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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风阳县体育志》，是新编风阳县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志问世，在凤阳体育发展史上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

编写组成员茹苦含辛，其成果是可贺的。

培根有句名言： “读史使人明智”，这从一个侧面阐述。一

了史志的重要性。《凤阳县体育志》是凤阳体育事业发展的一

历史总结。风阳体育事业的发展，是曲折的，艰难的，然而十

毕竟是大踏步前进的。在漫长的征途中，有失误，但更多的’

是成就。。这些史实，我们应当正视。无论是“得”还是

“失”，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过去

的一切如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将会成为今后前进的阶梯，否t

则，将会成为今后前进的包袱。

《风阳县体育志》经过查阅大量资料，走访尽可能找烈+

的知情者，在反复查对、核实的基础上记述了风阳体育运动；

以及体育管理等客观史实。该志不是孤立地就体育论体育，

而是把体育工作融于社会总潮流，与风阳经济、政治发展紧

密相结合。通过体育发展史，可窥探出风阳社会发展之一”

斑。

风阳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其原因，除历史上出了个明瓠’

开国皇帝朱元璋，风阳花鼓广为流传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首创农业大包干更是影响巨大。农业大包干的威力，不

仅仅很快解决了历朝历代未能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而且茚

物质到精神，大大提高了捉村的文明程度。大包干以后，逄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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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捉民求乐、求美日益迫切的需要，大力发展了风阳体育运
”：动，其范围、其层次、其形式、其内容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

．不能比拟的。紧接大包干后的农村第二步改革，使阳风经济

．进一步发展。这些年来，相应建造的色括颇具规模的体育

馆、基本符合标准的游泳池、田径场在内的“风阳体育中

“3”，以及各基层单位增添的大量体育设施，应当说是农业大

．包干和第二步改革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当然，风阳

．在1986年被省政府命名为全省体育先进县，又于1987年被国

家体委命名为全国体育先进县，主要是人的因素。在县委、

．县政府的切实重视与关怀下，由县体委当参谋，全县人民发

挥了发展体育运动的能动作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

，群体之花到处开放，球类、田径、柔道、棋类，竞赛之果丰

。硕乐累。禄民自发创举的小溪河乡“文体节”，己坚持了六

个年头，而且内容在创新，道路在拓宽。 “文体节”已从单

一、纯的求乐发展到文艺、体育、经济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

互扶持。看来，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重视历史，是为了指导：未来。要借鉴过去，发扬成绩，

把今后的风阳体育运动开展得受为健康，更为活跃。愿《风

阳县体育惠》能在风阳体育事业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希

塑全县人民同心同德，再接再励，艰苦创业，谱写出更为壮

丽的体育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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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凤阳县，在安徽的东部，淮河南岸，具有悠久的历史。

一全县有7区3镇44个乡，56万人口。

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已在江淮大地上生存和发

j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两淮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较快，

为发展体育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凤阳则是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频繁的兼并战争，促进了尚武精神，推动了射箭、武术

等军事体育的发展。明代朱元璋，从小习文练武，对凤阳武

术的发展起封了=_：__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在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卜外国的传教士踏遍江淮，外国的

商船任意在临淮关停泊。他们进行经济、文化侵入的同时，

也将西方近代体育项目传入临淮和风阳府城。二十世纪初，
凤阳中学(省立五中)，先后有了田径、体操、篮球、排

．球、足球，网球等项目活动。1933年，风阳篮、排球队去安

、庆参加省比赛，首次夺冠军。1933年，杨思久在蚌埠田径运

动会上，以1．72米的成绩打破华中跳高纪录。在这时期，篮

-r球、排球、足球等项目活动已由学校普及到社会，特别是篮

i球，虽然水平不高，却比较活跃。

1937年，日本入侵凤阳之后，广大农村除少数地区有少

一数群众习武练功之外，再无其他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下简述建国后)，在中

：，共凤阳县委和风阳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体育运动有了很大

鞫蝣发展，‘并取得显著的成绩。1956年，建立了凤阳县体育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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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委员会以及群众团体。领导群众参加田径、球类、广播i：
操、太极拳以及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使人

