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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田径运动科学的不断发展，田径理论与方法均有所创新，教材也需要适应实际需求，为学生
提供最新最全的田径运动理论知识体系，这也是编写本书的初衷。
教材内容紧密结合课程进度和教学改革的实际，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新：融入了近十几年田径运动科学发展的新知识，包括刘翔创世界纪录的成绩和成绩分析；全：基本
包涵了目前田径运动各方面内容；系统：各篇章节尽量将本章内容系统地做了介绍；异：与以前传统
的田径教材有所不同，编写时注意收集了当前田径运动热点问题和一些有争议的话题，以启发学生讨
论，提高学生能力。
本教材是专门为体育院校本科田径专业的学生、体育院系普修课逐级学习田径课程的学生编写的必读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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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腿着地瞬间支撑反作用力的方向是向后向上的，这样就产生了制动，使前支撑阶段
中的跑速降低。
通过腿的缓冲和靠近身体总重心投影线的着地动作能减小制动力量。
但要想完全消除制动力是不可能的，运动员只能把它减小到最低程度。
 支撑期是从腿的着地瞬间到蹬离地面瞬间，它是推动人体向前运动的基础。
在这一时期中，支撑腿承受着身体的重量，着地缓冲，然后蹬地，从而创造向前的动力。
 从腿着地瞬间到后蹬阶段开始前，支撑压力的水平压力方向向前而产生制动。
然后，在后蹬阶段中，支撑压力的方向转而向后，这时身体的大多数环节产生正加速度，这意味着身
体总重心是向前加速的。
 从腿的着的瞬间起，身体的负加速度一直存在，到接近身体总重心轨迹的最低点时，负加速度逐渐下
降到零。
在这一阶段中，支撑腿进行缓冲，减慢和停止运动员身体的向下运动。
当负加速度达到零时，即开始后蹬阶段，这一阶段到腿蹬离地面时止。
后蹬阶段的正加速度主要是依靠支撑腿的有利伸展而获得的。
 身体按惯性运动是腾空时期的特点，腾空中身体总重心的轨迹呈抛物线。
身体重力使运动员改变着运动方向，空气阻力也使运动速度下降。
 支撑反作用力在起跑和起跑后的加速中起明显作用。
但当人体从静止状态摆脱后，达到较高速度时，前支撑的“扒地”作用明显加大。
有关研究认为，此时应是输出功率大小成为影响途中跑速度的主要因素，所以形成了“扒地”、“展
髋”、“屈蹬”等跑的技术形式；而支撑反作用力更多地表现在起跑和起跑后的加速跑中。
 （三）身体重心的运动 作用于运动员身体的外力，使身体总重心不能按匀速直线运动。
它除了向前运动外，还有上下和左右的摆动。
身体重量从一条腿移至另一条腿，是出现左右位移的主要原因。
与垂直摆动相比，左右摆动幅度较小。
身体总重心在不同动作阶段中的运动速度各不相同。
最高速度出现在蹬离地面瞬间，最低速度在支撑期的垂直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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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教育体育教材:田径运动教程》是专门为体育院校本科田径专业的学生、体育院系普修课逐级学
习田径课程的学生编写的必读教材。
学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体育教材:田径运动教程》的学习，全面了解和掌握田径运动各方面的理论知
识。
《高等教育体育教材:田径运动教程》还可以作为体育教师、教练员、研究生学习和全面掌握田径运动
诸方面理论和方法的专门教材，也可以作为普通群众了解田径运动理论知识，开展和普及田径运动所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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