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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中美学校体操教育的演变过程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体操教育的冷落，美国体操教育的衰

落，都是在教育面临着某种改革的新形势下发生的。中美两国的体操教育都对学生的身体状况产生了重要影

响，这一现象应值得我们关注。新世纪中国学校体操教育急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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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uthor carried ou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urses of evolution of gymnastic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nd considered that both the declining of Gymna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fading of gymnastic e-

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ppened under such a new situation that the education was undergoing a certain reform . One

phenomenon we should concern about is that gymna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duced important in-

fluences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 of students . Gymnastic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new centu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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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作为一种 教 育 手 段，起 源 于 古 希 腊，后 被 世 界 各 国

学校教育所采用。这 里 描 述 和 分 析 中 美 两 国 学 校 体 操 教 育

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具 有 典 型 的 东 方 文 化 色 彩；美 国 是 目 前

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特征。对中

美两国学校体操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予以剖析，不仅

可以了解两国体操 的 异 同，而 且 可 以 总 结 历 史 经 验 与 教 训，

为今后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1 体操传入时期的比较

1 .1 体操传入中国概况

体操是近代 以 来 最 早 传 入 中 国 的 运 动 项 目 之 一。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变革。中国教育

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49 - 1957 年这一时

期是中国恢复国民 经 济 和 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 时 期。在 这 个 时

期，中国学校体育主 要 是 学 习 前 苏 联 体 育 的 先 进 经 验，强 调

以苏联的体育教育理论指导我国学校的体育工作。

1950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访苏，带回苏联《准备劳动与卫

国》体育制度的经 验。1953 年 在 首 次 举 办 全 国 体 操 比 赛 中，

邀请苏联 国 家 体 操 队 来 华 访 问、表 演、传 授 体 操 知 识 和 技

术［1］，这是中国现代 体 操 传 入 的 一 个 重 要 标 志。1954 年，中

国正式公布了《准备 劳 动 与 卫 国》体 育 制 度 暂 行 条 例 和 项 目

标准。1956 年教育部正 式 公 布 了 全 国 统 一 通 用 的 中 小 学 体

育教学大纲。这是新 中 国 颁 布 的 第 一 套 体 育 教 学 大 纲。人

民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与这套大纲相配套的《小学体育教学

参考书》和《中学体育教学参考书》。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体育

教学大纲和体育教学参考书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学

校体育是以体操为 重 点 而 开 展 的。体 操 在 学 校 体 育 教 学 内

容和教学时间上都占据着首要位置。

1 .2 体操传入美国概况

19 世 纪 初，德 国 著 名 体 操 家 路 德 维 希·杨（1778 - 1852
年）在泛爱主义教育 思 想 影 响 下，在 继 承 德 国 体 育 的 先 驱 者

古茨穆茨（1759 - 1839 年）的体操基础上，创立了以器械体操

为中心，重视爱国主 义、民 族 主 义 和 意 志 教 育 的 德 国 体 操 体

系。1824 年，路德维希·杨 的 学 生 福 林 和 贝 克 将 德 国 体 操 传

到美国。1826 年，福 林 被 哈 佛 大 学 聘 为 德 语 教 师。 课 外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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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他向学生介绍德 国 体 操，并 指 导 学 生 架 设 起 单 杠、双 杠、

阶梯、木马和吊绳等体操器械，还画出跑、跳的场地。他率先

将德国的“操场”移植到了美国。1827 年，贝克被园山中学聘

为拉丁语教师并教 体 操。贝 克 首 先 在 学 校 建 起 了 一 个 健 身

场，设置了德国体操 的 全 部 器 械，然 后 将 全 校 的 学 生 分 成 若

干个班，规定每班每周上 3 次体操课，每次课 1 h。他开创了

美国学校施教德国体操的正式纪录［2］。1828 年，贝克又将杨

的《体操论》英译出版。1848 年，辛辛那提市成立了第一个德

国体操协会。1851 年在费城首次举行了全美体操比赛，有来

自纽约、波士顿、辛辛那提、布鲁克林、费城、纽瓦克、堪萨斯、

芝加 哥、克 利 夫 兰、圣 路 易 斯 等 地 的1 672名 体 操 会 员 参 加。

到了 1861 年，全美已拥有 150 个 德 国 体 操 协 会，并 拥 有 会 员

达 10 000 人之多［3］。

可见，美国体操是从 德 国 传 入 的，中 国 体 操 是 从 苏 联 传

入的。中国体操的传入是主动引入，并明显带有“自上而下”

