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8

Y U L I N T I Y U S H I

榆林

榆
林
近
代
体
育
演
进

第
二
章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体育等西学逐渐传入中国。1914 年

杨翀宣任榆林殖边学校校长，设体操一课，此可视为榆林近代

体育的萌芽。1918 年，杜斌丞创办榆林中学时将体育引入学校

教育中，榆林近代体育由此发展起来。

1937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榆林有多地归属边区政

府管理。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部队在榆林期间，努力推动发

展红色体育，为榆林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体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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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榆林近代体育的发轫（1840—1936）

一、榆林近代的体育肇始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最终签订《南京条约》，

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次年，

即 1861 年开始进行“洋务运动”。为了尽快培养各类新式教育人才，总理衙门于 1862

年成立“京师同文馆”。成立京师同文馆不仅代表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也代表

着外国文化教育正式进入中国，可谓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肇始。a

1895 年，甲午战争的战败，象征着“洋务运动”仍无法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弱势，

引发以改良主义为核心思想的“戊戌变法”，虽然仅持续短短逾百日，但期间不仅于

各地广设新式学堂，其所传播的新思想与进行的改革，也象征中国教育思想已逐步受

到改变，也为日后“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诞生埋下伏笔。b

1902 年，《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颁布，该章程因为学制本身不完备及清

政府对于拟定人的猜忌并未实行。

1903 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颁布，该章程为中国第一个颁布后在全

国实施的学制。c

1904 年，《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中明确指出“欲使全国人民克尽当兵义务，必

先于学校教育趋重尚武主义”。d 中国近代体育在学制与教育的改革后，逐渐充满军国

民教育的色彩。

《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榆林府即执行了《奏定学堂章程》的要求。当时榆林

知府捐款将创立逾 400 年的“榆阳书院”改为“榆阳中学堂”。e

a陈景盘：《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第 8-10 页。

b陈景盘：《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第 113、124、128 页。

c陈景盘：《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第 170 页。

d罗时铭：《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第 247 页。 

e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 2 页。

改制后的学堂，依照“癸卯学制”的规定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

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等十四门新式学科。

体操科采用大课制教学，在中学堂前两学年教授器具操，后两学年则兼授兵式体操。

开设体操科象征着近代体育已经在榆林留下印记。a

1905 年，榆林知府因清政府废科举、以广学校、鼓励地方出资办学的机会，将中

学堂的经费摊给榆林、神木、府谷、怀远（今横山）、葭州（今佳县）等五县，并改

名为“五县中学堂”。

1910 年，因为五县无法按时提供经费，导致学校停办。榆阳中学堂、五县中学堂

的创办，把近代体育的种子埋进榆林，为日后榆林体育运动的萌芽做了初期的准备。

二、榆林学校体育的萌芽

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开始着手建立系统的学校教育体系，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文

件。

1912 年 1 月 19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

行课程标准》。

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要求高等小学以上学校，应“着重注重兵式体操”。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对学习年限及科目进行统一规定。除了小学需要体操及

游戏并存外，中学及师范学校则要求学校需设置体操项目。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沿袭了“癸卯学制”大部分

内容，兵士体操仍然作为学校体育的主要教学内容。当然，也有一些创新，例如增加

了一部分游戏项目。由此可见，民国初年军国民思想对体育教育的至深影响。

此时的榆林地区由于中小学教育体系还很不完善，执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文件稍

迟，其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建立政府要求的教育体系。

1913 年，将原本已停办的五县中学堂重新办学并改名为“陕北殖边学校”，任命

郭维潘为校长。

1914 年，陕北殖边学校，改名为“榆林殖边学校”，任命杨翀宣接任校长。课程

设置仍为 14 门，但部分科目的名称有所改变，例如废止读经讲经，将乐歌由随意课（同

今选修课）改为必修课，中国文学改为国文，算学改为数学，法制及理财改为法制经济，

a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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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乐歌则变成与修身、体操一样的全校大课形式。a 显然，此时的办学已经向现代化教

