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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红色体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所属武装力量和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恢复建设的历
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顺应时代发展的体育锻炼体系、体育组织形态、体育竞赛模式和体育精神

文化的总称。面对新时代军事体育建设发展任务，对红色体育的发展历程、历史作用及主要特

点进行了梳理，旨在从红色体育中汲取历史营养，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

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军事体育建设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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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体育又称 “赤色体育”，是指新民主主义

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根

据地劳苦大众的体育活动［１］，其时间、地域、对

象等都具有专门的指向性。在时间跨度上，主要

是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４９年间；在地域范围上，包括中央
苏区、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广大解放区；在服务

对象上，涵盖军队、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及共

产党领导和接触的社会民众。“一切向前走，都不

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２］身处新时代，回望人

民军队体育的初心、来路，有利于汲取历史营养，

赓续优良传统，从而更好地开展军事体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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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体育概念的提出及发展历程

“红色体育”一词最早由毛泽东于 １９３４年在
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毛泽东在

“二苏大”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 “群众的红色体

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

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具备了。”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红色体育的实践比这个提法

要早得多。学术界普遍把红色体育划分为四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体育思想与实践，也是红色

体育的兴起阶段 （１９１９—１９２７年）。毛泽东于
１９１７年４月在 《新青年》发表的 《体育之研究》

中指出： “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

此大言也。”表达了体育往小了说是为了维护健

康，往大了说是为了强民强兵，进而救国卫国［３］。

陈独秀于１９１５年在 《新青年》发表了 《今日之教

育方针》，特别强调要进行 “兽性主义”的教育来

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塑造身体强健、个性发展、

崇尚竞争、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进而达到救亡

图存的目的［４］。恽代英于１９１７年６月在 《青年进

步》发表了 《学校体育之研究》，针对当时流行的

“军国民体育” “选手体育” “放羊式体育”等学

校体育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建议 “改片断的体

育为有系统的体育，改偏枯的体育为圆满的体育，

改骤进的体育为渐进的体育，改枯燥的体育为有

兴趣的体育”［５］。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 “体育权”作为促进人

民全面发展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

把 “争取工农体育卫生权利”写进了党的决议。

因此，红色体育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

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一个鲜明标志，蕴含着

促进公民全面发展和官兵平等的政治先进性，从

建党建军之初就已成为一种政治基因和优良传统。

之后，红色体育又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的形成阶段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发
展壮大阶段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和解放战争时期的
成熟阶段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６－７］。总之，红色体育
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所属武装力量和人民开展革

命斗争和恢复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顺应

时代发展的体育锻炼体系、体育组织形态、体育

竞赛模式和体育精神文化的总称。红色体育精神

是对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

神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充满着历史正能量和强

大生命力［８］。

二、红色体育的历史作用

不同时期红色体育的广泛开展既增强了军民

体魄，又活跃了革命队伍，增进了军民团结，对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积极意义［９］，其历史

功绩，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红色体育宣传普及了我党我军的政治

主张

红色体育与红军、红旗、红星、红色政权一

脉相承，是我党领导的革命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实

践，其服务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宣传普及政

治主张。通常在政治大事前后常安排体育活动，

充分发挥体育在当时社会的号召力，聚集官兵，

吸引百姓，服务于政策的宣传普及。例如，１９３４
年１月，赤色体育委员会为祝贺 “二苏大”召开

举行了一系列球类比赛，参赛的有中央政府队、

中共中央队、少共中央女子队等１９支队伍。１９３７
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苏区 “八一”抗战

动员运动会上指出：“我们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

大会，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做一个榜

样，表示我们抗战的决心。”同时，他发出号召：

“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

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

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二）红色体育直接服务于练兵打仗

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壮大，积小胜为大胜，从

战略战术上讲是指挥运用得当。长途奔袭、快速

穿插、分割包抄等作战行动无不是以过硬体能和

顽强意志为前提的。红四团 “跑完两百四、拿下

泸定桥”更是创造了军事史上的行军奇迹。“小米

加步枪”战胜 “飞机加大炮”，是脚板跑赢了车

轮，充沛体能是人民军队能打胜仗的 “传家

宝”［１０］。因此，红色体育最主要的作用还是服务于

练兵打仗。“锻炼体魄、好打日本” “建军必先健

人”等题词无不鲜明地强调了红色体育服务于练

兵打仗的现实功能。贺龙更是直接地指出：“搞好

体育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项重要物质基础，

体育出战斗力。”井冈山时期的 “红色体育训练”、

抗战时期的 “边区体育”、解放战争时期的 “大练

兵体育”，都是提高官兵体能水平和军事技能的重

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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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色体育激发了革命斗志