的性质，政府各有关部门重视程度高，表现为有组织、有计划

的推广进行。从传入到推广的时间短，效果好。美国的传入

明显是“自下而上”的传入，主要依靠德国移民的不断增加而

逐步推广起来，从传入到推广的时间远比中国长。

2 发展时期的体操教育比较

2 .1 中国体操教育发展概况

现代体操与 1953 年 从 前 苏 联 传 入 中 国 后，可 以 说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近 30 年里，以现代竞技体操为主

线的体操运动一直受到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喜爱，体操教育在

学校体育教 学 中 占 据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位 置，它 为 增 强 学 生 体

质、增进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4］。

这个时期又可分为 3 个阶段。即：1958 ～ 1965 年、1966 ～

1976 年、1977 ～ 1982 年期间的体操教育。

1958 ～ 1965 年，正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

历史时期。1958 年 5 月，党 的 八 大 二 次 会 议 制 定 出“鼓 足 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 省 地 建 设 社 会 主 义”总 路 线 后，全 国 迅

速掀起了工、农业生 产“大 跃 进”的 高 潮，这 一 高 潮 很 快 就 波

及到教育界和体育 界。学 校 教 育 和 体 育 上 的“大 跃 进”是 以

实现“四红”和“双 红”开 始 的。在 中 学 实 现 除 病 残 外，100%
的学生分别达到《劳 卫 制》一 级、二 级、等 级 运 动 员 和 普 通 射

手的标准（即“四红”）；在小学实现除病残外，100% 的学生分

别达到《 劳 卫 制 》少 年 级 和 少 年 级 运 动 员 的 标 准（ 即“ 双

红”）［5］。这种“体育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的政治背景，为

体操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和提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

这一时期我国尽管还受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体操的普

及和提高仍然获得 了 极 大 的 成 功。1959 年 在 北 京 举 行 了 全

国少年体操 比 赛，有 来 自 22 个 单 位 的 296 名 运 动 员 参 赛；

1964 年在长春举行了 21 城 市 少 年 体 操 锦 标 赛，参 加 比 赛 的

运动 员 有 194 名；1965 年 在 成 都 举 行 了 全 国 少 年 体 操 锦 标

赛，参加的单位也是 21 个，运 动 员 242 名。这 3 次 全 国 少 年

体操比赛，参 加 比 赛 的 运 动 员 几 乎 全 部 是 中、小 学 学 生［6］。

到 1966 年时，我国 男 子 体 操 技 术 无 论 在 难 度、编 排、质 量 方

面，还是在比赛临场经验上，都已达到或接近了日本、苏联的

水平［7］。

1966 ～ 1976 年，我国教育事业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

严重的损失。1966 年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高考制度

的取消，中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出路就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即“上山下乡”。而当时只有能进入体育界或文艺界

才是唯一合理合法 的 躲 避“上 山 下 乡”的 选 择。可 见 在 这 一

时期，体操还能受到广大青少年的青睐，与当时人们对“上山

下乡”政策所采取的合法躲避行为有直接的关系［4］。

1977 ～ 1982 年这 段 时 期 是 我 国 对“文 化 大 革 命”造 成 的

混乱进行全面拨乱反正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重新制定了全

国统一要求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恢复了“文化大

革命”前的体育课程，体 操 再 次 成 为 学 校 教 育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国家体育锻炼 标 准》再 次 得 到 贯 彻 执 行。在 各 组（儿 童