育方向迈进，可视为榆林近代体育萌芽，也是榆林学校体育的萌芽。

然而，由于办学经费困难，该校最终停办。不过，从改革的方向看，已经认识到

体操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初年所谓体操应理解为现代体育的代名词。彼时

的体操不仅指现代意义上的竞技体操，还包括了其他现代体育项目。

1915 年，道尹崔叠生委派杨翀宣重办学校，并改为“陕北中学校”，改造刘公祠

为校舍，并在年底新增礼堂、膳堂、寝室及室外操场等场地。同年又因教育部实施教

育整顿，强调地方民众有办学的责任，道尹吴敬之将中学校的经费由 23 个县共同分担，

并改名为“陕北二十三县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以下简称榆中）。b

榆林中学校前身的五县中学堂，时隔 3 年后重新办学，并在日后完善各项教学设

施与设备，还根据课程设置和学生活动需要开辟室外操场，此举为学校开始正规的体

育课程、课外体育活动与组织课余训练和竞赛提供了根本的物质保障。

杨翀宣积极在学校推动体育，不仅为学校带来了体育教育，而且为榆林现代体育

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杜斌丞与榆林学校体育

1. 返乡办榆中

1917 年，由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毕业的

榆林人杜斌丞谢绝北京好友们挽留，毅然放弃北京、天津待遇优厚的岗位。带着在北

师大接受的新式教育思想，怀抱“教育报国”的理想，回归陕北，接受陕西督学袁刚

的聘任，前往榆中任史地老师。

1918 年，杜斌丞出任校长。接任校长后，他将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中提出的“五育并举”思想中的三育“体、德、智”应用在该校的学生培养中。这种

思想在当时的榆林体育乃至教育界可谓先驱。

这种思想得益于他在求学过程中个人的成长经历。杜斌丞所在的国立北京高等师

范学堂是当时我国最高的师范学府，学校按照现代师范教育构建了完备的课程体系。

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修体育课程。杜斌丞求学期间对体育运动尤为重视，而且，由于出

a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 6 页。

b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 3 页。

众的身体素质，其本人的体育成绩也较为优异。从他求学时的成绩单可以看出体操成

绩高于部分学科。a

在榆林办学期间，他提出：体育锻炼应围绕注意锻炼、提倡劳动、增强体质，保

证身体健康并反对成为“蒲柳之姿”。b 由此也不难看出，“蒲柳之姿”的体态并非现

代社会才出现。

为了在榆中更好地开展体育教育，让孩子们享受到专业的体育课程，杜斌丞自北

平（今北京）聘请肖一峰担任体育老师，增设体育课。c 可见其对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

其时，榆中开始的体育训练课程分为三部分：（1）正课，即体育课，其目的在于

通过教授普通操、兵式操、器械操来促使学生身体各部分的发展，并养成刚毅、勇敢、

坚忍的精神，遵守规律、协同一致的习惯，规定每周需进行两小时的正课教授；（2）

课间操，每天 20 分钟全校课间操，目的在于通过四肢、首及胸部、肩背、腹及躯侧、

跳跃、下肢及呼吸等身体部位的运动，促使学生活动身体，吸收新鲜空气，并矫正学

生身体的不正确姿势、统一全校的精神及养成协同一致的习惯；（3）课外活动，目的

在于通过实施球类游戏（篮球、排球、足球、网球）、径赛运动（50 米、100 米、200 米、

400 米、800 米、1500 米、高栏、低栏）、田赛运动（跳远、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

铁饼、掷铁球、掷标枪）等现代体育运动，以辅助正课及课间操的运动不足，该部分

则规定在每日课后，学生自由练习，并有体育教员在场指导。d 以上课程体系表明，榆

中的体育教育已经与现代学校体育教育的结构基本一致。而且，内容包括了专项运动、

体能及健康运动等类型。

1919 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五次教育联合会，对学校体育的改进进行了讨论。会后

发布的文件指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于教育之潮流，故对于学校体育，

自应加以改进。”并拟定减少兵操时间、增加体育时间、增加体育经费、注重师范学

校体育、注意女子体育、改良高等小学校国民学校体育、实行身体检查、改良运动会

等多条学校体育改革办法。

这项改革对榆林的学校体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杜斌丞利用其良好的社会关系并

取得道尹王健的支持，榆中不仅获得省政府约 20000 元的常年经费，还获得来自二十三

a中国民主同盟榆林市委员会：《革命教育家杜斌丞在榆林》，2021，第 5 页。

b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 8 页、第 22 页。

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榆林文史资料（第九辑）》，1989，第 155 页。

d中国民主同盟榆林市委员会：《革命教育家杜斌丞在榆林》，2021，第 7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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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集资。杜斌丞充分利用这两笔经费，动员学生一同扩建榆中大操场，体育教育的

