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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成员有关体育的指示、讲话、文章观点等的系统归纳整理和分析研究，

提出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体育思想，在新中国体育史上各有着与时代相适应的主要特点和所发挥的历史作

用，并从纵向上构成了 3 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时，三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又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并表

现为一种继承和发展的递进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育思想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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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means of systemic induce，straighten out，analyse and study instructions，speech，view about Physical culture
from the members of three generation leadership collective，the papar proposes that Physical culture thought of three genera-
tion leadership collective of the Party has its main Characteristic adapted to the times and give play to historical effect in new
China sports history respectively，and formed the thre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eriod. Meantime，there are intimate internal
relations among Physical culture thought of three generation leadership collective，display a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gradualrelations. Therefore，it formed an integrated Physical culture thought developmental system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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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

1.1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健身体育思想

这是从体育的最本质特点和功能出发而确立的体育思

想，是新中国体育思想的精髓。早在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就对增强人民体质表示了

极大的关心，明确提出：“我们搞体育运动不是当选手出风

头，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增进健康。”①即依靠体育手段，尽快

改变和提高中国人民的体质，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是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因此更要强调

“健康第一”，更要强调“身体好”。正是健身体育思想的确

立，使全党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

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②从而保证了在较

短的时间内，便使中国人民的体质有了根本性转变。③
1.2 “体育和军事训练结合”的国防体育思想

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定的体育思想。

20 世纪 50 年代的抗美援朝、60 年代的珍宝岛事件等，都使

得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异常重视体育在国防建设中的作用。

当时我党不仅提出了体育要为人民服务，而且提出了体育要

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口号。毛泽东甚至提出了“体育和军事训

练结合”的方针。国防体育思想的产生，一方面与历史环境

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所形成的思想

传统有关。例如早在中央苏区时期，苏区政府提出的口号就

是“锻炼出钢皮铁骨似的身体，保护苏维埃，战胜敌人”。④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重庆《新华日报》的题词是：“锻炼体

魄，好打日本。”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使新生的共和

国不被世界反华势力所扼杀，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顺利进行，从而确立了国防体育的思想。国防体育思想的确

立，不仅有效地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建设，同时也推进了大众

体育的开展，促进了人民体质水平的普遍提高。

1.3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外交体育思想

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定的体育思想，并

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成为新中国体育对外交流史

上的一个光辉典范。例如 1952 年，周恩来在接见参加第 15
届奥运会代表团时说：“要通过你们的工作和运动员精神去

宣传新中国。”随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华封锁、孤立、

遏制和敌视政策的破产，随着世界局势从两极走向多极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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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决

定以体育为武器，用乒乓外交打开国际交往的新局面，从而

及时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对外交流方针。这

一体育思想的确立，有力地打破了帝国主义敌视中国、阻挠

中国人民走向世界与各国人民交往的企图，实现了新中国能

够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全面展示光辉风采的目标。

2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

2.1 坚持改革发展特色的体育思想

特色体育思想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

体的理论创新。特色体育思想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坚持发

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邓小平曾反复强调：

我们“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⑤认

为只有在这样的思想基点上，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体育事

业，建设起新时期的中国特色体育。正是在特色体育思想的

指引下，我国体育界依据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奥

运模式”，为我国全面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和

解决台湾问题铺平了道路，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全面走

向世界的新起点。正是在特色体育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体

育改革被提到了体制改革的高度，形成了国家办与社会办相

结合的新格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特色体育思想还表现在，

把坚定不移地发展我国的群众体育和提高民族素质始终放

在首位。所以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说：“体育是个群众性的

东西。”⑥强调要“把学校体育工作搞好，要发展少年儿童业

余训练。”⑦这样，“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再过 5 年、10 年，在体

育方面是有希望的。”⑧
2.2 “提高水平，为国争光”的爱国体育思想

体育本身不是政治，但是体育具有政治的功能。所以邓

小平说：“打球中体现了很大的政治任务。”⑨在当今世界，竞

技体育的国际性不仅扩大了其活动范围，而且加深了其所产

生的社会影响，把本来属于运动技艺的比赛，扩大和延伸到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使体育比赛远远超越了体育本身的价

