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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2004 年《大学体育》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近

年来连续获“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体育部积极开展

群众性体育活动，组织“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

新生运动会、校园马拉松等体育赛事，构成贯穿全年的

群众竞赛体系，每年参与者达到 4 万多人次。每年全校

本科生均参加体质健康测试，并从 2011 年开始在自主

招生中增加体质测试环节，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引

领作用。

建校之初体育部在学校的指导下就重视代表队

建设，在体育部和校团委的共同管理下，清华体育代

表队已成为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和最完善的学生运动

队，共分 A、B、C 三类，包括 41 个项目 48 支队伍

900 多名队员。其中田径、篮球和射击三支高水平运

动队在国际国内各级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多次在

全运会、亚运会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金牌，并

有在校学生参加北京、伦敦和里约奥运会。截止目前，

已培养出近97名运动健将 (含 12名国际级运动健将)。

近年来，清华又将体育纳入学科建设轨道，体育

部相继成立和申请到“清华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研究

中心”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建立了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并建成了

体育学一级学科。迄今招收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近百

名，完成国家及部委课题近70项，课题经费约2300余万，

出版专著近 60 部，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和科报会上发表

论文 700 多篇，其中 SCI、EI 收录近 40 篇，专利 33 项。

在近三次教育部学科排名中均名列前茅。

清华体育场馆设施从最初的西体育馆开始发展，

到现在以东操、西操、北操和紫荆公寓四个区域为主的，

总面积 22 万多平方米的规模，为体育课教学、代表队

训练、师生课外锻炼和比赛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体育部

成立了专门机构——场馆管理中心，对场馆设施相关工

作进行科学化管理。

在清华体育的新百年，体育部全体教职员工将以

进取、创新、科学和务实的精神继承优良传统，紧跟

时代步伐，推动清华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使清华体

育不仅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能够成为

国家和社会体育的重要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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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有着优良的体育传统，“为祖国健康工作

五十年”的口号深深影响了一代代清华学子。马约翰、夏

翔等一批杰出的体育思想家、教育家，为中国近代体育

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清华大学体育部作为学校体育

工作的职能部门，肩负着推广体育运动、改进学生健康、

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全面素质的重要职责，百年来

在秉承优良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1912 年，清华学校设立体育部，开始实行“强迫

运动”，要求学生必须通过“五项测验”，体育不及格则

不得出国留学。1919 年，体育馆（前馆）建成，正式开设

体育课。体育部前两任主任均为美国人（博士）。1914

年马约翰来清华工作，从 1920 年开始担任体育部主任。

1952 年院系调整后，体育部改称体育教研组，1979 年

更名为体育教研室，1994 年更名为体育教研部，2008

年重新更名为体育部。至 2014 年，体育部历任 9 位主

任为 :A.Shoemaker、D.K.Brace、马约 翰、夏 翔、

刘华轩（主持工作）、曹宝源、陈伟强、王培勇、刘波。

1983 年后的体育部党支部（党总支）书记包括：刘华轩、

王毅、郑秀瑗、张荣国、张冰、仇军、刘波、马新东。

体育部目前共有教师 62 人，其中教授 15人，副教

授 34人，讲师 8人，助理教授 2 人，助教 3人。教师队

伍中博士19人，硕士22人，本科21人，博士生导师10人，

国际裁判 6人，国家队教练 3人。

为进一步加强体育部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师资队

伍水平，推动学科发展，更好的发挥体育教育对学生价

值塑造的重要作用，体育部响应学校号召，于 2013 年

启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改革后，体育部教师将分为教

学系列（含群体岗和训练岗）和教研系列两种类型。截

至目前，共有教学系列教师 41人、教研系列教师 10人。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从“强迫运动”、“五项试验”，

到“劳卫制”国防体育，再到现如今贯穿大学全程的体

育教学模式，体育部始终在努力探索前进。目前清华坚

持本科四年开设体育课，同时明确规定本科生必须测试

长跑（男生 3000 米、女生 1500 米），体育课不及格或

未通过游泳测试均不能毕业。体育课开设了近 50 个课

项，课程涉及竞技体育（奥运项目）、休闲体育、民族传

统体育和体疗课等各类项目，还为研究生开设了体育选

体育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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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班子成员：

主    任：刘 波   党总支书记：马新东
副主任：赵 青、杜 超、乔凤杰、胡 凯  副    书    记：马勇志

体育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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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清华学校设立体育部，休梅克（A.Shoemaker）为主任。自成立起便提倡体育运动的

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从而强国。体育部成立后开始实行“强迫运动”，规定每天下午

4-5点为体育运动时间，学生都要去操场进行各种运动。还规定必须通过“五项测试”，

体育不及格则不得出国留学。

清华学生赴菲律宾马尼拉参加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清华有 6 名运动员入选中国田径

代表队。潘文炳获十项运动第一名、五项运动第二名、跳远第三名，关宋韬获接力第

二名，潘文炳还荣获个人总分第一。

马约翰到校任职，开始了他在清华大学 52 年辛勤工作的历程，他倡导“运动是生命与

健康的源泉”、“体育是激发爱国热情和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

布雷斯（D.K.Brace）为体育部主任。 

西体育馆（前馆）建成，停止“强迫运动”，开设体育课，高等科、中等科皆为必修课，

每周四节，按学生班级进行教学。同年马约翰前往美国进修。 

马约翰开始担任体育部主任。

体育部更名为体育组。

马约翰赴美国春田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发表论文《体育的迁移价值》。

体育组改为体育军事学系，同年 12月改为体育系。

随着学校院系调整更名为军事训练部、体育馆。

校务会决定改回体育部。

清华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共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体育部随之合并，马约翰任主任。

西南联合大学将体育组改为体育部，马约翰任主任。

清华大学复校，体育部恢复，师资、设备为国内一流。 

院系调整后，体育部改称体育教研组，马约翰继续担任主任。

清华大学第一届运动会开幕，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参赛。 

蒋南翔校长提出“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方针，同年新的校

体育代表队成立。 

蒋南翔校长提出“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清华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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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先生在清华逝世。

体育教研组未任命主任，体育教研组由分管体育工作的校领导统一领导，教学归教

务处管理。

清华率先实施《体育锻炼标准》，第二年在全国开始试行。 

由夏翔担任体育教研组主任。 

体育教研组更名为体育教研室，夏翔继续担任主任。体育课率先在全校恢复教学秩序，

群众性体育活动积极开展，清华优良体育传统重新得到发扬。 

清华体育课由三年增至四年，同年获“北京市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开始以马约翰先生名字命名校学生田径运动会，并设立“马约翰田径流动奖杯”。 

马约翰塑像在西操落成。

体育教研室由刘华轩（主持工作）负责。

开始双学位学生的培养体制。

( 北京体育大学高年级学生进入清华后参加体育代表队，同时攻读第二学位 )

东区体育活动中心（东操田径场西侧看台）建成。

曹宝源担任体育教研室主任。

清华大学被授予“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体育教研室更名为体育教研部，由陈伟强担任主任。

开始探索“体教结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模式，相继成立田径、跳水、射击、赛艇、

篮球高水平代表队，并形成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同年起，

清华大学连续获得北京高校田径运动会“十四连冠”，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六

连冠”。 

成立清华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研究中心。 

由王培勇担任主任。清华大学承办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举办“马约翰

大学体育科学报告会”。

建立体育学硕士点。

“马约翰杯”纳入了 24 个运动项目和 3 个表演项目，称之为“大马杯”。

举办首届新生赤足运动会。

体育教学课程实施“4+3+1”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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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1

2003

2004

2005

2008

2009

2011

2010

2012

由陈伟强担任主任。

综合体育馆、游泳馆建成并投入使用，承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跳水和篮球比赛。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立。

