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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体育思想

王广明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体育部，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１５）

摘要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概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体育思想的主要体现是发
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其基本特征是健康性、全民性、教育性；阐述了毛泽东体育思想对新
中国体育事业及对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的影响，从而明确了研究毛泽东体育思想的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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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体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自身具有独立、完整的发展体系，它揭示了发展

体育运动与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

的辩证关系。分析和研究毛泽东体育思想，对于继

承和发展毛泽东体育思想体系，发展我国的体育事

业，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理论

价值。本文仅就建国初期５０年代毛泽东体育思想

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和历史地位问题，发表一些粗

浅的看法。

一、建国初期毛泽东体育思想的主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需要恢复，政 治 需

要稳定，人民生活需要改善，我国的体育事业也处

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之中，解放前，我国人均寿命不

足３５岁，长期背负着“东亚病夫”的帽子，人民的健

康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和提高。针对这种情况，毛
泽东多次发出有关增进全民健康，增强全民体质，
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指示。从毛泽东的这些体育

思想中不难看出他要从根本上扭转“民族之体质，
日趋轻细”① 的倾向，首先把普遍增强人民体质，提

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作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最

本质的特点和首要任务，实际上他是在努力提高人

民体质的同时，通过发展体育运动，作为振奋民族

精神的一个侧面，使中华民族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

于世界的东方，从而达到从根本上全面地改造旧中

国，建设新中国的目的。
综合毛泽东建国初期的体育思想，应包括以下

基本内容。

１．“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９日，毛泽东在给教育部部长马

叙伦的信中提出：“要各学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

二”。②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５日，毛 泽 东 就 学 生 健 康 问 题

再次给马叙伦写信，信中说：“提出健康第一，学习

第二的 方 针，我 以 为 是 正 确 的”。③ 到１９５３年６月

３０日，毛泽东 在 接 见 青 年 团 第 二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主席 团 时 明 确 提 出，要 使 青 年 身 体 好，学 习 好，工

作好。
毛泽东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健康第

一”的思想，是 对 他 早 期 体 育 思 想“无 体 是 无 德 智

也”④ 的继承和发展。同时，通过他给马叙伦的信和

接见青年团代表时的讲话，也可以发现毛泽东非常

重视教育事业，特别关心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的良好

愿望。
毛泽东提出“健康第一”的主导思想，也是当时

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因为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强

健体魄、坚定意志、精力充沛的建设人才，如果国家

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则根本无

法胜任社会工作和学习的需要。这决不是说毛泽

东提出“健康第一”的思想，有忽略德育和智育的倾

向，相反，充分反映出两者辩证统一的关系，也体现

出他“野 蛮 其 体 魄，文 明 其 精 神”⑤ 的 体 育 思 想

观念。

２．“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０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

会第２届代表大会的题词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

人民体 质。这 个 题 词，对 于 新 中 国 体 育 事 业 的 发

展，对于全民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起到极大的

推动作用。
毛泽东在１９５４年主持的政治 局 会 议 上，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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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批准了中央体委《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工作

报告》。党中央在批示中明确指出，“人民的体育运

动是国家的一项薪新的事业”。“改善人民的健康

状况，增强人民体质，应作为党的一项政治任务”。
“要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

机关中切实 开 展 起 来。”１９５６年，周 恩 来 在 党 的 八

大上所作报告中强调：“我们应该在广大群众中进

一步开展体育运动，有效地增强人民的体质，并提

高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
可以说这些体育思想，都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 分，是 对 毛 泽 东 体 育 思 想 的 继 承 和 发

展。正是在这 些 体 育 思 想 的 指 导 下，才 使 我 国５０
年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出现生机勃勃的景象，对于推

动全民体育运动的开展，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加强组织纪律性教育，对于恢复生产，促进生产，发
展生产力，建 设 和 保 卫 国 家 都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促 进

作用。

３．“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
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
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的讲话中，第一次较为全面而又深刻地指

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方

针的提出，确立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为我国学

校体育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事实上，早在１９１７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

一文中，就有“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

寄于体”，“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的
论述。此外，上世纪３０年代，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根

