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2014 年第10 期 
《水木清华》  总第 48 期

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成立60周年专刊

体魄与人格并重
——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六十年发展历程

1911 年 4 月 29 日，清华学堂在北京西郊

皇家赐园——清华园开学了，作为留美预备

学校，中国派赴留美的学生，不仅是一个个

学生个体，更代表了中国人的整体形象。“挺

起胸来”！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在这

种思想的指导下，清华学校开启了“体育强国”

的寻梦之路。

学校建立之初，首批来到中国的美籍教

师休梅克成为清华首任体育部主任，1911 年

10 月，休梅克主持成立了清华体育协会，创

办体育代表队，并主持参加 1911 ~ 1912 赛季

的田径、棒球、足球等比赛。马约翰曾评价，

他在清华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他建立了

各种良好的现代化的体育训练体系，这是目

前中国别的地方所没有的。第二，他通过由

他训练的一支强而常胜的体育代表队，为清

华争得了名声”。1914 年，清华学校建有田径、

足球、篮球、棒球、网球等多支体育代表队，

参加了华北运动会、远东运动会等各类比赛，

并取得优异成绩，壮了清华声威，也壮了国威。

1914 年，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来到清

华，在此后的 52 年里，他把整个生命都献给

了清华的体育教育事业。马约翰热爱体育，

对于运动项目样样精通，他一手抓普及体育，

一手抓体育代表队建设，担任各类项目的体

育指导。马约翰提出的“体育是养成健全人

格的重要手段”、“运动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

“奋斗到底，决不放弃”，“球可输，体育

道德不能输”、“体育要培养一种‘干！干！

干！’的精神！”等理念已经深入清华人心中，

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清华体育

以及代表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1952 年 11 月，蒋南翔成为解放后清华

大学第一任校长。1953 年 6 月 30 日，毛泽

东主席提出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清华学生体育协会（1913-19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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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南翔校长在体育积极分子座谈会上提出，体育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一方面是普
及，希望同学们能100%的参加锻炼，争取达到清华锻炼标准才能毕业；另一方面是提高，要培养出一批学习好、
道德品质好的优秀运动员作为学校代表队，依靠他们带动全校体育运动再上新台阶。

好”，培养“三好学生”成为中国教育的重

要目标，蒋南翔校长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实现

这一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提高人民体质，

培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中国借鉴

前苏联经验，试行“劳卫制”（即“准备劳

动与卫国体育制度”）。1953 年清华大学开

始试行劳卫制，当年全校参加劳卫制锻炼的

同学达到 95% 以上，80% 以上达到及格标准，

学生健康水平明显提高，1954 年春肺病发病

率由上一年度的 1.4% 降低到 0.6%。

群体普及活动激发起全校师生的锻炼热

情，体育能否再提高一步，培养表现突出的

三好学生？ 1954 年 2 月 23 日，蒋南翔校长

在体育积极分子座谈会上提出，体育要“在

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一方面是普及，希望同学们能 100% 的参加锻

炼，争取达到清华锻炼标准才能毕业；另一

方面是提高，要培养出一批学习好、道德品

质好的优秀运动员作为学校代表队，依靠他

们带动全校体育运动再上新台阶。

1954 年 4 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规

模建立体育代表队的开端，最早成立了田径、

男子技巧、女子技巧、足球、男子篮球、女

子篮球、男子排球、女子排球等八支体育代

表队，共 200 余人。2014 年纪念体育代表队

成立 60 周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的。

此后，代表队队伍不断壮大，到 1965 年，有

20 多支代表队，500 多人。体育代表队多次

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成绩优异，鼓舞了

全校的士气，提升了全校的精神面貌。代表

队员的学习成绩平均高于一般同学，排球、

篮球、击剑代表队的平均成绩达到 4 . 5 分以

上，很多队员被评为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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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1957 年 11 月 29 日， 蒋 南 翔 校 长 在 全

