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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体育

一、体育的解释：

体育的英文本义:

指的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直译为身体的教育，简称为

体育。

在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体育一词的解释，有两种:

1、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种

运动来实现，在活动的过程中以锻炼人的身体为目的。

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目前体育的主要任务早已超出了仅仅是

发展身体（发展体力，增强体质）的范畴。目前体育的主要任务是：

促进身心（身体和精神）健全发展，培养终身体育能力。



2、指体育运动。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各种活动，包括田径、游

泳、体操、武术、球类、登山、射击、滑冰、滑雪、举重、摔跤、

击剑和自行车等各种项目。

事实上，目前体育的范畴早已超出了身体锻炼（锻炼身体增强

体质）的范畴。在目前，包含身体锻炼、游戏、竞争要素的各种身

体运动都是体育。换句话说，体育是包含身体锻炼、游戏、竞争要

素的身体运动的总称。



二、体育的由来：

在古希腊，游戏、角力、体操等曾被列为教育内容。在17～

18世纪中，西方的教育中也加进了打猎、游泳、爬山、赛跑、跳

跃等项活动，只是尚无统一的名称。18世纪末，德国的古茨穆茨

曾把这些活动分类、综合，统称为“体操”。

进入19世纪，一方面是德国形成了新的体操体系，并广泛传

播于欧美各国；另一方面是相继出现了多种新的运动项目。在学

校也逐渐开展了超出原来体操范围的更多的运动项目，建立起

“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这

一新概念。于是，在相当的一段时间

里，“体操”和“体育”两个词并存，相互

混用，比较混乱，直到20世纪初才逐

渐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称为“体育”。



二、体育的由来（我国）：
我国体育历史悠久，但“体育”却是一个外来词。它最早见于20

世纪初的清末，当时，我国有大批留学生东渡去日本求学，其中，学

体育的就有很多。回国后，他们将“体育”一词引进到中国。

“体育”这个词最早见于1904年，我国第一所幼儿园——湖北幼

稚园的开办章程中提到对幼儿进行全面教育时说：“保全身体之健旺

，体育发达基地。”在1905年《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上也提到：“

体育功夫，体操发达其表，乐歌发达其里。”

我国，最早创办的体育团体是1906

年上海的“沪西士商体育会”。1907年我

国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绍兴也创办了体

育会。同年，清皇朝学部的奏折中也开

始有“体育”这个词。辛亥革命以后，“体

育”一词就逐渐运用开来。



三、体育的概念：
体育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遵循人体身心的发展规

律，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达到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进行思想品德

教育，丰富社会文化生活而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是

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专门的科学领域。

体育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体育的广义概念：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

的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约，

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

2、体育的狭义概念：是一个发展身体，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

技能，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教育过程；是对人体进行培育和塑造的过程；是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已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

发展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也成为国家间外交及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体育可分

为大众体育、专业体育、学校体育等种类。包括体育文化、体育教育、体育活动、

体育竞赛、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



一、体育文化的定义：

1、体育文化定义的界定：

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但

体育文化定义与人们对体育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其对价值认识的程度

有关。因此，对体育文化定义的界定，存在不同的角度：

——体育文化就是人类在所有的体育现象及促进体育发展活动

中，在价值观念、精神状态、情感倾向等层面，在理论认识、方法

手段、技能技术等层面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与在有意识的实践活

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的总和。冯胜刚

第二部分 体育文化



n ——体育文化是关于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

精神文化的总和。大体包括体育认识、体育情

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制

度和体育的物质条件等。卢元镇）

n ——作为一种文化，体育文化的范畴要比体育

大的多。从文化学的研究角度，体育文化的概

念不仅更为广泛，而且更为深刻，凡涉及体育

意识、观念、习俗、行为方式、制度等，均属

于体育文化。（童昭岗）

n ——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增强人的体

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

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及其赖以实现的物

质手段、社会思想、社会关系的总和。



2、体育文化的含义：

体育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享受、发展需

要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文化形态。体育生活中，体育文化不仅要满足

人的自然本能的需要，还要满足人们对体育文化的社会心理需要。体

育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征，并

规范着人们的体育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因此，体育文化

包含三层含义：体育精神文化、体育制度文化、体育物质文化。



n （1）体育精神文化：体育观念、体育思想、体育道德、体育精神、

体育行为等，体育在振兴民族精神、增强团队意识、净化道德环境、

提升人格境界等方面的价值越来越突出。

n （2）体育制度文化：体育项目、竞赛规则，运动理论，体育法规，

体育制度，体育政策等，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n （3）体育物质文化：体育场地、体育器材、体育设施等与体育有关

