势以及观众呐喊
助威的身体动作等。
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成果；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成果，又需要依靠人类语言以
及其他共识符号系统（这是人类所独有的）记录下来，从而实现文化的继承。
虽然语言以及其他共识符号系统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是，自从有了这种文化成果的“特定
载荷形式”之后，文化的发展就已不再是从零开始，而是以继承为前提的发展，这是继承对发展进行
制约的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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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田径(第2版)》由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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