成立“人体运动科学”重点实验室。同年，由体育部和自动化系等多个单位中青年

教师组成“体育综合研究小组”。

建立体育学博士点。

“大学体育”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获得体育专业硕士招生资格。

清华学生参加第 23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得 2 金 2 铜；第 10 届全运会上清华学生

获得 5 金 6 银 1铜。6501 名清华学生参加北京国际马拉松赛。

体育教研部更名为体育部，恢复了建校之初的名称。体育部全面参与北京奥运会：5

名在校学生参加比赛；26 位教师参加裁判、教练及服务工作；清华综合体育馆与游泳

馆作为奥运会独立训练场馆。     

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2005-2008 全国群体先进单位”。建成体育学博士后流动站。

体育部举办“亚洲人类学论坛”。

开始实施新的“阳光长跑”课外锻炼制度。

维学馆（东操田径场东侧看台）建成，地下为射击馆。

参加第 11 届全运会清华学生获得 1金 1银 1铜。

“4+2+2”体育课程教学模式正式实施。

体育部全体教师参与百年校庆团体操 《清华颂》创作和体育荣誉室建设工作。

体育场馆管理中心成立。紫荆气膜馆建成。

百年校庆团体操表演获得成功。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在西体育馆正式落成。

“体育学”成为教育部批准的一级学科。

体育部举办国际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暨第 22 届泛亚体育科学大会。

开始实行自主招生体质测试。

由刘波担任主任。

举办体育部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举办“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研讨会暨学校体育工

作研讨会”和国外专家系列讲座。体育部参与鼓浪屿“马约翰先生纪念馆”建设落成。

清华学生获得伦敦奥运首金。获得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校长杯”。

连任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田径分会主席单位。

施行新版体育教学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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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生和教练参加第 12 届全运会获得 3 枚金牌。

举行纪念蒋南翔诞辰 100 周年系列研讨会之五：“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启动体

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行教学评估改革。

提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

承办第1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第17届亚运会清华学生和校友获得 6金 2银。

恢复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参加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并作经验交流。

《足球运动与科学》在“学堂在线”MOOC 平台上线。

举行体育代表队建队 60 年纪念活动。

举办首届校园马拉松。举办首届中国足球论坛。

恢复男子足球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项目保持在 8 项。

庆祝王维屏教授百岁寿辰，举办“一生奉献、绿茵功臣——王维屏先生文集首发仪式”。

男篮获第 18 届 CUBA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总冠军。

举办首届“体育之夜”活动。

举办首届世界名校足球赛。

“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举办 60届。“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口号提出60周年。

恢复“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和大一下午 4点后不排课的传统，从 2017 级开

始执行。

为清华本科生开设体育辅修学位。开始招收全日制体育管理专业硕士。首次为国际本

科新生开设拓展营体育课。

在第 13 届全国运动会竞技、群体和青年项目上获得 5 枚金牌。获得第 13 届全国学

生运动会“校长杯”。女篮获第 19 届 CUBA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总冠军。

清华大学与国家体育总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3

2014

2015

2016

2018

2017

历史沿革             

清华大学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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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建设是体育部发展的关键，因此体育部一向重视队伍建设，从而保证教学、科研质量和声誉。1912 年

学校设体育部，负责全校学生的体育课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指导，教师人数逐年增加，1918 年增至 5人。

A.Shoemaker 博士和 D.K.Brace 博士为体育部第一任和第二任主任，李剑秋（著名武术家），马约翰先生等

该时期进入体育部工作。1945 年师资队伍中有教授马约翰，讲师黄中孚等 2人，教员夏翔等 10人，助教 3人。

1952 年至 1966 年，马约翰任体育教研组

主任。他 1953 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1956 年任主席，在第一、第二两届全国运动会

上担任总裁判。

这一时期的体育教师中，有国际级裁判王

维屏，国家级裁判王英杰、夏翔、翟家钧。夏翔

先生于 1983 年、1987 年先后荣膺国家体委“体

育运动荣誉奖章”和国际田联“国际田联元老

功勋奖”。陈蒂侨于 1985 年被评为国际级体操

裁判。

截止到 2018 年 3月，体育部共有教师 62 人，教授 15人，副教授 34人，讲师 8人，助理教授 3人，助教 2人。

 2013 年清华大学第 56 届“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体育部教师合影

师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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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部教授简介

王培勇  博士 教授 博导

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和体育教育专业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清华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和生物医

学工程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任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教育科学体育、文艺、美育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议终评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通讯评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

人体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体运动信息检测与仿真）和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

仇  军    博士 教授 博导

国家田径队短跑教练、清华校田径队男子短跑主教练、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田径分会科研委员会主任、中国体

育科学协会运动生物力学学会理事、中国田径协会科研训练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体育科学

协会训练分会主任委员。承担多项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科研课题，在体育类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培养出了胡凯、

张培萌等—批著名短跑运动员。

李  庆    博士 教授 博导

国家田径队短跑教练、清华校田径队男子短跑主教练、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田径分会科研委员会主任、中国体

育科学协会运动生物力学学会理事、中国田径协会科研训练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体育科学

协会训练分会主任委员。承担多项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科研课题，在体育类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培养出了胡凯、

张培萌等—批著名短跑运动员。

张  威    教授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教学群体科研部主任、首都高校体育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教学装备行业协会体育

专业委员会专家组组长、田径国家级裁判、13 所高校兼职教授。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曾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

一等奖和二等奖。研究方向为高校体育、体育管理与发展战略。主持社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4 项。多篇

学术论文被各级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收录，并受邀进行大会报告；另有多篇论文发表于体育类核心期刊。

张  冰    博士 教授 博导

清华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检验检疫学会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

大学校友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协会理事、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成员、河北省体育局备战 2020 冬奥会智库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机能诊断、疲劳恢复、医务监督、伤病治疗、体疗康

复和健康管理。承担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横向科研课题。出版专著 1部、译著 4 部，参编教材 10 部，获得专利 7 

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50 多篇。

师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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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强    教授 硕导

清华校友总会副秘书长，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中国大学生田径协会副主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

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担任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田径总裁判长以及多项国内、国际大型赛事总裁判长。1998 年美

国春田体育学院访问学者一年，现研究方向：比较体育、奥林匹克。多篇论文被各级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收录，并

受邀进行大会报告；另有多篇论文发表于体育核心期刊。

于  芬   博士 教授

国家级教练，原国家跳水队副总教练，清华大学跳水队总教练。多年从事跳水一线教学训练和研究工作，培养

了伏明霞、郭晶晶、何姿，施廷懋等多名世界级跳水运动员。在清华研究实践了跳水管理系统的四化——系统化、流

程化、规范化、精细化。使学生们通过跳水课这个载体学习和实践了形态美与气质的关系、身心合一与知行合一的关系、

勇敢超越、合作包容。为中国跳水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做出了贡献。

高  全    教授

清华女子全能队教练、田径国家级裁判。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培养优秀运动员理论与模式、体育育人研究。青

少年运动员培养模式，曾培养出 2005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子三级跳远冠军王颖等一批优秀运动员，共培养出跳

远、三级跳远、七项全能等三个项目的4 名运动健将。主持国家体育总局课题3 项，校内课题1 项，发表论文20 余篇。

陆  淳    教授

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馆长、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羽毛球分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获清华大学优秀教学软件一

等奖、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2 项，国家体育总局课题 3 项。出版专著 1 部、参

编教材 3 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

赵  青  博士 教授

清华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党总支委员，中国大学生排球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教练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副秘书长，北京市高等教育体育研究分会秘书长。北京市名师、北京市及清华大学精

品课负责人。宝钢优秀教师奖及清华大学首届新百年教学成就奖获得者。校女排教练，多次参加世界大学生沙排等

赛事。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国家体育总局奥运公关等多项课题、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及教材 10 余部。



