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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体育学院校志》编纂人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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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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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校史志办公室的辛勤工作下，在学校各方面的大力协作下， 《北

京体育学院校志》(以下简称《校志》)终于付梓了。

编写这本《校志》，是一件有极大意义的事。

这项工作首先是北京市政府的要求。所谓“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党和国家根据社会

发展的需要，根据人民长远的和总体的利益，十分重视这项工作。

编写《校志》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一所大学

的基本建设，包括硬件、活件和软件。硬件是指学校的房屋、场地、器材、设施等，活件是

指学校的教师、职工、学生等，软件则是指学校的战略规划，规章制度、运转程序等。有了

硬件和涟件就可以办学了。但是，如果没有软件，这种办学也可能是低水平、低效率、低效

益的。因为一所学校如果没有好的战略规划、规章制度和运转程序，就可能是一盘散沙，组

织化程度就可能比较低，整体优势和战斗力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校志》就是学校的软件

之一，或者说是软件的一个重要方面。

编写《校志》不是因为对学校的历史有什么痴好和偏爱，更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具有继承性的。现在的历史，是过去历史的延续，是漫漫历

史长河的一个阶段。只有真正地了解历史，才能真正地了解现在1只有真正地了解现在，才

能真正地了解未来。只有认真地研究了历史，认识了历史，把握了历史的客观规律，才能更

好地把握现在，预见未来，开拓前进。

北京体育学院建校四十周年了，四十年来，是一代又一代北体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艰苦创业，忘我奋斗，二I匕体才有了今天的办学水平和办学规模，得之不易。把这一代又一代

北体人实践h：J足-迹厄载F来，不仅是摸索办学规律，开拓未来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尊重实

战，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的表现。用一句哲学语言表述，这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

场、观点和方法。在北体硝：同的发展阶段中，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形成了不同时期办学的

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管理体制、规章制度以及办学规模、结构等等。这些东西对后人不无

借鉴之处，如果丢失在我们手中，恐怕是无颜对前人，亦无颜对来者的。

《校志》在今年出版，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1993年12月ii日，国家教委正式批准我校

更名为北京体育大学。对于我校米讲，无疑是一件大喜事。编写这本《校志》，就有了告别

过去，从头开始的意味。我想这是一种很好的对过去纪念，对未来展望的办法。

这本《校志》是1993年已出版的《校史》的姊妹篇。志则，记也。志就是对历史的客观

记载。纵写历史横写志。史q‘以评评点点，有叙有议。志则是据史直书，直陈其事，述而不

论。共目的，我理解是将历史原貌留诸后人，在不论不议之间，使后人根据历史的客观记载

加以分析判断，则誉否自见了。所以， 《校志》和《校史》是互为补充的。这两本书都是对

北京俗院学院四十年奋斗历史的纪念，同时也寄‘rJ’时北京体育大学未来美好前景的希冀。



在编写的体材上，本志书按照工作性质共设领导体制与组织机构、教学训练与运动竞

赛，科学研究、研究生培养与学位工作、成人教育、图书资料、建筑设备、行政管理，系、

中等教育与业余训练．出版社与中国学校体育杂志社、校办产业、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

群众团体、人物传略等十五篇，它包罗了学院方方面面的工作。关于史实资料的搜集，是从

学院筹建起，到1993年12月31日止。本志辑录了建院以来的百科资料，堪称是北京体育学院

的一部“百科全书”。

本志书是在校史校志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各单位、各部门领导或指定专人分工撰

写，然后再由校志编写组进行篡辑，大家齐心协力， “众手成志”。

在编修过程中，一些老领导、老同志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大量资料，本书的出版还

得到本校印刷厂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缺少修志的经验，本志书遗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谢亚龙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编纂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全面如实记述本院自1952年筹建=至：1993年的历史与
现状。详今略往。

二、本志前设大事记，次列各专篇，篇又分设章、节，横排门类，纵叙史实。记述以文

字，图表为主。

三．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源于档案室资料，文中均不注明出处。统计数据、记事均截止
于1998年12)=1 31日。

