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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全國運動會在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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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運會是中國國 水準最高內
，

規模最大的綜合性運動會
“全運會”是中國國內水準最高，規模最大的綜合
性運動會，首屆運動會於 1959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3 日在北京舉行。全運會每四年舉辦一次，一般
在奧運會結束後一年舉行。全運會比賽項目的設置
除武術外基本與奧運會相同，其原意是為國家的奧
運戰略鍛煉新人，選拔人才。為了更加調動各省市
區的積極性，國家體育總局在 1996 年奧運會前出
臺了“將奧運會獎牌帶入全運會”的舉措。 2013
年瀋陽獲得第 12 屆全運會主辦權。 2011 年 8 月
16 日，經過三輪不記名投票，天津獲得 2017 年第
十三屆全運會主辦權。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4353661/4353661/0/d8f9d72a6059252d3ecf4f85349b033b5ab5b953.html


開幕式包括全民健身

展示和儀式兩部分。

瀋陽奧體中心



“ ” — —節儉辦賽，回歸體育
 全運開幕式獲高度評價

開幕式白天舉行，取消文藝演出，代之以全
民健身展示，注重節儉辦賽與全民健身相結
合，是回歸體育定位的具體體現。



開幕式現場



開幕式上群眾在展示太極扇



開幕式上的太極武術展示



 學生展示健身操



健身操表演



學生們展示健身操

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13-08/31/c_125289845.htm


奧運冠軍與群眾體育健身愛好者同歡慶

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13-08/31/c_125290623_2.htm


隊列操展示

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13-08/31/c_125289628.htm


開幕式上的隊列操展示



瀋陽師範大學學生
展示第九套廣播體操



開幕式前的遼寧群眾體育
文化項目展示



遼寧本地歌手暖場獻唱



海城高蹺秧歌隊表演



遼寧傳統舞蹈暖場表演



“ ”全運會吉祥物 寧寧



十二運火炬傳遞活動



全運會火炬場 傳遞內



 主火炬塔點燃過程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3-08/31/c_125290502.htm


 主火炬塔點燃



五星紅旗入場



 代表團入場



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隊入場



北京市體育代表團入場

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13-08/31/c_125289939_8.htm


雲南代表團入場



遼寧省體育代表團入場



國旗在開幕式現場升起



習近平宣佈第十二屆全運會開幕

習近平會見全國體育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代
表等時強調：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促進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全面發展。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8/31/c_117173768.htm


排名 單位 金牌 銀牌 銅牌 獎牌總數 總分

1 黑龍江 1 7 9 1 7 4 3 8 5 4

2 解放軍 1 4 1 0 1 1 3 5 6 1 1

2 山東 1 3 .5 8 7 2 8 .5 5 2 2

3 廣東 1 2 .5 9 .5 7 2 9 5 3 4

4 吉林 1 2 1 3 8 3 3 6 6 0

5 上海 1 2 1 1 8 .5 3 1 .5 5 6 0

6 天津 1 2 4 2 1 8 3 7 3

7 江蘇 1 1 1 2 7 3 0 5 6 2

8 浙江 1 0 5 6 2 1 3 3 2

9 四川 8 9 9 2 6 4 6 1

10 北京 8 1 1 3 2 2 3 8 8

全運會獎牌計算有特殊的方法。根據相關規則，各省所屬運
動員在全運週期內的冬運會獎牌、奧運會獎牌和冬奧會獎牌
均提前計入當屆全運會獎牌榜。

 全運會獎牌榜計算複雜
  還未開幕 黑龍江 1 7 金已登頂



屆全運會亮點回眸歷

第一屆全運會 1959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3 日在北京舉
行，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全國
性大型運動會，專案分為比
賽項目和表演項目，包括無
線電收發報、摩托車環行公
路、航海模型、航空模型、
飛機跳傘、國際象棋等，可
謂涵蓋“陸海空”。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３日至１０月３日在北京
舉行，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全國性大型運動會



