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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陈诚主编的《体育与健康》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对体育概论、运动生理及学生体质健康等
方面内容的论述；下篇主要是针对各种体育运动及相关竞赛规则的说明。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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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与健康》可作为高等院校体育课教材，也可作为体育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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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运动知觉形成的特点 运动知觉的形成比对一般事物的知觉的形成要复杂、
困难，了解其形成的特点，十分有利于教学和训练，有利于学生对动作技术的掌握。
 运动知觉的形成和发展是分阶段的： （1）可以直接感知的技术动作是直观的具体动作，始发信息是
视觉信息，而不同于语言文字信息。
这一阶段学生的学习任务主要是观察教师的示范，尽可能看得准确、完整。
 （2）运动知觉形成的第二阶段主要是通过学生的模仿和练习来实现的。
直接的尝试模仿练习，输入的信息主要是本体感觉中的运动知觉。
运动知觉不像视觉那样明确，不能一次性地感知，必须重复多次，才可逐渐明确起来。
这是技术动作学习的关键。
 （3）随着时间的继续进行，运动知觉逐渐明确化，技术动作在时间、空间的关系中变得准确。
运动知觉从模糊状态逐渐变得明确化的过程，也是逐步掌握运动技术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讲解、示范和辅导帮助是使运动知觉清晰的重要条件，自身的反复练习是必要
条件。
 二、体育运动动机 体育运动动机是推动一个人参与体育活动的心理动因或内部动力，它能引起并维
持人的体育活动，并将其导向一定的目标。
体育运动动机的产生和培养是个体的内在过程，它的作用如下：一是引起和发动个体活动；二是指引
个体选择活动的方向；三是调节功能，即维持、加强或制止、减弱某一活动。
 （一）体育运动动机的产生 引起动机产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内在需要，二是外部诱因。
 1.内在需要 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内在需要的调查分析显示，这类需要主要包括生理需要、心理需要
和社会需要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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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与健康》可作为高等院校体育课教材，也可作为体育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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