清华大学体育部

10

师 资             师 资             

孙葆洁     教授

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亚足联裁判监督。率

团队创作慕课《足球运动与科学》，为“教育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清华男子足球队教练，率队七次获得北京

高校足球比赛冠军。作为第二主持人参加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独著、合著专著 5 本。核心期

刊发表论文 7 篇。国际级足球裁判员。九次获得中超联赛最佳裁判“金哨奖”。2010 年度“中国正义人物”。中央电

视台等媒体的足球解说嘉宾。

曹振水     教授

清华大学中长跑队教练，多次入选国家田径队集训队教练，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著有《现代中跑训练》一书，

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次被评为全国高校“十佳”教练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训练。培养出刘青、

李翔宇和滕海宁等一批优秀运动员，多次带队参加奥运会、世锦赛等世界大赛，获得亚锦赛冠军、亚运会和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亚军，2000 年以来获得全国田径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运会冠军数十次，目前保持着男子 800 米全国

纪录和女子室内 800 米全国纪录。

乔凤杰     博士 教授 博导

清华大学体育部副主任，亚洲体育政策学会副主席，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常委、武术分会委员，国内

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特聘专家；曾任国家皮划艇激流回旋队首席科研专家。学术研究涉

及武术哲学、运动哲学、运动产业研究等领域，主持课题 20 项，出版专著 10 部，发表论文 100 余篇。长于武术哲学，

代表作为《武术哲学》《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文化符号：武术》。

马新东     博士 教授 博导

清华大学体育部书记，清华大学体育部体能训练与康复研究中心主任，曾经获得清华大学优秀教师。兼任全国

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国际交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理协会运动

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理协会体适能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包括国家级科研课题 20 多项，出版专著及教材

10 部，在 SSCI、核心期刊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研究论文多次获得全国重要学术报告会一等奖。

刘  波     博士 教授 博导

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公体组副组长、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田径分会秘书长。

承担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出版专著 3 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30 余篇。科研成果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论文科报会一等奖，第八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报告会一等奖，入

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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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资             

大一教学组（除教学组长外，照片按年龄排序）

王俊华 返聘 
田 径

陈伟强 教授
田 径、排 球

吴跃健 副教授
田 径

李庆 博士 教授 
田 径、游 泳

张敬军 副教授
党支部书记

田 径

王海燕 博士 讲师
乒乓球

曹振水 教授 
田 径、足 球

郭 振 博士 助理教授
足 球

许淑文 副教授 
田 径、足 球

于洪军 博士
准聘副教授

武 术

胡 凯 博士 讲师
田 径

何奇泽 助教
足球

王壹伦 助教
网球

郭惠珍 副教授
田 径、武 术

吴小五 副教授
田 径

教学组长

张培萌 助教
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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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资             

游泳教学组（除教学组长外，照片按年龄排序）

张志新 返聘
游 泳、羽毛球

那树森 副教授
田 径、游 泳

邵怀月 返聘
游 泳、垒 球

张威 教授
游泳、乒乓球、田径

 王烨 讲师 

党支部书记
游 泳

刘静民 博士 长聘副教授
板 球、乒乓球 、游 泳

板球国际级裁判 

马新东 博士 长聘教授 
足 球 、游 泳、沙滩足球

肖龙 副教授 教学组长
游 泳

李成伟 副教授
跳 水、游 泳

于芬 博士 教授
跳 水

马为民 副教授
游 泳、篮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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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类教学组（除教学组长外，照片按年龄排序）

陆淳 教授 教学组长
 羽毛球

王培勇 博士 教授 
篮 球

仇军 博士 长聘教授
排 球

王玉  返聘
网 球

彭寿义 返聘
棒、垒球

张颖洁 副教授
篮 球 

孙葆洁 教授
足 球

张冰 博士 长聘教授                       
足 球

朱全海 副教授
自行车、网 球

邢钰 副教授
网 球

胡孝乾 博士 助理教授
棒、垒球

许林亚 副教授
篮 球

刘波 博士 长聘教授
田 径、网 球

董刚 副教授 
党支部书记

藤、毽球、沙滩藤球

姜来 讲师
羽毛球

王欣 副教授
乒乓球

乒乓球国际级裁判

刘银斌 副教授
手 球

李波 博士 副教授
篮球、轮滑、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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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教学组（除教学组长外，照片按年龄排序）

马勇志 副教授 

武 术

郑丽君 副教授
田 径、射箭

 田奇乐 讲师
篮 球、定向运动                        

刘爽 副教授
击 剑

击剑（佩剑、花剑）国际级裁判
 

张继东 副教授
武 术

武术套路国际级裁判

周小菁 副教授
艺术体操、形体瑜伽
艺术体操国际级裁判 

张会景 讲师
跆拳道

冯宏鹏 博士 副教授
党支部书记 
武术、空手道

师 资             

王玉林 副教授
武 术

赵青 博士 教授
排球、沙滩排球、气排球

马汝平 副教授
田径、轮滑、体育舞蹈

乔凤杰 博士 长聘教授
武 术

张新贵 副教授
健 美

周放 副教授
教学组长 

排球 、软式排球                      

曹春梅 博士 
准聘副教授

体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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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水
修 缮 

体育部办公室成员

徐晓玲 返聘
北京市大体协、工 会

高淑贤 返聘
经体班教务、离退休

李凤敏 
办公室副主任 综合事务

周玉波
田径队 兼行政后勤

周璐璐
人 事、科 研、外 事

朱 琳
本科生教务

张俏贤
财务

张华磊
研究生教务

吉 勇
行政后勤

朱希和
财 务

沈 艳
档 案、资 料、固定资产

刘翠萍
场馆中心、田径分会

郑丽君
办公室主任

梁 珍
修 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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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楠
场馆中心财务主管

王大鹏
场馆中心运营总经理

游泳馆副馆长

师 资             

张义东
外场地修缮组组长

李 蕊
综合馆综合事务主管

李 默
游泳馆财务主管

鲁昌文
综合馆设备主管

沈平静
场馆中心人力资源主管

张 维
游泳馆体能训练
与康复中心主管

郭 朔
北体育馆建设项目经理

王 亮
气膜馆副馆长

景玉寅 
综合馆健身中心运营主管

郭 佳 
外场地项目主管 

张 岩
游泳馆馆长助理

王一娜
西体育馆馆长助理

培训主管

张 飞 
外场地项目主管 

场馆管理中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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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

体育部成立之初，采取了一些强制性措施，

如“强迫运动”等，并要求学生毕业前，必须通

过最低标准之五项运动（游泳、百码、跳高、跳远、

掷铁球），如有任何一项不及格，不能毕业赴美

留学。1919 年开始施行正规化体育课教学，中、

高科（共八年）每周 4 节体育课，均为必修。校

方规定体育为 5 门公共必修科目之一，每学年 4 

学分；1928 年起使学生掌握必要的生活技能（指

游泳）；掌握自卫技能（指武术）；设体弱班，在

教师辅导下进行体疗和锻炼。

解放初期，体育课程的设置沿袭了过去重

视体育教学的清华传统，按年级、专业进行分班

授课。一年级开设综合，教材以田径、体操、球

类和“劳卫制”规定项目为主要内容，配合季节

性的游泳和滑冰；二、三、四年级的体育课内容

都有明确规定。

20 世纪 70 年代末，清华首先恢复了体育课的教学秩序，

规定了体育的考勤考核办法，修复体育设施、设备，并制定了

体育规划。80 年代体育教学和课程设置方面略有调整。体育

教研室进行内部机构调整，下设田径、体操武术、球类三个教

研组。田径组负责一年级教学，体操武术组负责二年级教学，

球类组负责三年级教学。后又恢复了“女生课教研组”。1989

年为研究生开设体育选修课。所设项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足球、艺术体操、健美操、游泳、国际舞蹈、保健等。

