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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运动会30年发展历程回顾

杨晓光
（天津体育学院研究生部，天津　300381）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对 30 多年来大学生运动会发展历程的解析与回顾，得出结论：大学生

运动会在参数人数上增加了 2.35 倍；在运动项目设置上增加了 4 倍；在运动成绩上不断创造新

的大运会记录。在发展“体育强国”的战略部署下，中国大学生运动会需要发展，发展的不仅

仅是学生在运动比赛中获得的好成绩，而且要使其产生一种“蝴蝶效应”，不断提高大学生整体

素质，促进教育体制改革，带动全民体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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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为大学生的健康发展了提

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渠道与平台。大学生运动会的

举办，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大学生的教育

方针政策，展现大学生体育精神风貌，重视大学生

综合素质提高的一项重要活动。我国大学生大运会

举办的目的在于紧抓我国高校人才的优势，发展高

校体育事业。为迎接世界大赛提供后备力量需要。

通过这样的比赛，一方面为我国培养优秀的后备人

才提供条件；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大学生参与体育比

赛的热情，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完善人格，为我

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时逢我

国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胡总书记提出

了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总目

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校大学生作为我国优秀

的后备人才，有义务也有责任去为我国发展体育强

国策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现在仍然以体育

系统下的运动员为主参加比赛，但在党和政府的关

照下，中国大学生运动会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时隔 30 多年我国大学生运动会已经成功举办了 8

届，对于这 8 届大运会我们究竟呈现怎样的状况，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 8 届大运会的开展状况给予了

解、回顾与分析，目的是促进大学生运动会不断发

展并趋向完善。

1　我国历届大学生运动会参赛人数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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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历届大学生运动会参赛人数统计

Figure1．the number of athletes of our previous National 
University Games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大学生运动会参

赛人数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时隔 30 多年参数人

数增加了 2.35 倍。运动员参数数量的增长，进而

反映出：其一，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我国国家领

导的关注下普及程度逐步提高；其二，我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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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与体育竞技的后备力量正在逐步扩大；其三，

大学生对于参与体育比赛的热情逐步提高；从纵

向上看，我国在 30 多年的大学生运动举办历程中

参赛队伍不断扩大；但我们从横向对比来看，我

国的大学生参数人数还是不能与西方大学生运动

会相比。有资料显示“美国 NCAA 的运动竞赛每

年举行。中国规模最大的第 6 届全国大学生运动

会参赛运动员人员仅为 3808 人，而美国 NCAA

在 1997-1998 赛季里的参赛运动员人数就达 338 

796 人，如果将 NCAA4 年参赛运动员的总数加

起来则达 1 311 348 人，为中国一届大学生运动会

参赛人数的 344 倍。”[2] 就拿我们国家的第八届大

学生运动会运动员参赛最多的 8000 名相比，我们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生运动会参赛运动员相比

