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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小学体育与健康教育》丛书根据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的精神和要求以及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全

面理解新的课程理念、课程性质和课程价值编写而

成。自出版以来深受小学生喜欢，被广大读者称为富

有特色的课外阅读图书。

此次再版，我们主要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

做到量体裁衣，满足读者需求。

限于时间与编写水平，本丛书难免存在不足之

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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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化和课程改革的深入，“体育教

育”也改成了“体育与健康教育”，把广大学校体育教育的功能

明确定位于学生的健康发展。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正是带动

学校体育卫生概念与功能的转变，原有单纯只注重增强体质

和提高竞技水平的方法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更不能激

发和满足全体学生参与体育和健身活动的需求。现代体育教

育应立足于健康、公平与合作、环境、竞技与娱乐四个领域的

教学。体育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接受身体健康教育，使学生

在体育活动过程中享受体育的乐趣，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掌

握科学的锻炼理论与方法，为自身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使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实现了全方位的交流和

融合，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即将举行，全民健身运动如火如荼，

中国体育在世界体育之林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极大地激发了

广大青少年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２１世纪体育教育的

特点，既要满足广大学生身心发展过程的需要，体现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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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性、多样性、健康性、终身性”的特点，还要满足广大学生

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与爱好的要求。

体育教育要体现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必须树立“健康第

一”的指导思想，通过体育文化知识的传播，提高学生对体育

的认知，加强学生对人的生命过程和身体活动过程中各个不

同阶段特点的全面了解。为学生能科学地、自觉地、主动地锻

炼与维护健康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体育教育要树立全面的健康观，将体育与健康教育真正

落到实处。在实际教学中，加强体育健康理念知识的传授，使

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育健康理论知识，做到“懂体育、爱体育、学

体育、会体育”。

２１世纪的体育，将作为健身、享受、娱乐融进人们的生

活。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

要发动全社会关心他们的体质和健康。各级各类学校要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做好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工作，提高

小学生的整体素质，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打下良好的基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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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了解团体操的
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世界团体操运动的兴起

德国是现代团体操的故乡。在１９世纪初，德

国的体操俱乐部做体操时，并不像我们今天一样在

老师或指导者的口令下集体进行，而是采用课题式

的自由练习法。在１８１０年至１８５８年，被称作为德

国学校“体操之父”的阿特尔夫·施皮斯创办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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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学校，并采用特殊方法作为班级体操练习的指导

法，即练习时，在教师统一号令下集体进行秩序运

动、行进间运动、器械体操、徒手体操、道具体操等，

当时称之为“合同体操”，被认为是最能发挥指导效

果的方法。后在军队和学校中广为应用。到２０世

纪进一步发展成为供人们观赏的体操，称为“表演

体操”，表演体操与现代团体操的概念和内容相似，

可认为是团体操的雏形。

１８９２年，捷克及一些斯拉夫民族国家在庆祝天

鹰体育协会成立那天，首次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团体

操表演。之后，每六年举行一次团体操表演，直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中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各国体育事业的发

展，团体操运动也迅速在全世界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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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团体操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团体操起步比德国和捷克等国晚了近半

个世纪。现代体操到１９世纪中期才开始传入我

国，揭开了中国体操发展史的新篇章。鸦片战争之

后，美、英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开办教

会学校，成立青年会，并设置健身房和体操器械，出

现了早期的现代体操活动。１９０８年，上海成立了中

国体操学校，技术教学内容主要有徒手体操、兵士

体操、武术及音乐、舞蹈等。此后，各大、中、小学校

相继受到影响，徒手体操在学校体育中逐步得到推

广。徒手体操简单易行，可以集体同时进行练习，

在统一的口令指挥下使动作整齐划一，且场面壮

观。于是，由练操、会操逐步演变到在一些运动会

上进行表演。不难看出，团体操的发展与徒手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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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我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集体进行徒手体操练习

的形式可认为是团体操发展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体育前辈们在杭州、

南京、上海、天津、北京、长春等一些大城市的运动

会或学校的运动会上，都曾组织过会操、集体体操

和团体操的表演。例如：在旧中国的第四届全国运

动会（１９３０年在杭州举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０日至２０日在南京中央体育场举

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０日至２４

日在上海大体育场举行）、第七届全国运动会（１９４８

年５月５日至１６日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的开幕

式上均组织了上千名小学生进行集体表演。其内

容由简单的徒手体操发展到太极操表演，并逐步增

加了少量轻器械体操和叠罗汉等动作的表演。由

一致动作发展到动作之间的高低起伏变化，出现了

不同姿势以及方向上的变化。在队形方面，也由散

点队形发展到纵队、横排及简单的综合队形和图案

的表演。在艺术装饰方面，用简单的钢琴曲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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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令，既起到了指挥号令的作用，又增加了表演的

