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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百余年的积淀、探索与发
展，清华已形成一套特有的体育教
育的体系。作为双一流高校，如何在
新的历史时期将清华的体育传统发
扬 光 大 ，同 时 与 时 俱 进 、不 断 创
新，更好地发挥体育育人的作用，成
为清华大学体育教育工作者的新
课题。

清华统计数据显示，尽管该校男
生3000 米跑、女生1500米跑和男生
引体向上成绩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与20年前相比仍呈下降趋势。

“这充分体现了体育工作的重要
性与紧迫性。”刘波认为，大学体育发
挥的作用应是“四位一体”，即“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学校要把体育作为育人的重要
组成部分，体育教师要把培养全面发
展的优秀人才作为初心和使命，学生
要把体育作为终身的爱好和习惯。

从 学 生 运 动 员 成 为 硕 博 士 学
生，做辅导员、留校当老师，10 多年
来，胡凯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他的专
业 技 能 和 从 清 华 得 到 的 营 养“ 反
哺”给师弟师妹。

在胡凯看来，体育教育更多的是
能力培养，最终实现价值塑造，为学
生培养正确的三观，塑造健康的体
魄 和 人 格 。“ 从 体 育 到 教 育 ，这
个‘育’是不变的。”

无体育，不清华
——一所中国顶尖学府的体育传奇

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 郭亚强

近日，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内，身着迷彩服的3800余名
2024级本科新生齐聚一堂，迎来入校以来的“体育第一课”。作
为清华学生代表，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们与新生们分享自己
结缘体育、奋斗拼搏的故事。热烈的掌声不时响起，在场同学们
听得心神激荡。

体育是清华的一张闪亮名片，“无体育，不清华”深植于一
代代清华人心中。新学期伊始，清华传承百余年的体育育人理念
和体育教学传统，又开启了新一批清华学子的筑梦之旅，续写着
这所中国顶尖学府的体育传奇。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
上勇夺 40 枚金牌，这一中国体育的
新 篇 ，也 留 下 了 清 华 学 子 的 青 春
风采。

经管学院 2023 级本科生张琼月
站上女子 50 米步枪三姿季军领奖
台；社科学院 2024 级硕士生许诺获
得女子重剑团体第 4 名；社科学院
2024 级博士生夏雨雨在女子马拉松
项目中顺利完赛；2012 年伦敦奥运
会冠军、法学院 2014 级校友叶诗文
再战奥运，在女子200米蛙泳项目中
名列第6……

奥运赛场上的清华印记，源于清
华体育的百年传承。被戏称为“五道
口体校”的清华大学有着深厚的体育
传统和历史积淀。浓郁的校园体育氛
围，培养了学子们热爱体育、坚持锻
炼的生活习惯。校园马拉松、新生赤
足运动会、研究生运动会、“紫荆之
巅”篮球赛、“临门一脚”足球赛、“排
山倒海”排球赛……丰富的课外竞赛
活动，已覆盖各院系全体学生。

“学生群体竞赛从每年 9 月份开
始，到次年 4 月份结束，包括 40 余个
竞赛项目，竞赛活动 1000 余场，近 5
万人次参加，有效提高了学生参加
课外锻炼的积极性。”清华大学体育
部主任刘波说。

多年来，清华在射击、田径等竞

技体育项目方面硕果累累。其中，清
华田径获北京市高校田径运动会“十
五连冠”；清华男女篮多次获得中国
大 学 生 篮 球 联 赛 冠 军 。截 至 2023
年 ，清 华 的 国 际 运 动 健 将 达 到 33
人、国家运动健将达到 163 人，奥运
冠军杨倩、易思玲、世界冠军胡凯、夏
雨雨等都是清华学生。

被 师 生 们 亲 切 地 称 为“ 马
杯”的“马约翰杯”学生大型综合运
动会是清华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体育
盛典，至今已有20 多年的历史，其中
历史最悠久的田径运动会已举办 67
届。这一赛事实施积分制，贯穿全学
年，参赛项目涉及田径、游泳、乒乓
球等众多类别。

2006 年至 2016 年 10 年间，清
华环境学院学生陈熹在“马杯”赛场
上累计拿下 73 个单项冠军，其中 10
次获女子三项全能冠军。这个曾因
粉碎性骨折被医生警告不能参加体
育运动的女生，创造了“马杯”赛场
的运动奇迹。

如今，已成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师的陈熹，再次为学院拿下女子
三项全能金牌。陈熹说，最难忘的画
面，就是大家在操场上围着“马约翰
杯”胜利狂欢，激情澎湃地拥抱、跳
跃和哭笑。“这就是我们心目中向往
的真实绚烂的人生。”

在 清 华 体 育 馆 内 的 荣 誉 展 板
上，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先生
的 照 片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从 1914 年
起，在清华工作 52 年的马约翰，是清
华体育运动最重要的倡导者。一年一
度的“马约翰杯”就是纪念他为清华
体育作出的杰出贡献。

从马约翰先生的“体育的迁移价
值”的教育思想，到蒋南翔校长提出
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
年”，再到“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
重”的体育教育观，直至“无体育、不
清华”的学子共识……百余年来，一
脉 相 承 、历 久 弥 新 的 体 育 育 人 理
念，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的办学特色
之一。

马约翰的体育思想中，始终贯穿
体育能使身体、心理、人格共同发展
完善的理念。他希望学生们“个个身
体强健”，经常敦促他们“要好好锻
炼 身 体 ，不 要 出 去 给 中 国 人 丢
脸”“球可输，运动道德不可输”“我
们 要 把 运 动 家 精 神 带 到 生 活 中
去，绝不放弃”。他在操场跑道上对
奋 力 拼 搏 的 学 生 激 动 高
喊“快！快！拼尽全力！”的场景，成为
几代清华学子难忘的校园记忆。

清华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关凌
霄对学校的体育氛围感受颇深：“清
晨 四 五 点 钟 ，就 有 人 在 校 园 里 晨
跑，下午 4 点半后，操场上更是‘人满

为患’。”
作为清华大学冰球队的队员，关

凌霄每次训练结束，无论多晚都会在
校园里跑一跑。“通过体育锻炼，意志
力 和 体 质 都 有 所 增 强 ，精 神 头 更
足，学习和做科研时也更游刃有余。”

“我们要把清华的操场，打造成
清华学子的‘终身课堂’。”胡凯表
示，清华的体育传统，传承至今，不
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但相同的
是强健体魄、磨炼品质，努力争取为
国家更长、更好地服务。“这种体育
教育可能在无形中对学生的影响已
深入骨髓。”

1998 年起，体育课上男生测试
3000 米、女生测试 1500 米就是清华
的特色和基本要求；2014 年起，清华
恢复新生第一堂体育课；2017 年，清
华恢复“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
规；开设田径、球类、游泳、武术、跆
拳道、艺术体操、击剑、跳水、射击等
50 余门体育相关课程，多门课程成
为 校 内 、北 京 市 和 国 家 级 精 品
课……

近年来，清华更加重视体育教
育，不仅将新生“体育第一课”作为入
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还建立“4+2+
2”的体育课教学模式，即 4 个学期有
学分必修、2 个学期无学分必修和 2
个学期选修，使本科 4 个年级都要上
体育课。

“马杯”铸就奥运梦想

操场成为“终身课堂”

体育树起教育旗帜

清华大学学生参加2023年新生赤足运动会。 新华社发

清华大学校园马拉松赛活动现场。 新华社发

清华大学学生庆祝在“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中获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