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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引言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

思想家
、

理论家
,

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体育家
,

他的体育思想
,

支配着当

代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
。

他的不朽之作 《体育之研究》发表至今已有 7Δ 个年头了
,

其内容精深
,

语言简洁

准确
,

说理透彻
,

是我国第一篇以近代科学教育观点全面系统地论述体育理论与实践的珍贵文献
。

今天我们

重新学习 《体育之研究》
,

探讨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真谛
,

对推动体育改革与发展
,

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为此
,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
、

归纳演绎法对毛泽东的体育思想进行研究
,

提出个人

的意见
,

以求教于同仁
。

∀ 毛泽东早期体育思想的发展和演化过程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经历了由唯心主义为起点
,

向二元论转化并最终走向唯物主义的历程
,

其体育思想的

演化大致也经历了相仿的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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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及对体育的直观

毛泽东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以传统教育占主导地位
,

他以对神佛以及自然力的惊叹和崇拜开始
,

进人学

校求学后又系统地接受了唯心主义的教化
,

形成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

他力图运用这些观念去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
,

其中也包括改造人的身体
。

在这一时期
,

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
,

主要涉及生与

死
、

志与气
、

修身求学等几方面的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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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元论的世界观与多倾向的体育观

毛泽东从写作 《体育之研究》开始
,

在兴国济民思想抱负的驱动下
,

他那求实的个性和由
“

经验而得

知
”

的倾向一直向前发展着
。

由于社会教化力量的增长
,

自控能力的增强
,

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在三湘大地

上愈来愈广泛的影响
,

致使毛泽东转变为二元论者
,

导致了思想上的一大跃进
,

从而使他的体育思想得到了

基金项目
4

厦门大学校级课题立项基金 2ς! 9!! ∀3

收稿日期
4  ! ! 一 ! Ω 一 ∀Δ

作者单位
4 ∀

0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
,

福建 厦门 : ∀!! Δ 5  
0

华侨大学体育部
,

福建 泉州 :  ! ∀∀ ∀
0

/ ) Π ∋
0

% > Π = Λ .∗) Π
0

Γ
0 ,

Ξ ∗,
Θ

Ρ ) Β Ι Β ∗Ο) &( ∗∋Ε
,

Ξ ∗,&Β )Β : ∀! ! Δ
,

Τ<∗&., 5  
0

/ ) Π ∋
0

%> .
〕= Λ.∗) ∃

0

Γ
0 ,

Η = , Β Ψ ∗, % Ι Β ∗Ο ) &( ∗∋Ε
,

Ζ
∋, , Β Ν < % = :  ! ∀ ∀

,

Τ<∗Β ,

第 . 作者简介
4

黄力生 2∀ Ω7 一 3
,

男
,

福建厦门人
,

副教授
,

厦门大学青年骨干教师
。

研究方向
4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
。



·

 
·

体育科学研究 第六卷

空前的发展
。

这时
,

毛泽东以浓郁的兴趣
,

饱满的热情关注着社会
、

政治大事的同时
,

投人了不少精力对体

育进行研究
。

以 《体育之研究》为代表
,

毛泽东对体育的研究涉足了有关体育的众多理论间题
。

从哲学倾

向上分析
,

由于受二元论世界观的影响
,

他的体育思想呈现出多倾向发展的特征
,

主要体现在强调体育的实

践性 5 坚持经验论 5 强调
“

先知而后行
” ,

发挥主观能动性 5 强调
“

身心并重
” ,

主张心物一体论等众多方

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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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形成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与体育观

从 《体育之研究》发表到 ∀Ω ! 年前后
,

这是毛泽东初步形成唯物辩证世界观的时期
。

随着毛泽东向唯

物主义的迅速飞进以及唯物史观的确立
,

毛泽东对生命与体育有了更正确而深刻的认识
,

逐步走向科学的唯

物辩证体育观
。

 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真谛

纵观毛泽东的体育思想
,

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 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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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体育思想体现了德
、

智
、

体全面发展的体育教育观

毛泽东在 《体育之研究》中
,

批判了几千年沿袭下来
“

重文轻武
”

的陈腐教育观
,

指出
“

令人则多偏

于智
” , “

详德智而略于体
”

