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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发展及其借鉴

刘 欣1，2

( 1．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 300072; 2． 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文化传媒系，天津 300381)

摘 要: 从历史学的角度，将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的演进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清末洋务学堂开始引进西方体

育，并建立学校体育制度; 民国初期学校体育双轨并行，师资培训初步开展; 民国中期体育课程重大改革，课外活动

及竞赛蓬勃兴起，师资培养走上专业化道路; 民国末期总体滑入低谷。其可资借鉴之处: 树立开放观念; 立足本土

现实; 重视课外活动; 珍视传统体育; 开发教学模式; 构建体育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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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学校教育始于明正统元年( 1436 年) ，并一

直延续到清末。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泥潭，天津社会原有的制度、文化都在发

生快速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天津的学校教育带来了重

大影响，一方面，封建教育腐朽、僵化，逐渐走向解体;

另一方面，1860 年被迫开埠后，天津近代教育拉开了

序幕，天津的近代学校体育教育随之出现。

一、清末的学校体育教育( 1860—1911)

1． 西方体育教育的引进

19 世纪中叶的清王朝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为了

维护封建统治，清政府开展了一场口号为“自强”的洋

务运动，企图挽救穷途末路的命运。伴随洋务运动兴

起的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洋务

派大臣李鸿章把天津作为开办洋务的重镇，大力兴办

洋务学堂。这批学堂居于全国先列，是天津历史上最

早的新式学校。作为近代教育的先锋，洋务学堂的兴

办，标志着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由此开端。
天津洋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大多效法国外同类学

校，一般都开设体育课 ( 时称体操课) 。《清续文献通

考》记录了水师学堂体育教育的情况: “学生入堂……
虑其 或 失 文 弱，授 之 枪，俾 习 步 伐; 树 之 桅，俾 习 升

降。”《光绪政要》也载:“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

力……盖自开堂以来，一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事，量晷

分时，兼程并课。”［1］学校的正式体育课，包括“击剑、
刺棍、木棒、哑铃、足球、跳栏、算术竞走、三足竞走、羹
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
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2］天津水师学

堂的体操课，除了爬桅具有专业特色外，“以兵式体操

为主，也包括有普通体操和田径运动项目”。［3］学生们

课余还经常组织一些小型的体育比赛。
水师学堂是天津洋务学堂的典型代表，其他洋务

学堂也大致如此。据有关资料粗略计算，1880—1900
年间，天津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天津

武备学堂招生总数达 700 人左右。虽然此时洋务学堂

的体育教育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但它是天津近代学

校体育教育迈出的第一步，为近代体育在天津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2． 学校体育制度的建立

洋务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继起。维新

派面对民族危亡，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并于 1898 年发

动了“戊戌变法”，想要通过和平手段改良社会，使中

国走上富强之路，掀起了轰轰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维

新派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主张改革教育，广兴学

校。虽然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但维新派的教育思想

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很大，为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902 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

学制》( 未施行) ，1904 年 1 月再次颁布《奏定学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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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

定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较完整并实施的学制。该学

制规定将体操课列为正式课程，明确了各级体操课的

教育要义、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和方法等，对教学时间

和场地也提出了相应要求，标志着学校体育教育首次

从制度上得以确立。
学校体育制度的推行，为天津学校体育教育的普

遍实施创造了重要条件。《天津县新志》记载，至辛亥

革命前夕，天津的大、中、小等学堂共计 156 所，大多数

都依照规定开设了体操课。由于受到军国民体育影

响，内容以兵操为主，存在诸多问题，但体育教育已正

式走入学校，天津学校体育教育从此有了制度保障。

二、民 国 初 期 的 学 校 体 育 教 育 ( 1912—
1921)

