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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历史沿革 3

一、体育系的建立与初步发展时期

(1960年3月"-,1966年4月)

I

‘

’

(一)体育系的建立与贯彻“高教六十条"

1．建系缘起

’

20世纪50年代初，河南师范专科学校体育艺术科是河南培养体

育人才的基地。1956年河南高校调整，河南师专体育艺术科随河南师

专文科由开封迁往郑州，建立郑州师专。1958年，在郑州师专体育科

的基础上，建立河南体育学院(后更名为郑州体育学院)。河南师专理

科仍留在开封，更名为开封师专。1959年，开封师专并人开封师范学

院，两校的体育教研室合并，担负着全院公共体育课的教学与学院各项

体育代表队的训练工作。 ．

1959年12月～1960年6月，开封师院公共体育教研室举办两期

河南省体育教师训练班。1959年底，从河南省体工队的无线电、射击、

摩托车等队的运动员中招收16名学生，设立体育预科班。以上这些实

践工作，都为建系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

1960年3月18日，经河南省高教局批准，决定正式建立开封师范

学院体育系，并于当年招收河南省有史以来第一届体育教育专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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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至此，一个新型的培养体育教育人才的基地屹立于中州大地。

2．组织结构与师资队伍

建系之后，设立党支部，曹振华任党支部书记兼系副主任，安泽生、

戴文俊任系副主任。办公地点设在东九斋，体育系下设办公室、田径、

体操、球类、理论和公共体育教学组，担负着体育系专业课和全校公共

体育课的教学与训练工作。

建系初期，全系教职工31人，教师的最高职称为讲师。戴利修、安

泽生、戴文俊、张庆林、孙朝元等老师，都是河南省非常有名望，献身于

体育事业的体育教育工作者。一批中青年教师，如王开江、南薰、徐海

泉、周鸿池、刘汉卿、徐书义、谢庆安、任立中、王祁峰等，也都有多年的

教学经验。1960年，北京体院毕业的李守俊、任玉斋和上海体院毕业

的李湘衍分配来校任教，又调来李仁清、张文澜、刘继武等老师，形成了

一支初具规模的教师队伍，为保证教学质量和运动训练工作，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i’：． ： ，，‘ ．

。

1962年郑州体院并入时，曹振华、张文澜、刘继武、吴清芝、李仁

清、任立中、雷富准、尚立邦等又相继调离体育系。

曹振华(1929～2001)，男，回族，中共党员，副教授。1949年毕业

于河南开封师范学校体育科，在河南大学行政学院进修1年后留校工

作，195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Jl|支援前线总指挥部宣传

工作组组长、河南大学干部科于事、河南大学团委宣传部副部长、团委

副书记、河南师范大学体育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河南大学总务处

处长兼党总支书记、体育系党总支书记兼校体委副主任，1984年8月，

调开封医专任党委副书记，1988年任开封医专代校长，1990年离职休

养。 。：
．

’．、

t‘

L

．．

{‘

安泽生(1914--一1988)，男，副教授，田径国家级裁判员，河南省开封

市人。1935年毕业于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1936～1952年，曾在开

封师范和洛阳、开封等地中学任体育教师，1952～1959年任开封师专

体育科副主任，1959年转入开封师院，任公共体育教研室副主任，196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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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体育系副主任，1986年5月离休。 ·

3．课程设置与教学

第一届学生为四年制本科。课程开设有中共党史、体育理论、人体

解剖学、运动生理学、田径、体操、球类(包括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

等。教学形式为：理论课在教室按自然班进行讲授，专业技术课除在教

室讲授理论知识外，主要在室外进行教学和实践。学生在前三年分自

然班进行普修教学，四年级时按田径、体操、篮球、排球等专业进行专修

教学。教师在早操和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内都要对学生进行辅导，并形

成制度。并且，每天晚自习(星期六除外)教师到学生宿舍进行各种形

式的辅导。这充分展现了教师政治热情高，事业心强，学生专业思想巩

固，学习认真刻苦的良好局面。 ．．’

，

．j

’

‘

‘t ，

4

，^

4．场地设施
’

建系之后，学校东操场(包括东田径场和大礼堂前篮、排球场)供公

体教学组使用，西操场(包括西田径场和戊一排前篮、排球场)供体育系

使用。当时，场地少，实验仪器几乎没有，更没有室内练习房和专用教

室，教学条件较差。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住体育系前进的步伐，全系

师生在院系领导带领下，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保证教学

和训练顺利进行。

1961年，学校大餐厅(现教工活动中心)的西半部改为体育系体操

房，体育系第一次有了室内练习房。
’

