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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体育教育的主要创始人 ———袁敦礼

左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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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袁敦礼先生是中国现代体育教育事业的主要创始人。他对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 ,尤其对师范教育 、体育

教育 、体育理论 、公共卫生教育和电化教育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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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敦礼(1895-1968)字志仁 ,徐水人。我国现代体育
教育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外

语部 , 后留校任体育科秘书兼翻译。 1919年任体育科主

任。 1923年 ,赴美留学 , 在芝加哥 、哥伦比亚和霍普金斯大
学攻读生理学 、体育理论及公共卫生 , 获得生理学硕士学
位 , 被聘为美国体育学会特别通讯员。 1927年学成回国 ,
先后被聘为北平师范大学教务长 、体育系主任 、浙江大学体
育系教授 、主任。 1936年 , 以中国体育考察团正指导身份
赴欧洲各国考察。 1937年 , “七七”事变不久 , 国立北平师
范大学和国立北平大学 、国立北洋工学院一起西迁至陕西
西安 , 共同组成了 “西安临时大学” , 1938年 “西安临时大
学”再迁陕南汉中的城固 , 在此期间 ,袁敦礼先生除了任体
育系主任外 , 还兼任西北联大教务长等职。 1945年被美国

国务院聘任为客座教授赴美讲学 , 这在我国体育界是空前
的 , 在当时教育界也是屈指可数的。 1946年后 , 任北平师
范学院 、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直到解放。新中国成立后 , 历任
兰州体院院长 、甘肃师范大学副校长 , 以及全国政协委员 、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甘肃人大代表 、九三学社常务委
员等职。他还参与起草了《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和对《国民
体育法》的修改。 他曾多次主办华北运动会 , 参加筹办全
国运动会 , 以及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 、奥运会的组织工作。

袁敦礼是我国现代体育教育的主要创始人 , 对我国近
代体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 , 尤其对师范教育 、体育教育 、体
育理论 、公共卫生教育和电化教育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重视体育教育人才的培养
袁敦礼先生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 但他从事体育教育事

业的大部分岁月是在西北师范大学度过的。在这里 ,他先
后工作生活了 21年之久 , 直到离别人世。自 1917年从事

体育教育工作开始 , 袁敦礼先生就主张师范院校体育系的
培养目标是体育教育工作者 , 而不是培养运动员。他要求
每一个体育系的学生成长为讲文明 、有礼貌 、德才兼备 、尊
重科学的体育教育专门人才。他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 ,
他认为进了师范学院的门 , 就意味着将来 “为人师表 ”, 师
表就是榜样 、表率 , 必须以身作则。他常讲:“己不正焉能
正人” ,因此 , 他要求学生待人接物文明礼貌 , 衣着整洁 , 决
不允许体育系的学生有粗鲁的行为 ,如有体育系的学生打
架斗殴者 , 必须开除学籍。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时 , 袁敦礼
先生严把招生质量关 , 要求体育系的学生 , 文化课水平必须
达到其他系科的标准 。入校后精心培育 ,严格管理 , 设置了

多种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科目供学生选修。 并鼓励学生在
学习的同时为非体育系的学生辅导体育项目 , 为学校和社
会的体育活动服务 , 以增强实际能力。另外 ,他还规定:凡
有一门课不及格者 , 不能代表系 、校参加比赛。这是因为袁
敦礼先生认识到 ,这些未来的教师科学文化素质高 ,就会形
成良性循环 , 不仅有利于提高体育教学的效果 ,培养高 、精 、
尖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 而且有利于教师自身思想品德和人
格的完善。

二 、强调体育教育之重要
袁敦礼先生是我国现代体育教育事业的主要创始人。

他常说:“不懂体育 ,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体育家 , 同样 , 不
懂教育也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家。”在开展体育运动
的指导思想上 , 袁敦礼先生大胆突破了当时人们的狭隘肤
浅的见解 , 独具匠心地指出:“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种 , 确
具陶冶品质之价值 , 故体育应以传达文化和创造文化为目
的。” “体育活动无处不有个性之表现 , 及情感之抒发 , 且无
不与社会价值 、道德标准 、人与人之间相联属。”认为体育
除了强身健体之功能外 , 更能培养人们勇敢 、顽强 、果断 、坚
毅 、豁达 、进取等高贵品质 , 有助于增进人的道德观 、公民意
识 ,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发展。他一贯视体育为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 , 认为:“吾人所为体育者 , 乃为人整个机体之教
育。其所以有别于教育二字者 , 乃示明其特殊方式而已。”
指出体育教育所培养的不是单纯的运动技术专家 , 而是德 、
智 、体全面发展 “三育”并举的人。在体育教学理论上 , 他
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认为 “只学理论 , 则只是纸上
谈兵 ,而只学技术 ,难以精益求精 , 缺乏理论依据。 只有两
者得兼 ,才能成为优秀体育教师。他的这些体育教育思想 ,
至今仍闪烁着科学真理的光芒。

