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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材建设的改进思路和建议》编著者王广虎、李朝晖。

本书总体结构分为九个章节：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体育基本原理教材建设的评
述与改进；体育史教材建设的评述与改进；学校体育学教材建设的评述与改进；体育社会学教材建设
的评述与改进；体育管理学教材建设的评述与改进；体育经济学教材建设的评述与改进；体育心理学
教材建设的评述与改进；体育人文社会学所属三级学科的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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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次，改良重在加强内容连贯性。
在体育基本原理教材建设中增强内容的连贯性，主要是指教材首尾思想的一贯性和学科的完整性，这
也是避免思维的自我混乱，消除内容的前后矛盾；避免体系的不够健全，消除观念的被动肢解的关键
所在。
当前，一些体育基本原理的教材编写，采用多人分章节独立编写，然后“统编”成册的方式。
这种“分工合作”的方式，很难保证教材的连贯性。
据此，在重新编写新的体育基本原理教材时，应尽量避免这种运作模式。
 再者，改良重在加强实践导向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理论体系的健全无疑有利于强化实践。
体育运动是极其重视实践的身体活动之一，其基本理论和原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作为体育工作者，特别是从事体育基本原理研究的学者，在学科建设和教材编写过程中必须加
强理性思维，注重理论深度，避免现象罗列，拒绝事例堆砌，反对经验汇集；必须认真研究体育实践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教材建设走出闭门造车、低水平重复的怪圈，切实推动体育基本原理学科的建
设。
 此外，在今后编写体育基本原理教材时，应结合现代社会需求，通过加大改良力度适当增加健康教育
的知识，以增进学生健康，提高生命质量；适当增加民俗体育的知识，以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国民自
信；适当增加卫生保健的知识，以强化保健意识，强健民众体质。
 （四）立足人本理念，勇于进行理论创新 在教材编写的不断创新和紧跟时代方面，周西宽主编的《
体育基本理论教程》和熊晓正主编的《体育概论》风格相异，各有所长，均为体育基本原理的典范之
作。
前者内容丰富，逻辑清晰，贴切人本，适用性较强；后者结构新颖，观点鲜明，视角独具，时代气息
较浓。
此外，杨文轩的《体育概论》能跳出体育谈体育，注重教育理念，对体育基本原理教材建设独具意义
，而颜天民主编的《体育学概论》结合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将“健康第一”贯穿教材
始终，注重结合实际引入体育游戏，对增进学生健康较有裨益。
但并不是所有体育基本原理教材的编写均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
 纵观体育基本原理教材建设的历史可知，在以往出版的体育“概论”、“原理”等著作和教材中，大
多侧重于体育教育的基础理论，不能涵盖整个体育事业，更缺乏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体育实践
经验和国内外有关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总结、概括。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教材编写缺乏创新性。
理论与经验的重要区别，就在于理论不仅能规范行为，还因其超前性对实践具有导向作用。
在体育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体育理论的发展滞后于体育实践。
”这应该引起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警觉和重视。
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体育的兴起，使体育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也发生了诸多变革，也对
体育人文社会学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
但是，在目前体育基本原理的教材建设中还存在较严重的“套用”做法和雷同现象，鲜见独到的见解
或独创的理论。
 其二，教材结构缺乏灵活性。
灵活性不足，其实质是创新不够。
通过对10余本体育基本原理教材进行认真查阅后发现，部分教材结构具有一定改进和变化，但力度较
小，特别是少数21世纪前编写的教材。
虽然不是要求所有教材的结构都必须改革，但也不能干人一面毫无创新。
任何缺少独创性的理论都不能作为学科创立的根据、立足的基础和发展的基石。
个别教材仅将结构体系略加调整，或者是前后章节故意颠倒，或者将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进行同义词
互换，主体内容基本没有变化，近似于照搬他人教材；也有一些教材，特意对一些体育基本原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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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探索和创新，但由于自身认识不足，也没能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甚至令人不知所云。
 其三，教材内容缺乏超前性。
此前使用的部分体育基本原理教材在内容上比较陈旧，不同版本内容重复，且在内容上涉及体育教学
实践活动者较少，案例更加缺失，使体育基本原理教材内容严重滞后于体育理论的改革和发展。
此类教材既不能反映国内外体育基本原理研究发展的最新状况和专家观点，也不能对当今中国体育实
践领域内的体育改革活动进行探索和研究，其实质没有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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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材建设的改进思路和建议》以体育人文社会学三级学科教材建设为主线，以当前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三级学科教材建设的现状为切人点，通过教材评价，找准体育人文社会学现有的
三级学科教材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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