据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编写的

《抗大组织条令》中，在教育方法上也强调“体力智

力统一”。可以说，这些论述和思想是与马克思在

一百多年前的预言“未来体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

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

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⑥ 相结合的产物。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确立了学校体育

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从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学校

体育的普遍关注，极大地促进了学校体育工作的积

极开展，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起到

保障作用。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分析和综合，建 国 初

期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基本点是：一是健康第一；二

是增强人民体质；三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核心

是增强人民体质。

二、建国初期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根据５０年代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上的经

验教训，提出来的体育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经济、
文化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贯彻执

行，是因为毛泽东体育思想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１．健康性
毛泽东体育思想始终是以增进人的健康，增强

人的体质为核心的。毛泽东在５０年代多次就学生

健康问题向有关方面指示，一再强调要把健康问题

放在首位，这除了与毛泽东个人长期坚持体育锻炼

并从中受益有关以外，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的

客观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使是在今天，增进

人的健康，仍作为体育的重要功能之一，而被广大

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这样看来，毛泽东体育思想

深入人心便成了自然和必然，也充分说明了健康性

的这一鲜明的特征。

２．全民性
毛泽东体育思想始终是以全民参加体育运动

为基础，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康素质和健康水

平为目的的。开展体育运动，不是哪几个人或哪几

个部门的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项新的事业，
是一项重 要 的 政 治 任 务。因 此，在５０年 代，在 工

厂、矿山、学校、部队和机关，在全国各地，体育运动

蓬勃开展，使新中国的政治面貌、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群众性体育活动和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取得可喜

的成就。

５０年代的清 华 大 学 曾 开 展 过 一 场“要 不 要 参

加体育活动”的辩论。同学们在辩论中进一步学习

了毛泽东有关体育的指示精神、体育思想，明确了

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意义。通过讨论，起到了统一

思想，统一行动的作用，提出“人人都锻炼、天天上

操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⑦ 的著名口号，反映

了当时人们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和开展体育活动

的热情，使体育运动更具全民性。人们自身的发展

也需要运动来满足个人生活的需要，以适应社会发

展对人体之健康的需求。

３．教育性
教育性具有两层含义，其一，强调“青年应该把

坚定正确的 政 治 方 向 放 在 第 一 位”。⑧ 这 是 毛 泽 东

的一贯思想。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９日，毛泽东在巡视大

江南北后 对 新 华 社 记 者 发 表 的 重 要 讲 话 中 指 出：
“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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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其二，强调体育和德

育、智育相结合，培养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面发展

的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一文中，在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之前，有这样一

段论述，“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

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 偏 向。……
思想政 治 工 作，各 个 部 门 都 要 负 责。共 产 党 应 该

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

长教师更 应 该 管”。这 说 明 毛 泽 东 提 出 的 教 育 方

针，是针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和中学中思想政治方

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的，在这里面既强调把体

育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强调

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教育必须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导思想。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既强调全面发展教

育中的德育，又强调体育中的德育。把坚持坚定的

政治方向与体育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正是毛泽东体育思想具

有教育性的生机和活力所在。即使是在今天仍有

巨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体 育 思 想 既 有 健 康 性、全 民 性 和 教 育

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三个特征都

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影

响的，共同贯穿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中。

三、建国初期毛泽东体育思想对

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影响

　　５０年代毛泽东体育思想的意义，在今天看来，
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包含的深

度和广度。尽管在解放以前，毛泽东就对体育锻炼

的价值有其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在其１９１７年发表

在《新青年》第３卷第２号《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对
体育的概念、目的、作用、体育与德育、智育之间的

关系、体育锻炼的原则、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

精辟的论述，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

文献。但受社会历史条件，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
仍不能达到５０年 代 其 体 育 思 想 对 社 会 的 影 响 程

度，也正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更，他个人社会

地位的改变，使５０年代毛泽东体育思想在新中国

体育事业 的 发 展 进 程 中 产 生 了 无 法 估 量 的 影 响。
在毛泽体育思想精神的指导下，他的亲密战友周恩

来、刘少奇、朱德、贺龙和陈毅等人，也都在很大程

度上发展、丰富和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体育思想，
加快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缩短了中国与世界

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差距。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