的教育
,

从而造成许多
“

楼身俯首
,

纤纤素手
,

登山则气迫
,

涉水则足痉
”

的

手无缚鸡之力
,

心无一夫之雄
,

白面纤腰
,

妩媚如处子
,

畏寒怯热
,

柔弱如病夫的文弱书生
。

他在文中极力

提倡
“

野蛮其体魄
” ,

而且是在学校教育中提倡发达身体的
“

野蛮
” ,

这
“

野蛮
”

二字对于温文儒雅的旧中

国教育家们来说
,

是极为刺耳的
,

这是毛泽东对旧教育中轻视体育
,

重文轻武教育思想的挑战和反叛
。

他之

所以大力提倡
“

野蛮其体魄
” ,

是因为
“

德智皆寄于体
,

无体是无德智也
” , “

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

而收效远
” 。

毛泽东认为
4 只有

“

体育一道
,

配德育与智育
” ,

才能达到
“

身心并完
”

的目的
。

他在 《体育

之研究》中还形象地比喻说
4 “

体者
,

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
,

其载知识也如车
,

其寓道德也如舍
。 ”

只有车子坚固
,

才能多拉快跑 5 只有房屋不破
,

才能安身住人
。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富含科学道理的
。

正因为

体育能够锻炼身体
,

增强体质
,

提高健康水平
,

所以
,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4 “

善养其身无过于体育
,

体育于

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
” 。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极力提倡
“

野蛮其体魄
”

和
“

健康第一
” ,

而且在实践中也身体力行
,

积极从事身

体锻炼
。

他在就读长沙第一师范学习担任校友会主席期间
,

大力提倡开展体育活动
,

校友会下设 巧 个部
,

其中体育就占了 9 个部
。

在苏区担任苏维埃主席期间
,

毛泽东指出
4
苏维埃教育方针在于广大民众都成为有

文明幸福的人
,

为了加强对学校体育的指导
,

他提议设立学校体育训练委员会
,

并经常视察学校
,

他经常对

学生说
4 “

你们在课后应多参加体育活动
,

这样身体才会长得健康
。 ”

毛泽东每周都要到沙洲坝的苏维埃大

学讲课
,

课余时间经常组织学员进行体育活动
,

并勉励学员要好好学习
,

锻炼身体
。

新中国成立后
,

毛泽东仍然倡导
“

健康第一
”

的教育思想
。

∀ΩΔ! 年
,

他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
,

信中说
4 “

中央华东局提出健康第一
,

学习第二的方针
,

我 以为是正确的
。 ”

并敦促
“

此事宜速解决
。 ”

∀Ω Δ:

年 月
,

毛泽东接见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说
4 “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
4
一

、

祝贺他们身体好 5

二
、

祝贺他们学习好 5 三
、

祝贺他们工作好
。 ”

毛泽东把身体好放在
“

三好
”

的第一位
,

体现了他
“

健康第

一
”

的教育思想
。

∀Ω Δ 9 年  月
,

毛泽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提出
4 “

我们的

教育方针
,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

智育
、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

者
。 ”

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德
、

智
、

体全面发展的体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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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体育思想体现了炼志救国的意志体育观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立下了
“

改造中国与世界
”

的人生大志
。

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上
,

他清楚地认识

到
4
坚强的意志对于革命者的重要性

,

他认为要成为革命者
,

要在事业上有成就
,

没有坚强 的意志是不行

的
。

对于毛泽东来说
,

坚强的意志正是实现他立下人生大志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

正如他所说的
4 “

意志者

也
,

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 ”

那么
,

如何才能培养和磨练坚 强的意志呢 [ 这个问题毛泽东在 《体育之研究》

作了精辟的论述
,

他认为体育是培养和磨练意志 的最好手段
,

这是因为
“

体育之效
,

至于强筋骨
,

因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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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

因而调感情
,

因而强意志
。 ”

