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体育与健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体育与健康>>

13位ISBN编号：9787561528471

10位ISBN编号：7561528477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厦门大学出版社

作者：林章意 编

页数：368

字数：6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体育与健康>>

内容概要

　　本书是大学公共体育课教材。
全书分两部分，上篇为理论部分，阐述大学体育的基本理论，体育运动对大学生的心理、生理机能、
身体素质的作用，大学体育的锻炼原则等；下篇为实践部分，介绍了十种运动项目的具体锻炼方法等
。
　　体育课作为学生必修课程，是学校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实现学校体育目的、任务的主要途径
之一。
搞好体育课程的教学，对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
相当一段时期里，学校体育教学普遍存在着重实践轻理论，重竞技轻健身养生的倾向，本书试图从锻
炼身体着手，通过理论知识的传授，使学生掌握体育基本知识、技术和技能，学会锻炼身体的科学方
法，养成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为终身体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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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体育与体质健康概述第一节　体育概念在我国古代并无“体育”这字眼，只有“养生”、“
导引”、“武术”等词。
“体育”一词是近百年来才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体育史界一般认为最早的留学生从日本传入的。
当时还有从德国传入的“体操”一词。
当它传入我国时，指的就是身体的教育，是作为学校的一门课程，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出现的，俗称“
狭义体育”。
在当时，我国还很少有竞技运动和其他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以其狭义的含义来使用这一术语，还没有
太大的矛盾，与国际上的理解也相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都用“体育”和“体育运动”这些词作为体育的总概念或第一位概念随着我国体育事
业的发展，尤其是竞技运动的大发展，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健康和娱乐的身体锻炼
和身体娱乐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开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狭义体育的外延已经扩大，它的社会职能和
功能大大超出了它的原来范畴，体育名词日见丰富，在此仅就目前比较普遍且较有群众基础观点，对
体育名词作一介绍。
一、体育名词1.养生：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是我国祖先在漫长的社会活动实践中逐步认识、积
累、创造和丰富起来的旨在提高人们身心健康水平，提高生命质量，使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充实而有
意义的炼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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