物质条件进一步改善。保证了榆中能够开展更多的体育项目，帮助更多的学生参与体

育活动。

得益于学校体育的发展，榆中体育竞技水平在当地具有一定优势。不仅在学校处

于领先地位，而且在现代体育萌芽的时期也代表了榆林地区竞技体育的最高水平。榆

中的体育印证了我国很多地方的现代体育主要传承于学校的论点。由于竞技水平高，

1919 年，榆中组织首届体育代表队参加陕北第一届运动会。

2. 组织学校竞赛

1921 年，榆中在杜斌丞的倡导下，举办了陕北各县学生联合运动会（以下简称联

合运动会）。a 为期 5 天的联合运动会在榆中操场进行，参赛人数达 300 余人。该项赛

事仅限男选手，尚未出现女选手。竞赛项目也很丰富，不仅有足球、篮球、排球、网球（单

双打）等球赛，还有田径项目，跳高、跳远、投掷、100 米、200 米、800 米、1500 米等。

另外还安排了有障碍跑、跳绳跑、滚铁环跑（带钻铁环）、三脚跑、蛙跳、不倒翁跳、

负重跑等趣味体育项目，甚至有石锁、石担等传统练力项目。

除以上提及的竞赛外，各校也准备了歌舞、哑铃操、集体跳绳、滚铁环等表演项目。

该次联合运动会已经对服装进行规定，当时总司令穿着红色大袍，裁判员身着深蓝色

中山装，运动员着上长下短黄边运动服，纠察队着蓝色制服同时佩戴红袖章。最特别

的是报告员，着特制虎皮色大衣，戴红帽，穿长皮靴并需

要手持话筒，身背大木牌绕场传达命令与通报项目、成绩

和新闻等。该赛事开启了榆林地区体育竞赛出售门票的先

河，观众可以凭票进场观赏竞赛，而没票的观众则可以选

择在校外的南东山上观看，足见此次联合运动会的吸引力。

本次联合运动会在仪式上已趋健全，组织竞赛的专业

化程度较高。竞赛项目组成复杂多样，类似于现代综合性

运动会。赛会不仅检验了榆林地区各学校的竞技体育水平，

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锻炼了一批组织人才，为日

后榆林开展竞技体育赛会打下了基础，提供了范本。

1925 年 5 月，在杜斌丞的倡导下，陕北学界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在榆中举办。b 此次

a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 24 页。

b中国民主同盟榆林市委员会：《革命教育家杜斌丞在榆林》，2021，第 5 页。

赛会为期 3 天，相较联合运动会规模更大。有来自府谷、神木、绥德、米脂、清涧、葭县、

横山等县的高级小学与各国民学校的选手参赛，参赛人数及观众达千人。因资料缺失，

仅有绥德师范学院与榆中进行足球竞赛信息，其他体育运动项目则未有详细记载。根

据报道，此次赛事已经出现女子运动员的身影。b 由此可见，当时榆林各地区之间开展

了周期性竞赛活动，各校逐步培养了一批具备一定竞技水平的体育人才。这与榆林地

区学校体育的普遍开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间，榆林学校间的体育赛事日益频繁。1932 年，榆中足球队在与榆林职业中学

足球队的竞赛中曾夺下两胜。

1934 年冬天，“陕西省第六中学”改为“陕西省立榆林中学”。

3. 游说建立新学校

受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陕北妇女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但是，因为陕北女子国

民小学校师资匮乏，妇女受教育的机会甚少。1926 年在杜斌丞的倡导下，榆林道立女

子师范学校成立。同年，杜斌丞因为身处陕北多年，希望外出考察学习，借此增长见闻，

避免思想落后，随即向陕北镇守使署与榆林道尹公署称“宿疾时作，晋省就医”请辞校长。

1927 年由杜斌丞举荐马师儒担任榆中校长。此后杜斌丞奔走于陕北各地，为兴办

a翻拍自米脂县斌丞图书馆。

b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 12-13 页；中国民主同盟榆林市委员会：《革命教

育家杜斌丞在榆林》，2021，第 12 页。

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

1921 年陕北第一次各县学生联合运动会闭会摄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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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辛勤奔走。a

