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社会学

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运动现状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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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访问、数理统计等方法 , 对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

析。结果表明 : 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运动发展潜力较大 , 近几年竞技水平明显提高 , 参与人数逐年增加。然而

教师综合素质偏低 , 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 , 场地设施简陋等因素严重影响了该项运动的快速发展 , 望引起有关领

导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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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以宜昌市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葛洲坝青少年宫、

枝江县青少年宫等四个体育舞蹈教学训练基地以及参加活

动的青少年共 375 人、体育舞蹈教师 12 人为研究对象。

112 　研究方法

11211 　访问调查法

走访了宜昌市体委负责体育舞蹈协会筹备工作的领导

及成员、英国皇家体育舞蹈协会金牌运动员 2 人、湖北省

十项全能教师国家一级裁判员 1 人、青少年体育舞蹈教师

12 人、学生家长 45 人 , 并多次观摩了两个教学训练基地的

教学与训练工作。

11212 　问卷调查法

发放学生问卷 375 份、教师 12 份、学生家长问卷 45

份 , 回收率分别是 96126 %、100 %、8818 %。

11213 　问卷的信度检验

问卷的信度检验结果 r = 0191 , 满足社会的学的要求 ,

是可以接受的。

11214 　数理统计法

将所有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并进行逻辑分析 , 用百分数

对记数资料进行一般性描述和常规的 x2 检验。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1 　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现状及分析

21111 　每年参与总人数情况

表 1 　宜昌市青少年每年参加体育舞蹈运动总人数统计表

年限 总人数 年增长率 ( %) 排序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4
13
60
150
242
375

0
225
36115
19116
5216
5317

6
2
1
3
5
4

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开展于 1997 年 , 而据资料统计

我国青少年体育舞蹈开展于 1994 年 [1 ] , 相比之下宜昌市青

少年体育舞蹈开展的比较晚。从每年参加体育舞蹈的人数

情况来看 , 总人数在逐年增长 , 且每年增幅在 50 %以上 ,

说明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运动有较好的发展趋势 , 从增

长率排序情况来看 1998、1999 年的增长率要好于近两年。

县级市的体育舞蹈运动 , 除枝江县以外都还没有开展起来 ,

其原因主要是缺乏体育舞蹈教师。

21112 　青少年年龄结构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宜昌市参加体育舞蹈运动的青少

年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6 - 9 岁和 9 - 14 岁阶段。普通班主

要集中在 6 - 9 岁年龄阶段 , 而选手班主要分布在 9 - 14 岁

年龄阶段。普通班人数多而年龄偏低 , 选手班人数少而年

龄偏高 , 出现这种结果与家长对子女参加体育舞蹈的价值

取向有一定的关联。从家长问卷调查表中可以看出 , 其价

·64·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XI′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20 　No11
Jan12003

第 20 卷第 1 期
2002 年 1 月

Ξ 收稿日期 :2002 - 04 - 21 　　修回日期 :2002 - 08 - 10

作者简介 :汪　军 (19642) ,女 ,湖北宜昌人 ,三峡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为少儿体育舞蹈教学与训练 ;李小燕 (1963 - ) ,女 ,湖北宜昌人 ,三峡