四、为阅读方便，图表随文，并标明图表序号，如图(2—5)、表8．4，分别为第二篇

第5个图，第三篇第4个表。

五、人物传略收录原则，不为生人立传，所收传记人物为院部党政领导及正教授级别，
按生年为序排列。

六、历次政治运动，不专立篇目，或记入有关篇章，或散见于大事}i己。



概 述

北京体育学院，原名中央体育学院。创建于1953年11月1日。1956年更名为北京体育学

院。

北京体育学院是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之一，直属国家体委领导，面向全国招生。主要为国

家培养体育教师、体育运动教练员、体育科研人员及其他体育专业人才。

为了适应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和原政务院于1952年发出了“以培

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指示，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当时的教育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指示精神，决

定创建中央体育学院，并于1952年7月成屯了以原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徐英超教授为首

的中央体育学院筹备处。

为了尽快地培养体育专业人才，筹备处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于1953年7月招收第一批

二年制专科生。8月，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体委下达了“以调整若干高师体

育学科，成立体育学院的联合通知”，通知决定“以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为基础，在北京成

立中央体育学院”。9月，钟师统同志到任并主持工作。1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

农坛体育场正式成立，由钟师统任院长，徐英超任副院长。这一时期，全体教职学工住在先

农坛体育场看台下，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

1953@9月，北京体育学院校园的基本建设在圆明园东北角破土动工。1954@1月，学

院由先农坛体育场迁入仍在施工中的新校园。师生们一边进行教学，一边劳动建校，为创造

一个教学、训练和生活的新环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建校初期，国家体委提出体育学院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身体健康、忠于祖

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体育专业人才。北京体育学院根据这一要求，明确以培养体育师资

和体育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

为了适应国家需要培养多层次体育专业人才，学院于1954年2月成立了研究部，开始招

收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学习。同年暑期又招收了二年制大专学生和三

年制的中专学生。

为了逐步提高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中央体育学院从1955年暑期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

(体育系)学生。1956年停办大专科。矧忆。学院更名为北京体育学院。1957年停办中专

科，同年设立动运系。1958年为适应技术大跃进的需要，撤销了体育系、运动系，按专项分

系，成立了田径系、球类系、体操系、武术系、水冰系、理论系，并增设了预科。

从建院到1958年，北京体育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过程中，

克服了师资、干部、基建和物资供应等方面的严重困难，艰苦创业，边建校、边教学、边总

结经验，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教学、教育体系。在学制建设方面，从建院初期招收二年制的大

专、三年制的中专到招收四年制的体育系、运动系、理论系及研究部、教师进修班、干部训

练班、俄语训练班、预科等多层次多系科的学制。教师从建院时的40名，发展到210名，职



工从81人增)Jn至-0 248人。在基本建设方面也初具规模，教育工作在稳步发展。

北京体育学院在办学过程中，深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1964年6月16日，北京体育

!学院40名师生在贺龙副总理的率领下，陪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毛主

席教导师生们说： “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锻炼。”并鼓励女同学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

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及邓小平、李先

念、陈毅、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到北京体育学院视察过工作，并给予重要指示。

1965年贺龙副总理陪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到北京体育学院参观时指示： “体育学院办了十

多年了，应当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办学经验来。”院党委根据这一指示，发动全院师生总结经

验，于1965年4月底制定出《教育革命试行方案》。较系统地总结了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

办学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办学指导思想。使各项工作基本上做到了有章可循。可惜这个方案

试行刚一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使北京体育学院遭到严重破坏。

1969年12月，周恩来总理指示： “北京体育学院要办，还要办好。"并要求在1970年上

半年做好继续招生的一切准备。1971乌t 4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体院招生问题的批示

文件精神，招收398名青训队学生。培养了三年，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优秀运动员。1972年开

始正式恢复招生，学制为二年。1973年，学制改为三年，同时恢复体育系和运动系。1977年

本科学制改为四年，并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学制为三年，同时

还恢复了基础理论系。1980年起，又增设了二年制大专科。以后陆续增设了进修部、函辎

部、武术部等。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建国以来我党的历史进入了一

个新的伟大的转折。北京体育学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各项工作在迅速恢复和

发展。首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大教职工心情舒

畅地投入工作，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建设，逐步实现_r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

