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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华大学为社会输送了大批卓越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体育在培养人才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体魄与人格并重：清华大学百年体育纪略》以历史事实为基本出发点，按照历
史发展顺序记录百年清华体育发展的历史，力求全面反映清华体育百年发展历程，突出历史性、科学
性、全面性和客观性，适合教育工作者、体育工作者、清华校友及对清华大学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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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体育 第二节蒋南翔校长的体育思想与措施 一、社会主义教育家蒋南翔 二、搞好身体，这是一个政
治任务 三、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四、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五、坚持唯物
辩证法，向管理和科学训练要成绩 六、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掀起新高潮 七、大学也应该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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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快乐奋进的田径队 四、人气最旺的男子篮球队 五、获得全国乙级队称号的清华女篮 六、又红又
专的清华男女排球队 七、“作风第一”的清华足球队 八、清华体操队与蓬勃开展的体操运动 九、常
给人以惊喜的乒乓球、手球与垒球队 十、射击队、摩托车队与航海多项 十一、冰上运动与游泳 十二
、举重、击剑、武术、自行车队 第四节认真的体育课和高质量的体育师资 一、认认真真的体育课 二
、师资队伍的战略考虑 第五章动荡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第一节清华体育运动
的恢复 一、军体课的开设 二、体育代表队的恢复 三、举办校运动会 四、参加北京市高校运动会 五、
开门办学中的体育活动 第二节教职工的体育活动 一、赛场上捷报频传 二、体育是比赛，也是娱乐 第
六章再创辉煌——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3） 第一节拨乱反正期间的清华体育 一、邓小平带领我们
拨乱反正 二、清华体育的全面恢复 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 第七章追求卓越——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1994—2011） 第八章奥运情怀——百年清华奥运情（2008） 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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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类，幼年运动会，后改称中等科运动会，只许中等科学生参加，他们参加“北
京中学联合运动会”，所获锦标金牌甚多。
 第三类，次级运动会，也每年举行一次，只有在周年运动会上未得分的同学可以参赛，从该运动会选
出之队员，每年秋季即参加北京学界联合运动会，每年锦标，都为清华所得。
 这样看来，在那时清华运动队似乎已有甲、乙两队，乙队参加北平市的比赛，而甲队则参加华北运动
会等校外运动会的比赛。
清华体育好的名声不胫而走。
清华运动队的成绩将在后面介绍。
 六、李剑秋与清华的武术运动 民国初年，学校体育中的军国民教育思想仍然很盛，1915年“全国教育
联合会”还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规定中等以上学校要有兵式枪操；同时也提出“各学校
应添授中国固有武技”。
武术从此正式成为体育课的内容。
在这之前，就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武术远胜德式体操，乃是最佳之运动。
1911年北洋法政学校就聘请著名拳师刘文华担任技击教员，刘先生就成为把武术引进现代学校的第一
人。
辛亥革命后，京津各校学武风气骤增。
这当然和京津两地武术名家云集也有关系。
 1913年2月，清华学生李思广（1914级）专程赴天津中华武术会，约请李剑秋（英杰）先生来校教授武
术，这完全是一民间行为，还与校方无关。
1914年年初，学校正式邀请刘文华（殿臣）先生来校授拳，不久，刘因母病返里，临行前力荐好友李
剑秋自代，并与李当众作了一次武术表演，表演十分精彩。
当年李剑秋就被聘为体育部教员（按辈分在形意派里刘要比李高一辈）。
 李剑秋先生从小体弱多病，他的病“中外医士俱无术为治”，于是从8岁开始随父亲专学形意拳，很
快病愈身健。
形意拳同太极拳、八卦拳共称中国三大内家拳，对于养生健身、启智益悟、技击自卫、陶冶性情大有
好处。
民国后，很多有识之士开始把武术和养生联系起来。
在三种拳术比较起来，形意拳最刚，太极拳最柔，加上形意拳强种强国的宗旨，故深得年轻人的青睐
，那时形意拳在京津可说达到了全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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