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



值取向主要是兴趣培养和塑造形体 , 分别占 43141 %和

34125 % , 只有 4174 %的家长是取向于运动员 , 真正愿意子

女今后从事体育舞蹈专业的家长占少数 , 一般选手班的学

生大多是通过普通班的学习后 , 发现确实在体育舞蹈方面

有发展潜力。针对这种特点对普通班的教学应以兴趣培养

和形体训练为主。

表 2 　宜昌市青少年参加体育舞蹈运动年龄层次统计表

年 　　龄
普通班 选手班

频数 % 频数 %
总频数 %

3 - 5 14 3196 0 0 14 3173

6 - 9 285 80173 8 36136 293 78113

9 - 14 54 15129 12 54154 66 1716

14 - 17 0 0 2 9109 2 0153

总频数总 ( %) 353 94113 22 5186 375 100

21113 　青少年男女性别比例

体育舞蹈运动要求男女比例相当 , 而宜昌市参与体育

舞蹈的青少年中 , 男生有 75 人 , 占总人数的 20 % , 女生却

有 300 人 , 占总人数的 80 % , 男女比例为 1∶5 , 男女比例严

重失调 , 这不仅给体育舞蹈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 , 同时也

影响技术水平的提高。

21114 　组织管理与教学训练的分析

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的开展主要是以联合办学的形

式开展活动的 , 没有独立的组织机构。社会文化团体组织

招生 , 学生自愿报名参加 , 实行有偿服务。其内容主要是

授课、训练和参赛。授课时间 : 普通班一般周授课时间为

100min ; 选手班周授课时间为 200min。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

由任课教师自定 , 没有统一相关教材 , 每年由教师组织带

队参加各大小型比赛、各省市和地区之间的邀请赛以及考

牌、考级。

表 3 　参加全国及省级体育舞蹈比赛获奖情况统计

时间
全国锦标赛 省级锦标赛

金牌 银牌 铜牌 金牌 银牌 铜牌

1998111 1

199916 1 1 1

1999110 1 2 3

200016 3 0 5

2000110 4 4 2

2000112 1

200116 13 9 5

2001110 2 2 2

200118 2 1 1

2001111 2 1 1

总数 4 2 1 24 18 19

宜昌市青少年每年参加各类体育舞蹈比赛平均 215 次 ,

据统计 , 北京市的青少年平均每年可参加的各大小型比赛

以及考试共有 7 次 , 武汉、长沙等大城市的青少年平均每

年参加的各大小型比赛有 5 次 [1 ] 。相比之下 , 宜昌市青少

年每年参加各类体育舞蹈比赛次数偏少 , 从获奖情况来看 ,

总体水平逐年提高 , 参赛的次数逐渐增多 , 参赛级别越来

越高。

212 　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教师现状分析

21211 　体育舞蹈教师的年龄结构与文化程度情况

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教师的年龄偏高 , 平均年龄在

43158 岁 , 年龄分布为 25 - 35 岁 , 占 16166 ; 35 - 45 岁 , 占

25 % ; 45 - 55 岁 , 占 58133 %。走访中还发现 , 年轻的教师

都是兼职教师 , 而 45 岁以上的教师一般是退休或专职人

员。

宜昌市体育舞蹈教师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 , 大专以

上文化程度的占 25 % , 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75 %。宜

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教师级别与文化程度 x 检验 = 0174 , x

0105 (1) = 31841 , x < x 0105 (1) , p > 0105 ,说明宜昌市体育舞

蹈教师的级别与文化程度没有多大关联。调查表明 ,体育舞

蹈教师的知识来源主要为参加短期培训以及考级、考牌 ,每

人每年平均为 115 次 ,参加培训时间平均为 5 天 ,参加各类体

育舞蹈比赛 ,每人每年平均为 015 次。反映出进一步提高知

识、技能的机会不多 ,培训过程中由于负担的各类费用相对

较高 ,部分教师放弃了一些培训机会。

21212 　宜昌市体育舞蹈教师执教年限统计

宜昌市体育舞蹈教师执教年限相对比较长。执教时间

在 5 - 6 年的 ,占 66166 % ,3 - 4 年的占 25 % ,1 - 2 年的占

8133 % 。宜昌市体育舞蹈教师最初参加省里的体育舞蹈教

师培训的时间比较早 ,80 %以上的教师 8 年以前就开始了培

训 ,起步较早。宜昌市体育舞蹈教师级别与执教年限 x2 检验

= 615 ,x20105 (2) = 51991 ,x2 > x20105 (2) ,说明在 0105 水平下 ,

宜昌市体育舞蹈教师级别与执教年限有明显的关联。

213 　影响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运动开展的主要因素

21311 　教师的综合素质

教师的素质是完成教育任务时所必备的自身条件。宜

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教师中有 80 %以上是非职业教师出身 ,

很多体育舞蹈教师缺乏教师的基本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有待提高。宜昌市体育舞

蹈教师多数只经过短期的技术培训 ,而在教师等级考核中 ,

只偏重于技术部分的考核 ,对思想政治和道德标准上没有严

格的审核 ,致使少部分教师不能做到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 ,不

能做学生政治思想和道德上效法的楷模。

(2)教师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由于宜昌市体育舞蹈教

师文化程度较低 ,每年外出进修学习的机会不多 ,继续学习

的途径较少 ,信息闭塞 ,因此 ,体育舞蹈知识更新较慢 ,知识

结构老化 ,对国际体育舞蹈发展态势了解的不够 ,许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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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以及教学手段已经过时 ,有效知识的传递大打折扣。各

