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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健康的身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在我国，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

义者，紧密结合各自时代的历史特点与社会发展重任，对全民健身事业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实践，逐步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全民健身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将全民健身的理念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推动了

全民健身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与深入发展。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从中国马克思主义

者关于全民健身思想的核心要义出发，阐明中国全民健身工作的重要意义，从理论层面到现实需求方面

两个维度，深入剖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全民健身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进而为新时代我国全民健身事

业的持续进步和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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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m emphasizes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believes that a healthy body 
is the basis for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 China, Marxists of different periods,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ponsibilities of their 
respective times, have carried out profound thinking and practice on the cause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gradually formed unique ideas on national fitness, which not only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na-
tional fitness into people’s daily life, but als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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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ational fitness movement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study utilizes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s to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national fitness work from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Marxists’ ideas on national fitness, and to analyze the logic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
ment of the Chinese Marxists’ ideas on national fitness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to the practical 
needs, so as to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fitness cause in the new era. The study will provide direction for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
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fitness program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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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全面健身理念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实践，不仅对于增强国民体质、塑造健康体魄具有深远影

响，更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理念的推广，正日益成为提升民众幸福指数、构建和谐社

会的关键举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将提升国民体质、推动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置于重要位置，他们

始终关注着全体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积极倡导全民参与体育锻炼，以提高民众的体质水平。在

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全民健身思想不断演变，逐渐成熟，形成了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思想

体系；这些思想不仅为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注入了连续性与稳定性，更赋予了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

他们在传承先辈智慧结晶的同时，紧跟时代发展的脉搏，对健身理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毛主席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口号，这些重要理念为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刻洞察时代脉搏，秉持创新发展的根本宗旨，高瞻远瞩地提出

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深邃体育思想的创造性转

化与弘扬，也是对全民健身事业进行的跨时代拓展与创新；它不仅有力推动了全民健身事业与时俱进，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更使其跃进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探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全民健身思想，可以

发现其对于推动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思想不仅为我国健身事

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源泉，而且可以促进国民整体体质水平的显著提高，同时带动了健身文

化的广泛传播与蓬勃发展。 

2. 中国全民健身工作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提出了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这一口号强调了体育运动在提高人民体质、增强国家实力中

的重要作用，为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石。随着这一理念的深入人心，体育锻炼迅速

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推崇，全民健身运动在中华大地蔚然成风，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国家对

体育事业的发展更是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投入大量资源修建了众多体育设施，包括现代化的体

育场、体育馆、游泳池等，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多样、方便快捷的锻炼资源，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国民身体素质的全面提升。同时，学校体育教育也得到了加强，培养了大批体育人

才，为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身体素质，还培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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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在各种体育活动中，人们积极参与，相互鼓励，共同进步。这

种精神风貌促进了社会和谐，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体育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在国际赛事中屡获佳绩，而且在国内体

育事业的发展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

高，这使得全民健身思想得到了更加深入的传承与发展。在全民健身思想的指导下，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全民健身事业，不断加大投入，完善公共体育设施，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到体育健身活动

中。如今，公共场所普遍设置了体育健身设施，如公园、社区、学校等地都能看到群众的健身身影，这充

分体现了全民健身思想的实践成果。同时，全民健身活动的形式也日益丰富多样。不仅有传统的体育比

赛，如篮球、足球、乒乓球等，还有各种群众性的健身操、瑜伽、舞蹈等，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

在这些活动中，人民群众不仅能够锻炼身体，提高健康水平，还能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增进邻里友谊。

值得注意的是，在继承毛泽东同志全民健身思想的基础上，新时代下的全民健身更加强调全民参与、全

面健康。近年来，我国政府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就将全民健身放在了重要位置，旨在通过全民健身

行动，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新时代下，全民健身事业迎来了更为广泛与深入的发展，被赋予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定位。“全民健

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这一重要论述，确立了关乎国计民生、民族体质的战

略举措，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注入了强大动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全

民健身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果。首先，全民健身政策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如《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等，为全民健身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支持。其次，全民健身设施日益完善。我国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全民健身中心、

体育公园、社区健身点等遍布城乡，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便捷的健身场所。再次，全民健身活动丰富

多彩。新时代下，全民健身活动形式多样，涵盖了线上线下、城乡社区等多个层面。如“全民健身日”、

“行走中国”、“互联网 + 健身”等活动，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此外，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

心。全民健身已成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积极

参加体育锻炼，形成了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2014 年，南京青奥会开幕式上提出的“健康中国”的理念，

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得到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推动。各级政府纷纷出

台相关政策，鼓励人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提高体质。同时，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医疗机构

与体育机构合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3. 全民健身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3.1. 全民健身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身体力行，积极倡导全民健身的理念。他们之所以高度重视身体健康并持之以恒

地进行健身实践，源于对“体育健身”功能实效上的深刻共识；这一共识凝聚着对身体与精神和谐发展

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面健康、全面发展的坚定信念。1917 年，《体育之研究》

中提到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思想，2020 年，提及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

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1]。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健身思想从国家具体国情出发，关心、重

视和支持体育事业的发展，把体育理论和健身实践相结合，把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融入到国家建设上来，

使人民的体质切实得到了提升；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继承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的基础上，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关于全民健身工作不断提出新的理念、新的观点和新的主张与见解，确立了全民

健身在国家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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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人民为中心”为实践载体 

以“以人民为中心”是全民健身实践载体。坚持全民健身工作的“人民性”原则，体育活动不是少数

人的参与，健身权利也不是个别人的享受，而是属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全民健身事业必须植根于广大

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为增强人民体质产生良效；健身强民，民强国盛，人民

身体的强壮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和保障，对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国家培养人才不需要“偻身俯首、纤纤素手”，更不需要“病夫”的帽子。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健

康中国国家战略以及体育强国战略，是体育为人民服务的体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以“增强人民体质、促进人民健康”为核心的健身思想观，充分发挥全民健身

思想的健身功能和育人功能，使全民健身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体现并彰显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全民健身思想。2017 年，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2]，进一步明确了全民健身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

指导思想。2020 年，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统

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关心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推

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

意志”[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全民健身思想始终以增强人民体质为核心，旨在增强生产劳动的能力和

人民的生命活力，根本目的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身体动力源。 

3.3.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现实逻辑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全民健身思想并非是对中国传统体育健身理念的简单的传承，而是以解决“人

民健康”为时代命题，进而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的和共同目标，表

现出极强的针对性以及守正创新性，故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体育强民、强国的全民健身思想，都是

以“体育”为载体探寻中国富国强民的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从东亚

病夫、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上开展全民健身的意义，绝不限于体育发

展、全民健身发展本身，而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根本目的。新时代，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纳入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来，目的也是为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力量。2019 年，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时强调“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4]，同时，指出“举办 2022 年冬奥会，惠及 3 亿人，对于增强人民体

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是契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全民健身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体育

观指导中国全民健身事业的经验总结，是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健身思想精华的集合体，充分认识到全

民健身在中国社会发展、民族富强、国家强盛中的重要作用，以全民健身为载体，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民健身的作用不仅限于全民健身本身，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有

着重要的关联，进而使全民健身事业的战略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 

4. 结语 

在建设体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全民健身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的理念

既承袭了前人的智慧，又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既强调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又要注

重体育教育与竞技体育的平衡发展，最终是以体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迈进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继承并发扬了新时代关于全民健身的宝贵思想，亲自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使“全民健身”和“健

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全民健身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途

径、要注重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广、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等，不仅使我国全民健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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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时代感和前瞻性，更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健康保障的道路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

命力和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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