民生活丰富多彩。同时，组织各种运动竞赛，运动技术水乎

得到提高。1 958年，成立手球集训队，代表蚌埠专区参加了

安徽省第一届运动会。这是凤阳县体育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高

潮。

但是，由于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和三年经济困难的。

出现，影响了体育运动的发展。1963年至1966年的上半年

问，体育运动刚刚有所恢复和发展，又出现“文化大革命”。

在此期间，林彪、江青、康生炮制了“五，一二”命令，全

盘否定了体育运动的成就，对体委实行“军事管制”，体育

运动受到了干扰和破坏，特别是农村经济落后， “生产靠贷

款、吃粮靠回销、生产靠救济”，因而全县体育运动陷入冷

冷清清，即便有些体育活动也仅局限在城镇和学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凤阳生产实行了大包干生产
责任制，又进行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

极性，从此摆脱了穷困，’走向了富裕。。。 ，

，

由于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迫切要求体育、文化娱乐生活。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

群众的要求，把体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健全了体委领导班

子，抓典型，树榜样，做实事，、重实效，使凤阳县的体育形一

势越来越好。开展的项目，除球类运动和田径运动之外，还

开办了业余体校和摔跤、柔道学校。在滁县地区举行的“三

好杯”篮球赛中，凤阳取得了“三连冠”．在省一级比赛

中，也都取得好名次。有些运动员选调到省集训队后，进步

很快，其中陈玉龙在全国柔道比赛取得第等名的好成绩。更一

重要的是农村体育．也呈现出一遍莲蓬勃勃新气象，小溪河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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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先进典型，为“江北一枝花”，省、国家先后在风阳

召开农村体育工作交流会。小溪河乡成立了农民体育协会，

创建了“文体节”，被列入1 984年全国体育十大新闻之一。

1984年，县委、县政府先后召开四次会议研究、讨论体

育工作，并于1985年成立“风阳县争创先进县领导小组”．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先后完成了田径场、游泳池，体育馆等

基本建设。县体委、区、镇、乡、机关、学校、工厂、企业

体育机构都建立健全，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深入开展，竞赛形

成了制度化、经常化、多样化、阵地化，充分地发挥了杠杆

作用。层层开展体育科技研究，利用新的技术、采用新的方

法，多渠道，多层次，狠抓了业余训练工作。因而，弓l起

地、省和国家体委的重视。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曾亲自来凤

阳视察，省体委主要负责人马维民、汪洋、谷庆堂、王德璋

多次到风阳指导，副省长王厚宏和其他领导人也多次来凤

阳，并对县体育工作作了指示。1986年，县体委主任赵玉仁

被评为安徽省先进县体委主任，1986年，凤阳被评为全省体

育先进县，1987年，凤阳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

展望未来，充满信心，为进一步发展风阳体育事业，为

教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定会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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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学校体育

第一节教学沿革

1930年以前，全县学校是按照省教育厅有关规定办学

啪。体育课每圊安排四小时。内容主要是普通体操、游戏。
当时，凤阳中学先后骋请专职体育教师王崇山，笪远村，他

·们除按规定内容上课之外。还增添了田径、篮球、排球，网

球等运动项目的教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的进展。抗日战

夸、、解放战争时期，学校有的停办，有的迁移，有的暂时维
l持办学，体育教学也难能正常进行，只有少数人自发的利用

业余时间进行篮球活动穆练武活动。建国后，学校逐步恢复

了体育课。各按根据师资÷场地，器材等条件组织教学，每

周两课时(每课肘45分钟)，一般都以篮球、足球、排球、

躅径等运动项目为内容。此外，还有各种游戏和民间体育活

动，如跳绳、踢毽子、爬杆、秋千等。五十年代初期，学校

各方面工作逐渐正规，体育教学随之改善和加强，其一，体

育课作为不可缺少的课程，列入学校教育三育之一。其二，

配备专职体育教师进行正规教学。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县文教局教研室配备了专职教究

