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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回顾60年来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国体育指导思想的形成发展进程，会深化我们对体
育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紧密联系的认识，给今天已经取得的辉煌业绩和曾经遭遇的困难、挫折和
失误以更加理性的思考。
在坚持“体育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思想的前提下，体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引
领体育事业主动融入并创造性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伟大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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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增强人民体质”，洗耻“东亚病夫”（1949—1956年）一、“体育为人民服务”核心
指导思想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者奴役中国人民
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人民进人了一个新时代。
作为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也开始了“新体育”的建设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将体育事业作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体育方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中国开展体育活动的方向与指南，也是实现人民参与体育的重
要保障。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政权。
因此，新中国一成立就非常重视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问题，在继承、发扬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体育
传统，接收和改造旧体育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新的体育事业，确定了新体育的建设方
针和任务目标。
（一）建设人民的新体育1.接管、改造旧体育与建设新体育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是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正是如此，在建设新体育的过程中，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对旧体育接管与改造基础上
建设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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