的物质。体育物质载体的日益发展和适应人们的需求是人类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标志。



3、校园体育文化：

校园体育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体育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

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精神为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

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

强、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

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综

合实力的重要方面。体育锻炼是提高学生

健康素质的有效途径，是加强爱国主义和

集体主义教育、磨练意志、培养良好品德

的重要途径，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智力发

育、审美素养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体育文化的历史背景：
自古以来，人们把文化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世界文化又大致

可分为四大体系，即汉文化体系、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
体系。在这四大文化体系中除欧洲文化外，其他三大文化体系都在世界
的东方。由于地域等多种因素，即使是上述三大体系的文化，各地区同
样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但也存在相互交叉、认同的现象。

人类对文化的研究开始与19世纪中叶。许多研究资料表明，东方文

化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刻丰富的内涵。体育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

悠久，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体育文化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是

人类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然而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对体育文化的认识处在不知不觉之中。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

世界整体科学的发展，体育科技工作者得到不少新的启示。从此，许多

学者更多的从体育哲学、人文社会学角度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并逐步的

由感性认识向理性方面发展。



2、体育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早期的体育，尽管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环境，有着不同的生活习

惯，但创造的体育形态、性质和目的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为了生存和

延续，学会了跑、跳、投、攀爬等技能和生产劳动知识，并作为一种社

会文化现象代代相传。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今天如此灿烂夺目

的体育文化。关于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多说法，但比较集中的有

以下几种：

（1）劳动起源论： 人类的文化是通过人类自己的双手和大脑的思维创
造出来的。早期人类在求生存中学会了奔跑、跳跃等
技能，并在追捕猎物等活动中，发展了速度、耐力、
力量、灵敏等各种身体素质。这个时候的体育鲜明的
体现在以生存为直接目的，进行着各种能力的训练。

（2）军事起源论：
这是由于个人之间为争夺狩猎得来的猎物而产生的

冲突到后来发展到部落之间的武装冲突，各部落为了
提高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有组织的身体训练，其中还包
括摔跤、飞镖、棍棒等技能。



（3）游戏起源论： 这是当原始人在获得丰富猎物后，特别是当丰
收之后，聚集在一起以游戏欢舞的方式庆贺，也表
明了体育是在跑、跳、投等劳动形态中演化出来，
并以欢唱和舞蹈表达内心的喜悦。

（4）宗教起源论： 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又受到
四季和环境的困扰，原始人为求助于自然恩施，祭
祀天地而形成的原始宗教活动，并以体育形式进行
求助祭拜。

（5）教育起源论：
生产劳动的发展以及在军事、游戏中演

变出来的运动技能、技巧，以劳动教育的方
式传授给后代。既发展了上述各种技能和身
体素质，又逐步脱离了动物野性，向人性方
向进化，形成了具有文化内涵的体育生活。

综上所述，体育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身的过程中，由动物本能
改变成自觉行为人性时，由原始的野性、进攻性通过劳动和游戏、
教育以及合理的竞争方式逐步的形成了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
即体育文化。



3、浙江大学校园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浙大百年体育，不仅培养了一代代体魄健壮的浙大学子，也为

中华民族输送了一批批优秀体育英才，是中华民族体育发展的一部

分。从普及体育到终身体育，从培养人格到精神道德，从院系学生

选手到奥运会赛场上，浙大体育为推动中华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

1934年第一届运动会 1936年省运会浙大代表队 1944年春季运动会



（1

）
创
立
发
展
期

1897

年
农
历
正
月
，
办
学
之
议
，
几
经

周
折
，
奏
报
清
廷
获
准
，
求
是
书
院
创
立
。

林
启
兼
任
求
是
书
院
总
办(

相
当
于
现
在
的

校
长)

