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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人类面对科技异化，物欲横流，道德缺失的问题；面对体育重物轻人，主体迷失，赛场异化的
倾向，企盼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人文的价值理性统一，渴望教育造就新人。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院早在十二年前就立项研究了“面向21世纪人文与科学融合的体育专业素质教育
课程体系建设”的课题（简称“21958”计划），如今，历经寒暑十余载，思想磨难千余天，文化积淀
几代人，又出版了与之匹配的《人文与科学融合的体育专业素质教育课程系列教材》。
从思想启蒙到教材成稿，蕴涵了一批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传承人类文明的学者的艰苦劳动结晶。
今天，它终于问世，我作为一校之长，十分欣慰。
该系列教材创编的构思是，精选过去富有工具理性的体育知识技能作为教学过程的“载体”，然后，
同步渗透有关人文价值理性的教育内容，以此构成“教书育人”和“夺标育人”的完整的“教育内容
体系”。
这既能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又能培养其“教育能力”，对于促进我院基础学科的课程与环境结
合，教学方式由“知识教学”转为“学科教育”；运动术科的教学方式由过去的“项目教学”转为“
项目教育”，教学内容由“技能传习”变为“文化传承”，以此主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为努力造就世界公民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奠基。
该系列教材创编的目的是：努力唤醒人沉睡的“善意”和“创意”。
教育家杨叔子说过“科学与人文合而不同”，人文求善，教人学会人世（合群利他）；科学求真，让
人学会出世（与众不同），二者统一，培养富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完人”，而不是“某种人”
（空心人或边缘人）。
该系列教材，秉承了我院“厚德博学，育人夺标”的办学理念，彰显了“创新、执著、善治、共赢”
的体院精神，引领和体现了“文化兴院，科学发展，特色强校”的体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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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人文与科学融合的体育专业素质教育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全书共分十一章，内容包括：认知与体育运动，情感、意志与体育运动，个性与体育运动，青少年学
生和运动员的心理特点，运动技能形成过程的心理分析，运动训练心理，运动竞赛心理，运动员的心
理技能训练，体育运动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运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与科研论文撰写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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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于人的心理实质的理解，历来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
唯心主义的心理观把心理看成是世界的本源，心理现象是大脑之外的独立存在的一种东西。
而唯物主义的心理观，则认为心理起源于物质，心理现象是由于外界事物作用而产生的，它是身体的
一种机能。
在中国很长时期人们以为心理现象是心脏活动的产物，一直到了明代以后，才逐渐认识到心理不在心
脏而在脑。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虽然对于心和物的关系提出了比较进步的看法，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
限制，始终未能彻底而深刻地揭示心理的本质。
直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心理的实质问
题才得到了科学的解答，心理学真正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心理乃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反映；就心理产生的方式来说，是客观事物作
用于人所引起的大脑的反射活动，是脑的机能。
一、人的心理是人脑的机能心理是怎样产生的？
从物种发展史来分析，心理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高级阶段的属性，它是物质的一种反映形式。
反映是物质的普遍属性。
但物质的反映形式却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
植物的反映形式是感应性（如葵花向阳光、柳树叶向水）；具有网状神经系统的腔肠动物的反映形式
是未分化的感觉；环节动物和节肢动物因有了神经节和神经索，并构成了中枢神经系统，因而其反映
形式则是专门化的感觉——最简单的心理现象。
例如，蜜蜂已有灵敏的视觉、嗅觉、味觉。
它能对花的气味、颜色、形状作出反映，用花的颜色、气味来调节它的采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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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运动心理学》是人文与科学融合的体育专业素质教育课程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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