在毛泽东看来
,

体育的最终 目的是磨练意志
。

所以
,

他明确指出
4 “

夫

体育之主旨
,

武勇也
。

武勇之曰
,

若猛烈
,

若不畏
,

若勇为
,

若耐久
,

皆意志之事
” 。

他还强调指出
4 “

强

意志
,

体育之大效
,

盖尤在此矣
” 。

正是因为毛泽东把体育视为磨练意志的最好手段
,

以他一生酷爱体育
,

长期坚持体育锻炼
,

以磨练其坚强的意志
。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运用冷水浴
、

日光浴
、

风浴
、

雨浴
、

游泳
、

登山
、

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来磨练意

志
。

他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
,

冷水浴是他每天清晨必不可少的第一课
,

春夏秋冬从不间断
。

当同学问他为

什么冬天还坚持冷水浴时
,

他说
4 “

一来可以锻炼身体
,

二来可以锻炼猛烈与不畏
” 。

在当时
,

毛泽东注重

意志与胆略的锻炼
,

闻名全校
。

当毛泽东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和领袖后
,

仍然坚持与意志有关的体育锻炼
,

游泳是他长期坚持健身

锻炼的项 目
。

他认为
4 “

游泳可以锻炼身体
,

可以锻炼意志
” 。

他说
4 “

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

应该提倡
” 、

“

要走出游泳池
,

在江河游泳
,

有逆流
,

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敢
” 。

毛泽东曾多次横渡长江
,

遍游琶江
、

珠江
、

钱塘江等大川激流
。

∀ΩΔ 年
,

毛泽东在武汉曾三次横渡长江
,

并写下了
“

万里长江横渡
,

极 目楚天舒
。

不

管风吹浪打
,

胜似闲庭信步
”

的豪迈诗句
。

∀Ω 年
,

9: 岁高龄的毛泽东还在大风大浪中畅游长江
,

游程 :!

华里
,

他这种超人的胆量和气魄
,

轰动世界
,

极大地鼓舞人们到江河湖海去锻炼身体
,

磨练意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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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体育思想体现了强兵卫国的军事体育观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不仅是一位忧国忧民青年 5 更是一位立志救国卫国的革命者
。

在参加革命初期他就认

识到
,

体育在强民强兵
,

增强国力
,

抵抗外来侵略中的重要作用
。

他在 《体育之研究》 中指出
4 “

动以营生

也
,

此浅言之也
,

动以卫国
,

此大言之也
。 ”

其意思是说
,

体育说得浅点
,

是为了维护健康
,

说得大些
,

是

为了强民强兵
,

进而救国卫国
。

毛泽东把唤起民众从事体育锻炼同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紧密地联系起来
。

在革命战争时期
,

毛泽东一贯认为
,

要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战斗力
,

就必须在军队中开展体育活动
,

把

军事和体育结合起来
,

提高官兵的素质
。

红军时期
,

毛泽东经常教育战士说
4 “

你们要加强训练
,

要锻炼好

身体
,

才能打敌人
。 ”

抗 日战争时期
,

毛泽东为 《新华日报》的题词
4 “

锻炼身体
,

好打 日本
” ,

成为当时党

对体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

解放战争时期
,

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进一步加强军事体育训练和开展练兵活

动
,

提出
4 “

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
,

不论野战军
、

地方军
、

民兵
,

都是如此
。

练兵仍然 以提高射击
、

刺

杀
、

投弹等项技术为主
。 ”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

人民解放军的军事体育训练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

创造 了许

多练武的好方法
。

例如
,

用大砖代替石锁练臂力
,

手腕绑沙袋投弹
,

腿上绑沙袋练跑步等
,

有效地提高了战

士的体质和杀敌的本领
。

新中国成立后
,

毛泽东更加重视开展国防体育
,

始终把体育作为军队建设的一个重

要方面
。

毛泽东这种以体育强兵卫国的军事体育观拓宽了体育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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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体育思想体现了强民兴国的群众体育观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中国
,

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中国
,

衰弱的民族体质
,

低下的民族精神
,

被西方列

强讥为
“

东亚病夫
” 。

面对这种状况
,

毛泽东十分担忧
。

他在 《体育之研究》的开篇就指出
“

国力茶弱
,

武

风不振
,

民族之体质
,

日趋轻细
,

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 ”

针对中华民族体质衰弱 的现象
,

他极力主张开展群

众性体育活动
,

提出以体育强民兴国的观点
。

毛泽东在 《体育之研究》中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
“

静养
”