，
举
人
陆
懋
勋
为
监
院
，
贡
生
陈
汉

第
任
文
牍
斋
务
。
同
时
制
订
书
院
章
程
和
聘

请
教
师
。
第
一
批
招
收
学
生
共30

名
，
于

1897

年5

月21

日(

农
历
四
月
二
十
日)

正
式

开
学
。

求
是
书
院
的
课
程
分
必
修
课
和
选
读

课
两
类
。
必
修
课
有
国
文
、
英
文
、
算
学
、

历
史
，
地
理
、
格
致(

物
理)

、
化
学
等
诵
，

以
后
又
增
开
体
操
课
。
选
读
课
有
日
文
、
外

国
史
地
、
音
乐
等
课
。



1928

年7

月1

日
起
，
体
育
学
是
学
校
开
设
的10
大
学
门
之
一
。

1929

年
文
理
学
院
制
定
的
体
育
学
程
草
案
。

1932

年
国
立
浙
江
大
学
正
式
设
立
体
育
部
，
学
校
还
在
杭
州
刀

茅
巷
一
带
购
置
了30

多
土
亩
地
建
造
运
动
场
，
学
生
体
育
课

及
课
外
体
育
活
动
十
分
活
跃
。
制
定
体
育
实
施
办
法
，
如
对

学
生
做
早
操
的
时
间
、
出
勤
率
、
动
作
姿
态
都
做
了
细
致
的

规
范
，
并
且
规
定
学
生
早
操
不
及
格
不
补
足
学
分
就
不
能
毕

业
；

1934

年
举
办
了
国
立
浙
江
大
学
第
一
届
运
动
会
，
戴
袋
赛
跑
、

叠
罗
汉
和
剪
式
跳
高
都
是
当
时
很
有
特
色
的
运
动
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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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学
艰
难
期

抗
战
时
期
，1937

年9

月
，
浙
大
一
年
级
迁
往
浙
江
的
西

天
目
山
上
课
，12

月
全
部
迁
往
浙
江
的
建
德
，
这
就
是
浙
江

大
学
的
第
一
次
搬
迁
，
第
二
次
迁
在
江
西
、
吉
安
、
泰
和
，

第
三
次
迁
在
广
西
宜
山
，
第
四
次
迁
到
贵
州
。
为
了
加
强
学

校
体
育
，
保
障
师
生
健
西
迁
时
期
，
竺
可
桢
校
长
为
加
强
学

校
体
育
，
保
障
师
生
健
身
运
动
身
体
力
行
。
浙
江
大
学
西
迁

至
贵
州
，
学
校
在
湄
江
边
购
置40

余
亩
土
地
，
建
成400

米
跑

道
的
运
动
场
，
而
在
此
之
前
当
地
并
没
有
标
准
的
田
径
场
。

在
艰
苦
的
环
境
条
件
下
，
舒
鸿
教
授
身
体
力
行
地
带
领

师
生
开
展
各
类
体
育
活
动
，
培
养
了
一
批
富
有
生
机
的
运
动

队
，
凡
当
地
有
赛
事
，
学
校
均
选
派
运
动
队
参
加
，
总
能
名

列
前
茅
。1944

年5

月4

日
召
开
全
校
春
季
运
动
会
。
遵
义
、

湄
潭
、
永
兴
三
地
校
区
各
组
队
参
加
，
规
模
盛
大
。

1937年国立浙大女子篮球队 1938年广西宜山浙大求是队

国立浙江大学遵义分校男女球队1940.10.

