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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国竞技体育舞蹈水平对策的探讨 

  
宋文利 

作者简介：宋文利 女 1968年出生 副教授 一直从事体育舞蹈的教学训练工作。 

摘要：体育舞蹈已走进竞技体育行列，即将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它很适合东方人种开展。虽
然我国开展此项活动的时间较短，舞技水平与世界高手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经过研究，提出了几
项对策，以提高我国竞技体育舞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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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舞蹈（后称体育舞蹈）属于艺术类的体育项目，世界上称它为国际体育舞蹈。由于它具有较
高的艺术欣赏和竞技价值，所以第27届奥运会已将它列为表演项目。可以推测，第28届雅典奥运会很
可能吸收它为正式比赛项目，如果它的夙愿未果，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它理应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
赛项目了。体育舞蹈虽然传入我国的时间较短，舞技水平还较低，但是，它是一项很适合东方人开展
的项目，如果对策措施得当，它很可能成为我国选手夺取奖牌的项目。因此，笔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找出我国体育舞蹈水平与世界高手的差距和提高舞技水平的对策，供同仁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查阅了国内外有关体育舞蹈的研究论文和报告等资料18篇。 

1、2 分析综合法：观看了近几年来世界和国内体育舞蹈大赛的实况录相，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找
出差距，提出对策。 

2 我国体育舞蹈发展的现状与世界的差距  

2、1 世界体育舞蹈的水平 通过查阅资料和观摩实况录相得知，当今，高水平的选手基本上都在欧
洲，舞技最高的属英国、德国、挪威、丹麦、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家（1）近几年来的世界体育舞蹈
锦标赛，摩登舞和拉丁舞的冠军几乎均被上述国家所垄断。分析其原因有： ①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
达，人民生活富裕，具有自由发展个性的经济基础。 ② 开展早，职业化水平高。体育舞蹈归属于体
育的前身是国际标准舞，它是由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将流行世界各国知名的舞步和舞姿加以整理，
使之系统化、规范化，形成了世界上流行的国际标准交谊舞——国际体育舞蹈（2）。英国地处欧
洲，自然传播交流快，开展好，水平高。亚洲的日本和我国的台湾、香港等传入也较早，水平也较
高，但与欧洲高手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2、2 我国体育舞蹈发展的现状 自80年代初国际体育舞蹈传入我国以来，经过体育舞蹈爱好者的努
力，与1991年4月成立了中国体育舞蹈协会（3），相继举办了9届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技术水平提
高较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2年我国广东选手李兆林、李小媛和北京选手刘思源、胡节娜参加了
新加坡“国标舞（即国际体育舞蹈）公开赛，面对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和台湾的众多舞林高手，他们不卑不亢，经过努力，分别夺得摩登舞甲组亚军和拉丁舞
甲组第3名的好成绩（4）。说明我国体育舞蹈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与世界高手相比差距还很大，以我
国广东队的尹卫东和龙卫娜为例，他们既是我国第一批职业体育舞蹈选手之一，也是多次全国体育舞
蹈大赛拉丁舞冠军获得者，然而在1999年德国举行的世界职业拉丁舞的比赛中，尹、龙未能进入决赛
圈，仅取得了第15名的成绩（5）。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体育舞蹈水平与世界高水平相
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2、3 差距 体育舞蹈不象田径100米跑那样激烈，也不象竞技体操那样惊险，而是比形神兼备的一项
艺术体育。它对身体素质有一定的要求，但不象其它体育项目那样高，世界高手表演的歌舞种的各类
动作，我国选手也可以掌握，也具有一定的身体素质。主要差距有：其一，是舞技的差距。舞技主要
体现在舞姿的优美、舞步的流畅、舞速的合理变换和动作的规范到位等诸方面，我们与世界顶尖高手
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其二，舞韵的差距。舞韵是指选手对各舞种理解与感受，通过肢体展现出来的一
种韵味；是指各种舞蹈风格的表现，舞蹈语言的体现，人体美的展现等方面，我们与世界一流高手相
比差距更显著。其三，缺少大赛经验。 

3、 提高我国体育舞蹈水平的对策  



3、1 充分发挥体育舞蹈协会的作用 协会是群众性的社会组织，社会办体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的要求。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协会的组织指挥作用，才能迅速提高我国的体育舞蹈水平。例如，协会
在制定训练大纲时，既要有超前性，又要符合我国实际和舞种要求。再如，协会制定每年的全国的竞
赛规程时，我们建议不应完全照搬国际的，而应根据我国实际和其它项目的经验，采用规定的动作与
自选动作相结合的比赛形式，即将各种舞中最基本、最典型的动作或编排，编程规定动作，并对其指
定高标准、高规格的技术要求，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就能使我国的选手打好向高水平发展的坚实基
础。 

3、2 勇于改革竞赛规则和裁判法 目前我国使用的体育舞蹈比赛规则，是国际上现行模糊规则。之所
以称其为模糊规则，是因为它只有6条外延极宽，没有具体界定要求的规则，（即基本技术的掌握；
音乐韵律的运用；舞蹈特性的表达；舞蹈编排的能力和临场发挥的效果六款）（6）裁判员执行时自
由度很大。如对某一选手的名次评定，差距很大，详见表1，使人难于接受，可见，裁判执法没有具
体标准，可这样去理解规则条文，也可那样去解释规则，所以才会出现不和情理的名次评定。它影响
着我国体育舞蹈水平的提高，有必要尽快制定有利于迅速提高我国体育舞蹈水平的补充规则。 

              表1    评委对X选手名次（成绩）的评定  

 

我国现用的裁判法也是国际运用的“名次顺位法”。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如对上述X选手的名次评