5．经济困难时期 ，、 。

●

f．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经济极端困难，师生营养不良，

体质下降。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体育系也把贯彻执行中央的“八字方针”

和学校关于劳逸结合的指示，提到重要日程上去，大抓师生员工的生活

问题。其任务是：以抓思想为动力，以抓生活为基础，以抓教学为中心。

其措施是：适当降低教学、训练运动量，纠正劳动过多和社会活动过多

现象；组织师生挖野菜、采树叶补充伙食；给职称高的教师和得浮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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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师生增发副食品，以保证身体健康。全系师生在党支部和系行政率

领下，克服困难，团结奋进，胜利地迈出了河南体育专业本科教育的第

一步。
●

，
～

^

6．贯彻“高教六十条”
，

．

’

{ 。‘

1961年9月，党中央颁发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体育系根据“高教六十条”和我校制定的“试

行方案”精神，组织师生认真学习和落实。在政治思想方面，首先划清

政治与学术、思想与实际等问题的界限，纠正“先红后专”、“白专道路”

的提法，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对历次政治

运动中遗留的问题甄别复议。坚持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加

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教学，保证学生自学时间。发挥教师

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减少劳动，保证教师的业务时间，力争尽快培养

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在学生方面，要求学生努力学习，刻苦钻

研，学好课程，树立为体育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

。、在办学条件较差，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师生仍然坚持贯彻“高

教六十条”精神，落实具体措施，较好地完成了教与学的任务。
-’

、
t ‘ ‘

，

、

、r

一 (二)院系调整与教学改革。 ，．

1．院系调整

1962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决定将郑州体育学院并

入开封师院体育系。郑州体院27名干部、教师和部分学生随之转人开

封师院。至此，开封师院体育系成为当时河南省高校体育师资荟萃之

地和河南省培养高级体育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体育系队伍壮大之后，在原党支部基础上建立了体育系党总支，李

振声任党总支书记，韩泽民任系主任，安泽生、戴文俊任系副主任。体

育系下设办公室、理论教研室、田径教研室、体操教研室、球类教研室、

公共体育教研室和图书资料室。原郑州体院25名学生组成体育系

1961级，原郑州体院部分学生和体育系预科学生组成1962级。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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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师院体育系已成为一个具有三个年级，100余名学生，50名教职

工，初具规模的体育系。

1963级、1964级和1965级学生，都是通过参加文化考试，在各地

市进行体育加试，最后以文化成绩、体育成绩和体检等综合情况进行择

优录取的。
’

韩泽民(1911---，1990)，男，汉族，中共党员，河北省赞皇县人。193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1932～1937年历任内蒙古归绥师范、

邢台十二中学、焦作中学体育教师。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太行

一专署高邑县抗日政府教育科长、武装科长、太行专署游击队警卫连连

长、高邑县敌工站站长、高邑县政府秘书、太行一专署教育科长兼党组

成员、太行五专署教育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乡市政府教育科

长、主任秘书、税务局长、副市长，1958年任河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

组书记兼专职副主任，1960年任郑州体育学院副院长，1962年任开封

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1983年离职休养。韩泽民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工

作，长期工作在教育和体育战线，为河南省体育事业的发展及河南大学

体育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李振声(1924,--, )，男，汉族，中共党员，河南省宁陵县人。1946

年毕业于开封师范。1946"-1948年任宁陵县小学教员，1948年参加革

命工作，历任宁陵县张弓区委秘书、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1952年任

中共宁陵县委宣传部长，1953年任中共河南省高等学校委员会秘书，

1957年任河南省体委竞赛科副科长，1961年任郑州体育学院教务科

长，1962～1973年任开封师范学院体育系党总支书记，1973年任开封

师范学院知青办公室主任，1978年任河南大学函授部主任，1985年6

月离休。 ·

2．师资队伍扩大．教学力量充实

， 当时的开封师院体育系，由于郑州体院教师的加盟，壮大了教师

阵容，增强了教学力量。大多数教师都是教学资历深，学术水平高，在

河南甚至在全国都颇有影响，如安泽生、沙瑞辰、原良、戴利修、刘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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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雨人、戴文俊、张庆林等。沙瑞辰是20世纪30"--40年代河南体育界

的主要领导者和著名体育教育家，曾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委员、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委员、河南省政协委员、全国体育文史编审委员会委员。

由原郑州体院来的中青年教师，如崔镜堂、闵倜、朱子信、万金立、吴克

敏、寇振声、江义炯、李殿超、李贵锁、刘振海、蔡芳川、白东凡、郭长润、

叶西琴、丰治郡、陈则端、付德庆、王南森、董超等，他们都各有专长，是

河南体育教育界出类拔萃的教学骨干。体育系很多老师也曾作为河南

省代表队教练员或队员参加全国运动会，如戴利修、关雨人、张庆林、付

德庆、郭长润、寇振声、李守俊、王南森、董超等。曾代表中国参加第十

一届奥运会武术表演的武术家翟连元老师，于1962年调人体育系任

教。‘北京体院体操研究生蒋达权，也于1964年分来任教。这些骨干力

量充实到体育系之后，保证和提高了教学与训练质量。 ?

