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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

论道体育

◆体育对人民有两个最大的贡献：一是用科学方法

锻炼人民健全的体格；二是辅助教育，培养人的优秀品

质，达成教育的目的。

◆当这些年轻人（陈镜开、郑凤荣、容国团）破世

界纪录、得世界冠军的好消息传来时，每次我都是欣喜

若狂，高兴得好像心都要跳出来，他们真是祖国的好儿

女，为我们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扬眉吐气。谁敢再说我们

中国人民是“东亚病夫”！

◆比赛可以不在乎输赢，但千万要讲体育道德。运

动员不能说假话、不许欺骗、不许踢人、压人、打人。

球可输，体育道德不能输。

◆跑400米、800米的，最重要的是在开始冲刺后

一定要一鼓作气冲到底，绝不能中途松下来，不管自己

跑第几，不要回头看，也不要管别人是否追上来，这和

做人做事一样，一定要勇往直前，坚持到底。

◆通过比赛和运动能够培养青年人健康的道德品质

和习惯。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在运动场上总是会无意识地

显示出他们的自然本能和特性，运动为他们矫正不良习

惯和培养正确的习惯提供了最多的机会。

◆我觉得体育的功效，最重要的在培养人格，补

充教育的不足，教你们注意自己，培养一种“干、干、

干”的精神！

◆你们进了大学，今后学习要好，身体健康也要

好，身体健康才能保证学习好。因此你们要积极参加体

育锻炼，体育运动不但能使你们身体获得健康，而且通

过体育活动，可以培养你们思维敏捷，自信、自强、勇

于进取的思想品质，使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将来更好地

为国家贡献力量。

1932年，马约翰（后排左一）与清华足球校队合影

1959年清华大学校庆举行校运动会，马约翰先生与优秀运动员交谈。（右二起马约翰、李

作英、蓬铁权、吴文虎）

马约翰与清华大学优秀运动员合影。（后排右一王英杰、右三马约翰、右五夏翔）

马约翰谈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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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先生提倡教师晚间到体育馆或部分球场

上锻炼身体，他会及时到各处指导，这使教师们从

事教学科研多年后仍身体健壮。我在90岁之后，除

仍能从事教学及编写参考书外，还能骑自行车及打

网球等，都是受马约翰先生教诲的结果。

——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教授 施嘉炀

一是仰慕它的体育器材、设备和场地精良；

二是仰慕它的管理方法先进；尤其是仰慕马约翰先

生的大名——那时他已经在我国体育界享有盛名

了——所以很愿意同他共事。

——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夏翔在谈到来清华工作的原因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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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提出的“三好”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

一个根本原则，我们应该把自己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

人才。有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和兴趣，生气勃勃，精神

舒畅，做到“人人上操场、天天都锻炼”，争取至少

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

——原清华大学校长 蒋南翔

一个队要发挥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主要打

法，但不能只有一种打法，否则对方重点防范，就

很难取胜。如强攻篮下为主的队，必须要培养命中

率高的中远投手，为拉开对方的防守创造强攻篮下

的条件。以阵地战为主的要以快攻作为突袭手段，

有身高优势的队必须配备灵活的小个队员穿针引

线，战术要灵活多变，用兵要虚虚实实，这也是辩

证法在体育中的应用。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

艾知生

体育需要自觉，整个教育都需要自觉。实际

上，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主体

意识，成为能够进行自我教育和主动发展的社会

主体。正如未来学家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

一书中提到：“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

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

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

育。”无论是体育，还是德育、智育、美育，都要

提升学生的自觉，使之成为自己教育自己的自觉的

行动，我们应当对此作出持续的努力。

——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胡显章

1960年体育教研组游颐和园，在知春亭与部分教师合影。（站立者右一夏翔、右三王英

杰、右四杨道崇、右五马约翰）

马先生八十寿辰，蒋南翔（右一）、荣高棠（中）、马约翰谈笑风生

清华人谈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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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口号（“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

