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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排舞发展的社会背景分析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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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排舞运动在我国的发展，高校排舞运动也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为了加深对高校排舞

运动的了解，促进高校排舞运动的普及，文章从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时代背景，为排舞运动在高校

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我国“大体操”的时代背景，为高校排舞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全民健身运动多

年的实施，高校排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等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我国高校排舞发展的社会背景，在此基础之

上，结合现阶段我国高校排舞的发展现状，提出了重视排舞理论体系的健全与完善、重视排舞课程建设工作的开展、

重视高校排舞的师资队伍建设等三点发展对策，希望能够为排舞在高校的普及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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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Line Dancing Development Social Background
GUO Xiu-qing, ZHOU Bi-qin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line dancing movement, College Dance movement is starting to ge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concern. In order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llege Dance movement,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l-

lege Dance movement, first from China "sports power to a sports power forward by the" background, is to provide a powerful force

for the Dance Spor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It is the China's "big gymnastics' background, that create a favorable social atmo-

sphere for dancing in the college's development; for many years of universal exercise implementing, university rehearsals develop-

ment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and the author analyzes three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background Dance College and

puts forward three countermeasures : a sound and complete atten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Dance on this basis of that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llege Dance in universities at this stage; Dance course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work; the importance of College Dance faculty building . Therefore, the author expects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Lin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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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舞是近几年新兴的一项休闲健身体育运动项

目，其在进入我国之初，就以娱乐性、健身性、时

尚性等特点赢得人们的青睐。在 2009 年排舞被国

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定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之后，排

舞运动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进

入了我国高校体育教学领域。如今已经有很多高校

已经将排舞教学纳入了公共体育课教学的内容体系

之中。因此，为了加深对我国高校排舞发展的认

识，本文针对高校排舞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对策

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排舞在高校的普及与发展提

供理论参考。

一、高校排舞发展的社会背景分析

（一）“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时代背

景为高校排舞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在2008年9月召开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

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我国的体育发展战略

作出了新的部署，即：“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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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强国迈进”，这不但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新起点，

同时也对我国后续的体育工作提出了新的发展要

求：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将北京奥运

会、残奥会所激发的群众体育热情保持下去，逐步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体育健身

意识，培养我国居民良好的体育健身习惯。而排舞

作为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体育健身运

动，因其所具备的健身性、多样性、休闲性、时尚

性等特点，深受人们的喜爱，并逐渐成为了风靡全

球的一种新的国际性的健身语言。也正是因为上述

的特点，排舞在进入我国之初就得到了我国高校学

生的广泛欢迎与喜爱，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从而

促进我国排舞运动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我国“由体

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步伐。与此同时，我国

“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时代背景也促进

了排舞在我国高校的普及，为高校排舞的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动力。

（二）我国“大体操”的时代背景为高校排舞

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我国的体操项目收获

了 9枚奥运金牌，这一成绩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前

所未有的，这表明我国的竞技体操运动已进入了世

界一流水平。但是体育是面向所有人的，这一点得

到了国际奥委会和联合教科文组织的一致认可。尽

管现阶段我国竞技体操已进入世界一流水平，但是

我国体操运动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仅仅依靠竞

技体操就可以实现的。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

中心在积极发展竞技体操的同时，更加重视大众体

操的发展。2010年4月，首次提出了“大体操”的

概念，将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排舞、啦啦操以

及健美操和广播体操等都列入了体操项目的范畴，

统称“大体操”。我国的体操运动也由此进入了

“大体操”的发展阶段。在“大体操”发展阶段，

我国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既要做好竞技体操的运动训

练工作，还要做好非竞技体操的推广工作，排舞也

借此契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由此可知，“大体

操”概念的推出，不但促进了体操运动在我国的全

面普及，也使得排舞等非竞技体操运动在“大体

操”背景的引领下，进入了一个更为科学的发展阶

段，为高校排舞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更为有利的社会

氛围。

（三）全民健身运动多年的实施为高校排舞的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排舞运动引入我国时，适逢我国全民健身运动

实施的第二工程时期（2001—2010 年），在这个时

期，我国的全民健身运动已经初见成效，在所颁布

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非常关键的内容，就

是要开展以青少年为重点的“五个亿人群”。具体

来说，也就是所谓的“亿万青少年儿童、亿万农

民、亿万职工、亿万妇女、亿万老年人”的健身活

动。要求要重点开展适合不同人群在各种不同运动

场地上组织开展的全民健身活动，而这一要求恰好

为排舞运动这种灵活多样、简单易学、且对场地设

施的要求较低的休闲健身体育活动在高校的普及提

供了良好的契机，为高校排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社会基础。

二、高校排舞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由上文所分析的高校排舞发展的社会背景可

知，现阶段我国高校排舞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

前提条件。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排

舞在我国各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北京为中心向

全国各地辐射，带动了排舞运动健身的热潮。排舞

运动的推广与普及，使得很多高校意识到了排舞的

运动价值，开始将排舞纳入公共体育课程的教学内

容体系之中，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排舞与其它很多传统的、成熟的体育运

动项目相比较而言，其进入高校教学体系的时间较

晚，无论是在经验积累、参与程度上还是在认知程

度上均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概

括来说高校排舞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如

下几点：

（一）缺乏科学完善的排舞理论体系

排舞作为一项新兴的体育健身运动项目，虽然

现阶段在我国高校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社会背

景，并在近些年在高校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与近些年高校排舞的迅速

推广不相适应的是，目前仍然没有形成一套科学

的、完善的、可用于引导高校排舞科学化发展的理

论体系。无论是与排舞发展历程、舞曲风格相关的

理论，还是与排舞的教学竞赛、动作创编相关的专

业技术知识都处在探索的阶段，其理论体系仍然不

够完善，这一点在排舞的创编理论和创编实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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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明显。虽然目前已经有很多高校都将排舞纳入

