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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
山东学校体育特点分析

从 1840年鸦片战争到 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是西方近代体

育在中国的早期传入和传播时期，根据魏源的 “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理想角度，中国近代体育践行者提出了要注意学习西方近

代体育 ( 也就是“兵式体操” ) ，而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则

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开始了对西方近代体育的吸收和引

进。西方近代体育被引进的同时，中国传统体育仍拥有广泛的群

众基础而继续得到流传和发展，这二者共同构成中国近代体育的

内容。这一时期的山东体育在内容和形式上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中国固有的以武术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体育，一是由西方传入

的欧美近代体育。传统体育和近代体育在这一时期是交互存在、

彼此影响的。在与中国传统体育经过较长时间的对抗、冲突之

后，中国人民经过比较，终于走出了民族偏见的阴影，开始正视

西方近代体育，接纳、吸收西方近代体育。

在军国体育思潮、民主与科学体育思潮和国粹体育思潮的影

响下，从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到 1926 年南京政府建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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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体育开始，以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课，变换为以球类、

田径等各种生动活泼的近代体育项目为内容的课内外体育活动逐

渐成型; 体育师资的培训也不同程度的展开，群众体育和竞技体

育也展露头角，体育组织和体育设施也逐渐健全发展。在山东境

内武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武术团体不断建立，武术活动频繁开

展。其中，山东菏泽区武术界涌现了一批高手，如菏泽城东耿庄

村杨士文，在上海与日本武士比武中，力胜强敌，打击了洋人的

威风，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从 1927年到 1949 年，史称南京政府时期，社会相对稳定，

近代体育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实用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下，山东的学校体育也得到了规范发展。在中央国术馆体制的建

立与推动下，山东从上到下也纷纷建立了国术馆系统，更为重要

的是在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体育已萌芽，

并不断蔓延、壮大和蓬勃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体育形式扎根于

中华大地，为中国近代体育传承、创新与发展奠定牢固的民众

基础。

一、山东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

山东传统体育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

东体育源远流长，晚清时期，民族传统体育就有武术、弈棋、逾

高 ( 跳高) 、绝远 ( 跳远) 、奔跑、开弓、龙舟、舞龙、旱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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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担、放风筝、荡秋千、跳绳等形式，为群众喜闻乐道。晚清时

期的山东社会与中国社会历史状况相一致，在社会转型时期，西

方近代体育先后在烟台、济南、威海、潍坊和青岛等沿海城市传

入并有所发展，在山东新军操练中也出现了与西方今天体育形式

相近的“兵士体操”。但在山东城乡的广大学堂和民众中，仍然

以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和民间体育活动为主，而军队中也以民族

传统体育的武艺为主，特别是济宁、菏泽一带更热衷于武术这一

运动形式。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全国人民遭受帝国列强欺凌

之下，山东武术界倡导出“武术救国”口号，因此带动了山东境

内习武之风，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冠县查拳、济宁华

拳、胶东螳螂拳、孙膑拳等拳种和流派，突出了山东地域特征，

形成黄河流域武术的重要代表之一。

传统武艺在长期流传中不断创新和改进，结合现实社会实际

需求，成立各种民间武术组织和社团，并在近代农民起义斗争

中、甲午战争前后、义和团时期中，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二、近代西方体育传入，山东学校体育的思想雏形

和形式显现

从 19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洋务运动引进 “兵操”、兴办

新式学堂、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西方近代体育开始传入山东，从

教会学校早期的课外体育活动和后期规范的体育课，再到基督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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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会比较全面的推广和传播西方兵士体育的活动内容和形式，

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在山东发展经过不断地交流、碰撞、选择、移

植和融合，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并在曲折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

经验，摸索出了山东学校体育发展的自生规律。

近代西方体育是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的。从明朝万历年间

起，天主教是最早来山东的，那时他们或多或少的进行教会活

动，但是都不是很明显。直到 1831 年基督传教士郭士立来山东

威海进行传教活动，但都不成气候，此后三十年中都没有基督教

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各个分会纷至沓来，先在山东

沿海地区，后蔓延山东境内，基督教会的入驻和教会活动的发

展，给山东带来西方近代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同时，也奠定了

山东近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基础，为山东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提供

了样板，揭开山东学校体育发展新的一页。

1862年 1月，烟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首先引入了大量的外

商和传教士。1865年，英国人在烟台山南麓建芝罘俱乐部。1870

年，在俱乐部地下室建保龄球场 ( 是中国最早的保龄球场之一) ，

在台球房设有标准球台。棒球是最早传入烟台的球类运动，由美

国西北大学第三期棒球选手毕威廉于 1903 年在实益学馆组织棒

球队。外国商人在烟台建立了亚洲第一个保龄球场。1904 年，烟

台实益学馆出现篮球活动。当时叫筐球，规则比较简单。后来，

烟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组建起篮球队，常与实益学馆进行比赛活

动。同时也出现足球活动，最初只限于英国侨民的西侨公会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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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学校。后来，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也参加足球活动，各学校开

