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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文新等编著的《休闲学导论》编写体例独特，内容系统完整，理论与
实践紧密结合，充分吸收了当前休闲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因而具有广泛的实 用性。
本书供读者阅读研究的拓展材料十分丰富，因而在教学方式上富有弹
性，可充分发挥教师的个性和创造性，也可引导学生根据兴趣深入研究。
本
书包括5篇15章，第1篇为绪论，相当于休闲学总论，第2篇为休闲的基本理
论(休闲本论)，第3篇为休闲文化与教育，第4篇为休闲社会与政治，第5篇
为现代休闲及其发展。
限于篇幅和学时，本书在各篇内容叙述上有所侧重， 师生可灵活把握、有所取舍。

《休闲学导论》既适用于文化类、经济类、管理类、哲学类等专业的本 专科生等初学者，也适用于休
闲领域的专业人员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以及
想使自己的休闲生活更加充实健康、更有品位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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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体育、旅游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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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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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体验按其存在形态可分为“亲验”和“想验”。
亲验是指体验者亲自置身于一定的关系世界和生活情境之中，经历或受过感动，对自身及其状态和意
义有所体察并获得经验。
儒家的“践履”、“体悟”，佛家以及大多数宗教把修行模式与修行境界有机统一，也属于亲验。
想验则是指体验者通过自己的亲历、感受和观察，在积淀了一定的生活阅历基础上，借助于他人的表
达和自己的想象去领悟表达者的生活阅历、生存状态及其人生意义，如阅读、观赏等活动中的体验。
亲验与想验互为条件，在一定条件下，亲验是想验的生活基础，想验又是亲验的思想准备，有过想验
之后，亲验往往更加深入、丰富，而有过亲验之后，想验才会有发生的现实生活的支持，从而更加切
己、栩栩如生。
无论是亲验还是想验，都倾注了体验者的情绪、情感等身心因素，而不仅仅是认知因素或认识活动。
　　体验与经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体验往往以经验为基础，但又不停留于已有的经验，而是立足于精神世界，由个体对事物的意义进行
自我建构，是对他人以往经验的一种升华与超越，它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经验；而经验则是过去体
验的积累和沉淀，是个体立足于客观世界、建立在感官知觉上对事物的认识和反映，具有普遍性、间
接性和可传授性；体验通过个体的想象、移情、神思、感悟等心理活动使经验生命化和个性化，是一
种注入了体验者生命意识的经验。
体验能使经验内化为自我感悟，使感悟到的东西成为个性化的知识和经验。
　　在体验中，主体往往融“我”入境，物我两忘，形成主客观的沟通与默契，从而使认识得以升华
、超越；体验者的主体地位由此得到确立与保证。
美感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的、自发的情感体验，道德感即主要是良心和善恶的价值体验在此基础上逐渐
形成。
体验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带有强烈的反思性和神秘性。
体验作为主体的一种反思和价值判断能力，非常注重一种超越意向，力图使存在的本源意义展示出来
的趋向，得以体悟自然、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玄妙；体验不仅是主体的一种内心生活，也是一种与对
象的意向性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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