1． 学校体育双轨并行

辛亥革命后，军国民思想仍在延续，天津的学校体

育教育基本沿袭清末的内容，体操课仍以兵式体操为

主，训练内容主要是“稍息”、“立正”、“看齐”及各种

转法、步伐、队列及队形变换等。兵操训练虽然有助于

“尚武”风气的形成，但教学内容的单一限制了其他体

育项目的开展; 刻板的形式和生硬的训练，不符合学生

身心发育的特点; 由军队教官和退役军人担任的体操

教员，普遍带有军阀习气。以上种种导致学生对体育

课产生消极情绪，学习热情大大减损。体育课程未能

实现根本目的，也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天津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

影响，学校课外活动和竞赛逐步开展起来。天津学校

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早有传统，北洋大学建校之初便

传播西方体育，清末许多中小学也积极开展课外体育

活动，主要有打球、赛跑等。民国初年，各级学校以球

类、田径为主的活动和竞赛，形式活泼，颇为活跃，受到

学生的普遍欢迎。南开学校课外活动组织出色，提出

参加运动要以“自动”的精神，第二年又公布了体育运

动新章程，规定校内运动会尽量使每个人都能参加。
这一时期，是天津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特殊时期，

呈现出课内外两个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形成了双轨

并行的局面，直至 1922 年《壬戌学制》出台，此种状况

才逐步消除。
2． 师资培训初步开展

洋务时期洋务学堂的体育课程仿照外国模式设

置，教师多聘请外籍人员。《癸卯学制》实施后，各校

需要的体育教师，由军官和退伍军人担任。天津的体

育师资培训始自清末，1908 年，为了解决音乐体育教

师的不足问题，掌管天津中小学教育的天津劝学所，创

办了天津体操音乐讲习所。该所学制两年，开设生理、
游戏、体操、唱歌等课程。

民国建立后，基督教青年会于 1915 年成立了体育

学校，目的是训练中小学体育教师，设有体育原理、体
育理论、儿童心理学、体操教授法以及篮球、步法、游戏

等课程。1917 年劝学所不仅邀请外地的教官训练天

津的小学体操教师，还邀请美国专家，培训高等小学的

体操教师。1920 年劝学所几次召集各校教师研究体

育教学，力谋革新，并设天津小学体育讲习科，培训小

学教师。1921 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组织教师培训班，

传授体育教材，天津各小学体育教员大半加入。［4］此

时体育师资的培训尚处在初级阶段，虽然不够全面、系
统，但对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民 国 中 期 的 学 校 体 育 教 育 ( 1922—
1936)

1． 体育课程的重大改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思想界和教育界，军国

民体育思想日益走向衰落，欧美流行的实用主义和自

然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取得优势地位，我

国的学校体育教育走入新的阶段。1922 年民国教育

部颁布了新的学制———《壬戌学制》，该学制将“体操

课”改称“体育课”，取消了兵操，课程内容以田径、球

类、游戏运动为主，加入生理卫生和保健知识等。
根据《壬戌学制》，天津各级学校的体育课程进行

了重大改革，30 年代左右日渐规范和成熟。体育课是

根据教育部的精神和各校的具体情况拟定的，每学期

开始就确定体育课程表，从时数的分配到项目的选择，

力求科学化、合理化，注重因材施教。大学将体育教

育、体育概论、卫生学、团体操、运动技术标准测验、田
径运动、球类和国术( 武术) 等列为课程内容。中学有

器械、手杖操、新武术、八段锦、球类、田径等，有些学校

还对体育课成绩提出硬性要求，如耀华中学规定体育

课每学期有两次定期考试，平均分与期末考试平均分

为学期分数，不及格者不能升级。小学体育课的内容

结合了儿童的发育特点，教材尽量采用游戏、舞蹈等，

且随着年级的升高，运动时间加长，运动强度增大。
天津学校体育课程的种种改革，是对体育教育进

一步认知和研究的结果。在保留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

同时，欧美流行的田径和球类运动成为体育课程的主

体，体育课程开始走上正轨，学校体育教育取得了极大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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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外活动及竞赛蓬勃兴起

