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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体育文化及当代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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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延安时期体育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17JK0837

【摘  要】延安地区体育文化源远流长，古代体育历史底蕴丰厚，助推中国体育教育事业发展，近代延安体育特色突出，以军
事训练为导向的红色体育活动成为新中国体育发展坚实基础，如何在国家建设发展新时代发挥延安时期体育文化育人优势，成
为体育教改需思考与解决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探析延安时期体育文化及当代价值，以期助推新时代体育教育活动传承我国优秀
文化，提高体育教学改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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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曾多次强调向一切国家及民族学习主

张，旨在大量吸收先进文化理念，将其转化为国家建设发展“文化

食粮原料”，在此基础上延安时期体育文化领域较为活跃，从德国、

日本、苏联等国家体育文化中汲取可用资源，逐渐形成中国体育文

化，在做好本职工作及不断学习前提下树立强身健体意识。延安时

期是民主开放、政通人和及体育文化融合、碰撞、精粹、创造重要

时期，基于此为助推我国体育文化稳健发展，探析延安时期体育文

化及其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1. 延安时期的体育文化

1.1 统一战线
为使民族抗日战线统一 120 师“战斗队”、“八办”、抗大总

校等多次联合国民党军队展开体育活动，以体育活动为载体增进彼

此的了解，扩宽党政决策宣传路径，塑造我党良好军队形象，发扬

密切联系群众战斗作风。据曾参与延安时期体育运动官兵回忆，在

晋西北根据地驻扎阎锡山部队，我党通过体育活动争取对方统一战

线，携手开展抗日活动，先组织进行篮球比赛，在此前提下建立友

好关系，我党发扬友好、谦逊、团结作风，使对方看到八路军 120

师既纪律严明，又具有极高文化素养，为双方增进好感，提高交流

互动频率给予支持。1940年“战斗队”在夏季到陕北与绥德师范打球，

虽然大比分获胜，但“战斗队”并未骄傲自满，邀请对方开展座谈

会，诚恳指明弱点，征求彼此意见，八路军声望在球技与品德共同

影响下进一步提高，掀起艰苦环境下体育运动热潮，在纪律严明、

作风优良前提下面向群众宣传推广体育文化，实现通过体育统一战

线目标。

1.2 开展女子体育活动
延安时期祖国前途与海外华侨个人命运关系紧密，以支援抗战

为前提的运动形式不断丰富，对祖国及人民群众意义深远。其中，

杨烈就是奔赴延安参与革命事业的华侨，在上海两江女子体专就读，

远赴日本研修体操，来到延安后投身体育事业，为延安时期体育文

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杨烈曾担任延安体育委员会主任，在参与延

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教育工作进程中组织开展团体操、滑冰、游

泳、排球、篮球等体育运动，利用业余时间训练体育骨干，为培育

女子运动健将给予支持，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体育比赛，选出体育干

事，在教舞蹈、做游戏、当裁判、带早操、专项训练等体育运动进

程中组建体育骨干队伍，为延安时期基层体育输送优质人才奠定基

础。杨烈还在当时撰写《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体育活动》、《谈谈

女同志的体育运动》、《忆延安保育院的体育活动》等文章，积极

号召女子参与体育锻炼，有利于解放国民体育思想。

1.3 体育文化高度融合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军战俘数量增多，为针对战俘进行改造

日本工农学校于1940年成立，作为特殊学校为战俘改造积累经验。

日本工农学校从生活优待、思想教育、政治改造、丰富文化活动等

角度出发推行人性化管理计划，其中体育运动作为丰富战俘日常活

动主要形式，成为中日体育文化交融载体，常见体育活动囊括棒球、

相扑、拔河、柔道、垒球等。在 1941 年国际青年节假期学校还与

延安联合队开展了垒球表演活动，当时观众拥挤、气氛热烈，对宣

传推广体育文化意义深远。

1.4 进步青年推动体育文化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大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在为抗日事业做出贡

献同时他们成为体育文化探索者、先行者、实践者、领导者，积极

推行体育文化有关研究成果，助推延安时期体育运动不断发展。这

些擅长田径、游泳、体操、篮球等体育运动的进步青年还面向边区

宣传推广体育文化，教授当地居民体育运动技术及理论知识。例如，

李导（延安体育会首届主任）曾是青岛市 30 年代游泳代表，在华

北运动会上获得冠军，亲自设计、监管、验收延安青年体育场，组

建“飞鱼游泳队”，组织群众自制冰球棍、冰刀，利用业余时间开

展体育表演活动，继而促进延安时期体育文化发展 [1]。

2. 延安时期体育文化当代价值

2.1 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文化
通过对延安时期体育文化进行分析可知，训练有素、能力较强、