宜山标营浙大操场 遵义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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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学
辉
煌
期

n

抗
战
胜
利
浙
江
大
学
回
到
杭
州
后
，
学
校
立
即

着
手
修
复
游
泳
池
、
开
辟
田
径
场
和
球
场
，
使
学
校
体
育

设
备
初
具
规
模
。20

世
纪50

年
代
初
，
舒
鸿
教
授
创
建
我

省
有
史
以
来
第
一
个
高
等
教
育
体
育
系
科
，
经
过50
年
的

发
展
，
浙
大
体
育
从
小
到
大
，
实
现
了
历
史
性
跨
越
，
在

教
育
理
念
、
学
科
建
设
、
科
学
研
究
、
师
资
培
养
、
运
动

训
练
和
场
馆
建
设
等
方
面
取
得
长
足
的
进
步
，
综
合
实
力

步
入
全
国
同
类
系
科
的
先
进
行
列
。

n
1959

年
新
中
国
第
一
届
全
国
运
动
会
在
北
京
举

行
。
以
浙
江
大
学
、
杭
州
大
学
、
浙
江
农
业
大
学
、
浙
江

医
科
大
学
为
主
的
高
校
师
生
代
表
共50

名
参
加
，
占
当
时

浙
江
省
体
育
代
表
团
总
人
数
的
四
分
之
一
，
参
加
了
田
径
、

体
操
、
技
巧
、
女
子
垒
球
、
网
球
和
摩
托
车
六
大
项
比
赛
。

土木系学生沈济黄以三级跳
远的优异成绩入选浙江省代
表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
届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会

1959年浙江省代表团
参加运动会入场式



（4

）
转
型
发
展
期

上
世
纪50-60

年
代
，
浙
江
大
学
的
男
女
篮
球
队
、

棒
球
队
、
游
泳
队
，
以
及
由
华
侨
学
生
组
成
的
羽
毛
球
队

一
直
是
省
内
乃
至
国
内
大
学
中
的
强
队
。

1982

年
，
在
第
一
届
全
国
大
学
生
运
动
会
上
，
以
浙

江
大
学
、
杭
州
大
学
、
浙
江
农
业
大
学
、
浙
江
医
科
大
学

为
主
的
浙
江
省
高
校
队
获
男
女
田
径
总
分
第
四
、
男
子
竞

技
体
操
团
体
冠
军
，
艺
术
体
操
团
体
亚
军
。
喻
永
祥
一
人

独
得
男
子
竞
技
体
操5

块
金
牌
。

1985

年
浙
江
大
学
被
教
育
部
列
为
全
国
首
批48

所
试

办
高
水
平
运
动
队
学
校
。
浙
江
大
学
试
办
田
径
、
排
球
二

支
高
水
平
运
动
队
，1992

年
试
办
篮
球
高
水
平
运
动
队
，

1995

年
增
列
网
球
高
水
平
运
动
队
。
杭
州
大
学
从1988

年

开
始
试
办
田
径
、
艺
术
体
操
高
水
平
运
动
队
。
浙
江
大
学

培
养
的
运
动
员
在
众
多
全
国
性
、
世
界
性
比
赛
中
取
得
了

令
人
瞩
目
的
成
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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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合
攀
升
期

1997

年
浙
江
大
学
发
起
试
办
全
国
高
校
篮
球
赛
。

CUBA

联
赛
以“

发
展
高
校
篮
球
，
培
养
篮
球
人
才”

为
宗

旨
，
是
我
国
第
一
个
面
向
高
校
、
面
向
社
会
，
以
培
养
高

素
质
、
高
水
平
篮
球
人
才
为
目
标
的
大
学
生
专
项
运
动
联

赛
，
如
今
已
成
为
国
内
篮
坛
重
大
赛
事
之
一
。2002
年
浙

江
大
学
成
为
中
国
大
学
生
篮
球
协
会
主
席
单
位
。1998
年

浙
大
男
篮
取
得
首
届CUBA

第
三
名
。1999-2000

年
浙
大
男

篮
取
得
第
二
、
第
三
届CUBA

第
二
名
。2012

年
浙
大
男
篮

取
得
再
进CUBA

第
三
名
。

1991

年
浙
江
大
学
发
起
全
国
大
学
生
田
径
锦
标
赛
。

1996

年4

月
，
我
校
田
径
队
出
在
日
本
，
参
加
东
京
四
校
田
径
对

抗
赛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我
校
与
美
国
、
韩
国
、
俄
国
斯
、