化、专业化”；加强了教师队伍的建设，注意选拔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还经常为教师提供

各种进修的机会，进一步整顿教学秩序，制定教学文件和规章制度，使各种教学文件规范

化，教学环节制度化}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学生明确学习日的，积极生动地进

行学习。

北京体育学院已建院四十周年，目前已发展成为体育学科比较齐全，设施比较完备的全

国规模最大一所体育学院，是全国唯一的一所重点体育高等学府。学院占地砸积70公顷。建

筑面积16万平方米。除办公、生活用房外，拥有教学楼、实验中心、图书馆、电化教育中

心，还有田径馆、游泳馆、球类馆、体操馆、武术馆、举重馆、拳击馆以及能容纳3000名观

众的综合体育馆等共15个室内训练的体育馆，约3万多平方米；68块室外训练场，约12万多

平方米。电化教育中心包括现代化科学报告厅：、录像演播室、电子编辑室、中心控制室、大

小放像室、电影及幻灯图片制作车间等，并设有同时可以播放四套节目的闭路电视系统。学

院有各种实验室49个，教学、科研实验仪器2000多件，其中大型实验仪器104台，价值400多

万元。图书馆大楼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藏书45万多册，其中外文藏书8万多册，另有各种

书刊1500余种，其中外文书刊150余种。各重点学科教研室还设有资料室。

《北京体育学院学报》及由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委托北京学院承办的《中国学校体育》

杂志均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并在体育界享有较好的声誉。另外还设有出版社，出版发行各

种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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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体育学院设有五系二部十三个专业。五系为：体育教育系、j垂动训练系、武

术系、体育管理系、体育生物科学系。二二部为研究生部、成人教育部。十三个专业中本、专

科设六个专业：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武术、体育管理、体育生物科学、体育保健康复等专

业，研究生设七个专业；运动生理学、体育教育理论与方法、运动训练学与方法、体育理

论、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含解剖)，体育保健学，这七个专业均有硕士学位授予

权，其中运动生理学、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tll；球)两个专业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另外，学

院还附设有竞技体育学校和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现有在校学生3164人，其中博士生7人，硕士生88人，本科生1974人，大专生127人，中

专生432人，函授生411人，进修生68人，留学生57人。教职工1161人，其中干部(含教师)

885人，工勤人员276人。干部fp专业技术人员718人，其中高级职称195人，占22．15％；中

级职称272人，占40％；初级职称t64人。教学人员472人，其中教授30人，副教授149人，占

37．92％，讲1师189人，占40％；助教92人。国际裁判30人，国家级裁判162人。

建院四十年沫，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各种学制的体育专业人才20874人，其中研究生608

人，占2．9％I本科生7873人，占37．7l％；大专生4251人，占20．36％’中专生1927人，占

9．23％，函授生3036人，占14．54％，各种进修训练班3179人，占15．22％。通过开门办学等

各种形式，为工矿、农村、学校培训体育教师、体育骨干13万多人。另外，从1959年接受

外国留学生以来，共为49个国家培养了本科毕业生197人，并为25个国家短训了各种体育

人才553人。

在运动技术方面，学院培养出国际运动健将17名，运动健将331名。在全国正式比赛

中，获得冠军225人次，打破全国纪录57人次。在亚洲比赛中获冠军17人次，打破亚洲纪录13人

次。在国际大赛中(世界杯、锦标赛、奥运会)，获得冠军16人次，世界前8名的29人次，在

第十一届亚运会上，获4枚金牌、4枚银牌。14人在23、24、25届奥运会上获得参赛资格，

取得一个第五、三个第七名。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创造国家纪录、亚洲纪录及世界冠军的优秀

运动员，如李富荣、曹慧英、杨希、陈招娣、张立、梁戈亮、唐国丽、宋美华、崔麟、周连

屯、梁仕强、周天华、李敬、金玲、蒋叶菲等。

在科学研究方面，北京体育学院充分发挥教学、训练、科研密切结合的特长，取得了一

批科研成果。教师们曾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1000多篇。有的教授著书立说，编辑出版

