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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广播体操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刘俊一　徐莹　马睿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长春　130024）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历史逻辑分析法对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我国广播体操的演变过程及特点进行总结与分析。

认为：我国广播体操的发展经历了诞生、早期发展、高速发展、淡出和重返历史阶段，各个历史阶段体现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经历的“批美学苏”、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大鸣大放”、“大跃进体育”、“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快乐体育”和“健康第一”各阶段的核心体育观。我国广播体操和我国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根本

目标是：增强全民族的体质，促进全民族的健康。提出我国广播体操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广播体操本身将更具

多样性、文化性和生命力，将禀赋“健康第一、和谐社会”的思想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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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广播体操发展历程的时代与价值回顾

1.1　诞生—学习、引入、模仿阶段（1951 年第一

套广播体操）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体育总会还没有成立，

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没有任何基础，一无场地、二无

器材，全北京只有一座正规的体育场—先农坛体

育场，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没有。这个时候新

中国急需一种体育活动来带动全民的健身活动，提

高国民的身体素质。第一套广播体操就在这一历史

背景下诞生。

1950 年 8 月，体总筹委会向前苏联派出了新中

国第 1 个出国访问的体育代表团，希望学习并效仿

当时苏联的体育制度，其中唯一的女性—杨烈肩

负着学习和模仿一套全面健身操的任务 [1]。当时苏

联的全民健身体操发展得很全面，分为三类，一类

是卫生操，一类是辅助性体操，一类是器械体操。

体育团考察回国后，确定了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发展

体育运动的方针，并且根据当时的国力和政治环境

明确规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不搞大型运动会，

着重抓普及，体育工作要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

地方、由城市到农村，把重点放在学校、工厂和部

队。杨烈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以此动员人们

参加体育锻炼，以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这种思

路与国家当时制定的体育方针—把发展群众体育

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很快便得到批准。

当时由北师大体育系科班出生的刘以珍负责创

编中国第一套广播操，她根据日本的广播体操，很

快确定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基本框架：一共

10 个小节、总长 5 分钟左右，分别为下肢运动、四

肢运动、胸部运动、体侧运动、转体运动、腹背运

动、跳跃运动、整理运动和呼吸运动 [2]。刘以珍创

编的第一套广播体操动作顺序的思路，确定了以后

编操者的原则：先由离心脏较远、负荷量较小的上

肢或下肢运动开始；中间由胸部、体侧、体转和腹

背运动组成，逐步加大动作的幅度和负荷量，然后

转入较剧烈的、负荷量最大的全身运动和跳跃运动，

最后以整理运动或放松运动结束。国内著名作曲家

何士德为这套广播体操谱曲，1951 年 11 月 2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形式和内容上带有明显的学

习和借鉴色彩，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体育事业走的

是一条学习、借鉴、模仿的道路。从第一套广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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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的产生背景和形式分析，体现了当时新中国迫切