德
国
、
日
本
、
澳
大
利
亚
等
国
家
广
泛
开
展
了
体
育
学
术

交
流
与
友
好
互
访
，
提
升
了
我
校
体
育
教
育
和
科
研
的
国

际
视
野
和
学
术
水
准
。
浙
江
大
学
的
学
生
运
动
队
与
国
外

高
校
及
港
澳
台
地
区
的
体
育
赛
事
，
提
高
运
动
竞
技
水

平
，
展
现
浙
大
体
育
风
貌
。



（5

）
整
合
攀
升
期

体
育
设
施
的
建
设
是
学
校
教
育
工
作
的
基
本
条

件
，
是
学
校
教
育
资
源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我
校
羽
泉
、
西

溪
、
之
江
、
华
家
池
、
紫
金
港
（
一
期
）
现
共
有
各
类
体
育

场
、
馆
池177

个
。
总
面
积
室
外209403

平
方
米
，
室
内

24436

平
方
米
。
随
着
我
校
紫
金
港
校
区
二
期
和
体
育
中
心

的
规
划
建
设
，
我
校
体
育
设
施
将
进
一
步
改
善
。
建
成
后
，

浙
江
大
学
将
拥
有
体
育
馆
、
场
、
池
面
积333270

平
方
米
，

约500

亩
地
。

2006年浙江大学颁布实施了《浙江大学体育

工作卓越计划》，确立了以建设内涵丰富的校园

体育文化。

而现今，根据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

目标和总体战略部署，浙大体育教育事业坚持以

“求是创新、育人强师”为宗旨，坚持以“以人

为本、教师为本、学生为本、教书育人”为理

念，以“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增强学生身心健康”

为主题，增强体质、强健体魄、培育精神、提高

技能，养成习惯，使公共体育教育工作在学校人

才培养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体育文化的特性：

1、民族性：

人类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有共性的

一面，也有极具丰富性的一面，甚至是具

有很大个性的一面。这种人类文化的差异

性，就是民族性的表现。各个不同地域的

人类，创造了不同类型、不同形态的文

化，又塑造了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群体。

任何形式的民族文化，都与本民族的形

成延续和发展密切相关，都与本民族的地

理环境、人中特点、风土人情、经济条件、

生产水平乃至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2、时代性：

时代在不断的演化和发

展，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

不同的生产方式。人们总是生

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这个

生活环境对人类来说，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人们在生活实践

中所创造的文化，也都离不开

这个环境的影响。因此，文化

也具有特定的性质、特定的内

容和特定的形态，表现出鲜明

的时代性 。



3、社会性：

文化的社会性，也称文

化的群众性。这是因为任何文

化都离不开大众，更不能离开

社会。如果说人离开了文化，

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同样，

社会离开了文化就会变成一个

愚昧的社会。因此，人、文化

和社会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关

联、相互作用的复合体 。

1987年的广播操

1964年的学生早操

2012年的广播操



4、差异性：

文化的差异性既表现在一个地

区、一个民族的行为习惯上，也表

现在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上。例

如，东方体育文化重礼节、求持中、

重自身完善，求个人身心平衡的品

格形式，表现了人的内在品质和言

行相一致的东方色彩。而西方体育

文化则表现出竞争、激进冒险的风

格。人们常把身体健美的人视为崇

拜偶像，表现了人的外在行为和言

行开诚布公的西方特色。中国体育

文化，重在修身养性的内向性、封

闭性、圆满性为主要特色的体育文

化。印度的瑜伽就反映了印度民族

的体育文化特性。



4、差异性：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

东方：东方注重养生保健术，在体育形
态中的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方：西方注重竞技性、对抗性
的体育形式，源于古希腊的体育，以
身为本，重形、重量、重力、重美。