员，他们利用寒、暑假组织全县体育教师学习体育教学大纲

和教材，并组织校内或校际之间的体育观摩教学，互相学

习，共同提高。风阳一中、’凤阳实验小学艺体教研组，经俏

开展教学研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力求提高教学质量。

j 6：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各个学校被迫停课。体育器

材有的被拿走，有的被破坏。体育场地荒芜。1 970年先后复

课，体育课变成军训课。其内容有操练、射击、投弹、急行

军，负重行军等。

从1977年以来，按照省统一教材和有关规定组织体育教

学，使学校体育教学逐步恢复正常。1984年县体委与县教育

局联合举办全县第一期中、小学体育教师轮训班。围绕学校

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如何提高体育教学质量，采取讲课和

研讨以及交流的方式，学习大纲，掌握教材，改进教学方

j法，以达到提高师资业务水平。1 985年，县体委与县教育局

．联合举办全县第二期中、小学体育教师培训班。参加单位有

：38所中学和39所小学，总计103人。通过学习，普遍提高了

冲、小学体育教师的素质。同年，已有专职、兼职体育教师
l 12名，全县中等学校和区、镇、乡中心小学全部配齐专职体

育教师，基本上满足了体育教学需要。

为了更好地指导学校体育教学和体育工作的开展，县体

委和教育局共同研究，决定在教育局教研室成立县体育技术

、指导站和中心体育教研组，由县体委副主任、业余体校校

长、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教研室教研员和部分体育教师组

，成。此外，县体委与县教育局紧密配合，经常组织业务干部

1探入学校，观摩体育教学，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指导全县体

育教学工作，提高体育教学质量。1 985年组织一次全县性的

-体育教学检查评比活动，推动了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

一全县各r中、小学的领导，对体育教学十分重视，各校教务

：处，经常抽查体育教师的备课笔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

’予好的经验及时加以总结推广。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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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课夕卜体育

一、 “两操”

五十年代初，全县城镇和农村各中、小学普遍的推行了

广播操，时间安排各不相同。城镇中学起床后集合做早操，

?e至3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上午两节课后做课间揉20至30

分钟。城镇小学一般不上早自习，在上课前集中做早操，两

节课后做课间操，或做儿童保健操，时间在20分钟左右。农

村中学早操、课间操的时间安排基本上与城镇小学相似，有

的早操安排在早饭后上课之前，做操内容与城镇中学相同，

做操时，大部分是体育教师领操，也有少数学校由学生会文

体部长负责领操，体育教师巡回检查、及时纠正不正确的动、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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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织做操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全校集中在体育场上做

操。一种是由班主任负责分班做操。 。‘，．

．

1 958年，曾一度由县广播站在统一规定时问播送广播

操唱片，，所有的学校随之做操。后来，有的学校有了扩音

机，改为学校安排的时间做操。校长、教师都与学生一起做

操，只有少数人不参加这项活动。
。 为推动做广播操和提高做操质量，县体委与县教育局联

合举办多次广播操比赛。每当国家颁布新的广播操之后，总

要联合举办广播操训练班，参加人员主要是体育教师，或学

校体育骨干。1．979年，举办了第六套广播操学习班和儿童广

播操学习班。嗣后，在全县各中、小学和幼JL园中普及。直
至1 986年仍在坚持做第六套广播操。

j

．=、。达标”

、二，五十年代中期，曾经开展。劳卫制”锻炼活，动。1,殳64

罐，1在城镇学校中试行了《‘。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 “文化

二越革命”期间停止。
。 。

、

．

⋯

1980年，县体委与县教育局密切配合，。在十i所县管中

。学和乡镇所在地小学，贯彻执行了国家两部一委关于中、小

学体育卫生工作的两个《暂行规定》，并推行《国家体育锻

拣标准》。1981年以来9县教育局、县体委每年都组成联合

调查组进行检查验收。通过验收，全部达到及格以上标准。-
一 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_做为学校体育工作的主要

构客。5县教育局、县体委，每年都利用暑假，举办一期全县

呻、小学校“达标”训练班，各学校每学期开一次“达标”

运动会，保证“达标”活动正常开展。全县’达标”率逐年
：提高，、现已达到48600人，占学生总数83．6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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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课余活动 ?一+
‘

』’ ，■■■■一二ji

全县各中、小学课余活动是丰富多采的。活动时间：全
天上完课之后，出学校教导处统一排表，每周每班安排两次‘

活动，也有安排三次的，每次一小时左右。活动方法：以班+

级为单位，各班班主任负责，或班文体委员负责。活动内’