4. 创办米脂中学

在离开榆中前，杜

斌丞就曾与榆林镇守使

井岳秀周旋米脂开办中

学一事，最终得到同意

和支持在米脂开办中学，

为米脂的现代教育开启

了新篇章。

1927 年 4 月，米脂县立初级中学（以下简称米中）在米脂县城北门外的盘龙山真

武祖师庙（今李自成行宫）内成立。由与杜斌丞同为北师大毕业的杜立廷任首任校长。

杜立廷主张破除封建教育制度，提倡思想解放及新式办学，在米中设立女子部，不干

预师生参加革命运动。

然而在杜斌丞离开榆林后，井岳秀加强了对学校的思想控制和组织干预。米中与

榆中不再受到杜斌丞的保护，独立办学受到了冲击。米中也因此被改为“三民第二中

学校”（以下简称三民二中）。

米中成立初期，因为校长及多数教师曾在北平、西安等地接受过新式教育，对于

体育锻炼有正确的认识，支持开展学校体育教育。学校规划了每周两堂体育课，并聘

请体育专业教师来校授课。

1928 年，杜斌丞长子杜鸿范，返回米脂担任三民二中体育、军事教员。杜鸿范是

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军事技术过硬。他到米中后，将军事训练中

的兵操和队列作为体育课的主要内容，使得米中体育课具有浓重的军事训练色彩。这

种情况在当时我国各地体育教育中极为常见。

1929 年春天，艾子高从北师大体育系毕业回到米脂，受聘三民二中体育教员。在

他的规划与带领下，学校于盘龙山西侧开辟一块长 200 米、宽 100 米的操场，学校其

他地点安放了乒乓球设施，此举说明此时该校有了乒乓球运动的迹象。他还带领学生

一同安装篮球架、排球架、跳高架等体育器材，并利用这些简易的场地与器材，开展

篮球、排球、田径、两人三脚跑 b、顶沙袋跑、哑铃操、网球运动等现代趣味体育运动。

a中国民主同盟榆林市委员会：《革命教育家杜斌丞在榆林》，2021，第 14-16 页。

b一种训练团队配合的跑步项目。

从他到米中所做的工作可以看到，米中已经引入了现代体育项目，其体育教育逐步摆

脱了军国民体育教育的影响。

1929 年 7 月，米中被国民政府以“赤化”的罪名封校。a

在米中办学初期，体育教育的思想并不明确，基础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在榆林

体育教育先驱的带领下，米中逐渐具备开展现代体育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米中克

服封建思想的影响设立女子部，象征着米脂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始。学校也为当地女学

生开设了体育课程，从而为榆林的体育发展再添一股新的力量。

民国成立初期，榆林地区承袭清朝末年充满军国民色彩的体育教育方针，直至第

五次教育联合会后才逐渐转入发展现代体育运动教育。此后，榆林的许多地方学校引

入了现代体育教育思想和内容，体育课程日臻完善。

杜斌丞在榆林十年的办学耕耘，为榆林留下了多所学校，带来新式教育思想与许

多优秀教员。

因为杜斌丞本人受到过良好的体育教育，对体育教育认识深刻，因此，在其所办

学校十分重视体育教育。这些学校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锻炼和举办运动会等形式极

大地促进了现代体育在榆林地区的生根发芽，为榆林学校体育和现代体育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虽然这一阶段榆林学校体育教育历经波折，但是，得益于杜斌丞等教育先贤的不

懈努力，榆林学校体育教育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a米脂中学校志编撰委员会：《米脂中学校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第 3、15、19 页。

1932 年榆林中学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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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事教育进校园

1927 年，榆林各校出现了重大办学危机。因为杜斌丞请辞，导致榆中失去杜斌丞

的社会关系，各校办学受到严重冲击。

出身于军旅，当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榆林镇守使井岳秀也不再支持榆中及米中

办学。同时，他奉迎蒋介石反共行动，开始对共产党员及进步教师、偏红的学生进行

大规模的政治迫害。

1927 年 8 月 28 日，发布第 24 号训令：查陕北近年中级学校陆续添设，而随事立

名难能划一，又教育党化为中央所规定之教育方针，尤应切实进行，以端趋向。兹为

名实相符起见，将陕北所立各中学校一律改冠三民名称，即将榆中改为“陕北三民第

一中学校”。a

1928 年，陕西省教育厅拟在米脂设立“陕西省第六中学”，后因便利起见改设榆林，

“陕北三民第一中学校”改为“陕西省第六中学”。b 同时，“榆林道立女子师范学校”

在同年改为“陕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c

1929 年开始，教育领域增加了新的内容，“军事教育”进入学校。高级中学及初

级中学所进行的教育内容不同。高级中学按照军队编制进行军事教育，军事教官由训

练督导部门选派，各级队长实际上都是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对学生教导军事技术之余，

还要进行思想和行动监视，也为国民党培养后备军。初级中学的军事训练则是进行童

子军训练。此部分内容规划在体育课内。童子军教官以参加过庐山东亚体育专科学校

附设之童子军教练员训练班的人员为主。榆中当时以初中为主，高中仅有两个班。

1929 年 6 月，根据《陕西省童子军暂行办法》成立中国童子军陕西省立第六中学团，

团长由童子军军部指派，副团长由体育主任及教务主任分任。

自此，榆林各校的体育教育基本为军事教育所替代。同时，在体育教师的努力下，

一些现代体育项目仍然传承了下来。

1931 年，榆中首次开展春秋季运动会，直至 1937 年停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榆

