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的体育活动是随着人类的生

活、生产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史籍有古

代的巴人、蜀人进行舞蹈、浮水、击剑、

跑步、摔跤、御车驾马等活动的记载。

四川出土的汉墓画像砖中也有力士举

重的图案。由于生产和战争的需要，以

及在生产劳动之余的健身娱乐活动逐

渐形成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

社会上层在闲暇时进行的弈棋、围猎、

气功导引等休闲和养生活动也成为传

统体育的一部分。由于生产生活条件

的限制，参与活动的人群不广，大多数

项目的竞技性也不强。体育活动的内

容虽然也有所丰富，但基本状况是发

展缓慢，参与的人少，在社会生活中的

作用微不足道。

19 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入侵中

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些有识之士

的救国主张中注意到了国民身体素质

的问题。紧接着是维新运动的推动，办

新学的浪潮涌遍全国。1906 年四川省

通令实施学部公布的《奏定学堂章

程》，该章程规定学堂开设“体操”(即

体育)课。虽然各校开设或早或迟，内

容也多为兵式体操、瑞典、日本式体

操，但这是体育成为政府行为的开始。

体育列为学校的必修课所产生的影响

是深远的。

与此同时，西方的现代竞技体育

项目开始传入四川，首先是球类、田

径、体操、游泳等项目。由于这些项目

有强烈的竞争性和较规范的比赛规

则，娱乐性、观赏性强，受到青年人的

喜爱，很快流传开来。各种现代运动场

地开始在四川修建。1905 年，四川省

举行了第一次全省运动大会，虽未设

现代竞技项目，但对体育运动的开展

起了推动作用。20 世纪 20 年代是四



川体育运动发展较快的时期。为解决

学校体育师资之不足，先后办了多所

体育专门学校，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也

由学生扩展到军人和部分机关职员、

厂矿工人和市民。1938年至 1945 年，

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大量机关和大专

院校也迁来四川，对四川体育的发展

起了推动作用。但总的来说，由于四川

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加之战乱频繁，

四川的体育发展落后于全国大多数地

区。学校的体育教育除少数学校外，并

未认真施行，体育教师量少质弱，体育

场地少、设施差。50 年代前，全省各类

运动场地 469 个，无体育馆和标准的

体育场。民国时期未举行过全省运动

会，各市和行政督察区、县的运动会时

有举行，但多为学生参加。民国时期共

举行七届全国运动会，四川派代表团

参加了第四至第七届，参赛项目不齐，

选手少，只有个别项目取得过优胜名

次。晚清民国时期各运动项目的全国

纪录保持者中，无一名四川运动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的

当家作主和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

保障给体育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倡导更是推

动社会主义体育事业飞跃发展的巨大

力量。50 年代初主持西南和四川工作

的领导同志热情关注四川和西南体育

事业的发展，贺龙同志亲任西南体育

会名誉会长。1952 年即在重庆举行了

西南区运动大会，这是新中国举行的

第一次省级以上的综合运动会。接着，

又率先组建省优秀运动队，修建标准

较高的体育场、馆。

1952 年 9月恢复四川省的建制，

当年即成立了体育工作队。1953 年 2

月举行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有近

3 万人参加各地选拔，1200 多名选手

到大会参赛，观众达 48 万人次，实际

上是大力发展四川的社会主义体育事

业的动员会。此后，全省体育运动大会

逐渐形成 4年一届定例，除“文化大革

命”时期中断外，已举办五届。

1953 年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成立，各市、地、州、县体委也相继成

立，各级政府有了专门管理体育事业

的职能部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

下，协同其他部门和机构，为发展四川

体育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四川省的竞技体育在落后的基础

上起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一步

步走向全国的前列，并向全世界展现

了四川体育健儿的风采。四川先后建

有 30 多个竞技体育项目运动队，多数

项目给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一些项

目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到 1987 年共

有 38 人(次)获得世界冠军，39 人

(次)获得亚洲冠军，21 次打破世界纪

录，保持着 28 项全国纪录(1985 年)。

培养出 28 名国际级运动健将、607 名

国家级运动健将。四川派代表团参加

了全部六届全国运动会。在1987年举

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上，取得了总



分第六、金牌数第五、奖牌总数第五、

“精神文明队”数第五、“贡献奖”分第

三的优异成绩，表明四川的竞技体育

水平跨入了全国先进省、市、区行列。

为此，省政府作出了“关于表彰省体委

的决定”。

党和政府把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体育是整个

体育工作的重点。50 年代起，教育行

政部门就对各级学校体育课的设置，

教学时数、教学内容和成绩考核办法

作了规定，以后又不断补充和完善。要

求中、小学生每周两节体育课，每天一

小时体育锻炼时间，并尽极大努力解

决体育师资不足和运动场地器材缺乏

的问题。

为了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50 年

代起各级学校开始实行早操、课间操

制度，并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制”(简

称“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

准”，至 1955 年底，全省有 400 余所中

学推行“劳卫制”。60 年代中期开始，

全省以“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代替