组、少年一组、少年二 组 和 青 年 组）的 项 目 标 准 中，均 把 体 操

列为必测项目。并把“体 操 项 目 必 测 动 作 的 标 准”单 独 列 为

第一节，其中包括有支撑跳跃、技巧、单杠、双杠等，并附有详

细的动作图解。全国 各 类 各 级 学 校 对《国 家 体 育 锻 炼 标 准》

中体操等级动作的贯彻与实施，对我国体操运动的普及发挥

了重要作用。

2 .2 美国体操教育发展概况

1848 年随着德国移民的不断增加，德国体操对美国的影

响也越来越大，于是美国开始掀起体操教育的热潮。很多学

校都将德国体操列入到学校正课的教学规划之中，使之成为

教育的组成部分。

19 世纪 80 年代是美 国 学 校 体 操 教 育 发 展 的 兴 旺 时 期。

其标志之一，就是大 力 兴 建 体 操 馆，加 强 体 操 教 学 的 设 施 建

设。1867 年建成的达特默斯体操馆是美国内战之后的首座，

造价为 24 000 美元。1879 年，哈佛大学在海明威的资助下，

耗资 110 000 美元创 造 了 那 个 时 代 的 奇 迹 体 操 馆。1885 年，

全美 国 只 有 35 所 大 学 建 造 了 体 操 馆，1887 年，就 增 至 为 77
所大学有了体操馆。1885 年，全美国还没有一所中学建造体

操馆，而到 1890 年 时，仅 公 立 中 学 就 有 了 94 所 学 校 建 造 了

体操馆。1898 年，哥伦比 亚 大 学 开 放 它 的 新 体 操 馆 时，人 们

将它作为全世界学校体操馆中最大的一个来欢呼：它的主要

场地长 52 m，宽 40 m。可 见 美 国 学 校 重 视 体 操 教 育 程 度 之

高，兴建体操馆速度之快，规模之大。

美国学校体操教育兴旺发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创立体

育师范 学 校，大 力 培 养 体 操 教 师。1861 年，戴 俄·刘 易 斯

（1823 - 1886 年）创办了美国第一所体育师范学校。1866 年，

北美体操联盟师范学校诞生。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全 美 国

已有 34 所体育师 范 学 校。一 些 州 立 大 学 还 成 立 了 体 育 系。

19 世纪 90 年代，一些 大 学 开 始 授 予 体 育 专 业 学 位。这 些 体

育专门学校的建立，培 养 和 造 就 了 一 大 批 体 操 教 师，极 大 地

促进了美国学校体操教育的发展。

德国体操虽然在美国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但它还是

受到许多强有力的挑战。19 世纪 80 年代，瑞典人哈特维希·

尼森（1856 - 1924 年）将 瑞 典 体 操 传 入 美 国。19 世 纪 90 年

代，法国的德尔萨特（1811 - 1871 年）体操传入美国并流行起

来。此外，美国人也标 新 立 异，创 建 自 己 的“美 式”体 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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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随着各种体操的传入和各种体操流派的产生，1889 年，美