气氛；表演服装简单、统一。总之，在旧中国，虽然

团体操在各级运动会被列为表演项目，但内容简

单、形式较为单一，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团体操的萌

芽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亲

切关怀下，团体操才得到普及并迅速发展。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４日，为庆祝新中国诞生，在先农坛

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上组织了各

项表演和田径比赛。北京新生中学的２４００名学生

分成１６人一组的小麦形队伍，在腰鼓伴奏下步入

会场，然后进行队形变化、组字，最后组成一个硕大

的五星，并从中央放出和平鸽。他们的表演获得本

届表演特别奖。华北大学表演的《万岁！中华人民

共和国》、北师大附小表演的《老鹰抓小鸡》、回民学

院表演的叠罗汉、光华女中表演的《大团结操》等，

也获得奖励。各大行政区（东北、华北、西南、中南、

华东、西北）均派出参观团参观，对全国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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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城市均分别组织了

不同规模的团体操表演。１９５５年６月我国应邀派

出了以蔡树藩为团长、钟师统为副团长的体育代表

团，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应邀参

加的还有前苏联、波兰、匈牙利、蒙古等国家的代表

团。中国代表团的人数最多，以北京体育学院学生

为主体，由１６０余人组成，参加了团体操和器械体

操表演。这是我国首次派团出国表演团体操，演出

获得了巨大成功。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３日在北京工人体

育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

幕式上，北京市７８２３名大、中、小学生成功地表演

了大型团体操《全民同庆》。虽然没有看台背景的

表演，但它第一次在统一的主题指导下，将五个场

次的表演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表演整体，并

用音乐指挥全部表演，服装、道具根据表演内容的

需要进行设计，使表演更加形象、生动。通过这次

实践，初步建立了我国组织、创编和训练团体操的

理论与方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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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体操。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设计构思、内容编排、表演

技巧、合理运用各种艺术装饰以及训练工作、表演

的组织工作等各个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１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第二届

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成功地表演了由“序幕”、“高

举革命火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人民公社

好”、“紧握手中枪”、“红色接班人”、“将革命进行到

底”七个场次以及看台背景组成的大型团体操《革

命赞歌》。表演人数达１６３６０人（其中场内表演人

数为７７９２人、背景台表演人数为８５６８人），时间长

达６７分５８秒。此次表演中，背景密切配合场内表

演，使主题更加鲜明突出，画面形象、生动，有效地

扩大和美化了表演场面；在表演动作与队形变化方

面也有不少创新；服装、道具向民族化、体育化方向

又迈进了一步；音乐方面，不同的乐队演奏不同风

格的乐曲，使之更加符合各场团体操的风格与特

点。总之，大型团体操《革命赞歌》第一次成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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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台背景和场内表演融为一体，主题鲜明，场面宏

伟、新颖，大大增强了团体操表演的艺术性、表演效

果及其观赏性。它标志着我国已完整地建立了团

体操的表演体系，可谓我国团体操发展史上的一个

里程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国团体操得到了进一步的

普及和新的发展。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北

京、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广东、天津等省、

市、自治区都先后组织了各种不同规模的团体操表

演：不仅有室外运动场上的表演，而且有在体育馆

内组织的表演；参加团体操表演的从青少年、儿童

发展到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普遍组织了看台背景及

其活动画面的表演；团体操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

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团体操工作的技术人员。这个

时期的代表作是：１９７３年８月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

行的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开幕式上，

为欢迎来自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队，充分

利用馆内灯光效果，成功地组织了室内团体操《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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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传友谊、乒坛花盛开》的精彩表演，赢得了国内外

宾客的一致好评。１９７５年９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表演了大型团

体操《红旗颂》，这次表演规模空前，表演者达２．２

万多人，动作难度有所提高，队形、图案有不少创

新，背景画面由原来露头发展为不露头，使画面更

加清晰，活动画面的手法也更加丰富。１９７９年９月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幕

式上又一次成功地组织了大型团体操《新的长征》

的表演，它的创编构思突出了体育表演的特点，穿

着均以运动服装为主，并运用健美、体操、技巧、舞

蹈和高空滑降动作表现主题，博得观众好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团体操的表演如同百花盛开，

竞相争艳，形势喜人。１０年间，全国性的大型运动

会达９次之多，它们是：第五届全国运动会（１９８３年

９月于上海）、第六届全国运动会（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于

广州）、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１９８２

年９月于呼和浩特）、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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