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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缩写PE或P.E.），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身体与智力

活动为基本手段，根据人体生长发育、技能形成和机能提高等规律，达到促进全面发育、提

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改善生活方式与提高生活质量的一

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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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是各器官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进行体育活动时，看起来好像只有肌肉在活动。其实

身体的呼吸、血液循环等器官都在参加活动，并且都要由大脑皮层来指挥协调。做准备活动

正是为了提高大皮层神经细胞的兴奋，准备活动还能使体温略为升高，使肌肉、肌腱都处于

良好的状态，弹性、伸展性都很好，不至于因为突然收缩而拉伤或撕裂，这在冬天尤其重要

。进行投掷时，如投手榴弹、铅球、实心球、标枪、垒球等，一定要按老师的口令行动，令

行禁止，不可有丝毫的马虎。

    体育一词虽然被译作Physical education、Sport、Sports，但是体育一词却不是译自于英文，

而是来自于日文，是直接借用日文中的"体育"一词。不过，日本在Physical education一词的翻

译上并不是一步到位译作"体育"的，而是经历了从译作"身体（之）教育"、"体教"、"身教"到

译作"体育"的日文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在19世纪70年代完成的。

    体育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体育"一词却出现得较晚。因为在"体育"一词出现前，世界各

国对体育这一活动过程的称谓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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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C．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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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历史悠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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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1901年至1906年间，就有13000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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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体育"这个词最早见于1904年，在湖北幼稚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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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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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年，卢梭在法国出版了《爱弥尔》一书。他使用"体育"一词来描述对爱弥尔进行身体的

养护、培养和训练等身体教育过程。由于这本书激烈地批判了当时的教会教育，而在世界引

起很大反响，因此"体育"一词同时也在世界各国流传开来。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体

育"一词的最初产生是起自于"教育"一词，它最早的含意是指教育体系中的一个专门领域。

到19世纪，世界上教育发达国家都普遍使用了"体育"一词。而我国由于闭关自守，直到19世纪

中叶，德国和瑞典的体操传入中国，随后清政府在兴办的"洋学堂" 中设置了"体操课"。1902年

左右，一些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从日本传来了"体育"这一术语。随着西方文化不断涌入我国，

学校体育的内容也从单一的体操向多元化发展，课堂上出现了篮球、田径、足球等。许多有

识之士提出不能把学校体育课称体操课了，必须理清概念层次。1923年，在《中小学课程纲

要草案》中，正式把"体操课"改为"体育课"。[2] 从此"体育"一词成了标记学校中身体教育的专

门术语。

    "体育"一词在含义上也有一个演化过程。它刚传入我国时，是指身体的教育，作为教育的一

部分出现的，是一种与维持和发展身体的各种活动有关联的一种教育过程，与国际上理解的"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其目的和内容

都大大超出了原来"体育"的范畴，体育的概念也出现了"广义"与"狭义"解释。当用于广义时，

一般是指体育运动，其中包括了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三个方面；用于狭义时，一

般是指体育教育。不少学者对"体育"的概 念提出了一些解释，但比较趋于一致的解释为："体

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

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体育的这一定义既说明了它的本质属性，

又指出了它的归属范畴，同时也把自身从与其邻近或相似的社会现象中区别出来。但是，体

育的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体育的认识也将有所发展。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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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系统分析方法

　　2、比较分析方法

　　3、具体与抽象方法

　　4、分析与综合方法

　　5、归纳与演绎方法

　　6、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7、预测研究方法

四、数据来源

　　对行业内相关的专家、厂商、渠道商、业务（销售）人员及客户进行访谈，获取最新的

一手市场资料；

　　艾凯咨询集团长期监测采集的数据资料；

　　行业协会、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等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的数

据与资料；

　　行业公开信息；

　　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季报、年报和其它公开信息；

　　各类中英文期刊数据库、图书馆、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文献资料；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对行业的重要数据指标进行连续性对比，反映行业发展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http://www.sai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sr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世界贸易组织 https://www.wto.org

　　联合国统计司 http://unstats.un.org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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