定，有评第１的，还有评第６的，呈现很不合理。若改用体育竞赛常用的以得分高低来评定名次的裁

判法，同样是对X选手的成绩评定，由于裁判公布（给的）是得分，名次是由总记录处来完成的，故

选手与观众所见的是得分的高低，不是名次的排列，虽然X选手名次未变，但是裁判评的最高分（第

一名）与最低分（第六名）的分差没有超过0.3分，说明其成绩比较合理，详见表２。 

   

。 

  表２ 用评分法对X选手成绩的评定  

  

为了说明名次法的弊端，再以同一组评委对某２名选手的华尔兹表演，同时用名次法与评分法进行成
绩评定，其结果成绩相反，详见表３。 

  表３ 华尔兹单项成绩登记表  

从表3可见，名次法是根据 X选手得了4个第一名，按顺位法必然列第1名；而评分法是根据总得分之
少，Y选手高出1.10分，故应列为第1名。两种方法得出不同的结果，我们认为名次法的弊端是只看X 
比Y多了1个第1名，而忽略了X比Y多了1个第5名和2个第6名之差，所以其成绩评定是不准确的。评分
法则相反，能较准确地评定选手的成绩。再以评委为例，他用名次发评定X选手为第1名，同时用评分
法评定为9.60分，用同样方法评定Y 为第2名和9.55分,从名次来看X和Y差了1个级别，从得分来看两
名选手仅差0.05分，差距很小，说明X和Y的技术水平和表现能力都相差甚微，可见，用评分法能较准
确地评定选手的成绩。虽然我们暂时不可能改变国际现行的规则与裁判法，但是它既然作为体育的竞
赛项目，其比赛规则与裁判方法也必然将向着符合体育比赛的要求，公平、公正、合理和科学的方法

  
 序    号 

X选手成绩 

评         委（裁判） 

      A       B        C       D       E       F       G
      2       5         1       6        3       4       3

评  委      A       B      C      D      E       F      G 
得  分      9.70     9.55    9.75    9.50    9.65    9.60    9.65 
名  次       2        5       1      6      3       4       3  

                      评       委 

选手 成绩评定法                                                      成绩名次 

                   A      B      C     D      E       F      G 

     名次法       6      1       1     5       1       1      6           1 
 X  评分法      9.10   9.60    9.55   9.20    9.50    9.50    9.10   
65.55   2
   名次法       1      2       2     1       2       2      1           2  
 Y  评分法      9.60   9.55    9.50   9.55    9.40    9.45    9.60   
66.6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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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因此，我们应根据中国实际，尽快地制定出较为科学的、符合国情的补充规则和裁判方法，才
能发挥比赛这一杠杆的作用。 

3、3 推进协会实体化和选手职业化 运动项目管理走向协会实体化和选手职业化，即使我国政治、经
济体制改革对体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适应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然而，这一目标的
实现必然建立在更新观念和对其充分认识的基础上（7）。这一点，我国乒乓球和篮球为代表的协会
实体化和运动员职业化已初具规模，体育舞蹈协会应以它们为借鉴，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推进协会实
体化和选手职业化的进程。 

以体养体，寻求支持，是体育舞蹈的努力方向。体育舞蹈应积极利用其良好的社会吸引力进行创收，
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大企业的赞助或创建以企业冠名的俱乐部，实现经费来源多元化，达到以舞养舞的
目的。 

3、4 努力提高体育舞蹈教练员的素质，加强科研 体育舞蹈是一项体育与艺术相结合的项目。因此，
一名优秀的教练员不但要求掌握科学的体育理论与训练方法，而且必须具有较深厚的体育舞蹈专业知
识和较高的艺术修养。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其自觉地加强在职学习提高外，协会还应对他们定期组
织培训，才能造就一批高水平的教练队伍。另外，要想迅速提高我国体育舞蹈水平，还有赖于加强科
研力度。不仅要体育舞蹈的起源、发展和有关比赛等问题，而且更应注重训练方法、舞蹈韵味、舞蹈
感觉等方面的研究。舞蹈语言是通过韵味来体现的，我们在观察录像时发现，世界高手在比赛表演
时，大部分都张着嘴（指男士），而口形还随着动作的变化时大时小，总象振振有辞在念叨什么似
的，使其感情完全融合在动作与音乐之中，做到了“形神兼备”，情随体动，动中有神，完全地再现
出体育舞蹈的韵味与风格，给裁判良好印象，给观众美的享受。因此，如何培养选手的舞蹈感觉与韵
味（8），是教练员与科研人员急待解决的问题。 

3、5 充分发挥高校的作用 高等学校的体育师资是一批宝贵的财富，如何发挥他们在提高我国体育舞
蹈水平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问题。他们具有较丰厚的体育基础理论、丰富的体育教学训练经验，
较强的科研能力。一批原来从事体操、艺体、花样滑冰等项目的教师，有的很喜欢体育舞蹈，如能充
分调动其积极性，开展体育舞蹈活动，同时与有关部门沟通，组织高校的体育舞蹈比赛，是培养和发
现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另外，建议艺术院校和体育院校增设体育舞蹈专业（方向），则是我国目前
培养高水平选手最重要、最有效的对策与措施。 

4 结论  

体育舞蹈是适合东方人开展的新兴项目。虽然我国开展此项活动时间较短，舞技与世界高手还有较大
差距，但是，如能充分发挥体育舞蹈协会作用和推进其实体化和职业化；制定有利于提高我国体育舞
蹈水平的竞赛办法和补充规则与裁判法；努力提高体育舞蹈教练员的素质及加强科研；充分发挥高校
的作用等对策，我国的体育舞蹈水平有望迅速提高，并有可能在2008年的第28届北京奥运会上，为祖
国夺得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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