中的体育教学虽然受到军事教育的影响，但是，现代体育项目仍然在学生中广泛传播。

而运动会的延续说明了赛会制度基本建立，人才储备比较充足。

榆林古时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风彪悍，保留着习练武术的传统。民国时期，以“红

a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 34 页。

b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 35 页。

c榆林师范校史编写组：《陕西省榆林师范校史》，1991，第 37 页。

拳”最具代表性。

红拳是陕西地方特色拳种，其发源较为复杂，与中原地区长拳关系密切。红拳在

关中和陕北地区均有比较清晰的传承线路。

井岳秀年轻时修习过红拳，对该拳种极为推崇。在其执掌榆林期间，陆续招募了

许多红拳师傅来到榆林传拳，一部分武师在其麾下任武术教官或贴身保镖。其中比较

著名的有被称为西安十大武术教练之一——红拳泰斗朱耀亭，对红拳在榆林传习做出

了巨大贡献。还有师从清代武术家及陕西高家拳创始人高占魁的安崇正，拜安崇正为

师的王希真，安崇正关门弟子安文杰等红拳大师均来榆林传拳。

武术家来榆林后，不仅传播红拳，而且，还传承许多除红拳之外的兵器与拳脚套路，

如猴拳、春秋大刀、梅花刀、白虎鞭、炮锤、黑虎拳、螳螂十三打、八部连环拳、双手刀、

链枷等。a使得榆林的民族传统体育更加具有多元特色。

同时，当时的榆林也开展了职工体育活动，参与者仅限于政府职员、教师及军人。

开展的项目比较单一，只有田径及篮球等少数几个项目。虽然项目、参与者都很少，

但已经有现代群众体育的雏形。

a郭凯：《红拳在陕西榆林开展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安体育学院，2017，第 6-9 页。

1937 年陕西省立中学春季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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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代榆林女子体育

1936 年，教育厅将原 “陕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改为“陕西省立榆林女子师

范学校”（以下简称榆女师）。

榆女师成立之初，办学者就对体育教育比较重视。建校后，学校开设了体育课，同时，

十分重视课外体育活动。每天下午均安排有体育指导员指导的一次课间操及一节课外

活动。下午课外活动时，将学生分为若干组进行分组运动，并在一周内让各班学生轮

流练习。习练的项目有篮球、排球、网球、垒球及田径。田径项目又涵盖短跑、低栏、

铅球、铁饼、跳高、跳远等运动项目。

此外，学校的教职员组成了篮球、排球队，经常与榆林中学、榆林职业中学进行

友谊赛。学校还有国术（武术）、舞蹈、健身操团体表演等，并且每学期都会举行运

动会锻炼师生，促进健康。a

1936 年 5 月， 在 榆 林 各

界联合运动会上，榆中排球

项目夺得冠军，榆女师在篮

球、网球项目上夺得冠军。

此次联合运动会不仅有球类

竞赛项目，还有约九项的田

径竞赛项目。b

这一阶段榆林学校体育

日渐丰富，尤其是榆女师的

成立及其体育教育的勃兴，反映出自辛亥革命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扩散至榆林，

象征着榆林女性在思想及身体上的解放，为日后陕北女子教育、体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榆林虽地处陕北，但现代学校体育较早抵达。不过，受到环境的制约，榆林当时

的学校数量较少，学生人数不多，其影响力十分有限。虽然这一阶段榆林学校体育教

育历经波折，但是，得益于教育界前辈的不懈努力，榆林学校体育教育已经取得了长

足进步。

a榆林师范校史编写组：《陕西省榆林师范校史》，1991，第 37 页。

b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 38、46 页；榆林师范校史编写组：《陕西省榆林

师范校史》，1991，第 37。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中的榆林体育（1937—1948）

1936 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7 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榆林进入国共分治

阶段。

根据协议，榆林部分地区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以下简称边区政府）所辖。开始

时，边区政府在榆林仅辖神府（涵盖今神木、府谷）、靖边、定边等地。1941 年辖区

扩大至神木、府谷、米脂、绥德、佳县、吴堡、清涧、子洲、靖边、定边、横山等县。

这一时期，榆林地区主要为边区政府所管辖。

一、边区的军事体育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受到当时教育思想的启蒙和影响，对体育运动即有着深刻

的认识。他在早年撰写的《体育之研究》中系统阐述了对体育的认识，提出了他的体

育思想。这种思想指导着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体育发展。

早在江西瑞金时期，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带领下始终保持着体育运动的

优良传统，形成了体育运动与军事训练、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相结合的红色体育传统。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人将红色体育在陕北持续推进，影响了包括榆林在

内的边区体育发展。

边区政府建立后，领导带头推动各地推进红色体育发展。边区的体育极具时代特色，

结合抗日战争对人才的实际需要，显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围绕战争需要并服务政治斗争，把体育锻炼作为提高战斗素质的重要途径，

作为组织建设的手段，开展丰富多彩的军事体育锻炼。

（2）广泛的群众性和坚持不懈的经常性，边区体育是全民体育，边区政府鼓励全

体军民共同参加体育锻炼，体育不再是个别人的专利。

（3）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抗战时期，边区的经济落后、条件简陋，

边区军民从实际出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开展各类体育运动。在地上竖起一

根杆子，做个框子就开始篮球竞赛；摆上几个球门就可以踢足球；用木杆子加上排球

各界联合运动会榆林排球队现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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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就可以打排球；利用河流开展游泳、冰上运动；利用自制器材滚铁环。

（4）丰富业余生活，激发人们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念。为了丰富边区军民业余生活，

激发边区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念，边区政府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在条件十分简陋、斗

争形势艰巨的情况下，积极组织体育竞赛，调动军民的积极性，表现了豁达的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激发出军民抗战到底的坚强信念。

边区的红色体育发展中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体育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新中