（1）体育形态的差异：

后又经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从思想、制度、活动内容及方式的补充、完
善、改造，形成一种与西方价值观念完全吻合的体育文化形态。到了近
现代，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殖民主义的侵略，这种体育文化逐渐传播到
世界各地。在奥林匹克运动的重新勃兴后,这种体育文化便具有了世界意
义，成为当代世界体育文化的主体 。

大河流域的民族世世代代生息在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习惯和谐、宁静及相对稳定的生活
方式，因此素以个人的修身养性为主。



（2）价值观念的差异：

东方：强调“整体本位”，讲集体、国家
利益，忽视个人价值 。

西方：提倡“个
人本位”，突出个人
自由和权力。

中国人的整体意识源于以农耕为主的与自然作物交换
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
位，使用十分简单的生产工具，在分散的土地上耕
作，为人们提供的时空关系是固定的、静态的，由于
抵御自然的能力低下，人们必须以家庭或宗族为单
位，协同作战，共同生活。传统价值观念从整体主义
出发，割裂了人格与权力应有的本质联系，走向个人
对家族和国家的义务和责任的强调。体育的责任观念
发展成为“为祖国争光”。“居安思危”、“忧国忧民”的观
念渗透到民族的血骨中。

认为个人的价值是社会
价值的基础和本质。提
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戈拉）“要认识
你自己”（苏格拉底）。
体育中张扬个性，争金
牌，争名次，追求个人
的利益。



（3）精神内涵的差异：

东方：体育文化强调的是在运动中修身养

性，把体育赋予的伦理道德视为重点,强调“心

的修炼”，轻力重神，重文轻武，崇拜圣人，中
国，儒家倡导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西方：宗教传统直到现代仍保留着强大的势力,

并渗透到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强调竞争，好战健

斗，轻神重力，崇拜英雄。

（4）体育制度的差异：

东方：体育由于受“人治”文化的影响，缺乏规
范和制度。（目前，传统体育多处于自觉和半自觉的
传播状态，尤其是向世界传播,其制度还未健全。）

西方：体育文化由于其制度和法律完
善，体育比赛的规则以及场地、器材、设
备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 。



（5）自然关系的差异：

东方：体育文化强

调“天人合一”，追求

人与自然的和谐。

西方：体

育强调“天人

分离” 。

（6）科学程度的差异：

东方：体育文化缺乏科学的支撑，重体悟、整体、直觉。轻分
析、轻知解、轻理论。阴阳、五行、经络学说等传统科学，无法使
传统体育文化得到量化的分析和解释。有较大的模糊性，相当的主
观成分，难以量化。

西方：体育文化以现代科学为基

础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

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营养学等自

然科学揭示体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体育

人文社会科学认识并诠释了体育对人类和

社会的价值。



5、继承性：

也可称为传统性。在养生学的发展中，东方人原先主张以静养

生，后来有人主张以动养生，再后来主张动静结合。这是人们对体

育文化延续和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例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以前

注重于修身养性，后来泛化为强身健体，直到今天的娱乐与休闲文

化。同样，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舞龙、舞狮、气功、武术等等都已

经成为了风摩全球的运动项目。



四、体育文化的价值：

现代体育教育和世界教育发展潮流是一致的。一百多年来，不但
极大地丰富了体育文化，提高了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而且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完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

1、奥林匹克文化的价值：
现代奥运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

展，已经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广

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现代奥运会精神

文化的设计，是对古代奥运会的简单

继承和发展。古希腊的竞技运动受到

社会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尊重。竞技

场上的优胜者不仅受到橄榄桂冠、棕

榈花环和塑像等奖励，更重要的是他

们像英雄一样受到故乡人民的崇拜，

为他们举行盛大庆典。



奥林匹克的格言： “更高、更快、更强”。

奥林匹克的精神：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

奥林匹克最终目的：为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它激励青年人奋发向上、超越自我，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运