首次上
演大規
模的群
眾演出

第二屆全運會 1965 年 9 月 11 日至 28 日在北京
舉行。開幕式首次上演大規模的群眾演出， 1.6
萬多人表演了大型團體操《革命讚歌》。

在第二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式上表演的大型團體操。



臺灣省
首次組
團參賽

第三屆全運會１０年之後在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２日至２８日
於北京舉行。臺灣省首次組團參賽。從這一屆開始，全運會
基本上固定為４年舉辦一次。

在第三屆全運會比賽間隙，河南乒乓球隊隊員張立（右
三）、葛新愛（左一）在輔導臺灣、新疆乒乓球隊的小
隊員。



高舉象徵
著希望和
夢想的新
長征火炬
舉行環城
接力跑

第四屆全運會 1979 年 9 月 15 日至 30 日在北京舉行。當時
正值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北京市運動員高舉象徵著希望和
夢想的新長征火炬舉行環城接力跑， 31 名運動員代表各自
的體育代表團將火炬傳遞進入開幕式會場。

3 1 名運動員代表各自的體育代表團，高舉新長征
火炬跑進第四屆全運會開幕式會場。



“ ”飛人 朱建華
引人注目

第五屆全運會首次離開了北京，
於 1983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1
日在上海舉行。這屆全運會，“
飛人”朱建華尤為引人注目，他
以 2.38米的成績打破了 2.36米
的世界紀錄。 1984 年在德國的
國際跳高比賽中，朱建華又以
2.39米的成績再次打破男子跳高
世界紀錄，被外國媒體稱為“一
個直沖雲霄的中國人”。

1 9 8 3 年 9 月 2 2 日，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全
運會跳高決賽中，上海運動員朱建華以 2 .3 8
米的優異成績打破世界男子跳高紀錄。



首次引入了
吉祥物

     第六屆全運會
於 1987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5 日首次
在廣東舉行，並首次
引入了吉祥物——手
持火炬的小山羊。

手持火炬的小山羊       



   開始轉
“向 奧運戰

”略

第七屆全運會再次回到北京， 1993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
舉行，四川和秦皇島協辦。從七運會開始，全運會開始
轉向“奧運戰略”。“馬家軍”無疑是這屆全運會上最
耀眼的明星，連破女子 1500米、 3000米、 10000米
世界紀錄。

1 9 9 3 年 9 月 1 3 日，遼寧運動員王軍霞（左）、曲雲霞在七運會女子 3 0 0 0 米跑
決賽中，雙雙超過世界紀錄後，向觀眾招手致意。



香港特別行政
區代表團首次
參加全運會

第八屆全運會 1997 年
10 月 12 日至 24 日在
上海舉行。由 257 人
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
區代表團首次參加全
運會，自行車選手黃
金寶為香港隊奪得首
枚金牌。



剛剛申辦 2 0 0 8 年
奧運會成功

第九屆全運會於 2001 年 11 月 11
日至 25 日在廣東舉行。九運會時值
北京剛剛申辦 2008 年奧運會成功
，北京奧運、喜迎奧運成為了全運
會上最熱門的詞彙。

上圖左： 2 0 0 1 年 1 1 月 6 日，上海隊球員姚明（右）
在九運會男籃小組賽中與廣東隊的杜峰爭搶，最終上海隊以 9 1 比 6 6 戰勝廣東隊。
上圖右： 2 0 0 1 年 1 1 月 1 9 日，上海小將劉翔在九運會男子 1 1 0 米欄決賽中，以
1 3 秒 3 6 的成績奪得金牌。下圖左： 2 0 0 1 年 1 1 月 2 1 日，解放軍隊選手林丹在
九運會羽毛球男單第三輪比賽中，以 2 比 0 戰勝廣東的吳雲勇，進入四強。下圖
右： 2 0 0 1 年 1 1 月 1 7 日，河北隊名將郭晶晶在九運會跳水女子 3 米板決賽中，
以 6 3 9 .9 9 分的成績奪得金牌。這是郭晶晶在本屆運動會中奪得的第 2 枚金牌。