在长期艰苦的峥嵘岁月中，红色体育鼓舞斗

志、振奋精神、释放压力，激发了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１９３３年５月８日，《红色中华》刊文 《举行

赤色运动会》。文中写道：“决定于５月３０日在赤
色首都举行全苏区运动会，向敌人作总示威。”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２０师在河间齐会战斗中一边打仗
一边打球，更是被传为战场佳话。当时，１２０师刚
从晋西北山区来到冀中平原不久，以前都是山地

作战，而且以游击战为主，可这次是平原作战，

对手是日军吉田大队，很多官兵既忐忑又兴奋。

贺龙老总为了缓解官兵们的压力，提议组织一场

篮球赛。齐会边上的大朱村就在敌人炮火射程之

内，贺老总敢在这里组织篮球比赛，可见他没把

敌人放在眼里。刚开始，官兵们打得束手束脚，

但随着贺老总在边上专注的指挥和加油，官兵也

就越打越放得开。比赛的事很快传到了全师官兵

的耳中，大家原本紧张的情绪变得轻松起来，看

到贺师长这么有信心，都相信夜间作战一定能消

灭敌人。最后，近千人的吉田大队和伪军逃出去

的不足百人。毛泽东得知后说：“你们在贺师长领

导下，一面打仗，一面开展体育运动，这很好！”