还是相差甚远。中国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在校人数

超过 2700 多万，从我们历届参赛人数上和这一数

字相比都会显示出与我国这么多大学生不成比例。

近观我国大学生的现状，远观我们与西方发达国

家的差距，我国的大学生运动会发展道路还任重

而道远。

2　我国历届大学生运动会参赛项目解析

从统计表 1 中我们可以发现：8 届大学生运动

会在开设项目上由原来的 3 个项目发展到第 8 届

的 12 个项目整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30 多

年来 8 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参赛项目上增加了 4 倍。

从项目的设置上我们能够发现：第 1 届只有乒乓

球 1 项球类项目，而发展到第 8 届增加到 6 项球

类项目。这表明国家领导从这些项目的安排设置

上更关注学生喜欢的球类项目。从第 7 届与第 8

届的项目上首次开始了定向越野项目，这是国家

领导重视学习西方优势项目开始的起点。在我国

传统武术项目的设置上，国家领导从第 2 届开始

一直到第 8 届一直保留着，这充分说明国家领导

对自己传统项目的尊重与保护。从第 1 届到第 8

届始终存在的项目只有田径，这说明国家领导重

视基础项目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弥补我国在田

径上面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通过统计发现排在 8

届大学生运动会前 3 位的分别为田径、篮球、排

球。这 3 项运动项目之所以排在前列表明国家领

导人注重观察中国大学生参与体育的现状。就拿

篮球来说，在各大院校无不见打球的身影，篮球

在中国素有“中国第一大运动的称号”。第 8 届大

学生运动会可以用 3 个“最”字代表，即参赛人

数最多，项目最多，规模最大，是我国历届全国

大学生参赛项目最多的一届。这些数字变化，进

而反映出：其一，我国在大学生运动会的参赛项

目上逐渐增多；其二，国家领导在重视大学生运

动会开展的同时选择了一些更贴近大学生生活的

运动项目比如：篮球、足球、羽毛球等；其三，

在运动项目的设置上，国家领导一方面尊重传统

的武术项目，另一方面更注重现代体育项目，这

样有利于传统与现代体育的结合，满足不同爱好

的大学生需求。

3　我国历届大学生运动会参赛成绩解析

届数 时间 地点 参赛项目 合计

1 1982 年 北京 田径、体操、乒乓球 3

2 1986 年 大连 篮球、田径 2

3 1988 年 南京 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 4

4 1992 年 武汉 田径、篮球、排球、羽毛球、艺术体操、武术 6

5 1996 年 西安 田径、篮球、排球、健美操、武术 5

6 2000 年 成都 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健美操、武术、射击 8

7 2004 年 上海 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健美操、武术、定向越野 9

8 2007 年 广州 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 乒乓球、羽毛球、武术、健美操、定向越野、 桥牌、毽球 12

表1　我国大学生运动会参赛项目
Table 1　Sports Events of Every China University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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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大学生运动会的举办一方面是为保障大

学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体育当中，另一方面则是

为国家培养优秀运动员提供渠道与途径。究竟大

学生运动会上诞生了多少体育人才？通过统计历

来前五届的大学生运动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五

届当中达到国际运动健将的大学生为 10 名，达到

国家运动健将的为 209 名，一级与二级大学生运

动员达到了 1400 名之多。在这 5 届大学生运动会

上破纪录的人员尽突破了九 900 余次。值得让人

称赞的是“在第 3 届大学生运动会上共有 274 人 、

27 个队 664 次改写 90 项大运会纪录， 63 人 15 个

队相当于第 6 届全运会前 8 名的成绩， 1 人达到国

际健将级标准， 47 人达到国家健将级标准， 254 人

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3] 大学生运动员通过比赛

展示了自己骄人的体育才华。在教育系统下我们

能培养这么多优秀的人才，使我们有理由相信，

虽然在举国体制的影响下，但是教育系统有能力

也有实力去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后备的人才。大学

生代表新生一代，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他们身

上更多展现的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青年。

这样的运动员能够弥补我国举国体制下一些运动

员缺乏文化基础的缺点，真正能够代表中国体育，

发展体育强国目标，不断促进我国由体育大国向

体育强国迈进的步伐。

4　我国大学生运动会发展走向

其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大学生的普遍关注，

重视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其二，大学生运动会

是一个大学生自己的竞技舞台，通过这样的舞台

可以不断提高大学生体育方面的交流与学习，不

断促进并改善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方式；其三，

大运会开设的参赛项目不断接近大学生的兴趣爱

好，使大学生能够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主动参与到

比赛当中。其四；大学生运动会是大学生成长的

舞台，通过这样的舞台我们能够培养一批优秀的

运动员去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样极大的促

进了大学生渴望与世界其他各国运动员的沟通与

交流，并促进自身与其他国家大学生运动员的全

面发展。正如金涛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历史回

顾与展望》中所说的“回顾大运会的历史 , 我国的

大运会将朝向这样的趋势发展：项目设置将更符

合学生特点，将成为校园体育联欢会；运动水准

与日提升，将更加接近全运会水平；更多专业选

手进入各级学校，大运会将成为奥运会或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的练兵场。”[4]

5　结语

我国大学生运动会无论在参赛人数、参赛项

目上都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横观与西方发达

国家相比我们还是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为参与

的人员与大学生总人数不成比例。如今在我国发

展体育强国的战略部署下，中国大学生运动会更

需要发展，发展的不仅仅是学生在运动比赛中获

得的好成绩，而且要使其产生一种蝴蝶效应，不

断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促进教育体制改革，带

动全民体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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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数 国际健将 国家健将 一级 二级 破纪录

第 1 届 　 2 106 1049 　

第 2 届 3 417

第 3 届 1 47 254 274

第 4 届 118

第 5 届 9 157 94

合计 10 209 360 1049 903

表2　我国前5届大学生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
Table 2 　Achievements of National College Athletes 

Previous F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