1999 年秋季学期开始，体育课以必修的形式贯穿学生本

科全过程，并要求学生要掌握“一拳一操”；2001 年开设研究

生选修课；2007 年增大研究生体育选修的课容量；2008 年秋

季学期，为一、二年级国防班学生单独开设体育课；2008 年

秋季学期起至今，加强一年级学生课内学习与课外锻炼的有

机结合，实施阳光长跑、阳光体育活动与体育课挂钩，课外锻

炼成绩占体育课成绩的10%，“4+3+1”体育教学模式开始实施，

课程贯穿本科 1-4 年级的全过程。同时明确规定必须通过长

跑（男生 3000 米，女生 1500 米）的考核。

为达到体育教学目标，目前实行“三自主”

选课形式。根据学校的总体要求和体育课程的

自身规律，采用分层次教学、男女合班上课和

跨年级上课，以满足不同兴趣、不同水平和不

同层次学生的需要。运用多种形式和现代化教

学手段，安排约 10% 的理论教安学内容，提高

学生的体育知识面和认知能力。对部分患有慢

性病和病后、手术恢复期的男女学生开设指导

康复、保健为主的适应性体疗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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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

体育部在 2009 年响应学校“人才培养的使命和战略”召号，大力推进体育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力度。2010 年“4 

+2+2”的体育课程教学模式正式建立和实施。2014 年恢复“第一堂体育课”。2017 年为本科生开设体育辅修学

位，并恢复“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

清华体育课程突出“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教育观，贯穿于本科 1—4 年级。为了适应时代发展，满

足学生需求，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体育课程开设 50 余项，涉及了竞技体育（奥运项目）、休闲体育和民族

传统体育等各类项目。自 90 年代至今，我校的体育课程中开设的跳水、射击、击剑、藤球、艺术体操、飞行员班课

程等高都具有清华特色。

经过百年的发展，从“强迫运动”、“五项试验”、“劳卫制”国防体育等，再到现如今贯穿大学全程的体育教学模式，

体育部始终在努力探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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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体育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清华大

学毕业长跑活动上讲话

清华学校建校之初，大部分学生对体育锻炼尚无

认识，为了督促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爱好体育锻炼

的好习惯，1913 年前后开始实行于“强迫运动”，让学

生必须参加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体育锻炼。同时为

了培养学生的良好锻炼习惯，规定每天早晨集体做早

操，呼吸新鲜空气，称为“呼吸运动”；到了寒冷冬季，

改为跑步，称为“跑操”。

1949 年后，为了进一步推进学生的体育锻炼，翌

年试行“劳卫制”并在暑假对留校学生施行“体育锻炼

标准”，锻炼测验项目有短跑 100 米、跳高、投掷手榴弹、

游泳，有 80% 的留校同学会游泳，并通过锻炼标准。

1957 年，蒋南翔校长“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

五十年”的号召，成为全校学生积极开展体育锻炼的巨

大推动力。1980 年起正式推行修订后的《国家体育锻

炼标准》。在历次有关部门对《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达

标”验收检查中，清华及格率和优秀率都在全国高校

中居于领先地位，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达标先进单位并受到表彰。

自1913至 1948 年间，除了遇到特殊情况外，清华每

年都举行田径运动会。1949至 1997年学校照例每年举行

全校田径运动会，1953 年 5月，始称为“第一届全校田径运

动会”（为纪念马约翰先生，也称“马约翰杯”，简称“马杯”）。



清华大学体育部

20

开幕式现场

1987 年始，由于参赛院系和人数增多，按照条件

接近进行分组（甲组、乙组）比赛；1998 年始，又增加

丙组；1999 年“马杯”赛制经改革后基本定型，至 2017

年，比赛已经举行了 60 届。

进入 21 世纪，形成了以“马约翰杯”为龙头，以

体育竞赛为主线的课外锻炼体系，各项赛事从到次年 

4 月份结束，贯穿全年。采取以每年 9月份开始，院系、

班级为单位，覆盖全体学生，包括篮球、足球、排球、

羽毛球、乒乓球、棒垒球等 40 余个竞赛项目。每学年

组织的单项竞赛活动 1000 多场，有约 5 万人次参加

各种竞赛活动。

在马杯各单项赛事的基础上，新生运动会、校园马

拉松、研究生运动会、北京马拉松、毽绳比赛比赛及校庆

期间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已是学校每学年的

固定赛事和主要赛事。

校园群众体育活动是体育课程的延伸，是多年积

淀的优良体育传统的显现。它面向全体学生，塑造全体

学生，使全体学生受益，是学校体育的精髓。目前体育

部在积极响应国家的“阳光长跑”的号召，加强对学生

长跑的组织监督和指导，并组织教师加强对各单项体

育协会和学生课外辅导的力度，帮助学生多项目，全方

面能力的提高。

群众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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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协会

体育类协会一直是我校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的主要

缔造者和传播者。国立清华大学时期，清华大学体育会开始按照不同的体育

项目分化为不同的体育社团，比长跑会，鱼翔社（游泳）等。

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生依然积极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学生中有“黑桃”、

“金刚”、“铁马”等体育会的组织。

改革开放后，校园文化日益开放，各类社团蓬勃发展，清华大学的体育

社团以名目丰富，参与人数众多著称，清华大学体育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目前，在学校 248 个学生社团中，体育类社团 50 个，有新兴的体

育社团，如板球协会、定向越野协会、剑道等社团还承担着在清华大学乃至

北京地区推广新兴运动的责任。体育部相关教师承担与个人专项相关的社团

的技术指导，为同学们的业余锻炼提供帮助。 

跆拳道协会

定向运动协会

街舞协会

轮滑协会

攀岩协会

健美协会 剑道协会

滑冰协会

飞盘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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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队                                           

远东运动会亦称远东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史料记

载每届都有清华代表队队员参加并获成绩。

第一届于 1913 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清华有 6

名运动员入选中国田径代表队。潘文炳获十项运动第

一名、五项运动第二名、跳远第三名，关宋韬获接力

第二名，潘文炳还荣获个人总分第一，每人都有收获；

第二届于 1915 年在上海举行，清华 3 名田径运动员

和 3 名网球运动员入选，黄元道获 120 码高栏第一名、

220 码低栏第二名、撑杆跳高第三名、十项全能第三名，

曹懋德、巫振英、洪锡麟参加的中国网球队获团体赛

好成绩；第五届于 1921 年在上海举行，清华有 8 名田

径运动员、2 名篮球运动员入选，篮球运动员孙立人、

邓建飞所在的中国篮球队夺得冠军。

1954 年，根据蒋南翔校长提出的

“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

导下广泛深入地开展体育运动”的方针，

清华体育代表队正式成立，当时有 8 支

队伍：田径队、男子技巧队、女子技巧队、

足球队、男子篮球队、女子篮球队、男

子排球队和女子排球队。1958 年，体育

代表队增加到 28 支，翌年体育代表队

增加到 38 个队，队员人数达 450 多人。

1914 年清华足球队部分队员合影

右 1 为休梅克 ( 时任体育部主任 )、左 1 为潘文炳

休梅克博士 1911 年来校任教，翌年开始着手在

体育爱好者和积极分子中组建各类运动队，他在清

华建立了现代化的体育训练体系，使清华成为“中国

最早设正规西式体育的学校”。

1920 年时学校有篮球队、网球队、足球队、棒

球队、游泳队、滑冰队、田径队等。1928 年后，随着

女生的增加，有了女篮和女排。1912 年至 1948 年间，

清华运动员参加过三角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全国

运动会和远东运动会等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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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自行车运动员张立华在 5月、6 月