得最为突出。

１．毛泽东体育思想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处
于主导地位

自毛泽东于１９５０年提出“健康第一”的方针以

后，各级学 校 展 开 了 以 健 康 教 育 为 内 容 的 各 项 工

作，当时的教育部于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９日至３１日，召
开了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会议提出体育作

为普通中学全面发展的一个方面，要规定具有体办

法，贯彻“健康第一”的方针。同年５月１８日，马叙

伦在政务院第８５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１９５０年全

国教育工作总结和１９５１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

任务的报告”中提出：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直到各

级学校切实实行“健康第一”的方针。同年８月６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关于改善各级学

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决定》指出：增进学生

健康，乃是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培养出具有

强健体魄的现代青年的重大任务之一。要求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教职员工，必须严肃注意这一

问题，立即纠正忽视学生健康状况的思想和对学生

健康不负责任的态度。
毛泽东“健康第一”方针的提出，为后期全面发

展的教育方针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

于增进青少年身体健康水平增强体质，提高整个中

华民族的身体健康素质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教育部于当年８月１日，颁发的《中学暂

行教学计划（草案）》中规定，中学设体育课（生理卫

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从国家法制上明

文规定的第一个把体育列为必修课的文件，并为我

国学校体育的开展奠定了法制基础。
毛泽东于１９５２年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

民体质”的题词之后，周恩来在１９５６年第八届党代

会，１９５７年第一 届 人 代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上 都 指 出 要

增进人 民 健 康，增 强 人 民 体 质。在 这 一 精 神 指 导

下，全国各地各级各类学校，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群

众性体育锻炼活动热潮。到１９５６年，已有８３万多

人通过了“劳卫制”标准。⑨１９６０年 之 后，在 我 国 出

版的各级各类学校体育教学大纲中，都把增强学生

体质作为学校体育的重要任务来贯彻，从１９５７到

１９６６年，有４２００多 人 达 到“劳 卫 制”和“青 少 年 体

育锻炼标准”，⑩“从１９５４年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以 来，到１９８０年 止，达 标 人 数 已 达 近９千 万

人”。瑏瑡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仅仅是对新

民主主义时期体育的性质、目的、任务做了高度的

（下转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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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提高以及各方面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学校要

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重视专业课教师的进修学习

和培训，为教师的外出学习、参观考察、学历提高等

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支持；鼓励年轻老师多锻炼，多

深入社会和学生中了解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高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师要提高

自身综合素质。首先，教师要提高的理论素养。系

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具
有扎实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还要学习和掌握相关学

科的横向理论知识；掌握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等方

面理论知识。并能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政治形

势的变化调整教材内容，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其

次，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教师是学生思想道

德品质的塑造者。教师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对学

生道德意识的形成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有着重

要的影响。第三，提高人际交往和组织、协调、沟通

能力。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需要教师

有多方 面 的 能 力。如 果 缺 乏 这 些 能 力，教 师 的 知

识、教育的信息和教师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不仅难

以充分展示出来，实践教学更难以真正的落实。
只有教师的理论知识、道德素质和各方面的能

力得到提升，才能顺利的设计和指导实践活动，有

效地开展实践教学，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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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更重要的是成为我国制定体育方针政策的依

据，而且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它是

毛泽东体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指引着我国体育事业

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前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２．明确了体育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
尽管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所提出 的 教 育 方 针，是

针对当时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在思想政治方

面存在一些问题提出来的，但由于作为教育方针中

体育是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方面，从而确立了体育

在教育中的地位，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起到了划

时代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１９５７年国家体委、
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教育部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发出《关于１９５７年学校体育

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试行“体育教学大纲（草

案），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提高教师水平，积极开展

课外体育活动，培养学生锻炼身体的习惯。５月２１
日，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高等学校一、二年级体育

课不能改为选修课程。由此，为保证体育教学的质

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学校体育工作跃上了一

个发展的新台阶。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

后，封建思 想 意 识 比 较 顽 固 的 国 家 里，“唯 有 读 书

高”的思想长期困绕着人们的情况下，毛泽东所提

出这样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更有价值。

毛泽东的体育思想是毛泽东留给我们广大体育

工作者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

的体育方针，开创了我国体育事业新局面，是发展体

育事业的指导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分

析和研究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对于丰富毛泽东体育

思想体系，进一步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中华民

族素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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