（四）红色体育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

当时特殊的革命形势和社会背景，使得红色

体育成为我党我军与老百姓和社会各界相知相识、

相互信任支持，从而结成统一战线的重要手段。

例如，为庆祝遵义会议，红一方面军选派代表与

遵义中学教师在省立第三中学进行篮球友谊赛。

１９４２年９月２日，朱德在 《解放日报》撰写 《祝

九月运动大会》社论，指出 “体育运动，这是一

件移风易俗的大事……务求使之普及到军民中间。

造成风气、养成习惯、经常进行”。

（五）红色体育助力我党我军争取友好力量

在被封锁的背景下，红色体育是内外交往的

一个重要手段和语言，也成为红军一张重要的

“名片”。１９３７年５月，红十五军在庆阳 （甘肃东

部）举行全军运动会，国民党东北军也参加了比

赛。体育是一种跨越国界、超越民族的身体语言。

延安时期红色体育的火热场景，给斯诺、史沫特

莱等西方记者和美军观察组留下了深刻印象。１９４２
年９月，邓发在 《解放日报》刊文 《对延安运动

会的感想和展望》，指出 “没有民族界限，没有上

下级的区别，共同活跃于运动大会中，这是象征

着我们这里一切民族和抗日人民的政治自由和平

等”。

三、红色体育的主要特点

红色体育根植于特定时代背景，服务于革命

事业需要，依托于有限物质条件，有很多鲜明的

特点、亮点及闪光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领导带头、率先垂范

１９１７年，毛泽东以 “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

表 《体育之研究》，阐述了体育 “强筋骨、增知

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功效，发出 “文明其精

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救国号召。毛泽东从一

开始就把唤起民众投身体育运动同 “卫国”紧密

结合起来。他一贯认为，要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

战斗力，就必须在军队中开展体育活动，把军事

和体育结合起来，提高官兵的素质。朱德身体力

行，为红一方面军战士做撑杆跳示范动作，参加

抗日军政大学排球比赛。项英号召 “增长体力，雄

健体魄，铲除文弱现象，养成赳赳武夫之精神”。贺

龙、肖劲光、张爱萍、吕正操、李富春等老一辈革

命家，都是红色体育的积极倡导者和躬身践行者。

（二）军政一致、高度统一

在革命战争的特殊时期，党的体育政策和做

法在军队和地方得到了高度统一的贯彻执行。少

年先锋队、儿童团、学校、民兵、妇女，甚至反

战同盟成员，都开展了以强身健体、增进团结、

服务军事为目标的体育活动。

（三）聚焦打赢、紧贴战场

１９３２年 “五一”国际劳动节，瑞金召开庆祝

大会，举行体育比赛，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观看体

育表演。看了红五军团劈刀表演后说：“真是杀气

腾腾啊！这个好。……”看了障碍跑后说：“这像

攻坚战。这样练，小小的城墙不用梯子了，壕沟

也能一跳就过。”看了投弹比赛后，对投了 ５６米
的优胜者说： “投弹像迫击炮一样，打敌人很好

啊！”［１１］贺龙曾指出： “我们开展体育运动，是为

无产阶级服务，为打败日本法西斯服务。”他还在

《延安日报》上发表了 “体育军事化”的题词。这

些都反映了我军红色体育的目的性和指向性是十

分明确的。

（四）整体提高、反对锦标

红色体育鼓励人人参与，反对锦标主义的

“选手体育”。毛泽东强调，红色体育竞赛应遵循

“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

６３



　
张治华，等：红色体育研究及对推进新时代军事体育建设发展的启示

先进的地方”的原则。朱德指出，“革命的比赛就

是要把落后的赶到先进的水平线上来”。１９３３年６
月１１日，张爱萍以斯顿的笔名发表 “五卅”赤色

运动大会总结，指出 “锦标主义是赤色运动会最

有害的敌人”。同年８月，红一军在江西永丰举行
运动会，６０００余人参赛，不设个人奖和单项奖，
只评团体前三名。

（五）因地制宜、创造条件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岁月，场地器材从来

就不是问题，因陋就简的 “土体育器材”照样把

红色体育搞得红火热闹。在井冈山时期，战士们

用松软的稻田和稻草练习跳高跳远；在延安时期，

毛泽东用 “自力更生”牌球拍打乒乓球，抗大学

员自制器材在延河上打冰球。１９４０年，在大砭沟
口延河边建立简易跳水台。１９４２年 “九一”扩大

运动会在延河里搭设浮桥式游泳场。可以看出，

体育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条件从来都不是问题。

物质条件差时，体育是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重要

手段；物质条件好时，体育更是保持军人本色、

战斗作风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六）健全组织、完善法规

早在１９３３年苏区 “五卅”运动会时就成立了

中华苏维埃赤色体育委员会，由中央政府副主席

项英等任委员，在少年先锋中央总队总训练部下

设体育运动委员会。苏区政府颁布 《苏维埃教育

法规》《各种赤色体育规则》等规章。１９３４年，湘
赣省举行全省运动会，训练部制订教育运动与体

育运动计划。在延安时期，由单一的政府机构主

持体育活动发展到社会团体多方面参与组织，其

主要体育机构有陕甘宁边区青年俱乐部、延安体

育会、延安新体育学会 （朱德任名誉会长）和陕

甘宁边区体育委员会等。

（七）蔚然成风、文化浓厚

丰富活跃的红色体育滋养出特有的体育文化

和精神，如一二九师的 《体育运动歌》。 “红日坠

晚风凉，锻炼身体齐下运动场。打棒球，翻双杠，

跳高跳远投弹瞄准又刺枪。看看谁的臂膀粗，瞧

瞧谁的身体壮。只要久练生铁也成钢，努力运动

弱人能变强。加紧锻炼好身体，英勇杀敌在战场。

我们个个身强像猛虎，谁也不愿做羔羊。”当时的

《红色中华》《抗敌报》 《新华日报》 《解放日报》

等机关报刊均开设体育专栏，宣传报道红色体育

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红色体育的实践产生了与

之匹配的精神产品，丰富了中国革命的精神谱系，

如锻炼体魄、抗日救国、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

“延安体育精神”和立足民众、团结一心，锻炼筋

骨、保家卫国，艰苦奋斗、拼搏超越的 “中国红

色体育精神”。红色体育文化使体育在当时成为了

一种风尚，极大地提高了官兵和民众参与体育的

行动自觉。

　　四、红色体育对推进新时代军事

体育建设发展的启示

　　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的体育工作赓续传统、
继往开来。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服务于国

防和军队建设。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

征程，我们应从红色体育中汲取历史营养并应用

于新时代军事体育建设发展。

（一）红色体育对军队专业体育力量建设转型

的启示

１．在国家体育全局下更好地发展军队专业体
育力量

红色体育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形态，将

国家体育、军队体育融为一体。新中国成立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队体育代表着国家体

育的最高水平，甚至在一些特定方面支撑和引领

国家体育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

视体育事业发展，对体育领域若干重大关系和基

本问题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２０２０年 １０
月，中央军委部署全军专业体育力量调整改革。

军队专业体育力量在全新的任务和背景下融入国

家体育全局。这就需要我们调整原来侧重竞技体

育的思维和模式，从发展理念、方法手段、科研

成果、力量支撑等方面加强对接。既带头实施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服务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