体育舞蹈教师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与交流 ,使部分技术的教

学不规范 ,致使学生所学的国际标准舞实际上并不标准。

(3)教学能力不强。如何使学生有效地吸取各种知识是

教师的能力所在。宜昌市体育舞蹈教师一般没有经过专门

的教师能力的培训 ,大部分教师是凭经验教学 ,在教学大纲

的制定、教学内容的安排以及教学内容的组织上 ,还缺乏规

范性和科学性。

21312 　组织管理机构

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运动一开始就进入了市场化 ,这

是一种较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形成完

善的组织管理体系 ,使体育舞蹈运动的发展处于无序状态 ,

发展态势进展缓慢。这对宜昌市体育舞蹈持续稳步的发展

是十分不利的。从访谈中了解到 ,宜昌市体委曾经几度成立

了体育舞蹈协会 ,但最终以解散而告终 ,其原因是 :对成立体

育舞蹈协会的意义认识不够深刻 ,没有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

重视 ;管理制度不健全 ,没有严格的按规章制度执行各项工

作 ,主要工作责任没有落实到人 ;工作关系没有理顺 ,意见不

一致。

21313 　体育舞蹈场地、设施比较简陋

目前 ,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教学与训练所用场地 ,一

般为租用交谊舞场地或空地 ,没有标准的体育舞蹈教学与训

练场地 ,更没有形体训练房、电教室、摄像机等设施 ,这与北

京、武汉等大城市青少年体育舞蹈训练场地和设施相比有一

定的差距。

214 　主要对策

21411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使一批在岗的青年教师迅速成长

起来 ,使之成为今后青少年体育舞蹈教师的骨干力量。就地

取才直接从学员中重点培养和扶持一批还在成长的年轻学

员 ,使之成为体育舞蹈教师的后备力量。直接聘请高级教师

定期进行讲座和指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理论和技术方

面的培训 ,经常开展在岗教师经验交流会和报告会。注重德

育教育 ,制定相关的教师行为准则 ,规范教师行为。有计划、

有目的的组织教师及裁判考级和考牌。

21412 　迅速建立组织管理机构

加速办理各项手续 ,使宜昌市体育舞蹈协会早日成立 ,

并及时出台相关管理条例和规章制度。通过讨论商议确定

一个长远的发展目标 ,制定出发展规划和具体的实施计划。

实行目标责任制、系统管理和相互监督检查的办法 ,使各项

具体工作落到实处 ,不能只走形式。领导班子成员要少而

精。对各教学与训练基地 ,应纳入统一规范的管理之中。具

体表现在师资队伍的建设 ,场地设施的建设 ,教学大纲及内

容的制定 ,教学与训练质量的评定以及参赛办法等方面。各

体育舞蹈教师必须持证上岗 ,对社会上私人办班等情况 ,应

对其教师资格、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加以审核 ,属不符合要

求的要严格加以限制 ,进而使宜昌市体育舞蹈工作的发展逐

步走向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21413 　扩大对外宣传力度

组织各类体育舞蹈比赛 ,增加青少年参赛的频率 ,调动

学生及家长对体育舞蹈的兴趣。聘请高水平运动员来宜昌

进行表演以及承接大型比赛 ,通过这种途径开阔眼界 ,增强

体育舞蹈的观念和意识 ,激发青少年参与活动的热情。利用

传媒对体育舞蹈进行宣传。

3 　结 　论

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运动的起步相对比较迟缓 ,发展

规模小 ,有关体育舞蹈方面的信息得到的较慢 ,青少年参加

体育舞蹈比赛的次数少。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好的。已开办

了青少年体育舞蹈培训基地 ,有少量的青少年体育舞蹈教师

和裁判员。从参赛情况看 ,近两年竞技水平有所提高 ,这对

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运动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影

响宜昌市青少年体育舞蹈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教师的综

合素质、组织管理机构以及场地设施比较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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