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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竞赛是体育最基本的特征，是达到体育目的的基本途径。
国内外运动竞赛活动的空前活跃，各级各类的竞赛层出不穷，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的举办，掀
起了强大的竞赛热潮。
如何组织好比赛使其达到预期的效果，是组织者十分关注的问题，同时对它的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运动竞赛简介，中外大型运动会简介，我国体育竞赛管理制度，我国运动竞赛中
的技术等级制度，组织运动会的一般步骤和方法，田径项目的编排，球类项目的编排，以及各种球类
、体操、武术、跆拳道等项目的竞赛组织、记分方法等。
书中收集了大量运动竞赛学的新观点、新成果、新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力图使人们了解有关运动竞
赛的基本原理及方法，掌握必需的运动竞赛的基本知识、技能，以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
本书作者都是在高等职业学院教学第一线的教师，都是中青年骨干，经常参加各种项目运动会的组织
编排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本教材作为讲义已在学校使用多年，现把它作为高职高专教材正式出版。
它适用于普通院校体育课，特别是体育职业学院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参加编写人员有：陆红（第1、5、6、7章），王志勇（第2、3、4、8章），李小庆（第9、10、1l章）
。
全书由陆红统稿。
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涉及项目多，可供不同层次、各级各类运动会的组织和编排者参考。
因此，本书不仅是体育院校学生的教科书，也是广大教练员、体育爱好者、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对于指导人们成功地参加比赛和有效地组织比赛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它的出版，将有利于体育院校学生和体育工作者系统学习竞赛管理知识，提高理论素质，严格、正确
、认真贯彻执行《体育法》，提高我国体育管理水平，促进《全民健身计划》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受到山西体育职业学院闫德义、朱天燕、何阳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
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文献，借鉴和吸收了其他同行的研究成果，在此，向各原著作者一并
致谢。
由于编写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理论水平有限，书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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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及《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的要求而编写。
全书共11章，分别介绍运动竞赛的发展历史，我国有关运动竞赛的方针、政策法规，运动竞赛的组织
管理及不同项目的编排方法。
此外，还简单介绍了计算机在运动竞赛中的应用等。
    本书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实用性强。
不仅可作为体育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作为普通院校、机关、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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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人类陆续进入阶级社会，直到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之前，被称为
世界历史的古代。
在这个时期，交通的不便和生产生活的相对自足，使古代世界各大文明区域相对隔绝地独立发展起来
。
这些因素造成了古代体育发展中的社会分化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为祭祀主神宙斯而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古希腊最盛大的民族和宗教庆典。
举行运动会的阿尔提斯神域早在公元前10世纪时，就已经是伊利斯地方的祭祀竞技中心，一个世纪后
，它成了整个希腊最著名的宗教和竞技中心。
奥林匹克竞技集中表现了古希腊体育的基本面貌和水平。
有记载的奥林匹克竞技从公元前776年开始举行，以后每4年一届，称为一个奥林匹亚德。
运动会期间实行神圣休战。
赛前一个月，运动会的组织者和裁判员带着各城邦经淘汰选出并已训练10个月的运动员，来到伊利斯
参加最后的集训。
奥运会开始时，裁判员和运动员向阿尔提斯神像宣誓后，抽签决定分组和赛马的起跑位置。
道德上有污点的男人和妇女、奴隶不能参加比赛。
与此同时，各个城邦和个人向诸神献上礼品。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奥运会最初的比赛项目，是从阿尔提斯的宙斯祭坛跑到珀罗普斯基，距离
约192.25米。
后来陆续增加了往返跑、武装跑、五项运动、摔跤、拳击、赛车和赛马等项目。
非正式的比赛有火炬赛跑、传令比赛、艺术比赛和吹笛赛，偶尔举行的还有举重、技巧、拔河、掷盾
和接力赛等。
奥运会也是进行商品和政治交易的极好时机。
随着奥运会的兴起，新的运动场、赛马场、角斗场和各种神殿，也陆续修建起来。
古奥运会比赛的胜利者被授予从阿尔提斯采摘的橄榄枝编成的花冠。
公元前6世纪末以后，优胜者的雕像被安放在神域，像座镌刻着对优胜者的赞辞。
优胜者回到本城邦时常常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和尊崇。
荷马时代的祭礼竞技不仅孕育了奥运会，而且产生了许多地方性或全希腊的运动会，其中影响较大的
有：祭祀阿波罗的皮托运动会，祭祀海神波塞冬的伊斯特摩运动会，纪念英雄赫拉克利斯的尼米亚运
动会，全雅典竞技会和赫拉运动会等。
古希腊体育和古奥运会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世界体育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标志着人体自身的完全对象化。
尽管古希腊体育还披着宗教和军事的外衣，但在实质上，对人体力量、技巧和健美的追求，已是古希
腊人生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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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运动竞赛学(第2版)》：21世纪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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