间，两次破行进间 200 米、1500 米全国纪录，荣

获运动健将称号；10 月在北京市运动会上清华有

27 名运动员入选高校代表队。1964 年张立华在

3 次比赛中又六破全国纪录。

1976 年以后，清华体育得到快速恢复与发展， 

涌现了陈希、陈钢等一批既有较高运动水平，又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代表队队员，在校际体

育比赛中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1997 年，为了更好地对代表队进行管理并发挥代

表队在群体中的作用，将不同项目根据定位不同分为A、

B、C 三类（A 类队为高水平运动队，在推动群众体育

的同时，还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使命；B

类队是普通运动队，是群众体育的骨干，目标定位在北

京高校比赛取得优异成绩，也培养出高水平学生运动员，

游泳队和女排都有队员代表中国大学生参加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C 类队，全部是由普通学生组建的学校体育

代表队，对群众体育有较大推动作用），并鼓励普通学

生参加 C 类队，使队伍规模迅速扩大。到 2018 年，代

表队队员人数增加到 900 余人，包括 41个项目 48 支队

伍，是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学校体育代表队。

1988 年，学校获得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批准“试办

高水平运动队”，创办了体育科技专业，1994 年清华在

培养运动员的体制上进行了改革，开始培养高水平运动

员。1997 年第八届全国运动会和 1999 年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的赛场上首次出现清华学生的身影。

1997 年清华跳水队的成立和 1999 年射击队、赛艇

队的复建，是清华体育的又一次突破。清华自己培养的学

生不断在全国乃至国际赛场摘金夺银，标志着清华体育

代表队的竞技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确立了其在全国

高校中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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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队                                           

2005 年，在我国第 10 届全运会上，清华学生运

动员获得 4 块金牌、5 块银牌；在第 23 届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上，清华学子胡凯和王颖代表中国获得了百米

和三级跳两块金牌；赛艇队在世界名校赛艇挑战赛中

屡获奖牌，并代表我国获得了亚洲赛艇锦标赛冠军。

2006 年，清华 4 名学生运动员参加多哈亚运会，

获得了4 金 1 银 1 铜。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2 年伦

敦奥运会和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清华自主培养的 7

名学生运动员胡凯、刘青、李翔宇、曹逸飞和李佩 、易

思玲和王宇代表中国参赛。

2009 年、2013 年和 2017 年全运会都有清华学

生获得金牌，2014 年滕海宁打破男子 800 米全国记

录，成为文革后清华自主培养的第一个打破全国记

录的学生运动员。到 2017 年清华在文革后共培养了

近 97 名运动健将，他们在各类比赛中，经常与专业

运动员同场竞技。这些成绩掀起了社会对清华“体

教结合”的广泛关注。

参加过奥运会的清华大学自主培养的 7 名运动员

胡凯 (2008) 曹逸飞 (2008)刘青 (2008) 李翔宇 (2008) 李佩 (2012) 易思玲

(2012 2016)
王宇 (2016)

2016 年第 18 届 CUBA男篮夺冠

2017 年第 19 届 CUBA女篮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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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队：

代表中国专业水平（射击、田

径）中国大学生运动水平（男女篮），

并在国际、国内各级赛事中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

男子篮球队

田径队

射击队

女子篮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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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队                                           

B 类队：

男子排球队

女子游泳队

女子排球队

男子游泳队

健美操队

击剑队 男子足球队

代表北京市大学生运动水平，部分项目在全国性比赛

中获得佳绩，并在引导我校群众性体育活动及推动校园体

育文化中起示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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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类队：

由热爱体育运动的普通学生组成，在全国和北京市“阳光组”的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并为带动我校群众性体育活

动的开展，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生活做出贡献。有：羽毛球、网球、乒乓球、武术、艺术体操、手球、板球、健美、跆拳道、

腰旗橄榄球、毽球、轮滑、棒垒球、中象、国象、围棋、定向越野、登山、滑雪、台球、中长跑二队、男女篮球二队、男

女排球二队、女子足球、空手道、啦啦操、桥牌、散打、攀岩、自行车、高尔夫、五子棋、射箭队 37 支代表队。

羽毛球队

乒乓球队

艺术体操队

网球队

武术队

手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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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队                                           

板球队

毽球队

跆拳道队

棒球队 垒球队

国际象棋队

健美队

轮滑队

腰旗橄榄球队

中国象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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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越野队

滑雪队

女排二队

登山队

台球队

男篮二队 女篮二队

中长跑二队

男排二队

围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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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牌队

散打队 攀岩队

高尔夫队 五子棋队

射箭队—传统弓 射箭队—现代弓

代表队                                           

空手道队

啦啦操队

女子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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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获奖与表彰

●  2014 年 7月，张威主持的《游泳中级班》课程经 2013-

2014 学年度第 23 次校务会议决定，授予“清华大学精品

课程”称号（2014-2020 年）。

●   2014 年 10 月《基于“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教学管理

模式创新与实践》获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  2014 年 12月 4日，刘爽、张会景代表体育部参加“清华

大学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大赛”，分获一等奖、二等奖。

●  2016 年 1月，《三年级女生武术》课程，被授予清华大

学精品课程称号（2016-2022 年）。

●  2016 年 8月，《“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全方位

体育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荣获 2016 年清华大学教学

成果一等奖。

●  2016 年秋季学期彭建敏、姜来两位老师参加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第七届青年教师教学大赛，分获一等奖和二等奖。

●  2016 年周小菁、王海燕荣获 2016 年首度高等学校女生

体育教学交流与课件展示赛一等奖。

●  周放、曹振水、彭建敏、冯宏鹏获得 2016 年度“清华大

学年度教学优秀奖”。

●  冯宏鹏获 2016 年度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

●  赵青获 2017 年“清华大学新百年教学成就奖”，第 13 届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  彭建敏获 2017 年北京市青年教师大赛文科组一等奖第

一名

●  2018 年 3月《“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全方位体

育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荣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教 学

●  1992 年大一男生体育基础课，被授予学校一类课程，并

在 1995 年、1998 年和 2001 年三次通过复评。

●  2001 年《为祖国培养身心健康的高层次人才 —— 体

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获得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  2003 年《游泳教学课》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

●  2004 年《大学体育》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  2006 年被授予“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  2006年被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授予贯彻《学校体育条例》

“优秀学校”

●  2008 年被授予“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马勇志获

得清华大学青年教师优秀奖。彭建敏获得清华大学青年

教师教学大赛文科外语组一等奖。

●  2010 年，被授予“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董刚获

得清华大学青年教师优秀奖。周小菁和董刚分别获得清华

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文科外语组一等奖和二等奖。

●  2011年北京市教委授予“贯彻实施《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优秀学校”

●  2011 年北京市教委授予“北京市高校阳光体育联赛优

胜奖 ”

●  2012 年彭建敏获得清华大学青年教师优秀奖。张继东

获得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文科外语组一等奖。

●  2012 年《沙滩排球》被评为清华大学精品课贡献奖、教

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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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队

●  连续几届多名田径教练员获得“北京高校优秀教练员”称号

●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北京市教委授予“北京市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检查评估一等奖”

●  2012 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体育部”分别被教育部评为“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突出贡献单位”

●  2012 年获得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校长杯”

●  2012 年北京市体育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授予“三大球项目开展先进单位”称号

●  多次获得首都高等学校阳光体育联赛阳光杯优胜奖

●  2017 年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校长杯”

群 体
●  1997 年被国家体委授予“全国群体先进单位”

●  1998 年被北京市教委和体委授予“96-98 年

  实施体育锻炼标准先进单位”

●  2009 年“2005-2008 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

  单位称号”

●  多次获得首都高等学校阳光体育联赛朝阳杯

  优胜奖

近期获奖与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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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与科研                          