希望通过体育锻炼来提高全体国民身体素质的核心

思想。从第一套广播体操的群众参与活动情况分析，

体现了当时人民群众渴望锻炼、响应号召的思想，

当时的广播操不仅仅是一种身体锻炼形式，更是一

种标志，因此，第一套广播体操是时代的产物，体

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体育核心思想、体现了中国不

同时期的价值取向，广播操是一种现代身体文化和

现代公民政治的有效结合体。

1.2　早期发展—独立、普及、提高阶段（1954 年
第二套—1963 年第四套广播体操）

第一套广播体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非常好的

效果和影响，但是因为第一套广播体操动作相对单

一，而且其是模仿日本广播操的基本动作，不具有

中国的特点和特色。1954 年国家体委邀请卫生部、

教育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着手编制第二套广播体

操，1954 年 7 月，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第二

套广播体操一共 8 节：体展运动、下蹲运动、踢腿

运动、体侧屈运动、前后屈运动、体转运动、全身

运动和跳跃运动。适量增加了下肢的运动量，动作

难度也有所增加。取消了“呼吸运动”和“整理运

动”，1957 年，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第三套

广播体操全套操一共八节，分别为：体展运动、下

蹲运动、踢腿运动、体前后屈运动、体侧屈运动、

体回环运动、全身运动和跳跃运动。在二套广播操

的基础上，再次增加了运动量和强度，加快了运动

频率、缩短了时间，做广播操的频率由原来的每天

两次改为每天三次，使三套广播操成为了当时的时

尚，1963 年 4 月 15 日正式公布了第四套广播体操，

第四套广播操由当时的北京体育大学的毛学信老师

组织创编，第四套广播体操的创编是我国广播操的

中心由工间操向学生操过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3]，

因此四套广播操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时代在召

唤，这也是我国广播操第 1 次有自己名称。第四套

广播操运动量更大、动作难度增加明显、动作新颖，

打破了广播操动作“横平竖直”的传统概念，增加

了斜前上举和斜后下举动作，这在广播操动作的创

编历史是一次飞跃和革命式的变革。

第二套广播体操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普及与

提高相结合”的体育方针下产生的，其标志着改造

旧中国体育思想的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体育思想

和体育活动方式方法，同时肩负着提高新中国人民

身体素质的历史任务 [4]。第三套广播体操是在“不

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大跃进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由于广播操本身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并没有完

全受到当时大跃进思想的影响，只在动作负荷上和

运动时间上进行了调整，人们还是按时按要求每天

进行广播操的锻炼，广播操在浮躁思想的社会中依

旧保持了其全民健身、群众健身的作用和任务，体

现了广播操从其产生以来就是最直接、最基础、最

简单、最持久的全民健身、群众健身的体育活动特

性。第四套广播体操是在“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产生的，八字方针是大跃进

后中国体育思想的指导方针，要求对体育发展规模

和重点进行调整和转变，要求加大对各大高校、中

学、小学的体育重视和关注，第四套广播体操的创

编动作和对象更针对于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体

现了当时的体育方针和战略重点。

第二、三、四套广播体操的创编、特点、推广和

在群众中的影响彰显了新中国成立初十年间的体育思

想、体育方针、体育战略的内涵和特点，其是中国体

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终体现着中国体育的核心价

值和精神，始终指引着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

1.3　高速发展—重视、严肃、全民阶段（1971 年
第五套—1981 年第六套广播体操）

1971 年 9 月 1 日，第五套广播体操颁布，伴随

第五套广播体操颁布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眼保健操，

第五套广播体操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在技术动

作中添加了中华传统武术的动作，运动量适中，全

套操共分 8 节：上肢运动、冲拳运动、扩胸运动、

踢腿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腹背运动、跳跃

运动；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第六套广播体

操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套广播体操，1981 年 9 月 1
日，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第六套广播

操共 9 节：伸展运动、四肢运动、扩胸运动、踢腿

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腹背运动、跳跃运动、

整理运动。其在分析、综合前面 5 套广播操的基础

上，以身体全面发展、中等运动量、适当提高动作

难度为创编原则，其动作新颖、舒展，并首次配制

了两支富有民族风格、铿锵有力的乐曲，以此增加

人们做操的兴趣，但是这一时期，广播体操的严肃

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5]。

1981 年公布的第六套广播体操是中国广播体操

历史上的最高点，那个时候的广播体操代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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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核心特点，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这个时

