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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体坛的赤旗篇章

代 序

体育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体育事业的兴衷关系到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在我国，体育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窗口。早在一九五二年六月，毛

泽东同志就欣然命笔，写下了“发展体育运劝，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题

词。从而指明了我国体育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我国体育

事业的发展。体育，与其他行业一样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健康地蓬勃

地向前发展o

黔东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地理条件

差，体育基础薄弱。但是，不甘落后、发奋自强的黔东各族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发扬艰苦创业、勇于拼搏的精神，努力发展体育事

业；囚地制宜、囚陋就简的开展项目繁多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我们欣喜看

到，黔东体坛已呈现出比较辉煌的篇章。现在，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并自觉参与的篮球运劝，已普及到全区城乡每一个角落；众多的河流、山

塘、水库，已成为群众坚持游泳的天然场所。少数民族和民间体育活功显

现了蓬勃生机，普通的体育活动，登上了省和国家比赛的大雅之堂。广泛

性、趣味性、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不仅增强了人民体质，而且为体育运动

水平的提高和体育人才的踞：养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解放们年来，我区为省专业队输送了大量人才，有十名运劝员荣获

国家体委授予的“运动健将’’称号o 1959年全区有筇名“运动员代表贵州省

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仅游泳就有J『J『人，占全队Jf9人的百分之五十

七，其中有3名运动员分别夺得男子组捌米蝶泳第四、六、八名a在第
三届全运会上，我区运动员李秀云夺得女子J『DD米蛙泳第八名，为我省游

泳队争得了唯一的极其宝贵的，分，突破了“零”的纪录。侗族伤残姑娘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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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琼多次参加国内外游泳角逐，在国内荣获J『D枚金牌，在国际比赛中获2

枚银牌。松桃苗族自治县花鼓队、刀梯队多次出席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受到国家体委、民委的表彰。花鼓队还远涉重洋。应邀参加了美国华盏顿

建州一百周年庆祝活动，其精湛的表演，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

印像。卯年来的体育实践，给黔东体坛写下了一页又一页的赤旗篇章，也

为我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o

《铜仁地区志·体育志》，以比较翔实的资料和通俗的文字、珍贵

的图片，不但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区体育事业的发展轨迹。而且

记载了自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至公元1990年我区体育事业曲折发

展的历史轨迹。这不仅是一部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体育

教育的好教材，而且也是一部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教育的好教材。本志

的出版，的确值得可喜可贺!

本志从1990年4月组建写作班子到1992年J『2月终审定稿，历时

两载零七个月，由于时间仓促、资料匮乏，本志在编撰过程中，克服

了许多困难，成书之后，定有疏漏，期望读者鉴谅。倘能使读者从中

窥视到我区体育事业发展的基本踪迹，即算是编写同志的最大希望。

本志付印时，正值举国上下广泛宣传、深入贯彻中共十四大精

神、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总任务，要求我们不但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抓好精

神文明建设；不但要抓科教文卫事业，也要抓体育事业。让我们在中

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和衷共济，奋力拼

搏，为我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再展宏图。

喜看来年黔东体坛，硌是希望赤旗的篇章!

——是为序

铜仁地区行署副专员 周光清

1992年，2月于铜仁



凡 例

一、本志详今略古，立足现代。上限不定，适当追

溯某项事物的起源；下限为1990年。

二、本志年代一律沿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

(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J『D月7日前、

后，称“解放前"、“解放后"o

三、本志使用的度量衡，二律按国家标准计量单

位。

四、本志正文对一些习惯性称号，除第一次出现时

用全称外，其余一律用简称。

五、在运动竞赛成绩表中，“△"为破地区纪录成绩，

“④∥为新创地区纪录，“★，夕为破省纪录成绩，“■’，为破国

家纪录成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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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铜仁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明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思南、石阡和铜仁先后建府学，设武学班，开

武术、骑射等课程，形成地区的早期学校体育。 ·

清末民初，铜仁、思南等县相继建立起中、小学堂。随着这批当时称为“新学”

的学校出现，西方近代体育项目篮、排，足三大球和田径逐渐传人，普遍开展。

民国二十七年(1938)，江、渐一带部分学校，因日寇八侵而内迁铜仁，成立

了固立第三中学。这所学校体育师资雄厚，教学水平较高，体育活劝开展活跃，对

铜仁地区学校和社会体育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民国二十四年(1935)，贺龙，关向应曾率领缸三军来到铜仁地区开辟革命根

据地。在梵净山麓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政权。当年红军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和贺龙将军