建校之初，体育部结合教学每学年都对学生进

行体格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安排体育课教学和指

导学生课外体育运动。体格检查包括：身体测量、

体力测验、体能测验、体格检查和体育处方。每学

年初对全体学生进行全面检查，并建立详细记录和

档案。马约翰重视体育科研，先后完成的论文有：《体

育历程十四年》和《体育的迁移价值》是其 1919 

年和 1925 年两次去美国春田大学进修时的学位论

文，用英文写成。特别是《体育的迁移价值》在我

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影响深远。

中英文论文

体育的迁移价值

1949 年至 1966 年，体育教研组结合教学开展

科研，每学年初和学年末都对上体育课的学生进行

形态、机能和素质方面的检测，根据学生的体质状

况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设体育医疗、身体素质基础、

专项技术、专项技术提高等课，1959 年起推行了《课

外体育锻炼周志》，使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

此外，王英杰参加了国家体委关于“劳卫制”徒

手体操（四套）和第一、二、三套广播体操的编排工

作；王维屏、翟家钧、林伯榕等编写了指导“劳卫制”

锻炼的手册。

建国后期，我校体育教师在体育理论研究方面

的成绩也尤为突出，特别是马约翰教授在体育理论

上有独到建树。“动是健康的泉源”这一著名论断是

马约翰在早年提出的，并在 1954 年出版的《我的健

康是怎样得来的》一文中反复强调。

体育历程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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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与科研                          

1980 年初，成立了第一个学生体质研究

小组，对学生进行跟踪调查和综合研究。为提

高体育教学、开展体育科研提供了数据。

1986 年成立了体育科研领导小组，组建了

体育科研研究室，下设：人体运动生理生化检

测分析组、人体运动力学检测分析组、学生体

质与健康研究组、计算机组、录像组。体育教

研室借助清华大学的理工科优势，运用现代化

科学技术手段开展人体运动训练研究。先后承

担了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委托的体育科研项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学校提出了将体育纳

入学科建设的轨道和体育教学规范化、体育管理科学

化、群体活动系统化、运动竞技国际化的“四化”建

设要求。体育学科的建设，发挥了我校多学科综合优势，

以“入主流、有特色、高起点、开放性”为指导方针，大

力推动跨学科的体育科研基地和研究生培养基地建

设，以重大项目的研究带动学科建设，以研究生的培

养促进学科建设，充分运用学校“985”项目建设的支持。

1996 年成立“清华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研究中心”，

相继申请成立了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

2001 年体育部还建立了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清华大学的“运动人体科学

重点实验室”，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体育科研平台。2009

年建成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体育学一级学科获教育

部批准。近年来，体育部教师在北京高校体育科学论

文报告会、大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全国体育

科学大会、全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全运会科报会和

奥运会科报会等多次获得一等奖或做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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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项科技攻关课题和科研成果为

我国、我校运动员直接提供了服务。教师

先后承担了多项体育总局奥运攻关项目，

如对我国女子单人赛艇优秀重点运动员备

战 08 年奥运会的运动训练过程中赛艇项

目专项训练的关键技术研究，对跳水技术

动作分析相关的课题的研究等。

体育部教师获得的重要的奖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教育部科技进步奖 1 项；国家体育总局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北京市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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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与科研                          

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

1998 年申请到“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学位点，2003 年又申请到“运动人体科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2 

个硕士学位点和 1 个“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学位点，2009 年建成体育学博士后流动站。体育部所培养的研究

生在组织管理学制要求上归属于社会科学学院。截至目前，体育部共有学术型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13 名：王培勇、

仇军、李庆、张冰、陈伟强、刘静民、乔凤杰、马新东、刘波、曹春梅、郭振、胡孝乾、于洪军，另有部分教学系列教

师参与专业硕士的培养。迄今招收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上百名。

清华大学体育科学研究有四个重点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管理与大学体育发展；大学体育教育的

理论与实践；大学高水平运动训练的理论与实践；

大学体育教学训练的评价与监控。截止到 2017 年， 

体育部已获国家级课题近 20 项，部委级课题近 50

项，国际合作项目 3 项，经费 2300 余万元。出版专

清华大学体育学科建设

体育专业硕士学位点 体育学博士后流动站体育学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点

体育学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点

研究机构 实验室

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运
动
人
体
科
学

体
育
教
育
训
练
学

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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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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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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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著教材近 60 部，发表期刊论文 440 余篇、参加各类科报

会近 320 余人次。2012 年以后，体育部还成立了“民族

传统体育研究中心”、“中国足球发展研究中心”、“竞技

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和“体育史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中心， 

研究成果显著。

体
育
部
竞
技
体
育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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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与设施                                                                                        

清华体育设施的发展从西体育馆开始。近年来在学校的关怀下，场馆建设发展很快，目前已形成了以东操、西操、

北操和紫荆操场四个区域为主，总面积约 21.6 万平方米的规模，生均近 6 平米，为体育教学、学生课外锻炼和群体

竞赛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场馆主要包括：西体育馆、综合体育馆、游泳跳水馆、紫荆气膜馆、东区体育活动中心、西湖游泳池、西大操场、

西区手球场、东大操场、东区篮球场、东区排球场、东棒垒球场、沙滩排球场、轮滑场、北球场、综体东西侧网球场、

紫荆操场、紫荆篮球场、紫荆足球场、紫荆网球场等。

其中综合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作为训练场馆承担了4 个奥运会（残奥会）项目的训练接

待工作。随着场地规模越来越大，体育部在两年前成立了专门机构 —— 场馆管理中心，对场馆设施相关工作进行

科学化运营管理。2011-2013 年又对紫荆运动场、篮球场和北球场进行修整改造，现在校园内共有天然草皮运动

场 2 块，人工草皮运动场 4 块。

体育部场馆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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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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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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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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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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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与设施

西体育馆：

早期清华四大建筑之一，分为前馆和后馆两

部分。

前馆建于1916-1919 年，由墨菲设计，泰来

洋行施工；后馆建于1931-1932 年。前馆内有篮

球场、80 码悬空跑道以及各种运动器械，附设

室内游泳池。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高校中是

独一无二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清华西体育馆

曾是中国最先进的体育馆，这让清华人引以为自

豪。1954 年，毛泽东主席曾来此馆室内游泳池

游泳，达一个冬季。2001 年西体育馆被认定为

全国重点文物。2009 年开始对西体育馆进行加

固维修，2010年竣工。其中，室内游泳馆改建成“清

华大学体育荣誉室”，2011年 4月百年校庆前夕

作为校史馆的分馆正式对外开放展览。

东区体育活动中心：

1987 年在东田径场西侧建清华大学体育活动中心，建

筑面积 4500 多平米，上有 5000 个座位的看台，看台下为 1

个两层楼房的训练跑廊，内有 6 条 150 米塑胶跑道、综合力

量训练室、体质测试室等为教学、田径队训练的主要场所。

综合体育馆： 

2000 年建成，总建筑面积 12600 平米，总观众席位

4502 个，可满足国际比赛和现场电视转播的要求。为 2001

年第 2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篮比赛场馆，2008 年为北京

奥运会男篮和轮椅篮球训练场馆。

游泳馆：

2000 年建成，总建筑面积 9700 平米，

总观众席位 1208 个，可满足国际比赛和现场

电视转播的要求，可举行游泳、跳水、水球

等比赛。为 2001 年第 2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跳水比赛场馆，2008 年为北京奥运会跳水

和水球训练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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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设施                                                                         

