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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意义

民国时期，全运会是中国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对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民国全运会历史背景

通过对民国全运会报道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当时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影响，为现代

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历史借鉴。

报道研究的意义



通过对民国全运会报道的梳理和

分析，探讨民国时期体育新闻传

播的特点、影响及其历史地位。

研究目的

民国全运会报道的主要内容是什

么？其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如何

？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与问题



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对民国时期相

关报刊、杂志等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分

析，辅以数据统计和案例分析等方法。

以民国时期全运会的新闻报道为研究

对象，时间范围限定在民国时期，地

域范围涵盖全国主要报刊和杂志。

研究方法与范围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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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
传入，中国体育界开始兴起举办

全国性运动会的热潮。

起源背景
1910年，在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
运会，称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
次体育同盟会”。

首届全运会

随后，全运会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综合性运动会，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参加。

发展历程

民国全运会的起源与发展



特点
民国全运会具有广泛的参与性，不仅有学生运动员，还有军人、警察、社会人

士等各个阶层的人士参加。比赛项目丰富多样，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

排球等。

影响
民国全运会的举办，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国民的体育意识

和身体素质。同时，全运会也成为了展示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窗口。

民国全运会的特点与影响



开创性

民国全运会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中国体育事业

开始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传承性

民国全运会为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运会等国内综合性运动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

传承基础。

局限性

受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民国全运会在组织规模、竞技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但它在中国体育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为后来的体育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民国全运会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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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数量
民国时期关于全运会的报道数量相对较多，但具体数量受到历史条件和保存状况

的限制，难以精确统计。

分布范围

报道主要分布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和杂志上，如《申报》、《大公报》、《东方杂

志》等。同时，一些地方性的报纸和刊物也有相关报道。

报道数量与分布



主要围绕全运会的开幕式、
比赛过程和闭幕式进行报
道，重点描述各项目的比
赛情况和结果。

赛事报道 人物特写 社会反响

对参赛运动员、教练员、
裁判员等人物进行特写报
道，展现他们的精神风貌
和故事。

报道社会对全运会的关注
和反响，包括观众的热情、
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助等。

030201

报道内容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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