常在印江县木黄镇河边挥竿垂钓的情景，老一辈的边区人民至今仍记忆犹新。

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铜仁地区体育事业迅猛发展，成绩显著，最突出的要数

水上运动。铜仁地、县体委和各级学校充分利用汪河天然游泳场，大力开展群众性

的游泳活动，多次组织群众畅游锦江、湃阳河、松江和横渡乌江，每次参加的男

女运劝员这万人。在普及的基础上，运劝员技术水平提高很快，自1957年至1983

年的船年间，地区游泳队除在』9万年贵州省第三届运劝会游泳比赛中，仅获团体

总分第二名外。其余历届省运会均夺得团体总分第一的桂冠。们年来，铜仁地区先

后向省体工队输送了173名运动员，其中游泳韶人。
。

其次，田径运动也取得较好成绩。早在，D年代，入选西南军区体工队的石阡

姑娘陈正绣和铜仁姑娘除世漳，二人驰骋国内外田坛，以优异的中跑成绩，多次打

破国家纪录，并多次参加在国际此赛。陈正绣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子800米运劝健

将。除世漳也成为新中国早期田径运功健将。解放以来，铜仁地区运动员被国家体

委授予运功健将称号的共有JD人，另有2人选健将级标准。

纵观建固四十年来，铜仁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解放后，铜仁行政督察专员公暑设文教科兼管全区体育工作。1956年，地，县

两级体育运动委员会相继成立。从此，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并起步跨八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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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开始深入到群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普通的竹器工人黄昌胜成了

游泳运动健将。普通的民警战士黄成银打破了马拉松国家纪录I铜仁县茶店公杜开

展“劳动与卫圃”制度锻炼。被评为省农村体育先进集体；印·江县木黄农民篮球队率

先成立后，全地区农民篮球运动蓬勃发展。

1959年，铜仁地区有35名运动员入选省代表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

会。地区4名游泳运动页获得单项比赛的4个名次．为贵州省游泳队夺取团体总分第七

名．做出了重大贡献。田径比赛中，入选国家队的铜仁女运劝员获J『项第二名，J项第三名

和J项第五名，为贵州省女子田径队夺取团体总分第九名．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侗仁地区体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但广大体

育工作者仍坚持开展了力所能及的各项活劝。197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运动

会，入选省代表队的铜仁游泳运动员为省游泳队夺得唯一的一个名次。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铜仁地区体育事业发展叉进入

一个“大展宏图”的新里程。

经过十年奋斗，已初步建立起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体育教练，裁判和师资队

伍。全区有中级教练羽人，高级教练』人；一级裁判2，人， 国家级裁判J人；

中、小学体育专职教师增多，有高级教师7人，大专有讲师3人。1984年，铜仁师

专开设了体育科(系)，每年培养出数十名具有大专程度的体育人才。

以地区重点业余体校为龙头的“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的层层业余训练网，

已初步形成。各县有重点业余体校，大型中、小学校有基层运动队，通过层层选拔

和培训，体育好苗子得以充分发现和成长。

少数民族体育有了突出的进步。1986年松桃苗族自治县被评为全国少数民族体

育先进县，受到国家体委、民委的表彰。该县的苗族刀梯和花鼓传统节目，曾在广

州和美国华盛顿表演，受到好评。铜族姑娘姚红琼身残志坚，1987～1990年间，

先后荣获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游泳金牌J『D枚，国际比赛银牌2枚。

农村体育也有所发展，1977年，省体委在思南县许家坝区召开全省农村体育工

作现场会，是地区农村体育运动一大盏亨。

体育竞秦以1982年省五运会游泳成绩最为突出，地区游泳队获3D枚金牌，获

团体总分447分，占全部游泳总分的柑％。但1984年后，地区游泳成绩下降，引

起省、地体育界的关注。

为了提高体育竞赛水平。地、县各级党、政领导十分重视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

仅在J『粥J～J99D年问，投资卯万元以上的新建、改建项目就有：地区体委体育培训中

心大楼，西门游泳馆，西门体育场，铜仁市东山体育馆，松桃县民族体育馆，玉屏县民

族体育场和比赛用游泳池，铜仁师专田径场、篮球场等。这一批新，改建场馆的出现，

标志着铜仁地区体育事业的兴旺发达，象征着各民族的繁荣昌直。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全区体育工作者信心倍增，团结前进，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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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废科举创新学之前，民间的学校——私塾，只学文，不习武。以中圆武术