19 世纪 20 ～ 30 年代天津各学校的课外活动十分

活跃，以普及运动项目为目的，有效补充了体育课的不

足。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将课外活动与课程同等对

待，不仅活动项目多，而且有教师指导，课外活动成绩

显著。各中学也非常重视课外体育，不少学校对活动

时间、地点、项目等都有明确规定，耀华中学采取了强

迫运动的方式，规定了奖惩办法。小学的课外活动也

日渐规范，以市立第一小学为例，运动器具完备，活动

内容丰富，适合儿童特点，普及程度很高。
由于体育运动普遍开展较好，各学校均有体育社

团，体育比赛有声有色，班际赛、年级赛、校内赛、校际

赛形式多样。据 1935 年统计，仅南开学校的体育团

体，就有足球队、网球队、篮球队、垒球队、排球队、田径

队等 182 个，各种比赛相继不断。学生参加运动竞赛

的比例很高。耀华中学 1936 年举行春季运动会时，参

加比赛的学生占全校学生的 50% 以上，冬季室内的投

篮比赛则是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各大、中学还参加本

市、华北、全国及远东的体育比赛，并获得较好成绩。
课外活动及竞赛的蓬勃开展，培养和提升了学生

的运动兴趣，锻炼和增强了身体素质，构建了良好的体

育文化氛围，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发展。
3． 师资培养专业化

19 世纪 20 ～ 30 年代是天津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

高峰，体育课程的改革给体育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

要求，体育教师的培养开始走向专业化。1928 年天津

创办了市立音乐体育传习所。1933 年河北省天津师

范学校设高中体育师范科，专门培养体育师资，学制 3
年，每年招生约 40 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河北省女子

师范学院( 前身为天津北洋女师学堂) ，1931 年河北省

女子师范学院建立音体系，1932 年体育系独立建系，

学制 4 年。以全面发展为原则培养学生，既掌握运动

技能又精通各门理论课程，开设的课程有党义、国文名

著、基本英文、英文作文、卫生学与急救法、生物学、游
戏、解剖学、运动学、物理学、化学、舞蹈原理、生理学、
体育原理、体育教学法、运动指导及裁判、体育组织与

管理、健康检查及运动生理学、健康教育、矫正操、体育

实习、体育教学实习及各种田径、球类、体操、舞蹈等。
另还有音乐和教育两门副系课程。学生毕业前在学院

部所属的师范中学部实习，后根据自己的特长写出毕

业论文，成绩及格者授以理学学士学位。1934 年秋，

体育系设立专修科，系、科并存。当时女子学习体育需

要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和重重困难，尽管在初创期体

育系学生数量不多( 前两届共 18 名) ，但仍然在天津

女子体育师资培训方面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产生了

积极影响。

四、民 国 末 期 的 学 校 体 育 教 育 ( 1937—
1949)

1937—1945 年抗战时期，天津的教育蒙受空前浩

劫，学校体育教育基本陷入瘫痪。1943 年日伪政权要

求各科教学增添“新民”教育的内容，课外文体活动要

和“新民”教育结合起来，体育课内也有“新民操”，种

种奴化教育手段，给学校体育教育带来严重危害。另

一方面被日军炸毁的南开大学流亡南迁，与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

学，体育仍然作为必修课出现在课表中。南开中学的

许多师生来到张伯苓筹办的重庆南开中学继续工作和

学习。重庆南开中学沿袭南开学校重视体育的传统，

学生每天早上做早操，下午三点半以后，全体到运动场

锻炼。每班都有体育队，篮球、足球、棒球等尤为突出，

经常举行比赛，涌现了许多出色选手。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各校开始恢复体育教学，北

洋大学因体育设施的损毁，体育课先从设备简单的项

目开始。中小学的体育教学和活动，主要是遵照 1940
年 3 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出台的《中等学校体育实施方