年”）全面的提法，几个修饰词都不能丢掉，第一

个叫做“争取”，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是要争取来

的；第二个是高标准，少于50年哪怕49年都不行，

“至少”50年；第三个是“健康”地工作，你老病

病怏怏地工作也不行。在这里我还要解释一下，就

是退休年龄是60岁，假设23岁左右就毕业了，退休

的时候还不到50年，那怎么办？我想退休了也是要

为祖国工作的，发挥余热，健康老人没问题，不健

康的老人力不从心，所以没有什么矛盾。

——原国家体委主任 伍绍祖

在清华，我感到学习后的训练特别有吸引力，在

学习中，我们能够找出最有效的训练方法，强调少而

精，在平常的训练中就达到比赛的强度。如果脱离学

习成天训练，会让人觉得很枯燥，而且很容易由于训

练拖得太久引起疲劳。

——原北京市体委副主任 张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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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 陈希

在体育代表队里，我首要的收获就是培养和锻炼

了自己不畏强手、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其次，代表队

的训练培养了我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最

后，女排训练培养了我团结合作、相互配合的意识。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韩景阳

从1989年开始，我出任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中

国队总教练，已累计获46块金牌，中国队被誉为总

体实力最强的队。有位记者曾问过我两个问题，一

是这种智力竞赛为什么要冠以“奥林匹克”字样？

二是作为大学教授你为什么对竞赛这么感兴趣，一

干就是20年？我说：这和我在清华求学时的体育熏

陶有关，学科竞赛和体育比赛一样，都要倡导“更

快、更高、更强”。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 吴文虎

清华人依托于我国“体教结合”的政策背景，走

出了一条“体教结合”的新路。1994年起，清华连续三

年免试特招了一些退役运动员，搭起了高水平运动队

的架子，如著名的跳水运动员伏明霞。但是，清华并

不满足于招收一些退役运动员到校念书，而是希望培

养更多综合表现优秀，有体育方面特长的“学生运动

员”。清华的指导思想是：“学生必须是全面发展，

思想、学业等各方面都是首要要求，然后才是一个运

动员。”相比较于美国大学体育联合会（NCAA）发展

大学竞技体育的模式，清华大学在特有的中国竞技体

育环境下尝试创办高水平运动队，不仅是求真务实的

清华精神的体现，更是开拓创新的清华精神的展示。

——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 郭樑马约翰辅导教师鞍马动作

清华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排球冠军赛女子组冠军”后，马约翰与排球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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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句响亮的口号是老

校长1957年提出的，他和我们酝酿讨论时，我曾提

出：“有人会说我身体很好，可以工作五十年以上，

也有人可能身体不好，50年做不到怎么办？”老校长

当时风趣地说，那就加上二个前缀词，改为“争取至

少为祖国工作五十年”，身体好的应该“至少”，身

体差的要“争取”。这正是南翔校长“各按步伐，共

同前进”的思想在健康方面的体现。

——清华大学机械系1952级校友 张益

在校期间为田径队队员

回头看在清华的	7	年学生时光，最值得我骄傲

的事情之一就是我是体育代表队的一员。因为这一身

份，过去	7	年里我是清华的代言人，代表清华人与世

界以及全国的大学生进行对话，让别人，通过我，认

识和理解清华，这种机会非代表队队员是很难有的。

也因为这一身份，对我的人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体

育让我不怕失败，敢去竞争，敢于迎接未知的挑战；

体育让我心胸豁达，在任何压力环境下都能保持良好

的心态，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体育让我性格开朗，

相信团队，善于协作，广交朋友；体育让我能吃苦耐

劳，不轻易放弃我曾经的每一次许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2级校友 詹逸思

在校期间为乒乓球队队员

“体育”不仅仅是运动，它的核心在于“育”。

正是由于加入了清华体育代表队，才使得我们不断成

长、不断成熟、不断突破自我并迈向人生新的高峰。

——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中长跑二队队员 高尚

（感谢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体育部、新闻中心

及出版社的资料支持）

体育代表队队员谈体育

1934年清华大学体育教研组全体教师合影，前排中间是马约翰 马约翰在辅导中长跑运动员训练

马约翰在体育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 学生祝贺马约翰八十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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