为教学内容的武馆和独家或数家联合聘请拳师教练武术的团体，可算是古代专学体

育的学校。区内官办的府学，收武学生页，始于明代。明永乐十一年(1413)，思

南设府建学，生员分文学、武学两个班，各加名。武学班以武术、操练、骑射、

兵法等为主课。不论是府学生员、民间武馆习武的、或延师教习的，均可逐级应

试。明、清代的科举制，有文科，武科，均分三级考试。府，县试武童生、武秀

才，乡(省)试武举人；京试武进仕。应试的盛先考取武秀才，再考武举人，三考

武进士。明永乐十一年(1413)，铜仁修建知府署(现市人民政府处)，“大堂西为射

亭。府试武单童射于此"。这是区内的府试考场之一。

自清康熙四十二年(，704)癸未科以后，地区内中武进士的8人，中武举人的

157人。

清末，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新学开设“体操”课，为各级学堂

学生必须通习的一门学科。学校体育始于此。民国十一年(1922)，教育部令改“体

操”为“体育’’。

第一章 幼儿园及小学体育

第一节幼儿园体育

课程 区内幼儿教育有两种形式。一是幼儿团，其中设大，中、小班，一是学前

班。幼儿团中的大班和学前班，每周设体育课3节。幼儿团中的中、小班，每周设体

育课2节。幼儿团每天上午设3D分钟户外活动，下午均安排户外体育、游戏。

教材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无固定教学计划和教材。1985年，固家教委审定的

2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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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团体育教学大纲》规定幼儿体育的具体内容为：基本功作和基本体操两部

分。基本动作包括走、跑，跳跃、平衡、投掷、钻爬、攀登；基本体操包括模仿操

和徒手操。

师资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无专业幼儿师资。教育行政部门指派小学教师或抽

调其他部门女同志担任。1981年以后，思南师范、铜仁民族师范先后开办幼师班，

毕业生多分配在地区内县幼儿园任教师。1984年，全区有幼儿教师396人。

设备 大多数幼儿轩和学前班设备简陋，仅有滑梯，翘板、摇船等一般设备。

设备较齐全者当数“铜仁地区实验幼儿团"。

铜仁地区实验幼儿因由地区教委主管。现有8个班，其中大班2、中班4、小

班2，入团幼儿2乃人，有教职员工39人，其中教师』6人，保育员占人，校医2

人。每天8时至J8时为幼儿在园时问，享受三餐一点(即早餐、中餐、晚餐和午

点)。每天上午半小时早操，彳D分钟户外活功，中午午睡3小时，下午户外活劝。

每年举行两次郊游，每学期举行一次园内幼儿体育竞赛活劝，在园幼儿全部参加。

该固的体育及游戏器材较齐全，现有滑梯、荡桥、翘板、荡船、荡椅、攀登架，多

用篮球架、金鱼钻因、手推转椅(海、陆，空转椅)、老虎投靶器、熊猫投靶器、

健身器、奔驰式健身器等。

第二节小学体育

课程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后，铜仁县先后办起了城南，城北、女 ～

子和达德等小学堂，思南县办起了高等小学堂。当时称之谓“新学”。按“奏定学堂

章程”均开设体操课，每周3节。民国初期，初等小学每周4节，高等小学每周3

节。民国十一年(1912)，教育部令，体操更名为“体育”。铜仁县教育部门根据上

级规定，制订的小学教学计划中，对小学各年级的体育课作如下安排：

一，二年级 体育、唱游(音乐) 全学年 180节 ．

三年级 体育、音乐(50节) 全学年 120节

四年级 体育、音乐(50节) 全学年 150节

五、六年级 体育、音乐(60节) 全学年 180节

抗日战争时期，小学高年级每周增“童子军”课J节。解放后，按上级规定，每

周各年级均2节，课外活劝2节。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下达小学教学计

划，规定小学每周各年级开设体育课2节。“文革”中，体育曾一度易名为“军体"。

J9殆年后，教育部行文下达各地，正名为“体育"，并规定除上好2节体育课外，必
’

须开展“两操”(即眼保健操和课间操)和2节课外体育活劝。

教学 新学建立之初，其教学内容，初等小学堂为“有益之运动及游戏”；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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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堂为‘‘普通体操，有益之运动，兵式体操”。民国初期，根据当时“军国民教育"

的“富固强兵”宗旨，体操课以“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为主，另设唱(歌)游(戏)

课。民圃八年(1919)，废除“军国民教育”，而以“养成健全体格发展共和精神"为

教育宗旨，体育目标是强健活泼之体格，。优美和乐之感情"。1922年到3D年代前

期，虽已更名为体育，但体操、武术、兵式体操，仍为小学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

现代体育项目田径，球类等虽已传入。会教者少，纳入课堂教学内容亦少。抗日战

争时期，体育教学始全面授以现代体育嘎目内容。解放初期，体育无教学大纲及教

材，根据“发展体育运功，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以田径，球类、体操为主要教学

内容，井同时开展有于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课外体育活劝，如苴球此赛，跳集体

舞，唱革命歌由，扭秧歌，打腰鼓等。1953年各科教学大纲领布，按《小学体育教

学大纲》的要求，以游戏为主要方式，进行跑，跳，投掷、攀登、技，了，球类等基

本技能的教学，以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其正常发育。大跃进时期，体育为劳劝所代

替。1962年又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文革”期间，体育教学内容以“学军为主。兼学