动员们勇于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付出辛勤的汗水去争取胜利的意志

和品质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启迪。

现代奥运会的五环设计要比20世纪二

三十年代推进了一大步。体育文化的任务

由感性深入到理性，从形体美深入到心灵

美。体育文化的理性任务要求锻炼者在身

体健美、均衡和体态端正的基础上达到意

志品质高尚、身心尽善尽美的境地，并与

艺术相结合。这种深入的心灵美，是一种

更高层次的体育文化的理性价值。



2、竞技体育文化的价值：

体育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人类创造了体育，也创造了体

育文化。体育文化是一种竞技运动文化。正是人类对这一种竞技运动文

化进行了改造，经济、文化才不断的获得创新与发展。然而这些创新与

发展，是在众人不断的实践中完成的，并经历了与西方学者的社会变革

的历史里程相对应的三个阶段，即宗教体育文化阶段、科学体育文化阶

段和正在进行中的艺术体育文化阶段。艺术体育摆脱了人类求生存的宗

教体育文化和强身健体适应环境的科学化和功利性体育文化的特征之

后，向着竞技与艺术相结合、形体美与心灵美相结合的形态发展。



竞技运动：指为了战胜对手，取得优异运动成绩，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

高个人、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及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所进行的科

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含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两种形式。

远在公元前700多年的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赛跑、投掷、角力等项目，发

展至今已有数百种之多。普遍开展的项目有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乒

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自行车等。各国、各地区还有自己特殊的民族传统

项目，如中华武术，东南亚地区的藤球、卡巴迪等。其发展与国家、地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密切相关 。

特点是：
（1）充分调动和发挥运动员的体力、智力、心理等

方面的潜力；
（2）激烈的对抗性和竞赛性；
（3）参加者有充沛的体力和高超的技艺；
（4）按照统一的规则竞赛，具有国际性，成绩具有
公认性；
（5）娱乐性。当今世界所开展的竞技运动项目是社
会历史的产物。



3、大众体育文化的价值：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出于

人类的共同需要，对人类自身生

存、发展、享受的追求和关注一

刻也没有停止过，正是这种大众

体育文化在教育全球化的浪潮中

的推动力最大，影响最为广泛，

也最为深刻。这是因为大众体育

文化给人类带来快感和美感，并

给社会带来健康和活力。无论中

国的大众体育，还是西方的大众

体育，都是以全面发展和和谐发

展为根基。



大众体育：亦称“社会体育”和“群众

体育”。是为了娱乐身心，增强体质，

防治疾病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在社会

上广泛开展的体育活动的总称。包括职

工体育、农民体育、社区体育、老年人

体育、妇女体育、伤残人体育等。主要

形式有锻炼小组、运动队、辅导站、体

育之家、体育活动中心、体育俱乐部、

棋社，以及个人自由体育锻炼等。开展

群众体育活动应遵循因人、因地、因时

制宜和业余、自愿、小型、多样、文明

的原则。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是

发挥体育的社会功能，提高民族素质和

完成体育任务的重要途径。



4、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历史悠久、博

大精深的光辉篇章，也是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的象征。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是围

绕“养生”为主开展的，人与自然的

结合，充分体现整体修炼和内在和

谐，正在和现代科学相结合，形成新

的独特风格而走向市场。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体育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

的文化遗产。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不仅具有很强的健身价值，

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娱

乐、教育功能。



4、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特别重视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已挖掘整理出了

1000多个体育项目。比如蒙古族被称为

“男儿三项游艺”的摔跤、赛马、射

箭；回族的踢毽、拔河；藏族的赛牦

牛；苗族的荡秋千、划龙舟；壮族由青

年男女表达爱情转变为对抗性比赛项目

的“投绣球”；朝鲜族的跳板；满族的

滑冰；侗族的骑木马(踩高脚)；瑶族的

打陀螺；高山族的放风筝；柯尔克孜族

的“追姑娘”；布朗族的藤球等等。而

龙舟竞渡、风筝、秧歌、围棋、气功、

太极拳等，则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共同

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



4、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

龙舟：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仿龙造形，以龙取名的龙舟，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
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一个独具民族风格的创造。龙舟竞渡具有浓厚的娱乐性和激烈的竞
争性，在南方的水乡地区，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风筝：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是世界上最早的人造飞行器。其制作在中国极为
普遍，北京、天津、山东潍坊和江苏南通四地的风筝自成一派，别具特色，闻名世界。每
逢4月是潍坊一年一度的风筝节，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好者在此交流技艺，传播友谊。