值，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政治作用。所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确立了“提高水平，为国争光“的爱国体育思想⑩，多次指出

要“发展体育，振兴中华。”○11因为这不仅可以借助体育成绩

提高我们的国际声望，而且可以通过体育成绩鼓舞全国各族

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大干“四化”的信心和决心。正

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体育运动搞的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

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体育“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

这么多观众、听众，”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体育搞起来。”○12
2.3 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伦理体育思想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加强体育的道德伦理建设是极

为关注的，这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体育提出的

新要求。早在 1982 年 4 月 3 日，邓小平就已明确指出：“体

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正因为现代体育

是展示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窗口，

所以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加强我国的体育道德建设，一直给予

极大的关注。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

文明，最根本的是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守纪律。”○13他针对体育比赛中有些运动员不尊重裁判

的现象，曾严肃地指出：“运动员不尊重裁判，也是降低我们

的水平。”○14所以他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在参加国际体育比赛

中，一定注意“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15确实，在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体育有它不可替代的功能。例如由

于运动项目的特点，它可以培养和锻炼人的勇敢、坚毅、果

断、刻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它可以培养人的团结协作、互相支

持、以全局为怀的集体主义精神。又如由于运动比赛的特

点，它可以培养人的诚实、守纪律的优良作风；它可以培养人

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体育道德等等。所以第

二代领导集体所确立的伦理体育思想，无疑对“推动我国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16

3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

3.1 实行全民健身战略的全民体育思想

全民体育思想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过去毛泽东时

期“健身体育思想”的坚持，也是对“健身体育思想”的发展。

强调体育的健身作用，强调全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是我们

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体育思想的共同基

点。如 毛 泽 东 曾 指 出：“体 育 是 关 系 六 亿 人 民 健 康 的 大

事。”○17邓 小 平 则 提 出 要“把 体 育 运 动 普 及 到 广 大 群 众 中

去”○18而江泽民强调的是：“中国有 12 亿人口，体育的中心任

务、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人民身体健康。”○19从中不难看出其

一脉相承的体育思想体系。江泽民曾反复告诫体育界：“体

育工作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增强人民的体质，这是一个国家富

强、文明的标志”○20所以他说：“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他特别指出：“全民健身运动，有利于增强人

民体质，有利于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有利于振奋我们的民

族精神和提高综合国力，意义重大而深远，要深入持久地开

展下去。”○21当然，提出实行全民健身战略的全民体育思想，

又是对“健身体育思想”的发展。因为 ，过去两代领导集体

虽然也十分注意群众性的体育普及工作，并实行过《劳卫制》

和推行过工间操，但是，“以增强人民体质，增强 12 亿人民的

体质，作为最根本的宗旨”，○22则是由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

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全国制定出有目的、有任

务、有措施、有步骤的“全民健身计划“，也是新中国体育史上

的第一次；形成既有国家领导、又有社会支持和民众参与的

立体化体质建设工程体系，同样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

次。总之，全民体育思想的确立，“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集中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

要求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共同愿望。”○23它标志着

我国的体育事业已进入了一个跨世纪的新时代。

3.2 建立健全体育法规的法治体育思想

还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法治建

设的问题，如邓小平曾说：“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

统”，但“没有法治不行”。○24然而，将中国的体育事业正式纳

入法治的轨道，以不断深化体育的改革和发展，则是以江泽

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杰出贡献。例如早在

1994 年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李铁映就对体育界的领导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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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明确的指示，他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

行政部门的干部要学会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进行

宏观管理。”认为体育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它的管理必须

依法进行，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体育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江

泽民同志更是强调了已经产生的体育制度和法律，一定要做

到“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的

改变而改变。”○25认为只有真正地依法治体，依法行政，才能

保证中国的体育事业在不断适应社会变化的条件下，遵循其

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稳步地向前推进。正是法治体育思想

的确立，使我国近年来终于“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需要，符合现代化体育运动规律，以宪法为指导，以体育

法为龙头，以行政法规为骨干，以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

基础，结构合理、层次衔接有序的体育法规体系和与之相适

应的体育执法监督及法律服务体系。”○26保证了中国体育事

业的健康发展。

3.3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辩证体育思想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这