姚明、劉翔、林丹、郭晶晶等明星正是
從九運會中脫穎而出的。



與
奧運會
全面
接軌

第十屆全運會於 2005 年 10 月 12 日至 23 日首次在江蘇舉行。
本屆全運會賽場遍及江蘇 13 個市、 9 個縣、 6 所高校，使全
運會成為“體育的盛會，人民的節日”。十運會共設 32 個大
項， 357 個小項，在項目設置上與奧運會全面接軌。

2 0 0 5 年 1 0 月 1 2 日，第十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式盛
況



面臨由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
的重大轉變

第十一屆全運會於 2009 年
10 月 16 日至 28 日首次在
山東舉行。十一運會提出了
“和諧中國、全民全運”的
主題，昭示著中國體育獲得
北京奧運會金牌總數第一的
驕人戰績之後，中國體育面
臨由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的
重大轉變。

在這屆全運會上，孫楊開始
崛起，奪取了 1500 米自
由泳金牌。此後，孫楊逐漸
成為中國游泳新的代言人。



從第一屆到第三屆全運會會徽

（ 1）會徽由金色的跑道、金色的麥穗和
誇張的紅 1字組成，麥穗代表建國 10 年
的豐碩成果，而似乎要衝出跑道的 1字恰
似上升的“箭頭”，象徵著當時人們熱火
朝天建設新中國的激情。

（ 2）會徽由金色的跑道，醒目
的“ 2”字和一面飄揚的五星紅旗構成，
跑道上方的紅旗飄揚象徵高舉社會主義偉
大紅旗。

（ 3）會徽背景從金色的跑道變成了圓形
的體育場，寓意當時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安
定團結的願望；圓形的體育場上依然飄揚
著一面紅旗，表示繼續高舉馬列主義毛澤
東思想偉大紅旗。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245e8bca76df5acac91768c1.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8b527d2760e9e220918f9df9.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3853ad1b506bed3a8618bffb.html


第四屆到第六屆
全運會會徽

（ 4）會徽由金色的跑道和燃燒的火炬組成
，當時正值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火炬象徵著
繼往開來，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 5）會徽首次運用中西文結合的表現手法
，圖案立意新穎，橫放的跑道，加上與之垂
直的國旗，形成“中”字，象徵“建設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五屆的五字改用羅
馬字“ V” ，又是國際公認的“勝利”代號，
象徵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條戰線均取得
偉大勝利。

（ 6）會徽由醒目的“ 6” 象徵火炬，跑道則
形象地表達出“羊”的韻意。火焰變型而成
的“ 6” ，意味著第六屆全運會；以“羊”字
的三橫引伸為跑道，表示全運會在廣州（羊
城）舉行。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0862c3542f75877bd10906fb.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0fb505d50152c8e751da4bc4.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310f3b1f1bf7c4eba78669c5.html


  第七屆 第八屆全運會會徽

（ 7）會徽圖案是一把燃燒的火炬
，火焰由羅馬字母 VII（七）字變
型而成；手柄成跑道造型，由兩個
相反的“ 7”字組 成，點明屆數。

（ 8）會徽圖案由代表八運會的
8 和代表上海的中文拼音字
母“ S” 重新組合，圖形週邊是紅
色的“ 8” ，中心形成一個白色的
“ S” ，視覺上像一把火炬，又像
一朵上海市花白玉蘭；下半部分以
“ 8”字為基礎，像上海八萬人體
育館，一環套一環，象徵著全國人
民大團圓。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0d338744ebf81a4cb3f9b008d62a6059242da62c.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8605f5f83873442cd9f9fdc7.html


第九屆全運會會徽

（ 9）會徽中間豐滿，兩端
漸細的曲線給人無限的延伸感
，配合傾斜的線條，更顯奔騰
飛躍之意。對比鮮明的紅、黃
、藍三色，對視覺有強烈的衝
擊力。造型灑脫地色勒出一個
“ 9” ，既直接傳達了九運會
的資訊，又宛如一位元矯健、
充滿活力、奮發向上的運動員
，豪邁跨入新世紀。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d56b36341edb16185bb5f5c0.html