案》及《小学体育实施方案》施行，中学规定的体育训

练方式有体育正课、早操、课外活动，小学规定的体育

训练方式有体育正课、课外运动、课间活动及远足、旅
行、露营游艺等其他活动。然而由于重视不够、经费不

足等原因，一些体育法令并未得到贯彻施行，中小学体

育教育状况并不理想，发展缓慢。

五、启示与借鉴

由于种种原因，当今的学校体育教育存在诸多问

题，现状堪忧。如果割断历史与现实，漠视新与旧之间

的承接关系，就不可能获得学校体育教育新的发展。
近代以来，天津学校体育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其中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
1． 树立开放观念

天津是个移民城市，文化杂糅，兼收并蓄。在近代

史上，天津之所以能够开我国学校体育教育之先河，与

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分不开。洋务运动时期，天津作

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是接触外部世界的前沿阵地，

易于获取西方的文化思想。开放的姿态使西方近代体

育迅速在学校普遍开展起来，学校体育教育获得了崭

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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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足本土现实

近代体育源自西方，传入我国后必然与本土的教

育实践产生某种摩擦。天津近代学校体育引进初期，

全部移植西方体育，没有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本土改造，

结果造成体育课水土不服的现象。历史告诉我们重模

仿移植、轻改造创新是行不通的，如何使学校体育教育

贴近我国教育实践，并有益于我国教育实践，需要采取

“扬弃”的态度。
3． 重视课外活动

重视课外体育活动是开展学校体育教育的法宝，

凡体育教育成绩突出的学校无不给出证明。以南开学

校为例，不仅提倡人人运动，而且开展强迫运动，网球

队、篮球队等体育团体更是不可胜数，经常举行各种比

赛，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南开的体育运动底

子厚、水平高，根本原因之一是对课外活动的高度重

视。时至今日，这一点仍是极为宝贵的经验。
4． 珍视传统体育

在西方体育传入我国的过程中，我国传统体育受

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的标签，

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值得加倍珍视。早在 1915 年

以前，北洋大学就已将武术作为体育科目之一，直至

30 年代武术仍在课表之列。30 ～ 40 年代，天津小学体

育研究会也一直重视武术教材的编写，传统体育在学

校中得以传承。如今西方体育依然强势，如何把握好

现代与传统、着眼于兼容与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5． 开发教学模式

学校体育实践在变革，学校体育教育在发展。当

代的学校体育，除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外，还要注重培

养体育素养，为实现终身体育打下基础。体育教育应

面向全体学生，正确处理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关系，结合

自身特点，形成教学特色。力求教学内容丰富，形式、
方法多样，课内外、校内外有机结合，使学校体育教育

呈现多种教学模式并存的局面。
6． 构建体育文化

体育是文化，学校体育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
校园体育文化是营造学校文化氛围和弘扬学校体育人

文精神的重要内容，［5］是对学生实施体育教育，促进

学生 身 心 全 面 发 展，具 有 时 代 特 点 的 一 种 群 体 文

化。［6］校内、校际的各种体育活动，既可强健体魄，又

可形成团结、健康、向上、活泼的人文氛围和良好环境，

丰富学生的体育文化生活。学校体育在近代肩负了传

播体育文化的重任，在当代仍然是继承与创新体育文

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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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oder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ianjin and its Ｒevelation

Liu Xin1，2

( 1． School of Education，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2． Department of Sport Culture Media，Tianjin University of Sport，Tianjin 300381，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the paper probed in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odern school sports education in
Tianji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tage: school physical system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Western Schools introduced advanced Western sports to us． In the early Ｒepublic Period，double-track system was adopted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nitial training for teachers was also set up． Sports course reform，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 rise and specialization of teacher training was achieved in the Middle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The late of the Ｒe-
public of China sports education suffered a general declining． Ｒich revelation can be learned such as being open-minded;

establishing reality; cherishing traditional education; developing new mode of i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sports culture ect．
Keywords: modern sports; physical education; talents culti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