国体育事业的栋梁。a

八路军留守部队、边区保安队以及机关政府是边区体育的重要力量。八路军及其

留守部队始终保持着红军时期形成的体育传统。在训练过程中，有负重长跑、单杠、双杆、

跳马、刺刀训练、掷手榴弹、排球、足球等多项军事、竞技体育。战斗之余，军民还

开展了广泛的体育竞赛。

为了保卫边区政府的安全，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各师之一部，

共 9 000 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即延安八路军留守处，并在延安设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

同年 11 月，经与国民政府协商，为加强黄河河防，成立五县（绥德、佳县、米脂、清涧、

吴堡）和神府、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八路军还在绥德设立了绥德警备司令部，

在定边设立三边保安司令部、警备三旅，在神木、府谷设立神府河防司令部。

1938 年至 1939 年间，由贺龙率领一二〇师一部，开始驻军于神府特区（今神木、

府谷）。b 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同志是我党最早的体育事业领导人，始终积极推动体育发

展。革命战争年代，贺龙同志提出以“体育运动军事化”为核心的体育工作指导意见。

他亲自组建了著名的“战斗队”，以汇集革命军队中的体育精英人才，并着手培养优

秀运动员。

该队包含篮球、排球、田径队，最著名的就是战斗篮球队。该队经常邀约当地学校、

部队或机关政府进行友谊赛，在边区政府的各类赛事中夺得佳绩。一二〇师在抵抗日

本侵略之余，也不忘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进行体育活动，时常在转移阵地时，在各驻

地制造各种简易体育器材、开辟各类运动场或利用当地学校设备进行身体锻炼。c 战斗

篮球队在各驻地的训练与建设，不仅起到锻炼战士体格的作用，而且间接地将体育运

动风气带到神木、府谷等经过的每个驻地。

a王增明、曾飙：《中国红色体育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 119-129 页。

b《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 至 1945）》，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20，第 161。

c张家腾、孟峰磊：《抗战烽火中的“战斗篮球队”》，共产党员（河北），2022 年第 10 期，第 52-53 页。

1943 年 1 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为了加强北线工作，中共中央西

北局决定调习仲勋同志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在绥德专区工作时，经常在住处

举石锁锻炼身体。

二、边区的学校体育

边区政府秉承中国共产党的

教育思想，积极开办学校。边区

各地普遍开办了小学，部分地区

开办了中学。各地中学根据抗日

战争的需要，开展了以军事体育

为重点内容的学校体育。

1937 年， 边 区 政 府 制 订 了

以国防教育为主的教育方针，指

出：“边区教育的宗旨，是为争

取抗战胜利，建设独立、自由、

幸福的新中国，培养有民族觉悟、有民主作风、有现代生活知识技能、能负担抗战建

国之任务的战士和建设者。”

边区政府提出国防教育的实施原则共七点，分别为：（1）实行普及的免费教育；

（2）学习课程力求经济化；（3）教育应和实际生活打成一片；（4）实行劳动教育；

（5）发扬民主的精神；（6）实行自动的集体学习；（7）实行军事化的训练。其中实

行军事化训练的原因，即为适应战时环境的需求，要求中等以上的学校实行军事训练，

小学实行半军事化的组织，使学生在必要时可以直接参加抗战，也因此诞生了许多国

防教育组织，如儿童团、少先队、民先队等。当时学生课外活动方面，主要是抗战的

相关工作，如帮助放哨查路条，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进行锄奸、动员新战士、宣传放足、

戒烟等各种宣传工作。a

边区政府教育厅于 1938 年 3 月颁布了《通告——抗战时期小学应该注意的几个工

作》。该通告中提出边区小学校为了适应战时的环境和需要，将需要的课程具体、快

速地推动起来。具体内容如下：（1）学校军事化。为了配合陕北游击战术，提出在学

a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第

26-36 页。

习仲勋同志在绥德分区工作期间时常用这个石锁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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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要加强日常游戏体操，更要实习游击战术。具体实施时要求学生随身携带文具，上

课地点不一定在室内，可随时转移上课，以备发生各种紧急情况时能立即转移。强调

学生要每天爬山一次，练习山地战的技巧。要求按照军队编制来组织学生，在行动上

与少先队同步。除了基本的劳动工作，学生也要学习侦察、信息传递等工作，以配合

游击队行动。（2）课程重心转移。以统一战线和抗战教育为主，让学生对抗战的形势

和工作有初步的认识。（3）课外活动。主要有五点：第一，小学应积极参加每个抗战

动员的工作布置；第二，每个小学除学生需要参加少先队外，教员也应该担任自卫军、

少先队的文化政治教员，以此提高两者的文化水平、政治思想；第三，通过小学生担

任小先生，提高群众识字水平；第四，全体学生要优待抗属，慰劳他们；第五，春耕

的配备，让学校负责医治两项作物，以解决教师及学生的生活问题。

从该通告中可看出，尽管陕甘宁边区在物资匮乏的时期，但仍坚持通过学校体育

锻炼和劳动教育锻炼学生的体格，以做好边区遭受敌人攻击时的准备。a 边区学校体育

的军事训练内容紧密结合陕北的地理特征，通过爬山等锻炼身体。

1939 年 8 月，边区政府教育厅公布《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其中第四章课程的部分，