容：有田径、球类、体操、武术等，组织班级对抗赛、友谊
赛和师生表演赛以及测验赛、还有校际友谊赛。近几年来，

课余活动逐步恢复正常，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活动j成为学校：

教育的第二课堂，对发展学校教育，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越
到很大的作用。

。

四、校代表队
1：” 篡

三十年代初，凤阳中学(省立五中)体育教师邓淑平非：

常热爱篮球遥耪≯；在继酶带领节每中个班级都有篮球代表j

蚨≯其中蕞蠡爵跌筵瑟净画些趣峨队；。潭白兰花”队“气鏖；
益”队。他们经常训练，开展互相比赛。。覆此基础上，童经过

选拔成立了风阳中学篮球代袭队，还成立了排球代表队。多

次参加省级比赛活动，i’都取得了较好的名次。1933年，凤孵

中学体育代表队去安庆参加省第兰届运动会，男予排球获得。

第。名，田径队杨息久的戎绩最为突出，获得跳高第一名，

他曾多次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比赛。当时，篮球运动员有：

熊同沛、2吴瑞芳、蒋昭镒等，牛炳镒任队长。I'936年省立风
阳师范，也组织了1虎”队和“豹”队，在课余活动时间进一

行训练，并经常参加校际比赛。后来，在战争年代学校体节F
代表队均被迫解散了。 ，

建国后，学校相继恢复，体育活动逐步开展起来．从五、

。·10。·



十年代初，各中、小学教工、学生均成立了学校体育代表

孰，一主要有篮球i排球、足球、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代表

队，据l 965年统计，全县有中、小学体育代表队85个，他们

利用课余时间和星期日进行锻炼和比赛。“文化大革命”后

期，体育锻炼仍不能正常开展，校际之间很少有比赛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县学校体育开创了新的局

面。各校纷纷建立体育代表队，与县体校衔接，形成一条龙

的训练网，常年坚持训练，运动技术水平有显著提高，在滁

县地区举办的中学生篮球赛中连续获得男、女冠军，1986年

E成为全地区“三好杯”篮球赛的“三连冠”。中、小学生

篮球代表队多次代表滁县地区参加省级比赛，分别获得过全

省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好成绩。县小学生男、女篮球队代表地

区参加省“萌芽杯”比赛，1984年女队获得卑阳赛区第一

名，男队获凤阳赛区第二名。

参加安徽省“萌芽杯”篮球赛的凤阳女队合影

1983年以来，由于传统项目学校的发展，学校代表队也．

因此得到发展。据I 985年统计，全县中、小学体育代表队20

个，他们常年坚持业余训练。

· 1 l ·



r11：∥、U ”■百下、 。4’T肾．闷I耳影u佻H’州，吖仆 ：，

单 位 学校名称 布局项 目 说明

凤阳中学 篮球、田径 省属篮球

府城镇 风阳二中 篮球、田径、摔跤 省属田径

凤陪实小 篮球 地区篮球

临淮中学t 毋径、足球 省属田径

临淮二中 ’ 游泳、排球 县属传统

临淮镇 临东小学 篮球、摔跤 县属传统

临西小学 乒乓球 县属传统

临淮工人子弟小学 毋径 、， 县属传统

门台中学 排球 县属传统
门台镇

门台小学 武术 县属传统

、誓， ^?誊1。 一

小溪河小学 田径’ ，。 地区田径
小溪簿区域 礴+。‘i。r⋯i

。

一ij簿誉溪@_ ．摔蔽 一 甚唐传统
。

．1

i蔫 、|矗瓤》 ．

．”板桥小学 田径 县属传统

板桥中学 田径 县属传统
板j桥区

黄湾中学 篮球、 县属传统

枣巷中学 游泳 县属传统

总卜中学 田径 县属传统
总卜区

红心中学 田径 县属传统

： 士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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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运动会

凤阳最早的中学为凤阳中学。1930年前后，该校体育活

动比较活跃，每年春、秋两季，均举行全校性的田径运动会。
1 932年，凤阳中学举行田径运动会。学生杨思久在跳高

比赛中，越过i．72的横竿，打破了华中记录，不久参加省三

届运动会，获跳高第一名0 1933年该校校长刘奇，爱好长跑

运动，在学校田径运动会上，获10000米比赛第一名。同年，

校男篮。男排代表队去安庆参加比赛，男子排球队获全省第

一名。

省立女子三中，于1933年举行一次田径运动会。次年去

蚌埠参加七单位的中学生运动会。凤阳中学和女子三中，分

别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建国后，县文教科，团县委等单位配合，多次举办全县

’中、小学生体育运动会。各中、小学为迎接全县运动会，也

都在春、秋季节举行学校运动会。主要运动项目有：田径、

球类，还有拔河、踢毽子等。
‘

1956年，凤阳县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之后，每年都举行

田径、球类比赛，特别是在节假日(如元旦、春节、三·

八、五·一、五·四、六··、，k·一、十·一)均举行篮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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