期的广播体操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爱好和共同

运动，各级单位和组织对练习广播操都特别重视，

全国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广播体操评比，不论集体还

是个人都以在广播操比赛中获胜为骄傲。广播体操

在这个历史阶段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对体育事业

的核心价值作用，广播体操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主

义体育的举国体制的核心价值。

1.4　淡出历史舞台—停滞、对抗、冷落阶段

（1990 年第七套—1997 年第八套广播体操）

随着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1990 年之

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迪斯科、

健美操与传统太极拳、武术的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

开展，人民群众健身活动日益丰富。为了重新唤起

群众对广播操的热情，国家体委决定创编一套“难、

新、美、全”的新广播操，1990 年 5 月，第七套广

播体操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全操分为两套，全

操分为十节：伸展运动、四肢运动、扩胸运动、踢

腿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腰部运动、腹背运

动、跳跃运动、整理运动。第七套广播体操动作与

以往几套操相比更规范易学，更轻松活泼，以达到

增强体质的目的；第七套广播体操特意请了当时最

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制作了挂图，并请

专门作曲家创作了节奏鲜明，乐曲优美，具有民族

特色的配乐，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让广

播体操一枝独秀、靠广播体操“包打天下”的想法

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当时的国家体委主

任伍绍认为：“不能再把广播体操的责任压得太重了，

运动量也要考虑到，心率也要考虑到，结果动作太

难了，做起来手忙脚乱，而且原来学过的人，一不

做就忘记了。”当创编第八套广播操时，伍绍祖提出

了大胆的思路：“广播体操不是唯一的健身方式……

实际上，在从事某些体育活动时，广播体操可能仅

仅能够起到准备活动的作用。……应该是比较好学

的，谁都能学会的。”在这思想的指导下，1997 年 4
月 29 日第八套广播体操顺利推出。第八套广播体操

全操共分为 9 节：原地踏步、伸展运动、扩胸运动、

踢腿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全身运动、跳跃

运动、整理运动，具有科学、基本、简易、普及、

通用的特点，在保持传统广播操特点的同时，引入

武术、踢毽、游泳、保龄球及现代舞等时尚元素，

突出“健康、欢乐、时代”的特点，具有较强的科

学性和实用性。

在过去的 50 年中，广播体操已经承担了大多的

历史责任。广播体操在动作形式和运动方式上已经

被许多新兴的群众体育所取代，广播体操不再时尚、

不再受宠，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过时的、土气的，

连续八届都进行广播体操表演的全运会开幕式，在

2001 年的九运会上也戛然而止 [6]。

1.5　重返历史舞台—恢复、倡导、多样阶段

（2010 年 8 月 9 日—至今）

2010 年 8 月 9 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每天上午

10 点和下午 3 点恢复播出广播体操的音乐。

广播体操的恢复表明群众和社会对这项历史性

的健身活动价值的承认和肯定，恢复广播体操充分

体现了当代提倡的和谐社会、全民健康的核心价值。

2　中国广播体操未来发展的时代与价值的展望

中国的广播体操从 1951 年诞生发展到今天经历

了 60 年风雨历程，广播体操作为一项在新中国历史

上发展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众性体育活动，

见证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体育的发展，体现了不同

历史阶段中国体育思想的核心价值。

2010 年广播体操的复兴表明如今这个时代需要

广播体操这项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未来广播体操的

发展已经不是简单的 8 节操的单一形式，广播体操

60 年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需求，赋予了广播体操

更多的时代精神、更多的锻炼形式、更多的历史文

化、更多的体育思想核心价值，如今的广播体操具

有更符合时代的技术动作形式、更体现时代的价值

取向、更贴近时代的文化内涵、更适应时代的旺盛

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丁丽爽.广播体操的由来[J].传承, 2010(10):10-12.

[2] 纪仲秋.日本和中国广播体操对比研究[C].全日本47次体

育科学大会论文集, 1996,9:25.

[3] 王健.中国成年人广播体操发展走向及成套动作编排特征

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8,1(23):39-42.

[4] 方云琴,蔡春霞.广播操五十年发展的比较研究[J].体育文

化导刊, 2004,3:31-32.

[5] 社论.振奋民族精神的活动[N].体育报, 1881.8.31.

[6] 许友根.开展广播体操的回顾与思考[J].体育文史, 1993,6: 

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