体育观
,

提倡
“

以动养生
”

的健身观
,

他说
4 “

体育者
,

养生之道也
。 ” “

动者也
,

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

巳
,

愚拙之见
,

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 ”

他十分崇拜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者王船山
“

养生莫善于可动
” 、 “

常动

则筋骨强
,

气脉舒
” 、 “

一身动则一身强
,

一家动则一家强
,

一国动则一国强
,

天下动则天下强
”

的观点
,

他强调指出
4 “

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
,

今而知其是非
,

勤体育则强筋骨
,

强筋骨则体质可变
,

弱可变强
。 ”

在革命战争年代
,

毛泽东十分重视开展革命根据地群众的体育活动
,

提出
4
发展赤色体育运动

,

养成工

农群众的集体精神和强健体格
。

毛泽东还亲 自主持召开苏区第一届运动会并担任总评判员
。

在毛泽东的倡导

和关怀下
,

苏区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

锻炼了工农群众的筋骨
,

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
,

身

强体壮的工农革命干部
,

有力地配合了各个时期革命斗争的需要
。

新中国成立后
,

毛泽东更加重视开展群众体育运动
,

∀Ω Δ 年 月
,

他写下 了
“

发展体育运动
,

增强人

民体质
”

的光辉题词
,

成为发 展我 国社会 主义体育事业 的总方针
。

∀ Ω Δ : 年他又提出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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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七的体育健身行为比例还较低
,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
,

如日本
,

加入社区体育俱乐部的人数占总人 口的  
0

∴
,

而德国达到 :: ∴
,

各种功能齐全有高水平健身指导服务体育俱乐部的存在是人们热衷于体育活动的关键要

素
。

体育市场的发展还可 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

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

0

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
,

提高科学健身水准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应加强管理和培训
,

立足于质量建设
,

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标准
,

持证上岗
,

并对

其业绩进行考核
。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

确保社会体育指导员发挥骨干作用
。

社会体育指导员可试行职业化

制度
,

使职业与业余结合起来
,

保持发展动力
。

0

Δ 加快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

奠定社会体育现代化物质基础

加快体育场地建设
,

为市民健身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

改革投融资体制
,

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

大力发

展室内社区健身设施
,

便民利民
,

标准要高
,

针对人口的规模及分布
,

合理规划
。

0

健全市民体质监测系统
,

提高市民体质健康水平

市民体质监测要健全相应机构
,

及网络建设
,

建立完整的数据库及个人档案
,

每个市民可 以公开查阅
,

并接受专家指导
,

以利于制定符合每个个体的健身运动处方
。

0

9 采取有效措施
,

加强对体育社团管理

近年来
,

各种形式的体育社团发展迅速
,

为促进健身知识
、

技能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

但也存在资质不

良
、

管理无序的问题
,

因此有必要制订和完善法律法规
,

加强对体育社团的管理
,

对体育社团的资格
、

活动

内容
、

组织形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

使之步人健康
、

有序的发展轨道
。

0

7 加强社区体育的研究与交流

建立全国性的社区体育机构及地方分支机构
,

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
,

进行跨地区间的交流
,

及时

总结推广有益经验
,

促进区域体育文化的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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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Δ 年毛泽东在国家体委文件中批示
4 “

改善人民的健康

状况
,

增强人民体质
,

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 ”

接着
,

毛泽东又号召全国人民
4 “

凡能做到的
,

都要提

倡做体操
、

打球类
、

跑跑步
、

爬山
、

游泳
、

打太极拳及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
。 ”

毛泽东之所以大力提倡开展群众体育运动
,

视体育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

是与他亲眼 目睹中华民族过去

体质衰弱
,

被西方列强称为
“

东亚病夫
”

有直接的关系
。

他认为要甩掉
“

东亚病夫
”

的帽子
,

要振兴中华
,

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健的民族体质
。

而体育正是
“

强民强种
” ,

改善民族素质的有效手段
,

因此
,

毛泽东将他

的强民兴国的群众体育观
,

通过各种途径向各个方面渗透传播
,

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

增强体

质
,

提高健康水平
,

从而达到强民兴国的目的
,

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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