也要用好国家体育优质资源，服务备战打仗，强

健官兵体魄，凝聚军心士气。

２．强化军队专业体育力量对部队军事体育训
练服务指导功能

延安时期，李富春在 《开展体育运动》一文

中指出： “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由 ‘选手’

运动而成为大众的、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

有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体育的倡导者、体育的

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自 ２０２０年军队专业
体育力量调整改革以来，一大批金牌教练、冠军

运动员深入基层和一线练兵场服务指导。“追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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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王治郅、 “子弹哥”潘玉程等不再是遥远的

“明星”，而成为官兵身边的 “战友”。转型重塑后

的军事体育训练中心正加速向服务部队转变，军

体骨干培训班、军体服务小分队、军体指导网上

答疑越来越成为常态，未来面向部队的军事体育

供给将越来越丰富。

（二）红色体育对基层部队军事体育建设发展

的启示

１．强化支撑战斗力建设的根本指向
红色体育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指向性极强的实

战化，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军事体育是战斗力建

设的基础，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回顾历史，

我军战斗力建设强盛时期往往也是军事体育开展

比较活跃普及的时期。适应科技之变、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基层部队军事体育建设应进一步树立

起为战而练、为战强身的鲜明导向，把军体训练

的基点从 “健康”调整到 “打仗”上、从 “操

场”调整到 “战场”上、从 “周边”调整到 “强

敌”上。依据部队使命任务、作战环境和岗位特

点，梳理身体能力需求清单，科学创设战斗体能

训练内容，促进人与武器装备、作战环境有机结

合，提高军事体育对部队战斗力的贡献率。

２．强化基层官兵主体地位，拓展军事体育训
练的形式与内容

新时代军事体育创新发展要牢牢突出官兵主

体地位，贯彻落实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

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的指示要求，赓

续 “红色体育”基因和我军优良传统，不断拓展

军事体育训练的形式与内容，以适应新时代官兵

兴趣和需求，增强仪式感、参与感、时代感，营

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体育训练氛围。

（三）红色体育对军队院校军事体育教学训练

创新发展的启示

１．强化军事体育教学训练对院校人才培养的
支撑作用

毛泽东在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６年主办广州农讲所期
间，将军事和体育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军事课、

体育课课时多达１２８小时，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
他要求农讲所的学员既学文又学武，既学理论知

识又学实际本领，为武装斗争做好准备。第六届

农讲所旧地 “番禺学宫”院内至今还保留了当时

学员开展体育锻炼的场地和器械［１２－１３］。随着战争

形态的改变，人们对军事体育训练重要性的认识

也出现了一些误区。有些人认为，军事体育训练

在现代高技术战争准备中已无足轻重，军校学员

不应将过多精力投入到军事体育训练中。事实上，

无论战争形态如何改变，军人作为战争的主体将

永远不会改变，军人的体质体能仍然是智能、技

能高水平发挥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军事体育教学

训练不仅可以帮助学员打造强健体魄，还在培养

学员战场适应能力、意志品质和战斗作风等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着 “源于部队、高于部队、

用于部队”的人才培养原则，军队院校军事体育

教学训练工作应进一步加强。

２．强化军校学员组训、施训能力素质的培养
延安时期，开办体育系、举办脱产体育培训

班和不脱产体育短训班为当时顺利开展军队体育

训练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当前，基层部队对如

何科学组织军事体育训练还存在一些错误认识，

能够科学组织军事体育训练的专业人才仍十分缺

乏。作为军队院校，应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加

强学员组训、施训能力素质培养，提升学员任职

能力。此外，还应依托院校教学资源优势，广泛

开展军体训练骨干培训。

五、结语

红色体育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时期领导

军民开展的体育实践活动，它诞生于艰苦的革命

战争年代，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不断发展壮大，

在普及我党我军政治主张、服务练兵打仗、激发

革命斗志、增进军政军民团结等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进入新时代，我们应继续从红色体育中汲

取历史营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深

入学习习近平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军

事体育建设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实践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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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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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结语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将其应用于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实

践，结果表明：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通过四个循环中教学活动的多次迭代，促使学生

在问中学 （思考质疑）、用中学 （学以致用）、动

中学 （动手实践）、思中学 （总结拓展），有效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提升了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本研究主要

着眼于流程设计，但是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实施效果还会受到教学资源的设计、学

习经验的激活、同伴学习的有效实施等因素的影

响，后续研究将聚焦这些因素，以构建更加完善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１］　于歆杰．论混合式教学的六大关系［Ｊ］．中国大学教
学，２０１９（５）：１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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