第十屆全運會
會徽

（ 10）會徽圖案由數位“ 10”變化而
來，又是一個 S 的變形， S 是英文“
體育” (sports）的首字母，也是江
蘇簡稱“蘇”的拼音首字母，整個畫
面造型以傾斜的、流動的線與面結
合，在簡潔的 S 型主線上，龍、虎
、火相互穿插呼應。會徽圖案為紅
黃兩色，既是中國最吉祥和歡樂的
顏色，又是中國國旗的色彩組合。會徽設計意在以虎踞龍盤的藝
術形象，體現江蘇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濃郁的地域特徵，以及
競技體育生龍活虎的鮮明特點。會徽圖形的設計既注重傳統、又
立足現代，特別強調活力和動感，以凸現體育健兒奮力拼搏的精
神風貌，充分體現奧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強”的理念。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203fb80e7bec54e70af06b59b9389b504fc26a5c.html


第十一屆全運會會徽

（ 11）十一運會會徽以“和諧中華
、活力山東”命名，以 11 個“競技
人形”為主要構成元素。整體結構創
意來源於中國古代文字小篆中繁體“
中華”的“華”字，代表此次運動會
是全中國人民的一次體育盛會；其中
造型語言借鑒中國傳統吉祥飾物“四
喜人”的手法，共用人形，巧妙地完
成了 11 個運動人形的組合，在點明
“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的同時還具
有吉祥美好的象徵意義；會徽整體圖
形創意還融合了中國傳統紋樣“同心
結”的概念，寓意此次全運會將是一
次“團結、和諧、圓滿”的體育盛會
。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38403f3f5f0df9c154e72316.html


第十二屆全運會會徽

（ 12）圖案以“龍騰盛世，揚帆體壇”
為題材，充分反映出祖國經濟繁榮昌
盛 , 體育事業蒸蒸日上 , 全運盛會吉祥如
意 , 體壇競技爭創明星的美好景象；以
變體行書“遼”字體現地域特徵；以“紅
五星一角”體現祖國形象；以“跑道”體現體育內涵；以“
12”字元體現“十二屆全運會”理念；以龍飛鳳舞的表現手
法，體現賽場上運動健兒英姿；以海水喻示“遼河流域，永
遠安寧”文化內涵，再次體現全運會主辦地遼寧深厚的文化
底蘊和鮮明的地域特色；圖案中紅色象徵活力，蘭色代表遼
寧省沿海特徵及博大胸懷。寓意展現了在日新月異發展中，
全面振興的遼寧省借助全運盛會攜手全國人民團結一致、乘
風破浪、奮勇騰飛的精神風貌。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870646/1870646/0/902397dda144ad3458a4decfd0a20cf431ad855a.html


第十二屆
全運會
吉祥物

“寧寧”的創意靈感來源於具有“渤海明珠”美譽的斑海豹。
斑海豹來自於渤海遼東灣。那裡是斑海豹在我國主要的繁衍
、棲息地；那裡有成立於 1997 年的我國唯一的國家級斑海
豹自然保護區；那裡有民間與政府聯動、共同保護斑海豹棲
息地的默契與信任；那裡是懷抱遼東灣的東北唯一沿海省份
、富有海洋文化底蘊的遼寧。

斑海豹 (俗稱裝海狗 ) 屬於國家二級野生保護動物，是唯一
能在我國海域進行繁殖的海洋哺乳動物，具有很高的水生動
物價值。“寧寧”的名字取自“遼寧、安寧”。民間流傳著
“海狗把門”的傳說。寓意守候一方平安與富庶。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4353661/4353661/0/f603918fa0ec08fa5b0a003959ee3d6d55fbda21.html


5 4 全運會，該向何處去歲

全運會已經走過 54 年，
當全運會已然越來越多地
成為一種正常運轉時少人
關注、一旦出狀況時引來
一片聲討的物件時，我們
的確有必要從歷史功績、
現實局限等多個維度重新
審視全運會的“破立”、
“去留” ,並客觀評價其
功過利弊、理性探討其未
來走向。



此投影片是由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
聯誼會（非牟利慈善團體）編輯，

投影片使用了百度搜尋網、
新華網、中國網、人民網等
的一些珍貴照片和資料，
使投影片有較好效果，

特此鳴謝。感謝各位的支持

   謝 謝 ！

  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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