了教学内容体系之中，但是高校的研究部门却基本

没有开设排舞方向的研究专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到了排舞理论体系的顺利构建与完善。

（二）课程建设工作滞后

课程建设涉及方方面面，排舞课程也不例外。

排舞课程无论是从课程大纲、编选教材和教参、还

是课程的组织实施及评价都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

一步完善。教材是教学活动的载体，也是排舞课程

体系的集中体现。现阶段我国虽然已有多所高校将

排舞纳入了学校的教学内容体系，但截止目前尚没

有统一的、权威的用于高校排舞教学的专门教材。

调查发现，目前很多高校在开展排舞教学时参考的

都是自选的音像资料，甚至有的高校仅仅是在任课

教师通过培训学会了几种排舞曲目之后就开展了排

舞教学活动。排舞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其教

学是非常直观的，学生的学习，尤其是课外预习和

课后复习，在没有专门的、统一的教材的情况下是

很难开展的，与此相对应的，高校排舞教学质量的

保障和提升也就无从谈起。可见，完善排舞课程的

教学内容和课程结构，加强高校排舞课程建设工作

亟待解决。

（三）师资队伍水平有待提升

高校排舞教学的任课教师应具有良好的专业素

质和专业基础，但是，由于排舞运动进入我国高校

的时间较晚，现阶段我国高校担任排舞教学的任课

教师多是其它专业毕业，而后通过排舞培训或者是

自学之后转过来的。虽然高校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

的组织本校的教师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或者是其他相

关部门组织的排舞培训工作，但是从整体上看，参

加排舞培训和排舞学习的任课教师仍然只占了现阶

段高校排舞任课教师群体中很少的一部分。再加上

目前我国高校排舞行业活动的活跃度较低，任课教

师也很难通过行业活动这一途径来获得专业提升的

机会也非常少，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

国排舞任课教师整体专业水平的提升，以至于现阶

段很多高校的排舞师资队伍都无法满足排舞教育教

学活动的需求，并影响到高校排舞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高校排舞的发展对策与建议

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好的促进排舞在

高校的普及与发展，结合现阶段我国高校排舞教学

的现状，提出了如下几点有助于我国高校排舞科学

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重视排舞理论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要确保我国高校排舞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一

定要重视排舞理论体系的健全与完善，高校不但要

注意强化关于排舞运动的基础理论研究，通过基础

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来梳理排舞的发展历史、发展

规律、技术特征等内容，以尽可能的总结和提炼有

助于指导高校排舞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另

一方面，高校还应注意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来开设

有关于高校排舞的研究专项，以确保排舞的理论研

究和理论体系的发展速度能够跟上高校排舞自身的

发展速度。

（二）重视排舞课程建设工作的开展

要改变现阶段我国高校排舞发展过程中课程建

设滞后的问题，加强高校排舞的课程建设工作，可

从如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高校应注意组织本校有

经验的体育任课教师和排舞运动的专业人士来联合

编写适合现阶段高校排舞发展实际的排舞教材，以

促进高校排舞教材体系的逐渐形成；二是高校应注

意加强高校排舞的课程设置工作，不但要积极的构

建排舞精品课程网站、开发有关高校排舞的多媒体

教学软件，而且还要注意建构排舞资料库，通过排

舞资料库来收集与排舞相关的资料，如：书籍、教

材、电子文档以及各种排舞赛事录像等音像资料，

以构建一个信息共享平台，确保高校排舞课程建设

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重视高校排舞的师资队伍建设

良好的师资是教育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实施的基

本保障，高校排舞课程的发展也是如此。要建设一

支排舞技术过硬的师资队伍，需要校方的支持和

培养。

一是要注意积极组织本校教师参加排舞运动培

训活动，无论是舞曲技术动作的培训还是排舞理论

规则和制度的知识培训，都要积极响应、积极参

与；二是要加强高校排舞任课教师的在职进修工

作，通过在职进修来进一步提高任课教师的业务能

力和执教水平；三是积极组织排舞系列活动或者是

参与到排舞系列活动中去，以活跃高校排舞范围内

的行业活动。例如：可以联合同一地区，甚至是不

同地区的高校定期组织大规模的排舞赛事，通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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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发学习留学安全知识的自主性

行前培训无法包含海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学生也即将面对不同的环境、习俗、制度、规范，

因此留学安全教育还应通过教学，激发留学人员产

生自主学习留学安全知识的意愿。只有在迈出国门

前，了解留学目的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当地的法律

法规，才能更好的学会自我保护。此外，拥有自主

学习留学安全知识的意识，也会帮助留学人员不断

的提高留学安全意识，形成自我保护的良性循环。

（四）加强领事保护教育

领事保护与协助是大部分留学人员很陌生的信

息，作为全体海外中国公民包括留学人员最坚实的

后盾，中国驻外使领馆承担协助留学人员处理危急

事件，包括撤离非安全国度的责任。留学的行前安

全教育中应着重介绍领事保护教育，让更多的留学

人员清楚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寻求领事保护，帮助留

学人员分辨是否应该寻求领事保护，避免在海外选

择低效率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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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组织排舞赛事的方式，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的机

会，同时也为排舞任课教师提供一个经验交流的机

会，以此来促进排舞教师专业水平和执教能力的

提升。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的社会背景为高校排舞

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契机，为了促进高

校排舞运动的科学发展，在开展高校排舞推广与普

及活动的过程中，应在全面了解和把握高校排舞运

动开展现状的基础上，从课程建设、课堂教学以及

师资建设等多个方面入手积极开展高校排舞运动实

践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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