国教育委员会在波士顿召开了有 2 000 人参加的全国体育会

议，通过全国会议的 大 讨 论，找 到 了 他 们 所 需 要 的 体 操。这

就是：“德国体操刚 劲 有 力，英 国 运 动 充 满 活 力，法 国 体 操 具

有柔韧性，瑞典体 操 均 衡 精 确———将 所 有 这 些 特 点 一 统 化，

使之适合我们的特殊需要。”［8］1891 年，美国教育部门对全国

272 座 主 要 城 市 的 学 校 体 育 状 况 作 了 一 次 调 查，结 果 显 示：

有 41%的学校用的 是 德 国 体 操，29% 用 的 是 瑞 典 体 操，12%
用的是法国的德尔萨特体操，18%用的是这些体操的综合式

———“美式”体操［9］。可见，美国学校体操教育呈现出丰富多

彩，百花齐放的景象。

从以上描述情况看，中美两国在体操传入后都经历了一

个兴盛发展时期。中 国 体 操 教 育 的 发 展 过 程 大 致 又 经 历 了

三个时期，即：1958 ～ 1965 年 的 兴 盛 发 展 期；1966 ～ 1976 年 的

相对发展期；1977 ～ 1982 年的拨乱反正发展期。可见中国体

操教育的兴盛发展政治背景强。其特点主要是：受前苏联体

操教育模式的影响大，以现代竞技体操为主线的体操教育内

容在学校体育课中 的 核 心 地 位 高。美 国 在 德 国 体 操 传 入 后

不仅不盲目照搬德 国 体 操，而 且 他 们 标 新 立 异，将 各 国 体 操

的特点一统化，创 立 了 适 合 自 己 的“美 式”体 操。此 外，他 们

重视体操教学场馆 等 设 施 建 设，重 视 体 操 师 资 等 人 才 培 养，

这些举措和创新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体操教育衰落时期的比较

3 .1 中国体操教育“冷落”概况

所谓衰落是指事物由兴盛转向没落。因此确切地说，中

国体操教育的发展 历 程 还 没 有 出 现 衰 落 时 期。但“冷 落”现

象已经出现，而且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1982 年 9 月，我国颁布了新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

这次《标准》中，取 消 了 体 操 成 套 动 作 的 测 试 项 目。1983 年，

邓小平同志 发 出 了“教 育 要 面 向 现 代 化，面 向 世 界，面 向 未

来”的号召。1985 年公 布 了《中 共 中 央 关 于 教 育 体 制 改 革 的

决定》。于是，中 国 学 校 体 育 教 育 改 革 全 面 展 开，许 多 新 概

念、新思想和新举措不断涌现，如：“快乐体育”、“成功体育”、

“终身体育”、“体育与健康”、“体育休闲与娱乐”等等，中国学

校体育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种背景下，从

50 年代由前苏联 传 入 的 体 操 教 育 内 容 开 始 受 到 冷 遇，传 统

的体操教学逐渐减少，体操在学校体育教学中的实际地位显

著下降，出现了“冷 落”现 象。我 们 对 广 州 分 往 各 省 共 51 所

中学的 68 名 毕 业 生 进 行 了 调 查，结 果 只 有 3 人 施 教 4 项 器

械体操，占总人数的 4 .4%，而根本不教器械体操的有 37 人，

占总人数的 54 .4%。可 以 预 言，在 中 国 尚 不 发 达 的 地 区，体

操教育的“冷落”现象还将更为严重。

虽然中国学校体育教育改革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巨

大成就，但 中 国 学 生 的 体 质 健 康 状 况 却 不 容 乐 观。1985、

1990、1995、2000 年我国对学生 的 体 质 健 康 状 况，连 续 组 织 了

4 次较大规模的 调 查，结 果 表 明，我 国 青 少 年 一 些 重 要 的 身

体机能和素质指标，如肺活量、力量、耐力、灵敏、柔韧性等呈

持续下降趋势。

3 .2 美国体操教育衰落概况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教育界刮起进步教育运动热风，提

倡学校应该教育孩 子 适 应 普 通 生 活。体 育 界 深 受 这 股 教 育

热风的影响，也跟着 掀 起 一 个“新 体 育”的 运 动，学 校 体 育 除

了成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外，它还应以其娱乐形式成为

社会生活的一个组 成 部 分。于 是 美 国 学 校 关 于 体 操 教 育 的

问题，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 把 体 操 从 美 国 学 校 的 体 育 规 划 中 去

除了，完全让田径、球类和各种形式的舞蹈、娱乐等活动唱起

了主角。于是许多体操教师改行或失业，甚至连体操器械也

在学校的体育馆里消失了。许多年之后，一个又一个非常严

重的后果出现 了：1943 年，美 国 兵 役 体 检 部 门 告 急，全 国 有

300 多万青年人不能服 兵 役；1952 年，在 18 ～ 26 岁 的 青 年 人

中有 150 多万人身 体 特 别 弱；1953 年，美 国 首 次 用 高 科 技 检

测手段对美国中学生身体关键部位的肌力状况作检测，并和

欧洲的中学 生 作 相 同 的 检 测 比 较。 结 果 显 示：美 国 受 试 的

4 264名学生中，不及格者占 57 . 9%，不 及 格 的 发 生 率 美 国 可

高达 80%；而 欧 洲 受 试 的 2 870 名 学 生 中，不 及 格 者 只 占

8 .7%，不及格的发生率只达 9 .0%［10］14。

从以上描述看，中 国 体 操 教 育 的“冷 落 期”是 发 生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美国体操教育的“衰落期”是发生在 20 世