校体育干部会上讲到：“体育工作是学校工

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体育不但能增

强人的体质，而且能够锻炼人的意志和毅

力，⋯⋯我希望同学们在大学毕业后，要争

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从此以

后，这一口号回响在清华园上空半个多世

纪，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积极锻炼，

积极工作。

在“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鼓

舞下，全校体育锻炼蔚然成风，每到下午四

点半，宽敞寂静的清华园变得热闹非凡，操

场上、球场上到处都是锻炼的人群，跑步的、

跳高的、跳远的，到处充满生机与活力。在

这种良好的氛围中，蒋南翔校长又对体育代

表队提出了新的希望：“全校运动代表队员

们，都能在努力完成自己学习任务的前提下，

坚持有计划地锻炼，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培

养集体主义精神，使自己在运动技术和思想

作风方面都不愧

为全校的优秀代

表。”60 年来，

体育代表队培养

和 锻 炼 了 一 批

政治素质好、业

务能力强、训练

刻苦、运动成绩

突出的又红又专

的优秀学生。从

学校毕业后的几

十年里，他们中

绝大部分成长为

新中国各条战线

和各类岗位的骨

干，其中不乏科

学大师、兴业之

士和治国之才。

建设体育登山队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蒋南翔校长重

要的人才培养理念，他提出建立“三支代表

队”的构想，即建立由政治辅导员组成的思

想政治工作代表队，由学习优秀的业务拔尖

学生组成的攀登科学高峰代表队，由文艺、

体育特长学生组成的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

队，不论哪支代表队，都要求思想好，学习

好，身体好。抓好“三支代表队”，不仅培

养各方面有特长的优秀人才，更重要的是要

通过代表队的榜样和影响，带动全体学生形

成良好的学风和校风，做到“殊途同归、全

面发展”。

体育也要建立登山队，要出好成绩。时

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团委第一书记的艾知生

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行科学管理，

加上科学的训练。1958 年他提议建设“两个

集体”，一个是运动员所在的自然班集体，

另一个是体育代表队集体。代表队集中居住，

成立单独的党、团支部，由校党委、团委直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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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领导。不同专业的同学住在一起，互相交流，

互相促进，代表队很快成为团结向上、全面

发展的集体。

高效训练加上科学管理，体育代表队很

快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文革”前，在学生

运动员中培养出十一位运动健将，一百多名

一级运动员。清华参加北京市高校运动会是

常胜冠军，足、篮、排球队均为北京市甲级队，

摩托车越野获得全运会冠军，自行车队运动

员张立华创下了 27 项全国自行车比赛纪录，

有的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挖掘潜能着重提高
在提高学生体质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潜在的运

动能力

经 过 十 年 浩 劫， 学 校 体 育 出 现 了 倒

退。八十年代，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代替了

劳卫制，1980 年测试，全校通过锻炼标准

的学生仅占 50%，有的班通过率只有 10% 

~ 20%，远不及 1953 年全校 80% 以上的同

学达到劳卫制及

格的标准。“文

革”前热火朝天

锻炼的场面不见

了，学生的体质

和比赛成绩都明

显下降。针对这

种情况，学校于

1979 年制定体育

目标：一年内达

到北京市高校中

上水平，两年内

达到先进水平。

1978 年学校

体育代表队活动

全面恢复，在原

有的田径、游泳、

足球、篮球、排

球、乒乓球、体

操队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举重、武术、手球、

垒球、羽毛球等体育代表队。训练很快见到

成效，1981 年参加全国和北京市高校比赛，

清华夺得了全国大学生男子手球、北京市高

校男子田径、男子篮球、女子艺术体操 4 项

冠军，并获得了 30 个单项冠军，基本实现了

预定目标。

1982 年，一批年轻的体育学院毕业的专

业教师来到清华体育部任教，他们在老教师

的帮助下，从带代表队入手，把运动训练的

原则同工科大学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思想

教育同改进运动技术结合起来，把提高心理

素质和增强生理机能结合起来，在不断提高

学生体质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潜在的运动能

力，使运动成绩不断提高，不但涌现出了陈

希和陈钢这样运动成绩优异、全面发展的学

生运动员，而且仅用两年时间，就在 1984 年

北京市第 23 届高校运动会上，一举夺得了失

去六年之久的团体冠军，清华大学又成为体

育强校。

建设体育登山队。1959年，蒋南翔（前排中立者）与优秀运动员举行座谈会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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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指导课外，课外补充课内