秧歌：是在节奏鲜明的音乐伴奏下的一种民间舞蹈，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因
其舞动幅度较大，故由艺术表演逐渐变为健身运动，尤其受到中老年妇女的喜爱。

围棋：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关于围棋的文字记载。后流传到日本、韩国及欧
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正式的体育运动竞赛项目，现已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和发展。

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实战形式为主的，既能健身自卫，又可养生保健的体
育项目，几千年来一直在民众中广泛传播。

太极拳：是中国武术众多拳种之一，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它融合古代道家养生修炼术，
太极拳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有陈式、杨式、武式、孙式、吴式等多种流派，动作舒缓连贯，
要求以意导体，意、气、体三者协调配合，以静制动，以柔克刚。

气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它对祛病强身、陶冶性情具
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武术和气功不仅风靡中国，而且还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还定期举
办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民族体育健儿欢聚一堂，竞献技艺。



5、校园体育文化的价值：

校园体育文化作为学校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中，在培养

身心健康和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人才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代校园体育

文化在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体育教育方向的同时，既要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又要引

进国际先进的体育文化。



5、校园体育文化的价值：
为完成未来体育教育的使命，我国当代校园体育肩负着历史使命：

健康教育：校园体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指导思想，在生理上、

心理上要和社会相适应的全面性健康，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和对社会责任

感教育，培养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素质教育：为推行素质教育服务，体育教育中推行素质教育要更多

的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提高人文体育的素养，培养健康人格，增强健

身意识和品德修养，协调人际关系和合作精神。

终身教育：培养终身体育教育观念，终身接受体育教育是每一个人

从生到死永不休止的事情，终身教育是教育定向上的整合，终身体育是

终身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浙江大学体育教育的目标是：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培养

学生体育意识、体育技能、体育精神、体育习惯，提高素

养，健全人格、强健体魄、增强体质，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和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贵在坚持”。科学地参加运动健身活

动，因人而异地选择运动竞赛项目，不仅可以增强体质、强健

体魄，还可以培育精神、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为防止在体育活

动与竞赛中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安全安全

与防范。

第三部分 运动安全

一、运动前的准备

1、思想动员：有足够的安全意识，饭前、饭后、饮酒、饥

饿等状况下不宜参加剧烈运动。

2、物质准备：适宜的服装，安全的运动场地、器材；

3、热身运动：要做热身及伸展运动，即充分的准备活动，

以预防拉伤、扭伤等运动损伤。



二、运动注意事項

1、要了解自己的体质，选择合适的运动，要量力而为，不要勉強、过份

剧烈的运动，根据自己身体状况，调控运动负荷。

2、患有急性病，或其他一切不适症状，例如发烧、感冒、剧痛，就不要

勉强做运动；慢性病患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关节炎等，请先向医

护人员查询。

3、运动时，如有头晕、气喘、作呕、胸闷或痛楚增加等情況，应立即停

止，需要時应及早求诊。

4、从事较长时间的运动，如远足，要不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才喝

水，保持自然呼吸，並要有适当的休息，不要令自己气喘如牛。

5、应持之以恆，每周做3次或以上的运动，每次做20至30分钟或以上，可

达到理想的锻炼效果；尽量与同学朋友一起运动，结伴同行。

6、发生运动损伤或其他意外事故，请即时采取应急处理与急救措施。
例如拉伤扭伤应急处理：停止运动、冷敷、包扎、抬高受伤部位；运动骨折应急处

理：即时止血（开放性）、保护伤口、固定肢体：重力休克处理：平卧、下脚垫高、从

小腿顺大腿按摩等。



谢谢！

三、运动结束后

运动结束后需进行放松休整活动，不宜立即大量喝水、过量

冰镇冷饮或淋浴等，切勿立刻进入休息状态。

2012年12月23日

公共体育与艺术部主任 吴叶海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