别样”。，9殆年以后，困家教委曾几度修订《小学体育教学大纲》，编制体育教学内

容和《小学体育教材教法》，体育教学有章可循。特别是1987年，不仅再次修订

《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并编写了各年级体育教课书。为提高小学体育教学质量，省

教委省体委于1987年在贵阳实验小学，举办首届小学体育优质课评选活动。铜仁

市二完小教师余佳荣获三等奖。

师资 民国初期，小学始有专职教师。民国八年(1919)，思南县聘任李稔吾为

高小体育教官专教体操。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三中在铜仁创建，设师范部，培养

了一枇小学体育师资。白此各县城小学开始有专职体育教师。解放后，50年代，地

区各县城乡小学无专职体育教师。由学校分配青年教师中爱好文体活动的教师担任

体育课教学。1963年铜仁二完小，始有贵阳师院体育科毕业的熊杰陵，熊俊陵任专

职体育教师。7D年代，贵州省体工大队部分退役运动页分配到地区个别县的小学任

专职体育教师。1979年省四遥会后，地区体委、地区教方面，地区劳劝(人事)局

根据有关精神，安排出席省四运会5D名运劝页就业。其中有j人安排在小学任体

育教师。1981年，饲仁县师范体育班结业，大多数毕业生分配到地区中，小学任专

职体育教师。但师资仍然不足，仅据铜仁市7所大型完小统计，1990年只配有J0

名专业专职体育教师，个别学校没有配备。其余广大城乡小学还是由文化课教师兼

上体育课，边远乡村学校，普遍缺体育专任教师。

场地设施 解放前，一是小，二是少，三是简陋。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铜仁端模小学，建起一个篮球场(现铜仁市三完小球场)，墙壁上写有‘‘锻炼筋骨，

报固雪耻”的醒目标语，以激励师生。民固二十五年(1936)，印江县小学建起了篮

球，排球、网球场。抗日战争以后，城镇小学建有篮球场，安设有乒乓球台。无论

是篮球场或乒乓球台，规格都不标准。解放后，地区内小学的场地设施，大型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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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年增加。铜仁二小、玉屏一小是地区内有田径场的两所小

学。加年代以后，省、地传统项目学校，场地设施逐步完备。据1983年统计，全

区小学有200米环形跑道田径场2个I篮球场408个，其中灯光球场J个。1988

年，全区各县小学又增加篮球场82个，乒乓球房，栋(印江二小)。

校内比赛活动

J，校运劝会 城镇完小起于7D年代，多数学校艿D年代才开始举办，多为单

一的田径竞赛。三年级以上班级比赛的项目有卯米、100米、200米、400米，

800米、4×100米接力，跳远、掷垒球、铅球；一、二年级比赛项目有卯米、如

米迎面接力、，D米来回障碍接力、60米三足况走等趣味体育项目。铜仁市二完

小，到1990年举办2彳届校运动会，1988年，2月，印江县先锋小学举办了第三届

校运动会。1990年秋，铜仁城内7所完全小学，除二完小在本校外，其余各校都在

地区体委田径场，举办了迎亚运校运劝会。同时，7所完小还参加共青团地委、地

区体委举办的迎亚运火炬接力赛。

2、单项比赛，是一种单一的时令性的小型此赛，是小学生最喜爱参加的活

动。项目有风筝、踢键、跑绳、少年广播操、儿童韵律操、，J、篮球、小足球，乒乓

球、游泳等。1964年铜仁县1032名少先队员，持红缨枪横渡锦江，直况空前。

1987年3月，印江县第二完小举办了第六届乒乓球赛。

3、达标活动 50年代开始，制订有体育锻炼标准。jD～60年代有《劳功与卫

国体育制度》少年锻炼标准(以下简称《劳卫制》)，“文革"开始，就废止《劳卫

制》。70年代制订有《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由于体育专职教

师缺乏，未有认真施行。8D年代，国家体委又对《标准》进行修订，要求认真开展

《标准》达标活动，并进行检查验收。1983年，地区组织检查验收了5所小学，结

果述标率平均为彳彳．3％，其中万山特区解放街小学为J，％。以后每年都进行检查

验收。铜仁市二完小到1989年达标人数占应测人数的跗．．f％。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却年代前，有条件的学校，以J～2个体育项目，办业余

体校。J960年铜仁，松桃两县城内完小，都办有游泳，乒乓球、田径少年业余体

校。加年代各县有重点地在有条件的小学建立少年业余体校。8D年代，注意从儿

童抓起，根据某所学校有』～2个体育项目群众活动广泛，技术水平较高、培养输

送了一批体育人才，经省，地教委和省、地体委研究，定为省级或地区级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到1990年，有3所省级、8所地区级体育传统学校。

省级 铜仁市二完小 田径

印江县二小

玉屏县一小

地区级铜仁市三完小

铜仁市五完小

乒乓球

田径

游泳

乒乓球、游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