始成立足球队，并进行比赛。20世纪初，乒乓球作为一种游戏活

动在烟台流传。1911年，烟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开始组织乒乓球

活动，每年冬季都举行比赛。

在威海，英国租占威海卫以后，足球运动首先传到威海。

1900年 12 月 26日，英国巡洋舰“奥兰多”号的水兵与刘公岛海

军基地警备队在岛上的联合服务娱乐场上举行对抗赛，这是威海

卫现存最早的足球比赛记录，也是足球运动传入山东的标志。足

球逐渐成为当时威海赛事最频、普及面最广、影响面最大的运动

项目。1901年 2月 11 日，威海卫人与驻威外籍人士进行了正式

的中外足球对抗赛。1910年，英国人在东门外大操场修建了野球

场 ( 足球场) ，同年又在刘公岛修建了刘公岛足球场，占地面积

21. 6公顷。与此同时，英国人在租借地办公处和住所旁建起了网

球场，仅刘公岛就有数十处。高尔夫球项目也被英国人带到了租

借地，1902年在威海成立了威海卫高尔夫俱乐部，组织开展高尔

夫球活动; 1907年又组建了爱德华港高尔夫俱乐部，并在兴建了

高尔夫球草坪球场，同时在刘公岛成立了联合服务高尔夫俱乐

部，在东泓修建了一处高尔夫球场。篮球、兵乓球等也传入

威海。

在青岛，1901年，德国人修建汇泉海水浴场，禁止中国人入

内，入浴者极少。网球运动是青岛开展最早的竞技项目之一。

1897年 11月德国侵占青岛后不久即在金口路、太平路、莱阳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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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壤处修建了 5片网球场地，只限于外国人活动。这些网球场地

既是外商侨民的娱乐场所，也是他们向中国社会传播近代西方体

育的重要阵地。

由此可见，在华外商侨民开展的各种体育活动，虽然其直接

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娱乐和消遣，但客观上却起到了向中国社会

传播西方近代体育的作用。

首先，洋务思潮激发了山东近代学校体育思想的萌芽，在军

队中开展西洋兵操，即新式军队中的湘军营规定每天早晚士兵要

各做一次体操，并学习枪法，操练手脚灵活性，跑坡、跳坑，可

以操练人的步履，每日演阵，可以操练人的行伍①。在淮军中，

也早引进兵操训练期阵容和现代化装备，并在操练中根据自身的

发展需要引进徳式兵操，主要内容包括单兵教练和队列训练，也

要学习单杠、双杠、木马、平台等器械器材。在新建陆军中主要

效仿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兵操教育，进行现代化军事陆军操练和管

理。这一时期的以欧洲为主的兵操的引入，奠定了我国近代军士

兵操训练的制度样本和内容形式，也为学校体育内容和活动的开

展开启了路径。

其次，开始在学校传入和传播。《光绪政要》中，天津水师

的军事课堂中第一次引进了体育课，并提出了开设基本要求和原

则，为此，产生了中国最初的体育观念，在洋务派 “中体西用”

6

① 曾国藩 . 曾国藩全集: 诗文 ［M］ . 长沙: 兵麓书社，1989: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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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思想下，以强兵为目的的兵士体操训练在全国各地的学

堂、军事学堂和私塾学堂推广实行，由于当时社会没有体育一

词，“兵士体操”就冠上了学校体育的名号，并具备了近代西方

体育传入与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为山东学校体育思

想和体育教育活动内容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中国强兵救国的社

会背景下，形成了朦胧的体育观念，以至于长期以来，我国学校

体育一直难以摈弃军事体育的烙印，也影响着后来山东学校体育

思想的发展与创新。

三、维新思潮的推进，山东学校体育的初步发展与

体操课

维新思潮使中国人在体育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中国近

代体育不仅有军事上的强兵作用，更有在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上

的强种、强国作用，出现了体育思潮向教育领域的延伸和向女子

体育发展的态势，可见，维新思潮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影响意义

深远。具体代表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把西洋体

操引进学校教育，并做出了学校教育中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尝

试; 其要求是重视军事体操，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且规定 “每

间一日”，课以体操，其对体育的重视在其 《大同书》中更有详

尽阐述。严复也从全面教育的角度论述了体育是强兵之本、是富

国之基的道理。梁启超欣赏西方学校教育中的体育教育，推崇古

希腊斯巴达人的强健体格，特别强调 “学生必习体操，强其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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