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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利民，男，1956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
1978年江西师范学院体育系毕业后在吉安市第五中学从事体育教学工作。
1989年及1996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和上海体育学院，获教育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学位。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1992年至1996年间，曾在井冈山学院体育系任教，现为广州体育学院休闲体育与
管理系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自1989年起，在国內外学术会议以及《安徽体育科技》、《河北体育科研》、《浙江体育科学》、《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广州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中
国体育报》等刊物上发表了20余篇学术论文。
参与编写出版了《中国体育人才大辞典》、《休闲体育概论》(待出版)两部书籍。
参与2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体育总局课题的研究工作。
目前，作为第二负责人，正从事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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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在详细占有国内外重要文献资料以及大量翔实的实践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体育发展和
大众生活方式转型中遇到的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体育生活化问题。
论文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特点，阐述了我国体育生活化运行的重要意义和研究的依据，提出了我
国体育生活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及研究的理论视角、方法论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和途径。
同时，对体育生活化运行的动力、运行的条件、运行的特点和问题等进一步作了比较系统地剖析和论
述，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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