作风过硬的 120 师“战斗队”对当时体育文化宣传推广作用极大，

该队伍是延安时期革命队伍及革命精神的代表，在新时代体育事业

仍可发挥团结民众作用，弘扬我党吃苦耐劳、为民服务、不骄不躁、

谦逊有礼等精神品格，以体育文化为依托了解党政思想，拉近人民

群众与党组织距离，继而达到传承红色文化目的，凸显延安时期体

育文化在当代流传推广价值。

2.2 借鉴体育文化宣传推广经验
延安时期宣传推广体育文化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进步

人士通过专项研究带动百姓参与体育运动；第二，体育专业人才从

事教育活动开展体育教学工作；第三，本国积极吸纳他国体育文化，

营建包容共进体育文化发展氛围；第四，党组织参加体育文化宣传

推广活动。基于此，在新时代延安时期体育文化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为调动当代体育人才宣传推广体育文化积极性给予支持，继而增强

体育文化辐射力、生命力，为践行“体育强国”战略提供有力条件[2]。

2.3 提高文明互鉴有效性

在延安时期日本工农学校为体育文化融合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新时代为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世界文化之园能百花齐放，增

强各国交流互动，我国积极推行文明互鉴理念，为各国文化交融

碰撞搭建平台，为此可借鉴延安时期体育文化发展经验，跨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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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体育文化交流、研讨、学习机构，针对国际体育赛事、体育

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为文明互鉴给予支持，最终达到

维护国际社会和谐稳定宏观目的 [3]。

3. 延安时期体育文化应用方略

3.1 抓典型、抓代表，掀起体育文化“复古”潮流
文化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环境关系紧密，

为此延安时期体育文化与当代体育文化存在区别，为突出该文化鲜

明时代性、继承性、特殊性，需在应用进程中抓典型、抓代表，以

典型事例、人物、运动项目、研究成果为基础掀起“复古”运动热潮，

引领人们回到体育文化多元交互激烈碰撞年代，在此前提下沿袭优

秀红色文化，树立体育文化交融发展意识，为本国体育文化稳健发

展助力。

3.2 以党组织基层建设为依托弘扬体育文化
党组织是延安时期调动进步青年体育文化宣传推广积极性，组

织民众参与体育运动，从日本、苏联、德国等地学习体育文化的中

坚力量，新时代党组织亦需发挥基层建设优势，在团结民众、服务

民众、带动民众基础上弘扬体育文化，展现我党体育风采及精神面

貌，使体育文化成为拉近民众与基层党组织距离的纽带，为党组织

引领民众践行“体育强国”战略铺平道路，同时传播正确价值观，

宣传健康生活理念，提高社会治理有效性，继而体现延安时期体育

文化当代价值 [4]。

3.3 加大体育教育改革力度
杨烈、李导等人在延安时期积极开展体育教育活动，为体育文

化、体育领域人才、体育运动项目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给予支持，为

此新时代亦需做好体育教育工作，根据体育新课程标准针对小、中、

高及大学推行配套教改方案，颁布体育教育改革政策，如《关于深

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做好 2020 年初中毕业升学

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等，指引新时代高效完成体育教改任务，从

课程开发、教法变革、体能测试、评价优化、资源调配等角度出发

提高体育教改有效性，同时体育教师需不断了解、学习、研究延安

时期体育文化，提升个人体育文化修养，能在教学实践活动中予以

渗透，在立德树人前提下培育学生体育核心素养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体育文化具有特殊性，通过体育活动能发

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作用，杨烈鼓励开展女子体育运动，广大进步

青年奔赴延安为体育文化发展做出贡献，我国积极学习日本、德国、

苏联等国家体育文化，为不同国家体育文化融合共进奠定基础。延

安时期体育文化在当代具有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借鉴体

育文化宣传推广经验，提高文明互鉴有效性价值。基于此，新时代

需积极掀起体育文化“复古”潮流，引领人们回顾延安时期体育文

化风采，以党组织基层建设为依托弘扬体育文化，加大体育教育改

革力度，沿袭延安时期体育文化，旨在推动体育文化与时俱进，增

强本国体育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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