是新中国我党处理体育发展两大矛盾问题时的一贯指导思

想和方针。例如 1956 年周恩来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就

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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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提高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邓小

平在 1974 年 8 月 8 日接见参加亚运会队伍时也说：“在普及

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体育也是这个问题嘛。”以

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是确立了这种辩证

体育思想。如江泽民曾多次指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体

育运动中存在这个规律。”因此，“群众体育活动和竞技运动

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要保持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相互

促进、共同提高的局面。”○27李鹏在 1997 年为第 8 届全运会

的题词：“提高体育竞技水平，推进全民健身运动。”还有李瑞

环 1997 年为第 8 届全运会题词时，也同样写道：“全民健身，

增强体魄，攀登高峰，光耀祖国。”由此可见，在处理普及与提

高、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发展关系问题上，党的第三代领

导集体是具有明确认识的。所以江泽民反复说：“体育事业

是群众的事业，广泛开展群众参与的体育活动，是我们体育

工作的重点。同时要努力发展竞技体育，这不仅可以为国争

光，还可以为群众体育活动的发展起引导、示范作用。”○28确

实，第三代领导集体所确立的辩证体育思想，不仅为我们正

确认识和处理体育工作中的各种关系提供了思想上的锐利

武器，而且有利于在中国形成良性循环的体育发展机制。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在新中国体育思想发展

史上具有主导性和权威性。正是在三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

想指导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才有可能走过一段辉煌的历

史，并取得了举世瞻目的伟大成就。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各有其与时代相适应的

主要特点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并从纵向上构成了 3 个不同

的历史阶段，是新中国体育思想发展史上的 3 个里程碑。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虽然有着明显的阶段

性，但相互之间又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凸现出一种继承

和发展的递进关系。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我党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体育思想发展体系。

注释：

① 毛泽东，转引自“毛泽东锻炼身体的故事”，《新体育》第 17
期，1958.
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指示，1955.
③ 1949 年前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 35 岁左右，到 1978 年已

延长近一倍 .
④ 关文明主编《体育史》，第 152 页。高教出版社，1996.
⑤ 邓小平，与国家计委、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

1983 - 01 - 12.
⑥ 邓小平，会见墨西哥体联主席塞万提斯时的谈话，1973 -
10 - 09.
⑦ 邓小平，接见国家体委负责同志的谈话，1974 - 01 - 04.
⑧ 邓小平，会见各国体育代表团长时的谈话，1975 - 03 - 21.
⑨ 邓小平，转引自“缅怀小平同志，做好体育工作”《 中国体

育报》1997 - 02 - 22.
⑩ 邓小平，为第五届全运会题词，1983 - 09 - 15.
○11 邓颖超，为《中国体育》25 周年题词，1983 - 06 - 18.
○12 邓小平，在北戴河的谈话，1984 - 08 - 14.
○13 邓小平，与印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的谈话，1983 - 04 - 23.
○14 邓小平，与国家体委负责人的谈话，1977 - 07 - 30.
○15 邓小平，接见参加亚运会队伍时的谈话，1974 - 08 - 08.
○16 江泽民，在接见亚运会组委会工作人员时的讲话，1990 -
10 - 09.
○17 毛泽东，中共中央讨论体育工作时的指示，1953.
○18 邓小平，为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题词，1997 -
02 - 22.
○19 江泽民，接见第 3 届亚冬会组委会领导成员时的谈话，

1996 - 02 - 04.
○20 江泽民，接见第三届亚冬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的谈话，

1996.
○21○27○28 江泽民，在第 8 届全运会期间接见群众体育先进代

表时的谈话，1997.
○22 李 鹏，接见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人员时的讲话，1996.
○23 李铁映，为大力增强全国人民的体魄而奋斗，《中国体育

报》，1995 - 06 - 29.
○24 伍绍祖，缅怀小平同志，做好体育工作 .《中国体育报》

1997 - 02 - 22.
○25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 15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97.
○26 国家体委，关于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的决定 .《中国体育

报》，1997 - 02 - 05.

［编辑：李寿荣］

31第 4 期 罗时铭：新中国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