“劳卫制”，着重训练青少年学生在耐

力、速度、力量方面的基本素质和技

能。从 80 年代开始，中、小学体育教师

新增 800 多名，“体育锻炼标准”的实

施面进一步扩大，达到全省中、小学的

40 % 。1981 年至 1985 年，达标的学生

有 743．57 万，1987 年 一 年 即 有

372．95 万大、中、小学生达标，占当年

施行总人数的 48．2 % 。

为了促进青少年运动水平的提

高，活跃课余生活，从 1956 年开始试

办青少年业余体校，后来又设立传统

项目学校。30 年来，各级体育、教育行

政部门对业余体校和传统项目学校给

予极大关注，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和提

高教学训练质量，逐渐形成了多形式、

多层次、多渠道的业余训练体系。至

1987 年，全省包括 24 个竞技体育项

目的业余体校(包括重点体校和普通

体校)306 所，学生 21164 人，专职教

练 1047 人，由省教育厅、省体委正式

命名的传统体育项目学校 287 所。业

余体校和传统项目学校的训练水平越

来越高，向竞技体育代表队输送的人

才逐年增多，1987 年业余体校输送

500 人，传统项目学校 75 人。两种学

校已经成为学校体育活动的骨干和培

养高水平运动人才的主要渠道。1987

年，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被确定为办高

水平运动队的试点学校，开始了培养

高水平运动人才又一途径的尝试。

为了推动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各级各类学校的竞赛活动十分活跃。

近年来仅是省级竞赛活动每年都在

10次以上。

城乡群众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

活动同样受到重视。50 年代开始实行

工间操制度。各个行业建立了行业体

育协会，一些大的厂矿建有高标准的

运动场地和厂矿代表队。一些城市的

某些体育活动形成了传统，如成都的



“蓉城杯”足球赛，夏季百日游泳活动、

“新蓉杯”马拉松赛等，分别始于 1981

年、1982 年、1983 年，年年举行，参加

人数多，声势大。各市、县都定期举行

市、县运动会。近年来，体育锻炼成了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

容，尤其是健美、台球、体育舞蹈、网球

等项目十分红火。体育消费已渐成为

时尚。农村则通过文化站组织和引导

青年农民进行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

全省有上百个县先后举行了农民运动

会。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在开展有民族

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的同时，也开展

竞技体育活动和带休闲性的娱乐项

目。为了丰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

活，发展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省

里举办了七届少数民族地区运动会，

三个民族自治州及秀山、石柱等 29个

民族自治县也先后举办了民族运动
会。

党和政府重视体育科学研究，以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省体育科学研究

所及西南师大体育系为主力的科研人

员在体育科学各个学科进行了探索，

出了许多成果。其中运动创伤和体育

史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世界

也有一定影响。

38年来，四川的社会主义体育事

业走过了艰苦奋斗而又值得自豪的道

路。体育战线正在深化改革，着重解决

好奥运战略和全民健身的协调发展，

业余训练和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衔接、

全面提高优秀运动员的素质、体育社

会化等重要问题，努力把我省建设成

为我国体育后备人才的战略基地。


	概述
	第一篇  社会体育
	第一章  传统体育项目
	第一节  武术
	第二节  气功养生
	第三节  棋类
	第四节  其他项目

	第二章  城乡健身娱乐体育
	第一节  城市健身娱乐体育
	第二节  乡村健身娱乐体育
	第三节  老年体育

	第三章  少数民族地区体育
	第一节  活动
	第二节  少数民族运动会


	第二篇  竞技体育
	第一章  竞技体育项目
	第一节  田径、体操、技巧、艺术体操、健美
	第二节  游泳、跳水、花样游泳、水球、蹼泳
	第三节  赛艇、皮划艇、摩托艇、滑水、帆板、航海多项
	第四节  足球、篮球、排球
	第五节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棒球、垒球、曲棍球
	第六节  举重、摔跤、武术、击剑
	第七节  航空模型、航海模型、滑翔、跳伞
	第八节  射击、射箭、无线电、摩托车、自行车、棋类

	第二章  训练基地
	第一节  运动技术学院
	第二节  航空运动学校
	第三节  陆上运动学校
	第四节  水上运动学校
	第五节  邛海水上运动学校


	第三篇  运动会
	第一章  全省运动会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第二章  承办主办运动会
	第一节  国内比赛
	第二节  国际比赛

	第三章  参加全国运动会
	第一节  民国时期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第四篇  体育教育与科研
	第一章  体育教育
	第一节  体育教育的实施
	第二节  体育课与课外活动
	第三节  课余训练
	第四节  课余竞赛

	第二章  体育师资及培养
	第一节  体育师资
	第二节  体育院校、系科

	第三章  体育科学研究
	第一节  科研机构、组织
	第二节  科研活动与成就


	第五篇  管理
	第一章  机构
	第一节  行政机构
	第二节  事业机构
	第三节  群众团体

	第二章  宣传
	第一节  报刊、图书
	第二节  广播、影视
	第三节  其他形式

	第三章  设施、经费
	第一节  场馆
	第二节  体育设备
	第三节  经费


	附录
	一、四川省体委历任领导人名录
	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省体委的决定
	三、四川省体育系统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省劳动模范称号者名录
	四、四川省荣获“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人员名单
	五、四川竞技体育项目优秀成绩表
	六、《四川省志·体育志》编纂机构人员名单

	编后记
	返回主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