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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术语的“本真意义”为立论前提，从考察体育的

起源和词源出发，将“体育”术语的起源和引入时期

作为重要研究背景。“Sport 大体育观”以“体育的概

念是发展的且有规律的”为立论前提，从考察概念与

体育实践的关系出发，将当代体育实践的拓展及其与

社会的关系作为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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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体育网刊》2009 年第 1 期导读 

 
《体育网刊》依托网络平台，辐射华夏，两年风雨兼程，

不断发展壮大。新年伊始，万物更新，《体育网刊》在这里

给各位体育工作者、爱好者拜个早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万事如意，牛气冲天。 

《体育网刊》2009 年第 1 期秉承过往风格，综合设置

主题板块，精选美文以飨读者。“运动人体科学”栏目有《武

术运动员旋子转体 720°接跌竖叉动作的运动学分析》、《振

动训练对大鼠无氧运动能力的影响》等论文，这几篇文章方

法科学、数据详实、逻辑严谨，相信可让该领域的体育研究

者有所收益。“社会体育”栏目把目光投向了农民工子女体

育教学现状、大学生体质健康与心理的关系、体育教学思想

等热点话题。明秋云的《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校体育教学现

状及发展对策研究》对上海 30 所农民工子女学校进行了深

入的走访调查，掌握了很多珍贵的一手材料，并对农民工子

女体育教学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具有现

实意义，值得一读。 

“中小学体育教师园地”栏目收录了《“十法”消除体

育教学中的畏惧心理》、《开展校园体育俱乐部的优势与存在

问题》等 7 篇文章。这些文章贴近教学，联系实践，是中小

学体育教师的教学参考资料。“学校体育”栏目内容丰富，

其中，《构建高校体育人力资源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研究》

和《科学体育锻炼的第一步——锻炼的准备活动》等文章值

得关注。“训练竞赛”栏目更专注体育训练研究，选择与铁

饼、耐久跑等实战训练息息相关的 4 篇文章。“民族传统体

育”与“奥林匹克研究”栏目也有新作，这里不再一一推荐。 

盘点 2008，论坛人气倍增，硕果累累；展望 2009，挑

战与机遇并存，信心满怀。 

（黄胜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城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