纪 20 年代中期，虽然 年 代 不 同，程 度 有 别，但 导 致 其 发 生 的

背景原因和学生健 康 状 况 下 降 的 结 果 极 其 相 似。中 国 体 操

教育的冷落，美国体 操 教 育 的 衰 落，都 是 在 教 育 面 临 着 某 种

改革的新形势下发 生 的。推 荐 新 事 物、肯 定 新 思 想、实 行 新

举措，是否一定要彻底否定过去的旧东西？所谓“旧即落后，

即应谴责；新即先进，即 应 推 荐”的 思 维 模 式，特 别 应 引 起 我

们在教改中的注意。

4 体操教育复兴与再发展时期的比较

4 .1 新世纪呼唤中国学校体操教育的加强

从以上各时期的比 较 分 析 看，到 目 前 为 止，中 国 的 体 操

教育似乎并不存在需要复兴与再发展的问题。但新世纪，呼

唤中国学校体操教育的加强还是必要的。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 进 步，极 大 地 推 动 着 中 国 学 校 教 育

的改革与发展。以素 质 教 育 为 主 旋 律 的 中 国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革，在新世纪正全 面 展 开。体 育 是 学 校 教 育 的 组 成 部 分，

体育课程是基础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因此中国学校体育正

以“素质教育”和“健 康 第 一”为 指 导 思 想，它 以 过 渡 性《体 育

与健康教学大 纲》的 颁 发 试 用 和《体 育·体 育 与 健 康 课 程 标

准》的研究与实验为 主 要 标 志，再 次 吹 响 了 体 育 课 程 改 革 的

号角。目前，这一改革 发 展 迅 猛，中 国 学 校 体 操 教 育 改 革 再

次面临新的挑战。新 世 纪，我 们 应 以 史 为 鉴。这 里，我 们 呼

唤并期待着中国学校体操教育的加强！

4 .2 美国体操教育复兴与再发展概况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 接 连 出 现 大 规 模 的 青 少 年 的 身 体

健康问题，引起了美国教育家和体育家们对此进行深刻的反

思。他们总结了忽视体 操 教 育 的 四 大 原 因 是：（1）行 政 管 理

者们在适当地自由玩耍与体操规范化的教学相结合方面，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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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地运用了杜威的体育哲学思想。（2）由于体力劳动的需要

减少，导致普通人的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减弱，使得只有少

数人才能从体操的练习中获得成功的快乐。（3）体育工作者

们开始教起了非紧 张 性 的 活 动，因 为 这 类 活 动 危 险 性 小，容

易做到，连那些体弱 的 学 生 也 能 够 获 得“成 功”的 快 乐。（4）

队赛运动如足球、篮球、棒球在美国非常流行，也是体育教师

愿教球类运动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教球类运动，一

个教师可以教很多 的 学 生，而 且 容 易 组 织，不 象 体 操 那 样 需

要各个分别指导、分析、保护和帮助。所以这个时期，体操运

动完全被忽视了。（实 际 上，死 板 的 教 学 方 法 也 是 导 致 体 操

衰落的一个原因。）［10］12 - 13

面对现实，找出失误 的 原 因 之 后，美 国 开 始 接 受 这 样 的

历史教训：“谴责一件事情仅仅因为它旧，或推荐一件事情仅

仅因为它新，都不是发展我们事业的最好路子。要尽量把一

切具有最小价值的东西加入体育，而不要把最基本的东西从

体育中涤除了———那就是全面的‘肌肉运动’”［8］。这就是美

国走了几十年弯路之后获得的教训。

美国军界一位高层 体 育 官 员 慷 慨 陈 述：“我 们 中 学 里 的

体育课程是个惨重 的 失 败，以 玩 耍 为 体 育 的 体 育 必 须 抛 弃，

代之以一种更加粗 犷 些 的 体 育 课。”1956 年 美 国 开 始 掀 起 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全 民 健 康 运 动。美 国 体 操 教 育 的 复 兴 与 再