了许多体育专著。1978年以来，承担国家和部委以上重大科研项目86项，已完成73项。获得

国家级奖励的4项，其中科技进步奖的二等奖8项；发明奖的三等奖l项。获部委级奖励的

69项，其中一等奖7项；二等奖1l项；三等奖24项；四等奖21项；优秀奖6项。为了进一步

提高学术水平，学院成立了科学研究专门机构一一体育科学研究所和计算机中心。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学院十分熏视对外友好交往及学术活动。建院以

来，学院派出236人次出国讲学、参观访问、考察及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有50人到10个国家

留学、进修，聘请了147名外国专家、学者来院任教和讲学。目前北京体育学院已同9个国

家、14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关系。15个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30多个国家的体育学院院长及系主

任来院参观访问。与2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不定期的学术交流。学院外事活动频繁，除本科留学

生外，每年短期进修留学生有200一300人，年均接待夕卜宾达2000多人。

由于北京体育学院在教学、训练、科研诸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于1983年被国家体委授予体

育运动荣誉奖章和奖状。国家体委决定，要把北京体院建成中国体育大学，并且要力争进入国



家教委211工程。1993年12月11日，国家教委正式批准北京体育学院更名为北京体育大学。

目前，全院师生员工在院党委领导下，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

导，以适应市场经济为目标，以教学改革为重点，认真贯彻全尉高教会议提出的“规模有较

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上一个台阶，效益有明显提高”的发展方针，认真贯彻国家体

委《关于深化直属体育学院教育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的若干意见》，全面落实院第八届党

代会的决议和“八五”计划，把握时机，真抓实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提高教育质

量和办学效益。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体育专门人才，向着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先进

水平的社会主义体育大学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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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1952年7月中央体育学院筹备处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成立。

2．1953年1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正式成立，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领导，为

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之一。主要任务是为全国培养中等学校体育师资和其他体育人才。

3．1953年11月3日全院师生员工600余人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开学典礼，国体家委副主任

荣高棠、体总主席马约翰、北京师大校长陈垣出席。

4．1953年11月6日-'-一11日为了使新生树立和巩固专业思想，由李东敏，贾世仪率领新生

赴天津参加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

5．1953年12月7日专科学生在先农坛体育场看台下正式上课。

6．1953年12月12日聘请的苏联体育教育理论专家凯里舍夫来院任教。

7．1954年1月2日我院由先农坛体育场迁入现在的校址。

8．1954年1月7日钟院长召集各单位负责同志开会，着重指出一切为了教学，提高教学质

量、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任务。要求大家群策群力，搞好教学。并宣布

成立下列组织机构：院长办公室、教务处、政治辅导处、总务处。教务处下设教务行政科、

教学资料设备科、图书馆。总务处下设生活管理科、会计科、总务科、卫生科、基本建设委

员会(并设办公室)。同时公布了各单位负责人。

9．1954年1月29日贺龙副总理来院作赴朝慰问的情况报告。

10．1954年2月4日招收第一批体育理论研究生，共34名。由苏联专家凯里舍夫亲自授

课。

11．1954年2月8日北京师大体育系二、三年级学生(本科)51名转入我院继续学习，

12．1954年5月4日我院举行第一届田径运动会。

13．1954年5月12日钟院长作关于专家工作检查报告，指出聘请专家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培

养专业师资，指导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工作。

14．1954年7月参加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招收二年制专科学生562名。招收三年制中等

专业班学生242名。招收生理研究生29名、田径研究生23名。

15．1955年1月2日贺龙副总理来我院和苏联专家联欢。

16．1955年4月24日西郊十院校田径运动会在我院举行。我院获男女总分第一名。

17．1955年4月25”全国五个体育学院(华东、中南、华南、西北、东北)院长来我院参

观座谈。

18。1955年6月8日～7月22日我院学生113人组成中国体操队。由李东敏率领，应捷克斯

洛伐克邀请，参加捷建国十周年的运动大会。

19．1955年6月18日～7月15日钟院长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观捷建国十周年

的运动大会。

20．1955年9月5日召开第十七次行政扩大会议，决定撤销教研室、教学小组，建立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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