紫荆操场：

2004 年建成，总面积为 20645.25 平米。紫荆操场为标准

的橄榄球场。

紫荆气膜馆：

2010 年建成，为先进节能的气膜结构建筑。室内面积约

为1800 平米，主要用于羽毛球和乒乓球的教学和课外锻炼。

东大操场：

2010 年改造完工，场地中间为天然草坪，总面积约 24625

平米。

西大操场：

位于西体育馆前，场地中间是人造草坪足球场，面积约为

15824 平米。

射击馆：

2010 年建成，室内面积约为11000 平米，主要用于射击

教学和训练。

棒球场：

2012 年改建为人工草坪球场，面积约为12190 平米。目

前为国内高校中最标准的棒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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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与设施

清华大学体育部

篮球场：

位于东区体育活动中心西侧，总面积约 4433 平米。

排球场：

位于东区体育活动中心西侧，面积约为 2890 平米。

网球场：

位于紫荆操场东侧，总面积为11466.8 平米，包括10片

标准双打场地和 4片单打场地。

西湖游泳池：

1958 年建成，1980 年和 2013 年进行 3 次改建。总面

积为 14616 平米，包括深水池和浅水池各 1个

北操足球场：

位于游泳馆北侧，人造草坪面积约为 7717.5 平米，包括 2

个七人制足球场或 6 个五人制足球场。

手球场：

位于西体育馆北侧，面积约为1501.5 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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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中的北体育馆（综合训练馆），地点在游泳馆东侧，建筑面积 39797 万平米。游泳馆与北体育馆之间为冰上运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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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体育部

体育部与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

日本、台湾、香港等多所院校签订了教

师交流协议；同时多次选派教师参加各

种国际会议，与名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

生等。此外，国外高水平运动员和队伍

也多次到清华访问交流。

 1999 年中英四校田径对抗赛在东大操场举行

 2008 年奥运冠军卡尔刘易斯来清华辅导训练  2009 年与日本早稻田大学体育学术院签署教师互访和博士生联合培养协议

 2010 年 7 月，两岸清华乒乓球交流活动在综合体育馆举行  2010 年新竹清华大学游泳队一行 16 人到清华进行交流访问

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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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已有 20 余名教师出

国访学交流。每年选派年青学者参

加在早稻田大学举行的“亚洲青年学

者论坛”。2012 年我部教师和学生还

应邀参加了“伦敦奥运会科学报告会”。

近几年来共有 150 余人次出国参加国

际会议或短期交流，接待国外专家来

访或讲学超过 300人次。加拿大卡莫

森学院、美国弗罗里达大学和日本早

稻田大学学生每年来校交流实习。

 2011 年清华大学和泛亚体育科学学会共同主办主题为“体育、健康、文化”的国际体

育科学论文报告会暨第 22 届泛亚体育科学大会

 2010 年 12 月清华大学男子篮球队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

盛顿大学参加第 27 届“Lopata 篮球锦标赛”

 2012 年中美大学生体育文艺周开幕式

 2015 年清华大学体育部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体育学院签订合

作协议

 2016 年举办首届世界名校足球赛，牛津、剑桥等 8所名校参加

 2012 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院长 Sparks

教授一行到体育部交流访问

 2013 年加拿大西三一大学副校长 Philip Laird 与我校体委主任

陈旭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交流



宣传报道

清华大学体育部

2009 年，《人民网》以“清华党委书记陈希：一个口号，

何以回响半世纪”为题，对“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

号和“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理念进行宣传报导：

2014 年，《人民日报》等媒体以“清华大学恢复第一

堂体育课”为题报导清华的创新举措；

2012 年，中央电视台制作新闻专题“破除谈跑色变从

跑步开始”，宣传清华在很多学校取消长跑的情况下始终

坚持长跑传统、把长跑纳入课程考核的经验：

2015 年，《中国体育报》等媒体以“清华大学体育

传统催生校园马拉松”为题介绍清华的体育传统和创

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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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民网》推出2015中国普通高校体育竞赛榜，

清华大学在总分和 4 个一级指标中均排名第一，充分说明

清华体育取得的成绩和影响力。

2017 年，恢复老校规，从 2017 级开始学生必须通过入学后的

游泳测试或参加游泳课的学习并达到要求，否则不能获得毕业证书

(特殊情况除外)。

 中国教育报整版报道  光明日报整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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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体育部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

2012 年 12 月 1日上午，清华大学体育部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在大礼堂举行。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

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陈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司司长王登峰、高等教育司司

长张大良，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司长高志丹、法规司司长张剑，我校党委书记胡和平，副校长谢维和，校党委副书

记史宗恺，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王明旨，学校老领导方惠坚、贺美英和来自全国 101 所高校的部分校领导及体育部

负责人出席庆祝大会。此外，马约翰先生的亲属，清华老代表队队员代表，我校体育部研究生校友，马约翰体育

教育思想与学校体育工作研讨会代表，体育部离退休教师代表，体育部全体教职工、研究生，我校体育代表队队

员代表等 800 多人参加了此次庆祝大会。

清华大学体育部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现场

百年部庆

清华大学体育部

46

清华大学体育部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合影



  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

   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陈希讲话

  参加庆祝活动的体育部新老师教师合影

47

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旭与当年的教练和队友合影

合影前陈希与当年的队友打招呼



清华大学体育部

48

清华大学体育部

48

百年部庆

来校祝贺的兄弟院校体育部负责人参观体育荣誉室

《新清华》专刊庆祝体育部成立 100 周年、纪念马约翰诞辰 13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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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先生诞辰 13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马约翰（1882 年—1966 年），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中国近代体

育教育的奠基人，为清华大学乃至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被誉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2012 年是马约翰先生诞辰 130 周年。12 月 1日，庆祝马约翰先生诞

辰 13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拉开序幕。12 月 1日下午，马约翰体育教育思

想暨学校体育工作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楼隆重召开。教育部体卫艺

司司长王登峰，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首席专家、北京体育大学任海教授，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教授，清华大学原纪委书记叶宏

开教授和清华大学体育部张威教授等出席研讨会并做大会报告。

 

12 月 8 日下午，纪念马约

翰诞辰 130 周年足球友谊赛在

厦门鼓浪屿马约翰体育场展开。

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旭和厦门

市副市长黄强等领导为球赛开

球并观看了比赛。

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暨学校体育工作研

讨会现场

纪念马约翰诞辰 130 周年足球友谊赛，

赛前比赛双方合影留念



清华大学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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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先生诞辰 13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50

清华大学体育部

12 月 9 日上午，纪念马约翰诞辰 130 周

年座谈会在厦门悦华酒店举行。胡和平、冯建

中、杨振斌、刘可清、方惠坚、陈力俊、黄强、

陈旭、马迅等领导与嘉宾出席了座谈会。马约

翰纪念馆开馆仪式、马约翰塑像揭幕仪式及

马约翰体育场挂牌仪式也在当天上午举行。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福建省委

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于伟国，清华大学党委

书记胡和平，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共同

为马约翰塑像揭幕；各位领导和嘉宾还一同

参加了挂牌及开馆仪式。

纪念马约翰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现场

马约翰纪念馆开馆、马约翰塑像揭幕、马约翰体育场挂牌

仪式，参加仪式的领导合影留念

纪念马约翰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清华校友

与领导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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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国委员长为马约翰纪念馆题写馆名 马约翰体育场铭牌

马约翰塑像矗立在厦门鼓浪屿马约翰广场上

马约翰纪念馆内景一隅



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成立 6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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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体育部

党委书记陈旭观看老照片

1954 年，蒋南翔校长提出“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方针，在他的倡导下，新的校

体育代表队成立。

2014 年 11 月 16 日，清华体育代表队建队六十周

年纪念活动在西体育馆举行。校党委书记、体育代表队

田径队原队员陈旭，党委副书记、体育代表队排球队原

队员韩景阳，党委副书记、校体委主任史宗恺与代表队

活动现场

各队教练，1953 年后入学的体育代表队校友及在校代

表队队员近 1000人参加活动。上午的活动主要包括各

队合影、寻找老照片、参观体育荣誉室、观看清华体育

视频等。下午的活动由各队分别进行，包括游泳比赛、

足球比赛、捐赠仪式、各类座谈会等。陈旭参加了体育

代表队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韩景阳参加了由 77-87

级校友组织的游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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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队员登记信息