发展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此时美国不仅使体操重新回到了学校的体育规划之中，

而且体操成 为 全 民 健 康 运 动 中“要 高 度 重 视 的 优 良 体 质 运

动”［15］，美国把体操作为快速增进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 来 开

展。于是一段时间以 来，美 国 体 操 教 师 和 人 才 奇 缺，各 种 培

训班应运而 生，美 国 再 度 掀 起 体 操 教 育 的 热 潮。 十 几 年 过

后，美国学生的身体 素 质 与 健 康 状 况 果 然 出 现 了 全 面 的、大

规模的明显改善。从 此 以 后，美 国 更 加 重 视 学 校 体 操 教 育，

许多中学和大学不 仅 有 完 善 的 体 操 设 备，而 且 建 有 体 操 队。

大学在招生的时候对优秀体操运动员都有所优待，对成绩突

出者还发给体育奖 学 金。美 国 国 家 队 的 成 员 大 多 是 高 中 或

大学的学生。美国校际间的各种体操交流、表演和比赛活动

广泛开展，热闹非凡。如 今，很 难 统 计 出 美 国 有 多 少 体 操 俱

乐部，一般估计数量以千计，在学人数以百万计，体操爱好者

更是不计其数。

从以上描述比较看，中国没有发生将体操从学校教育规

划中删除的情况，因此中国的体操教育似乎并不存在需要复

兴与再发展的问题。但 中 国 学 校 体 操 教 育 的“冷 落”期 已 为

时不短，新世纪中国学校体操将再次面临着教育改革新形势

发展的挑战，是继续“冷落”还是加强发展？这是新世纪中国

学校体操教育需要 面 对 和 回 答 的 问 题。美 国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曾武断地将体操从 学 校 教 育 规 划 中 删 除 了。因 此 美 国 的 体

操教育便又出现了 复 兴 与 再 发 展 的 时 期。美 国 体 操 的 复 兴

与再发展是在失败之后经过深刻的反思才形成的，这一宝贵

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应该值得我们深思的。此外，美国在复

兴体操教育之后，学生的身体素质与健康状况果然出现了全

面的、大规模的明显改善，这一重要现象更应值得我们关注。

美国在步入富裕社会和休闲时代的时候，他们提出体操是优

良体质运动，并把体操作为快速增进国民健康的重要手段来

开展，这一战略举措也应引起我们特别关注和研究。

5 结论与建议

中美两国学校体 操 教 育 都 经 历 了 曲 折 的 发 展 过 程。美

国体操的复兴与再发展不是偶然的。首先，它发迹于德国移

民的体操文化遗产，在文化上他们有着一条共同的根———西

方文化之根。其次，美国人在实践和发展体操过程中有过深

刻的历史教训：那就 是 他 们 在 率 先 步 入 富 裕 社 会 初 期，由 于

错误地理解了杜威的体育教育思想，在体育教学中避“重”就

“轻”，单纯追求“成 功 的”、“快 乐 的”、“趣 味 的”生 活 体 验，完

全忽视了体操教育，从而导致了重大失误。现在他们从失误

中走出来再次实践和发展体操教育，获得了成功。这种失而

复得的成功的历史经验是极其宝贵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政 府 十 分 重 视 学 校 的 体 操 教 育，在

历次各级各 类 学 校 的 体 育 教 学 大 纲 中，体 操 都 占 有 重 要 地

位。我们的决策没有 犯 美 国 历 史 的 错 误。但 是 在 具 体 的 实

践过程中，体操教育 开 展 不 力，尤 其 是 器 械 体 操 教 学 更 是 难

以开展，中国体操教育的“冷落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如果

我们的体操教育就这样虚设的话，就等于在犯美国以前历史

的错误。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的警觉。

为此，我们建议和呼 唤：新 世 纪 中 国 学 校 体 操 教 育 急 待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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