明确指出小学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并将社会活动及生产活动纳入正式课程之中，

而社会活动包含以下各项：（1）抗战宣传及一般改良社会宣传；（2）优待抗属、帮

助自卫军放哨、锄奸及其他抗战动员工作；（3）领导识字组、夜校、半日校等社会活

动。b 此外，在课程规划表中发现，边区政府特别说明初级小学的“劳作以劳动为主，

体育以军事为主”。

1939 年 7 月，经过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的协助，陕西省立米脂中学（以

下简称省立米中）成立，任命胡宗南亲信营尔斌为校长。然而时任校长的营尔斌，因

为主持学校劣迹斑斑，引发学生反抗，在 1940 年 2 月逃往镇川，并将学校的教材、书籍、

仪器等教学设备运往镇川。

自三民二中停办后，暌违十年终于复办，解决了米脂县内升学的困境。但将优秀

师资及设备转移到镇川后，也间接造成省立米中的教学质量下降，对于米脂体育发展

造成负面影响。c

1940 年 5 月，省立米中派郑忠良、常友玉等人率领两队赴绥德参加“五四”篮球、

a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 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第 1-3 页。

b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第 60 页。

c米脂中学校志编撰委员会：《米脂中学校志》，2007，第 11-14 页。

排球运动会。男篮在此次竞赛中获得冠军，受到八路军 359 旅王震司令员表扬与奖励。a

1940 年 7 月，绥德专署为了与转移至镇川的省立米中做区别，将省立米中改为“公

立米脂中学”。b

1941 年，边区政府扩大后，为了加强学校教育，将原来的“公立米脂中学”更名为“陕

甘宁边区米脂中学”（以下简称边区米中）。创建初期，学校即创建了校男、女篮球队，

常之俊、马克惠（女）分别担任男、女队长，男、女运动员有 20 位。之后，边区米中

篮球队经常与八路军 719 团、2 团战士进行竞赛，竞赛之余八路军战士向米中队员宣传

共产党的政策与思想。

1941 年，边区米中学生代表赴延安参观并进行交流竞赛，曾与抗日军政大学、陕

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球队进行竞赛交流。c

1945 年，边区政府在体育课程说明中明确指出：体育课应该与自卫军活动有实际

意义上的军事教育的配合，使学生不仅能学到体育知识，也能具备一般的军事知识。

例如防空、防毒、行军、一般操场动作、步枪与手榴弹的使用等，以锻炼体格，提高

健康素养。d

边区政府体育课程规划提出，小学体育课程更加强调将军事训练、生产劳动与体

育运动相结合。体育课程既要照顾到学生强身健体、学习体育知识、培养运动技能，

还要具备随时抗战的知识与技能。这种安排与抗日形势紧密结合，既锻炼了学生身体，

也提高了他们的军事技能，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持久战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a米脂县志编纂委员会：《米脂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第 651-652 页。

b米脂中学校志编撰委员会：《米脂中学校志》，2007，第 15 页。

c王增明，曾飙：《中国红色体育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 119-129 页。

d陕西省教育厅： 《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教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第 26 页。

1946 年 6 月 6 日绥德分区运动会1942 年米中出席专区首届运动大会全
体运动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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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篮球、乒乓球、棒球、武术等。另外也有极具军事特色的刺杀、实弹射击、障碍跑、

掷手榴弹与政治测验等。

边区政府十分注重男女平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鼓励妇女参加体育活动、举办

体育赛会推动边区妇女解放运动。

为此，边区政府组织了“三八运动会”，面向边区全体妇女。这对当时思想上还

较为封闭的榆林地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妇女运动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男

女平等观念，提高了妇女地位，有力促进了榆林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大批妇女从

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6 年，边区米中的体育开展愈发成熟，不仅在校内每星期都有竞赛，还举办过

许多球类竞赛及两次运动大会。学校通过循环赛的方式来增加竞赛的次数，以吸引学

生对体育运动的关注，这种赛制类似于当代的联赛体制。

边区米中曾多次派学生代表队及职员代表队与其他机关团体进行竞赛。a 米脂在三

民二中停办后的十年间，仍有学生坚持体育运动，且以篮球队最为活跃。曾与绥德队

进行了竞赛，反映出同时期绥德地区也有体育活动。

三、边区的体育竞赛

广泛开展体育赛会是边区政府发展体育的优良传统。早在江西瑞金时期，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红军就举办过综合运动会。