3．增设课程与教学改革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执行“高教六十条”，根据教学改

革的需要，1962年郑州体育学院与开封师院体育系并系之后，调整和

增设了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为更好地培养学生成为一专多能的体育

教育人才打下了基础。

课程开设有：中共党史、哲学、外语(英语、俄语)、体育理论、人体解

剖学、运动生理学、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垒棒球、手球、

武术、游泳等。‘ 一．

一

1963年，大抓教材教法研究，组织各专业教师编写教材(油印本)，

以供学生参考。在教学中强调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讲清难点，精讲

多练，因材施教。1964年，又继续坚持以教学为主，强调教学质量，着

重抓教学方法，废除“注入式”、“满堂灌”，启用“少而精”、“启发式”教学

方法，并强调加强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思想性以及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

养。

1964年，体育系紧抓提高教学质量这个中心环节，正确处理教学、

劳动和科研之间的关系，认真执行教学计划，对规定的课程和教学内容

要求严格把关。在师生关系上，既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提倡尊师爱生，教书育人。．|，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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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这在体育系引起很大反响，实施后

获得良好效果。

1963年，校党委根据教育部发出的关于高校培养提高师资规划的

通知要求，制订了《1963,-一1972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体育系各教研

室都制订了《教研室培养师资五年规划》，每个教师也制订出《个人进修

五年规划》，对教师的政治思想、教学、科研和外语程度都提出了具体要

求。目的是要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以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

需要。
。

，

根据规划精神，提倡青年教师虚心向老教师学习，老教师分工指导

青年教师进修提高。学校还要求各系派出青年教师到外校进修学习。

体育系派周鸿池到北京体院进修田径，刘汉卿到上海体院进修排球，李

贵锁到上海体院进修体操。同时，学校还确定：校、系骨干教师由校、系

党组织直接负责培养。体育系青年教师刘汉卿被学校列入重点培养的

84名骨干教师之一。以上这些措施，大大调动了教师进修学习和教学

科研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7‘

这一时期在各运动队训练和竞赛方面也有显著成绩：1963年，体

育系男子篮球队获河南省大学生运动会冠军，女子篮球队获亚军；1965

年，男、女篮球队双获河南省大学生运动会篮球比赛冠军。

根据学校部署，1964年4"-5月，体育系部分干部、教师和1963级

学生去荥阳县参加“四清”运动。同年9～11月，部分干部、教师和62

级学生集中学习培训后，于12月初赴中牟县，与河南省交通厅组成联

合社教工作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5月，社教工作

队从中牟县撤回。1965年8"9月，体育系部分干部、教师和学生去通

许县参加社教运动。在社教运动中，他们通过访贫问苦，调查情况，与

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进一步增强了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

1964年7月，河南省培养的首届体育专业本科生毕业。1965年7

月，第二届学生毕业，他们被分配到河南省高校和各地市，长年工作在

体育教育第一线，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河南的体育教育事业

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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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与学习英雄人物活动

从1962～1966年间，按照校党委的部署与要求，全系师生经常开

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雷锋、学习王杰和学习

焦裕禄活动。把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

恩》作为“老三篇”反复学习，学用结合。并以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王

杰、焦裕禄为榜样，对照思想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艰

苦朴素，助人为乐”成为师生们立身做人的方向和标准。 +‘．

，

“

I

5．改善办学条件
●

1962年之后，学生逐渐增多，教师队伍不断壮大，随之而来的问题

就是亟待解决场地紧张、器材过少以及办公条件差等问题。

1964年，各教研室及资料室由东九斋迁至戊一排，又迁至1l号

楼。同年，学校大餐厅东半部划归体育系，供篮、排球和田径上课使用。

1965年，西田径场进行改建，土跑道改为煤渣三合土跑道。师生一起

自力更生改修篮、排球场，将戊一排扩建成6个三合土质篮球场，排球

场迁至11号楼前。校西门里北侧新建的平房为乒乓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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