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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最多，说明美国中学利用宣扬团队合作精神以及青

少年学生喜欢在竞争中追求刺激、在运动中享受快乐

的心理，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接力跑竞赛，有效地调

动了学生参与田径运动的积极性。我国中学田径趋于

被淡化，学生参加田径运动的积极性不高，要扭转这

种不利局面，不仅需要加大对田径的宣传力度，使人

们对田径有一个正确认识，更有赖于对中学田径教学

以及训练竞赛方法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提高田径

对广大学生的吸引力，使他们在快乐愉悦的情感体验

中培养对田径的兴趣和爱好。 

2.4  促进田径“苗子”的涌现有赖于广泛开展训练竞赛 

美国中学生田径运动如同一个巨大的青少年田径

人才培养和筛选网络，通过这个网络脱颖而出的青少

年田径人才非常众多。与其它项目相比较，田径又是

一个很经济的项目，中学生田径运动在美国一些人口

偏少、经济不很发达、公众生活水平中下的地区得到

高度发展，对我国中学开展田径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

启示。我国在历史上产生过朱建华、邹振先、王军霞、

曲云霞等优秀田径选手，现在又出现田径巨星刘翔，

说明我国的人种也很适合搞田径。同时，我国大部分

中学都已经拥有田径场或跑道，逐步推广以校代表队

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田径课余训练并不存在硬件上的障

碍，如果我国也能广泛开展中学生田径训练竞赛，把

青少年田径人才培养和筛选网络拉得更大，就必定会

从中涌现出更多的田径“苗子”，产生更多的田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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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体育”概念 
 

对“体育”的认识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完整的概念，事

实上，教科书上已经有了很多权威的体育概念，有的甚至已

经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什么是体育？对事物的认识永远是不断深入的过程，此

一时的认识决定了此一时的实践活动。先进的文化除了是正

确的文化外，还要是超前的文化，如果我们永远只能认识眼

前的“体育”，或者认识落后于现实的“体育”，那么，我们

永远都只能在盲目中摸索前行，永远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第二，所有的认识都是渐进的过程，牛顿在苹果砸在头上时

突然认识到了万有引力，不能说明他的认识是在神明的指引

下的顿悟，所以，渐进式的发展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 
与“什么是体育”相似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不

是体育”，我们经常把身体活动与“体育”相提并论，认为

“体育”可以锻炼身体，可以延年益寿，我们很多的价值关

联都是将“体育”和“身体活动”连在一起的。过去人们用

“运动”这个词，但是，我觉得用“身体活动”更贴切些。

不用深入辩论，“体育”不是“身体活动”，因此，它不具备

锻炼身体的功能，而所谓“强身健体”的功能，是与体育有

关系，但不是“体育”直接的功能。体育不是比赛，过去人

们认为体育就是比赛，将比赛包装为“竞技”就成了体育了。

意甲、西甲、NBA、CBA，都是“竞技体育”最重要的项

目，美国的“体育产业”是拉动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体

育”绝对不是经济活动。 
回头理顺一下思路，“体育”不等于“身体活动”、“体

育”不等于“比赛”或者是“竞技运动”、“体育”不等于“经

济活动”、“体育”也不等于“教育”，但是似乎又跟这些有

关系。“体育”是这些事物特征的相交集合。 
 

（王苏杭教授  新乡医学院体育部）

 
体育在线论坛链接：http://www.tiyuol.com/thread-4874-1-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