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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竞技体育强国之路》以旧中国落后的竞技体育为引子，来叙述新中国竞技体育起步的不易，而后进
一步阐述新中国竞技体育经过波浪式的前进之后，不断地攀登高峰、不断地超越梦想，大踏步地向着
竞技体育强国迈进，终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登上金牌第一的宝座，实现了竞技体育强国的进程。
但竞技体育强国是标，而体育强国才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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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敏雄，男，汉族，硕士。
1983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系，现任宁德师范学院体育系教授，主要从事体育经济学和竞技体操
教学与研究工作。
曾独立完成教育厅课题；参与国家体育总局课题、教育部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
先后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等
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论文曾被《人大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
入选校第四批教授培养工程和校第五批学术骨干，获宁德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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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运兴，体育兴 第二章艰难起步 第一节新中国新体育 一、确立社会主义体育方针和任务 二、初
步建立竞技体育体制 三、体育竞赛活动初见成效 第二节新中国亮相国际赛场 一、五星红旗插到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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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对体育的影响 三、压缩体育工作目标任务 第二节确立竞技体育体制 一、竞技体育工作的大
调整 二、建立竞技体育体制 第三节竞技体育的第二次高潮 一、走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道路 二、从实
战中提高运动成绩 三、新兴力量运动会 第四节“文革”时期的竞技体育 一、体育组织管理系统遭破
坏 二、逐步恢复体委系统领导体制 三、竞技体育的落与起 第四章攀登高峰 第一节恢复正常秩序 一、
恢复体育管理组织 二、落实干部政策 三、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第二节竞技体育大转折 一、三次全国体
育工作会议 二、强化奥运战略 三、体育战略调整的成效与不足 第三节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 一、小心
谨慎，错失良机 二、解放思想，抓住机遇 第四节竞技体育大发展 一、国内竞技体育赛场展雄姿 二、
国际竞技体育舞台显身手 三、开创体育科技与体育教育的新局面 四、形成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总体思
路 第五章体制改革 第一节制订体育体制改革政策 一、出台《决定（革案）》的社会大环境 二、《决
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三、《决定（草案）》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 第二节尝试竞技体育体
制改革 一、理顺关系和明确职责 二、改革管理体制 三、改革竞赛制度 四、改革训练体制 五、体制改
革的成绩与问题 第三节提倡科技兴体 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的新进展 二、竞技体育科研管理工作的
新突破 第四节强国梦与兵败汉城 一、《强国梦》引起的振动 二、《兵败汉城》引发的思考 第五节重
振雄风梦 一、亚洲雄风盼奥运 二、巴塞罗那重辉煌 三、首度北京奥运梦 第六章走向社会 第一节竞技
体育产业化改革的新思路 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 二、尝试足球市场化改革 三、确定深化改革基本指
导思想 第二节职业化改革 一、足球职业化改革 二、推广足球职业化改革经验 第三节体育产业化改革 
一、体育产业化改革的背景 二、体育产业化初见成效 三、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化 四、中国体育事业
产业化的路径选择 第四节体育科研与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 一、改革体育科研体制 二、改革人才培养
体制 第五节完善体育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二、《奥运争光计划》 第六节改革体育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一、改革体育行政管理体制 二、改革体育运行机制 第七节20世纪中国竞技体育改
革的思考 一、改革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科学决策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三、建立多元化体制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课题 四、改革竞赛体制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出
路 五、推进全民健身计划应是体育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 第七章超越梦想 第一节确立在国际竞技体育
组织中的地位 一、在国际竞技体育组织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致力于竞技体育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 三、积极参与国际竞技体育事务 第二节不断超越 一、全运会上大练兵 二、亚运会上“八连霸” 
三、奥运会上显身手 第三节梦之队 一、国球——乒乓球 二、铁军——举重 三、神话——体操 四、不
断超越——羽毛球 五、中国精神——女排 六、王牌之师——跳水 七、神枪——射击 第八章继往开来 
第一节对中国竞技体育的思考 一、竞技体育的国有制是举国体制的根基 二、举国体制成就了中国竞
技体育 三、举国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四、北京奥运会后的思考 第二节体育的重点与代价 一、中国体育
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 二、价值追求与代价意识 三、代价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第三节大众体育与竞技体
育关系的历史思考 一、体育和竞技运动词语的由来与含义 二、体育与竞技的区别 三、日本竞技体育
制度的启示 四、让竞技体育回归自然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中国竞技体育大事记（一九四九至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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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育组织以及体育师资培养等情况作了全面的介绍。
同期还刊文介绍了苏联的运动会、儿童夏令营等。
除了利用媒体对苏联的体育经验介绍之外，一些访苏的团体和个人回国后也利用各种机会向人们广泛
宣传苏联在体育上的成功做法。
1954年7月13日，贺龙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应邀参加苏联莫斯科“体育节”回国以后，作了题为《苏联
的体育运动是推动共产主义建设的力量》的报告，报告认为：苏联的体育运动正是在广泛发展的基础
上，使运动员队伍不断地壮大起来，并在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
报告还提出：“体育运动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里是个尤其年轻的事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
领导之下，以伟大苏联为榜样，踏实地工作，顽强地学习。
” 学习苏联的经验加快了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步伐。
《新体育》在1955年2月号的社论中说：“在提高运动技术方面，我国运动员已经和正在学习着苏联运
动员训练方面的‘全面发展、重点提高’、‘全年训练’、‘最大训练量’等科学原则和各项运动的
先进的技术方法。
”社论还指出：“苏联体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运动技术是先进的，所以我
们还得努力学习苏联体育理论和多种运动技术。
” （二）邀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 当时还邀请了许多苏联体育专家来华访问讲学。
随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的达拉索夫是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苏联体育专家。
1950年7月，新中国在北京清华园举办了首期“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专门邀请苏联体育专家
戈尔节拉则在学习会上进行了演讲。
1953年9月，苏联多次冠军获得者，功勋运动员纳·谢里以苏联体育代表团总教练的身份来访，并作了
《苏联的体操运动》的演讲。
纳·谢里还介绍了体操的现代训练方法，讲解了全年训练计划和训练课，并介绍了体操运动员三级、
二级、一级和运动健将的分级标准。
苏联体育专家访华和讲学，给中国带来了苏联竞技体育先进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和体育成就与经验，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
 二、选派运动员赴苏联和匈牙利学习深造 20世纪50年代加强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体育交往的另一个重要
内容是选派年轻运动员前往这些国家学习深造。
 （一）学习苏联成效明显 1953年6月，中国优秀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在去布加勒斯特参加第1届国际青年
友谊运动会途经苏联时，在莫斯科逗留了两个星期，向苏联运动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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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竞技体育强国之路》对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历程所作的脉络梳理与探讨，并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
提出的建议，是为中国体育爱好者和关注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人们提供一扇了解中国竞技体育事
业发展历程的方便之门和引发思考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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