1990 年国家教委颁布《大学生体育合格

标准》，规定体育成绩 80 分以上才能评为三

好学生和获得奖学金，各学年平均成绩 60 分

以上方可毕业。为了适应新的标准要求，体

育部树立了课内外紧密结合，以课内指导课

外，课外补充课内，课外是课内的延续的指

导思想，抓体育教学质量，同时抓群体锻炼

和体育代表队这两项体育教学的补充形式。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体育部对体育课进

行了改革，明确体育课的功能是：培育学生

的体育意识，强化对体育的理解；学习体育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使学生具有体育基本

素质；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高尚的品质，

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通过上体育课，同学

们收获良多。

在群体锻炼方面，仅 1990 年就开展了全

校足球联赛、“三联杯”篮球联赛、清华“吉

尼斯”比赛、三棋一牌大奖赛（中国象棋、

国际象棋、围棋、桥牌）、全校举重比赛、

健美操大奖赛等十多项活动，比赛项目非常

贴近同学们的生活，不仅需要动手脚，还需

要动脑，锻炼了同学们的身体和意志品质，

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参与程度非常高。

在代表队建设方面，1994 年有 12 支正式

建制的代表队和 9 支非正式建制代表队，共

314名队员，仍然沿用“两个集体”的成功经验，

使代表队同学在集体中成长。现任清华大学

党委书记陈旭就是在“两个集体”中成长起

来的，第一集体在学习上给予她不可替代的

知识积累，第二集体拓宽了她的眼界和视野，

让她能够站在学校大局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这对于她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大有裨益。

吸收高水平运动员参加体育代表队

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培养了大批优秀

运动员，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但这是以放弃

学业为代价的。为了培养既有运动技能，又

有文化知识的新型人才，国家教委决定尝试

大学降分招收运动员。1987 年，国家教委下

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实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

工作的通知》，清华大学被批准为首批招收

高水平运动员的试点校。

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探索之路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7 ~ 1989 年，采取双学

位制，招收体育大学高年级学生中的佼佼者。

这些学生来到清华后，一面参加体育代表队

的训练和比赛，一面在自动化、精密仪器、

无线电等系攻读第二学位。第二阶段是 1990 

~ 1993 年，在精仪等系创办体育科技班，招

足球 篮球 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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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少量专业队退役下来的运动员和一部分降

分录取的体育特长生，专业学习时间与其他

同学一样。

1986 年以后，清华的体育比赛成绩与此

前相比优势没有那样明显，高水平运动员的

加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87 年北京队

退役运动员郑丽娟作为高水平运动员来到清

华大学化学系就读。1990 年在北京亚运会上，

她勇夺女子 1500 米金牌。消息传来，化学系

的同学沸腾了，比赛结束后半小时，同学们

就在校园内贴出了喜报，他们说，郑丽娟奋

勇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令人振奋，令人鼓舞。

高水平运动员的出现，使清华体育代表队的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追求卓越建设一流
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

1994 年学校提出：“到 2011 年我校建校

100 周年之际，争取把清华建成世界一流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学校要建

世界一流大学，也应该拥有世界一流的体育

水平。如何实现高水平的目标，清华人进行

了新的探索。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陈

希表示：“我们要从高起点出发！”

1994 年秋季开始，清华连续三届招收了

13 名国家田径队现役队员到经济管理学院就

读本科，还招收了 8 名北京体育大学双学位

学生，组建了第一支高水平体育代表队——

清华大学田径队；1997 年 10 月正式成立清华

大学跳水队；1999 年 6 月复建清华大学赛艇

队；1999 年 10 月复建清华大学射击队；2000

年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了高水平的清华大学男

子篮球队。

高水平代表队要出成绩，在市场经济大

潮中，势必产生利益取向。陈希提出：“在

学校体育工作中，要真正体现‘体魄与人格

并重’的指导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学校体

育的价值体系中，要坚持‘育人至上’的原

则，即培养人是学校体育的最高价值。”高

水平代表队从一开始就明确以“育人至上，

赛艇队参加 2006年立陶宛世界大学生锦标赛 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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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魄与人格并重”为建队指导思想，用制度