边区政府成立后，各地先后兴办各项具有纪念意义及历史价值的运动。如：“五一

运动会”“五卅运动会”“八一运动会” “九一八运动会”“三八运动会”“九一运动会”“五四

运动会”等纪念运动会。b这些运动会均与国际社会、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

通过举办体育竞赛纪念这些节日，激发人们斗志，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

边区政府初创阶段，由于环境所限，运动会多在延安地区举办，榆林地区也经常

派队参加。同时期，榆林地区举办的竞赛较少。

1941 年边区政府扩大后，米脂、绥德、佳县、吴堡、清涧、子洲、横山等县举办

的小型运动会越来越多。如定边县篮球赛、横山全县小学春季运动会、神木县沙峁镇

学生运动会、佳县通镇区学生运

动会等。

边区政府还十分重视组织

大型运动会，绥德县于 1946 年

举办了“五卅运动会”。c

边区政府所举办的各运动

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现代体育

运动项目，如田径、游泳、网球、

a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上）》，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第240页。

b陕西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体育史料（1935-1948）》，1986，第 26 页。

c陕甘宁边区体育史编审委员会：《陕甘宁边区体育史（1935 至 1948）》，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第 116-119 页。

绥德专区纪念五一、五四运动大会全体运动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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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榆林其他县的体育（1937—1948）

一、学校体育及竞赛

在此期间，榆林其他县的学校体育也按照国民政府要求开展了体育课、课余训练

及竞赛等活动。

1946 年 10 月，国民政府决定第三届陕西全省运动大会（以下简称省运会）在西安

举行。竞赛共分为男子成人组、男子高级组、男子初级组、女子高级组、女子初级组

等五组别。榆中体育教师曹文郁号召与组织各单位筹措竞赛经费，遴选榆林中学、榆

林职业中学、米脂中学等 12 名学生代表一区参赛（一区辖榆林、神木、米脂、府谷、

佳县、靖边、定边、横山）。

一区队经过长途跋涉，历时 10 多天到达西安。为节省费用未住旅馆，而是通过关

系入住国立西北大学（今西北大学）教室中。

开幕式上，一区代表队员上着白背心，下着蓝短裤且鞋袜不一，足见当时的窘境。

虽然一区代表队运动员人数少，但参加的项目多。除了篮、排、足三大球竞赛，

运动员们还参加了田径竞赛。代表队根据情况决定扬长避短，选择以排、足为主，田

径以田赛为主的策略。

在男子高级组足球赛中，一区队与陇海铁路局为班底的西安队同场竞技。当时一

区队仅有 9 人能上场竞赛，经队员多方联系后找到两位在西安求学的陕北学生加入队伍，

才勉强凑足了数量。由于配合生疏，以 0∶1 负于西安队，获得亚军。排球比赛中，一

区队以 3∶0 战胜九区队（九区辖今凤翔、陇县、千阳、宝鸡、岐山、扶风、武功、眉县、

周至、麟游）；又以 3∶1 击败咸阳队挺进决赛。决赛以 3∶1 击败西安队，夺得冠军，

并获得银盾一枚。a

在其他竞赛中，一区队运动员高修礼在手榴弹掷远项目中夺得亚军。

本次比赛反映出榆林地区的体育有鲜明的特色，部分运动员在一些项目上竞技能

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榆林文史资料（第九辑）》，1989，第 154 页。

力突出。同时，也反映出竞技体育整体

实力一般。 

赛后，杜斌丞、高桂滋等宴请了一

区队全体人员。11 月中旬，在杜斌丞、

高桂滋及陕北同乡的协助下，一区队返

抵榆林。a

然而，当时榆林政府不但未报销相

关经费，还强夺排球冠军所获的银盾。

队员们因此群情激奋，拒不上交。最后

将此次获得的银盾、锦标及拍摄的照片

都存放于榆中斌丞图书馆内。c

二、军事体育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在学生中开展军事体育教育，以为战争储备人才。

榆中童子军进行了较为正规的军事训练。童子军训练以战地救护为主，还要进行

队列、射击、结绳、旗语、走独木桥等项目的训练。童子军中有纠察棍、童子军棍架、

来复枪、武装带、马步号等装备。

榆女师则较为重视童子军的野营训练。该校教官杨健三经常在童子军课后带领学

生携带帐篷、行军锅等器材前往金刚寺进行综合训练，借此巩固与提高童子军知识并

锻炼学生体能，以备战时之需。d

1946 年后，除学校外，榆林体育运动基本停滞了下来。

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榆林文史资料（第九辑）》，1989，第 154 页。

b赵定明：《陕西全省运动大会：省立女子师范体育表演》，《艺文画报》1946 年第 1 期。

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榆林文史资料（第九辑）》，1989，第 156 页。

d榆林师范校史编写组：《陕西省榆林师范校史》，1991，第 41 页。

一区队对西安队之排球比赛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