三 、体育理论研究成果卓著
早在 1938年 ,袁敦礼先生与吴蕴瑞先生合著了《体育

原理》一书 , 从理论上阐述了体育的性质 、作用及重要性 ,
明确指出体育是一门科学 , 与一系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是密切相关的 , 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体育既应服从人体
生物学的规律 , 又受社会规律制约 , 强调要身心统一地发
展。他认为:“体育应为文化之一种 , 却又陶冶品性之价
值 ,体育应以传达文化与创造文化的目的。”强调体育是时
代思想和状态的产物 , 同时也具有促进理想社会实践的广
泛意义 , 反对单纯的锻炼身体和只是 “头脑简单 , 四肢发
达”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不懂体育 , 很难成为一个优秀
的体育家。”强调三育并重的人才。同时 , 他也是我国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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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体育与精神关系的体育学者。他在 《体育原理》中 , 详
细论述身体和精神的关系 , 以及身心关系与体育的问题。
他说:“生命是一元的 , 精神与身体不能分开 , 是互相依赖 、
互相影响的 , 一百年以前的锻炼式 、医疗式 , 只拿身体的解
剖根据的体操 , 不合乎科学的原理 ,现在的体育一定要使精
神愉快 , 生活丰富 ,不独锻炼身体并且要同时训练精神和培
养良好社会行为” 。为此 , 袁敦礼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体育
概念。他说:“体育二字为身体教育之简称———即限于身
体方面的教育 , 此或可称为身体之教育 , 但吾人对此即限于
身体方面的教育 , 此或可称为身体之教育 , 但吾人对此解释
至不赞同 , 所谓身体之教育者 , 即传统的二元论之遗毒 , 亦
即以人之身体视为解剖台上之尸体之见解也 , 吾人既知凡
属教育即不能分之何部分之教育 , 因人系一个整个的机体
不能解剖式地划分之也 , 同时吾人既知人体之机体为生动
的 , 且有无穷之适应 ,无穷之机能 ,非一静止纯物质之机器;
则吾人所谓体育者 , 乃为人之整个的机体之教育。其所以
有别教育二字者 , 乃表明其用特殊之方式而已 , 故体育之意
义 , 以及体育活动为方式之教育也。”由此可见 ,袁敦礼先
生对体育理论的研究 ,是多么全面和细致。

四 、积极推动公共卫生教育工作
袁敦礼先生十分重视健康教育 , 而且积极倡导和推动

公共卫生教育。自从公共卫生教育一传入我国 , 他最先从
理论上对体育与卫生相结合作了全面的阐述 , 提出:“体育
和卫生教育相辅相成 , 有益之处都是精神 , 肉体上充满着活
力和进取精神。”他最先把体育 、卫生 、健康联系在一起。
认为要提高全民身体素质 、健康水平 , 除体育锻炼外 ,改善
和提高卫生条件 , 对我国尤为重要。早在 1929年 , 他便在
全国首次举办 “全国暑期卫生讲习会” , 并编写了《暑期卫
生教育讲习会讲演录 》, 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同时 ,
他多方奔走 , 组织成立中华卫生研究会 , 积极推广卫生教
育。他还认为 , 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卫生知识 , 并要从学校
卫生做起。他在西北师院工作期间 , 为了推广公共卫生教
育和师生的健康。规定《卫生概要》是全校师生的必修课。

鉴于当时大部分同学有沙眼病 ,他要求校医院定时为学生
进行体检 ,并在食堂里面的澡堂子旁边摆了一个大磅秤 , 以
便学生随时秤体重。更令人钦佩的是 , 他从细微处见大方 ,
由他亲自设计的 “无蝇厕所”当时曾获得师生一致称颂并
传为佳话。那时候尤其是夏天 , 当地的苍蝇和蚊子特别多 ,
这严重地威胁着师生的健康 , 针对这一现状 ,袁敦礼先生在
厕所(今西北师大男单楼附近)的两边设计了两个没有窗
户的 “暗房 ”(蚊蝇比较喜欢光线亮的地方), 师生进厕所
前 ,必须首先通过暗房 ,九十度转弯后关上暗房门才能进入
厕所。同时 ,袁敦礼先生将厕所的房顶设计的特别高 ,并开
有窗口 ,为的是 “高处不胜寒” , 蚊蝇既不会贴在房顶或往
下飞 ,也不会钻进暗房 ,以免 “漏网之蝇 ”危害师生的健康。
而且当时的粪坑是用高墙围起来的 , 旁边开一扇门 ,专门为
打开除粪准备的。这样 , 厕所里既没有苍蝇 ,附近也没有臭
气。既科学又卫生 , 可谓一箭双雕 , 用心良苦 。同时 , 他还
认为 ,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卫生知识 ,并要从学校的卫生做
起。因此 ,他十分重视学校卫生课程的设置和教学 ,把体育
课和卫生课作为大学的必修课 ,使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重
视体育与和卫生教育。

五 、在电化教育方面的贡献
在 1945年袁敦礼先生在美国讲学时 , 他敏锐地感到电

化教育在未来教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于是在 1946年 , 他
从美国聘回电化教育专家葛泽教授 , 并购回电化器材及影
片 ,在北平师院组成有 14位教授和附近学校校长组成的电

化教育委员会 , 负责学校的电化教育指导工作。在北平师
院 ,并设有电化教育选修课 , 培养电化教育专门人才 , 为我
国的电化教育起到了开拓和推动作用 , 可谓领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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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9页)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 , 称
为 “寻租活动”或 “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寻租理论包
括以下内容:寻租行为虽然使个人收益有可能最大化 , 但却
会造成社会浪费;垄断导致寻租 , 而寻租又导致腐败。据此
内容 , 不少学者开始应用寻租理论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制
度与经济落后状况 , 其中 ,塔洛克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作
为寻租社会的典型案例来说明寻租活动对于经济发展的障

碍 , 此外 ,一些经济学家应用大样本统计资料 , 得出了一个
结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市场缺陷和持续的经
济落后 , 寻租活动泛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 16] 。

从这一阶段的发展理论的发展状况来看 ,在第三阶段 ,
是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导思想。同时 , 发展理论不断
创新 , 分析方法不断更新 ,由以往重视国家干预转向重视市
场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并且开始运用其他学科的知
识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综上所述 , 经济发展理论自从诞生以来 , 到目前为止 ,
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 每个时期的理论发展都是伴随着发展
中国家的实际发展情况而产生的 , 目的是要解决发展中国
家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 并给出指导意见 , 发展理论是随
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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