老队员向体育部赠送书法

参加座谈会的新老队员合影

新老队员薪火相传

老队员们参观体育荣誉室

体操队（健美操队）新老队员一起合影



清华大学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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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60”:第六十届“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

54

1953年清华大学举办了第一届田径运动会，

2017年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已举办 60届。

经过 60 多年发展，清华学生运动会从最初单一

的田径运动会发展为贯穿全年、包含40 多个赛

事的综合性的“马约翰杯”课外竞赛体系。

2017 年 4月30日，清华大学第六十届“马

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在东大操场隆重举行。

5000 多名师生和校友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

2000 多名大一同学表演了精彩的团体操。

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团体操表演

“双 60”徽章入场

闭幕式学校领导带队跑步入场 闭幕式颁奖后合影

毕业五十年校友参加入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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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60”: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提出六十周年

“双 60”徽章

1957年 11月29日，在清华大学的体育干部会上，蒋南翔校长总结提炼出“为祖国健康

工作五十年”的目标和号召，从此，这句脍炙人口的号召成为清华大学博大精深的文化理念

中重视体育、崇尚体育的一个标志，对全国高校乃至社会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2017年 12月8-10日，清华大学举行系列活动，纪念“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口号提

出六十周年，总结清华体育传统和体育精神，在建设双一流大学之际进一步加强体育育人的

传统。

第二届名校篮球决赛12月8日晚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举行，清华大学男篮以 98:82 战胜厦门大学男篮，获得第二

届名校篮球赛总冠军，近 3000 名师生校友一起到场观看比赛。

第二届名校篮球赛比赛现场 比赛气氛热烈 

校体委主任史宗恺为清华男篮颁发冠军奖杯近 3000 名师生和校友到场助威

系列活动之一 :名校篮球赛决赛



“双 60”: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提出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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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体育部

12月9日上午，2017 年清华大学冬季

迷你马拉松活动在清华大学校园内举行，

近 3000 名清华师生和校友参加比赛。

冬季迷你马拉松与万米长跑接力赛、

清华大学校园马拉松、清华大学毕业长跑

一起，成为清华校园内每年举办的四个传

统长跑赛事。

迷你马拉松赛比赛现场

出发前热身

参赛选手跑过二校门 奋力奔跑的学生们

获奖师生校友合影

学校领导与师生校友一起参赛

系列活动之二：
清华大学冬季迷你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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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上午，“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提出

60 周年纪念大会在大礼堂隆重举行。教育部副部长田

学军、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北京市委副秘书长

郑登文、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副主席华爱军，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校党委书记陈

旭，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姜胜耀，党委副书记过勇，

纪念大会现场

校长邱勇宣读刘延东副总理批示 党委书记陈旭代表学校讲话

为迷你马拉松获奖选手颁奖

系列活动之三：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提出六十
周年纪念大会

学校老领导张孝文、贺美英、何建坤、黄圣伦、胡显章、

张再兴、郑燕康、胡东成、孙道祥，清华校友、奥运冠

军邓亚萍，在读硕士生、奥运冠军肖钦，上百名毕业 50

年以上的老校友及其他校友和在校师生代表 600 多人

参加纪念大会。纪念大会由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校体委主任史宗恺主持。

为健康工作五十年校友鲜花



体育部教师名单（1912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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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体育部

李鹤云、杨道崇、杨永灿 、宋宝琪（女）

1948 年               

翟家钧、林伯榕  

1950 年               

唐慧珍（女）

1951 年               

康守义 

1952 年               

张义春

1952 年 9~10 月 院系调整后

苏应惠、苏其圣、吴锡  、曹宝源、路学铭

宋志良、刘力群、方咸宾、孙树勋、王慧琛

殷贡璋、王  毅

1953 年

杨  朴

1954 年

王志忠

1956 年

于鸿森、李文俊、何跃藩、王惠希  

田端智、汪  泗（女）、周玉瑛（女）

1957 年

刘儒义、刘华轩、陈蒂侨（女）  

冯莲丽（女）、陈楚媛（女） 、苏树秀（女）

1960 年

1912~1913 年

A.Shoemake、刘文华 

1914 年

李剑秋、马约翰

1918 年

D.K.Brace、徐仲良、韩居才

1921~1925 年

徐国祥、曹霖生、张治中、杨文辉、郝更生

1926 年

  文

1930 年

赵逢珠

1932 年

许民辉

1933 年

夏  翔、黄中孚

1936 年

张龄佳

1937~1946 年（西南联大体育部）

马约翰、夏  翔、侯珞荀、黄中孚、刘德增

牟作云、王维屏、王英杰、陈海涛、魏丕栋

李鹤鼎、钟达三、肖保源、王厚熙、邵子博

马启伟、严则励、汪  、朱守信、郭功骏、赵  铗

1946~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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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义、郑继圣、周钦霖、 林珍峰、张进瑞 

1961 年

胡贵增、陈兆康、詹世霖、苏毓辉、郭文长 

1964 年

周长炎、毕永淦、谢懋侠

1965~1966 年

黄文杰、刘津珍（女） 、罗来芬（女） 、王光伦、关仁卿

1967 年

郝锁柱

1970 年

尹嘉瑞、郭  

1972 年

詹晓世、王 力、郭秀荣（女）、齐坤莹（女）、卫本瑞

1973 年

张荣国

1974 年

孙  燕（女）、马俊英（女）

1975 年

孙建国、康德周、张东昌

1976 年

李  琳（女） 李木森

1977 年

张志新（女）  

1978 年

杨新培 

1979 年

王  玉、王俊华、张  军、邵怀月、彭寿义  

1982 年

刘亚茹（女）、王晓芝（女）、陈伟强、张  威、

杜少龙、吴跃健、庄 灵（女）、马  明

1983 年

高  斌、刘铁一、李晓秋 

1984 年

穆子彦、那树森

1985 年

刘云鹏、周  涛（女）

1986 年

高  全、薛利斌、孙葆洁、曲晓峰

陆  淳、王  欣（女）

1987 年

刘银斌、马汝平、王春生 、赵  青（女）

1988 年

王光林、许淑文（女）、郑丽君（女）    

郑秀瑗（女）                      

1989 年

曹振水、杜  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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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体育部

体育部教师名单（1912 - 2018）

2005 年

董  刚、刘瑛慧（女）

2006 年

张会景（女） 

2007 年

冯宏鹏、李成伟、曹春梅（女）

2008 年

刘  波、姜  来

2009 年

王  烨（女）

2011 年

田奇乐

2012 年

乔凤杰、于洪军、张树峰 

2013 年

王海燕（女）、王俊林（女）

2014 年

 张敬军、周  放

2015 年

胡孝乾

2016 年

何奇泽、王壹伦、胡  凯

2017 年

郭  振

2018 年

张培萌

1991 年

刘静民、马为民                                       

1992 年

吕向东、肖  龙、张颖洁（女） 

1993 年

马新东、张新贵、邓  立

1994 年

许林亚、张海超   

1996 年

王玉林、吴小五

1997 年

王培勇、赖柳明、董伦红 

于  芬（女）

1998 年

张  冰

1999 年

郭惠珍（女）、张淑莲（女）、史凌生、朱全海

（4 人均为 99 年由中央工艺美院并入）李  波

2000 年

李  庆、张继东、陈小平、马勇志

2001 年

仇  军、邢  钰（女）、周小菁（女）、颜天民 

2003 年

彭建敏（女）  

2004 年

刘  爽（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