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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动项目广义进化规律与体育教学原理》从广义进化的哲学视角出发，阐释体育运动项目进化
历程的机制及动力问题，提出运动项目进化的科学与和谐原理；以广义进化规律为依据，归纳体育教
学原理；针对现实各级学校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剖析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全书共十三章，前五章阐述运动项目广义进化的基本理论，第六章至第九章为教学原理的构建研究，
第十章至第十三章为体育教学原理的应用研究。
全书涉及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美学、博弈论和体育学多学科知识，其研究的视角属于哲学范畴
。
阅读《运动项目广义进化规律与体育教学原理》能够促进对体育教学若干现实问题的理性认识与审视
，促进对体育教学原理的深入理解，对推动我国各级学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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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杰凯，教育学博士，教授。
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器材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滑雪协会副主
席；中国篮球运动发展战略研究会执行理事长；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委员、篮球教材编写小组成
员；国家体育总局专业设置委员会委员：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石油工业大学、沈阳化
工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出版了《运动文化研究与体育教学论》、《体育教学原理与教学模式》、《篮球运动研究必读》、《
现代篮球知识问答》、《篮球》、《奥林匹克篮球》、《体育游戏》等多部学术专著。
参编教材《篮球运动高级教程》、《篮球运动教程》。
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先后7次获省部级成果奖励：在国家二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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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1章 本研究的逻辑框架与研究方法1.1 本研究的逻辑框架1.2 本研究相关概念的界定1.3 研究方法
的说明第2章 体育运动项目的广义进化2.1 进化与广义进化2.2 运动项目的社会态文化属性2.3 运动项目
系统的广义进化范式2.4 运动项目的由来及进化阶段2.5 运动项目系统的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联2.6 运动
项目系统广义进化结构模型2.7 小结第3章 运动项目系统的广义进化机制3.1 运动项目进化的宏观机
制3.2 运动项目进化的微观机制3.3 运动项目进化的动力——开放与“熵”问题3.4 运动项目进化的科学
调控3.5 小结第4章 运动项目系统进化的方向——价值观问题4.1 生物进化与社会文化进化的比较4.2 生
物价值观与文化价值观4.3 价值观研究的博弈论方法4.4 体育运动项目进化过程中价值观的“逃离4.5 运
动项目的人口与社会适应度4.6 小结第5章 运动项目系统的广义进化战略5.1 运动项目系统的可持续问
题5.2 运动项目系统的多样性创新战略5.3 轻体育与竞技运动项目的“软式化”趋势5.4 小结第6章 运动
项目的广义进化与体育教学原理6.1 广义进化与运动项目的传承6.2 人类社会精神文化需求的进化与体
育教学原理6.3 运动项目系统广义进化的历史积淀——科学与和谐法则6.4 小结第7章 基于广义进化规律
的体育教学原理7.1 兴趣爱好一情感体验一习惯形成一终身体育观念链式循环原理7.2 运动项目“自在
的趣味性强化”原理7.3 运动项目教学的“非自在动作规范强化”原理7.4 自然追求与技术理性相结合
原理7.5 练习与强化的“相倚关系”原理7.6 练习的“适宜难度负荷”原理7.7 小结第8章 个体运动技能
习得过程的广义进化规律阐释8.1 广义进化规律与人类运动技能认知系统8.2 运动技能习得过程的广义
进化机制8.3 依据广义进化规律提出的教学原则8.4 小结第9章 游戏与体育游戏概说9.1 关于游戏本质的
学说简介9.2 游戏的本质特征分析9.3 游戏与体育游戏的功能9.4 游戏与体育游戏的形式及其分类9.5 体
育游戏在学校体育中的特殊地位9.6 体育游戏的构成要素及其和谐关系9.7 体育游戏的创编与设计9.8 小
结第10章 学校体育中的运动项目教学10.1 竞技运动项目的教材化问题10.2 运动技能与运动快乐10.3 运
动项目教学与新技术理性的建构10.4 小结第ll章 广义进化哲学视角下运动项目分群教学论的构建11.1 传
统运动技能教学原理存在的现实问题11.2 体育运动技能教学原理的哲学思考11.3 体育运动项目分群教
学理论的构建11.4 不同类群教学设计时应把握的哲学视角11.5 小结第12章 我国体育院系篮球普修课技
术教学改革案例研究12.1 篮球技术文化的现实问题12.2 两种哲学观与体育运动技术概念12.3 我国篮球
运动权威教科书中技术概念的理论误区12.4 我国篮球运动权威教科书中技术分类的理论误区12.5 篮球
运动技能及其习得过程的特点12.6 篮球运动技术概念的科学重构12.7 研究运动规律，科学构建篮球教
材技术分类新体系12.8 篮球运动技术概念及其分类研究对教学训练的新启示12.9 篮球运动速成教学模
式介绍12.10小结第13章 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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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0.3.3 竞技运动项目教学体系的多元化与软式化策略目前，学校体育的运动项目教学
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无论是高等体育专业院校还是普通高校，无论是普通中小学还是业余体育运动学校，运动项目的技术
课程都在呈现多样化趋势。
除体育运动学校的专修课程外，各类学校的技术课教学时数都在缩减，而且同一项目的课程类型急剧
分化，有专修、普修、选修、俱乐部等多种类型。
教学时数也多有不同，最多的可达900学时，最少的18学时。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运动项目的教学对象和目标在分化，体育教学正处于教学目的和价值取向多
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运动项目教学新理性的构建，应该适应这一发展趋势。
要承认运动项目多元课程目标存在的合理性，同时要正视运动项目教学内容体系多样化的客观现实，
不能采用多年延续的单一教学内容体系来解决现实多样化的教学需求，要加强运动项目教学的针对性
。
为此，运动项目的教学改革要从教材化入手，在教材化过程中构建适合不同教学价值取向的多元教学
内容体系。
教学内容体系的多元化，是与当前体育教学类型多元化现实相适应的教学主导思想。
解决竞技运动项目教材化问题，并不是全盘否定原有的教学内容体系，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和与
时俱进的要求，根据不同体育课程的教学目标，科学构建新的教学内容体系，打破单一教材体系一统
天下的格局。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正视体育教学面临的问题，转变思想观念，通过不断的创新与实践探索，寻
求更加适合的运动项目教材内容构建方法。
上述运动项目发展的“软式化”战略思想也可以运用到新理性的建构中来。
“软式化”是指运动项目本身出现了简单化、趣味化等新的形式，如软式网球、软式排球、沙滩排球
、三人篮球等。
2005年8月18日中国体育报《适合自身是根本》一文，介绍了暑期国内青少年体育赛事的变化，提出社
会体育项目进入学校；认为更多体育项目的开展，让更多的学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丰富了
校园生活，接触了不同的体育文化；不管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如果学生能在学校养成习惯，并且持之
以恒，让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伴随一生，体育运动项目就真正发挥了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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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运动项目广义进化规律与体育教学原理》：学术前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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