来保证实现目标，制定了代表队管理干部和

运动员的两个“三不”原则，要求干部做到

“不作假、不耍滑、不叫苦”，运动员做到“不

作假、不点钱、不吃药（兴奋剂）”。多年

以来，代表队获得过多项各级各类冠军，包

括世界冠军，但从未出现过思想道德方面的

问题，诠释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

的理念。代表队也培养了众多“体魄与人格

并重”的清华学子，在 2012 年清华大学体育

部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新老代表队员们

济济一堂，共同庆祝。

两条腿登山，高水平代表队和普通代表队互为

补充

“我校连续多年获北京市高校田径运动

会团体冠军，但对于普通同学来说，可能更

喜欢参加游泳、网球、健美操等大众体育项

目，与田径运动相比，我校把大众体育项目

放在怎样的位置上？”2000 年，王大中校长

面对记者采访回答到：“我们学校需要有些

高水平的运动员，希望他们能达到健将级水

平，能够获得全国冠军乃至世界冠军，为学

校争光，但这与发展大众体育项目并不矛盾。

发展大众体育同创造高水平运动成绩应该是

相辅相成的，我校要把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

搞好。”

面对学生的需求和学校的荣誉，体育部

实行“两条腿登山”，使高水平代表队和普

通代表队互为补充。他们把学校体育代表队

分成 A、B、C 三类，A 类队的定位是：培养

能代表省市参加全国比赛，甚至能代表国家

参加世界比赛的队员。B 类队的定位是：培

养能代表清华参加北京高校和全国高校比赛

的全面发展的队员。C 类队的定位是：培养

能代表学校参加北京市高校比赛，对群众体

育有较大推动的队员。到 2014 年全校有 A、B、

C 三类共 43 支体育代表队。

体育代表队还组织“第二体育课堂”，

精心选择篮球、排球、足球、武术、健美操、

乒乓球、网球、棒球、垒球等有广泛群众基础、

又有相当技术要求的项目，通过代表队公开训

练，并给予普通同学技术辅导等方式，向广大

同学普及这些项目，提高学生参与的热情。

2011 年，在深圳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取得佳绩。
图为担任旗手的清华学生王宇挥动大旗

2012 年第五十届北京高校田径运动会，
清华大学喜获团体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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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场上见分晓，业余赶超专业

高水平代表队以运动员过硬的技术战术、

吃苦耐劳的训练品质为示范，带动清华体育

再上台阶，追求卓越，同时学校也从未间断

培养普通学生运动员的步伐。

1994 年开始，高水平运动员的到来，促

进了清华体育代表队的整体运动水平迅速提

高。1995 年夺回了丢失 10 年的北京市高校田

径运动会团体冠军的奖杯，取得了男团、女团、

男女团体冠军的好成绩，再现了清华体育的

辉煌。此后直到 2008 年，北京市高校田径运

动会团体冠军的奖杯再未旁落，创造了 14 连

冠的辉煌。体坛名将叶乔波、伏明霞、邓亚萍、

王义夫、杨扬、诸宸、叶钊颖、肖钦等也先

后加盟清华大学，为清华、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在运动员学生的带动下，学生运动员也

脱颖而出。在 1995 年的田径杯运动会上，除

闵春凤、刘昊、张榴红、周红艳、徐扬等专

业运动员叱咤赛场外，学生运动员张军、安

虎等也不畏强手，成绩不凡，运动员学生和

学生运动员在赛场上交相辉映。1999 年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上第一次出现清华学生的身影；

2001 年田径队的梁彤实现了“文革”后清华

培养的学生运动员在全国运动会上夺牌的梦

想；2005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胡凯和王颖

取得两枚金牌，同年的全运会上，刘青、李

翔宇、刘天佑等学生运动员获得 4 金 5 银；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清华学生第一次站在了

奥运会的赛场上。此后，全运会、亚运会、

世界杯、奥运会的领奖台上频频出现清华学

生的身影。2014 年滕海宁打破男子 800 米全

国纪录，成为“文革”后清华自主培养的第

一个打破全国纪录的学生运动员。从 1994 年

张军成为“文革”后第一位达到国家运动健

将标准的学生运动员到 2014 年，清华共培养

了近 80 名运动健将，他们在各类比赛中，经

常与专业运动员同场竞技，同样创造了辉煌

的成绩。

60 年来，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迈着稳健

的步伐，在磨砺中成长。作为弘扬清华体育

精神的承载者以及国内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他们正栉风沐雨，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着充满

期待的未来。

（执笔：韦庆媛；材料提供：刘波、胡凯）

2012 年，清华大学体育部成立百年。陈旭（左一）、陈希（左二）与当年的队友打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