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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国际体联健美操技术委员会所颁布的全部版本的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中的完成与难度部分

的修改进行研究 , 结果表明规则的演变引导健美操技术逐渐向竞技级别化的方向发展 ; 对于成套动作中所采用的难度动作

的编排和完成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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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uses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study the revision of the completion and difficulty element in all of the mark

rules the International Gymnastics Federation Calisthenics Committee issu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ule evolution leads the calisthenics skill

to the tendency of competitive scale , and asks more for the arrangement of difficulty movement and completion quality in the whole sets of

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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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美操竞赛规则的制定和不断修改导致运动技术的不断发

展。实践证明 , 每一次规则的修改 , 都会使运动技术产生巨大

的变革。因此 , 为保证规则的超前性、指导性、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 , 国际体操联合会健美操技术委员会在经验总结基础上先

后颁布了 1994—1996 年、1997—2000 年、2001—2004 年 (含修改

版) 几种健美操评分规则版本 , 为竞技健美操运动向着正确的

方向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笔者着重针对规则中完

成和难度部分的修改对健美操技术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与研究。

1　研究方法

111　文献资料研究

通过对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布的 199421996 , 199722000 , 20012

2004 (2001版) 及 200122004 (2003 修改版) 规则中“完成与难度

部分”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 , 找出其演变规律 , 并结合相关

文献资料进行研究。

112　录像解析

通过对第 4届、第 7 届健美操世界锦标赛及近几年全国锦

标赛的录像资料进行技术分析 , 研究规则修改对健美操技术发

展的影响。

2　分析与讨论

211　规则的发展 , 使竞技健美操难度动作的分组更合理、成套

编排更多样

从表 1反映的 FIG规则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 , 2001 版规则

将难度的分类由过去的 6 类 (即动力性力量 ; 静力性力量 ; 跳

跃 ; 踢腿 ; 平衡 ; 柔韧) 改为 4 组 (即 A 组—俯卧撑、自由倒

地、旋腿与分切 ; B 组—支撑与水平 ; C组—跳与跃 ; D组—柔

韧与变化) 。规则这一方面的修订是把属于同类型的难度动作放

在一起 , 使难度分组更加集中、更加合理。因为规则规定了成

套动作中每类 (组) 难度动作必须至少各选一个。通过减少组

别 , 相应减少了运动员选择难度动作的限制 , 加大了运动员选

择难度动作的范围 , 有利于运动员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类型 ,

充分发挥其特点与优势。2001 版规则及 2003 修订版的规则都要

求 : 地面难度动作不得超过 6个 (包括劈腿落地) ; 成俯撑落地

的动作不得超过 2 个 ; 不得重复难度动作 (特别是 2003 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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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同一名称难度不允许重复) 的规定。通过以上限制 , 首先

是为了防止比赛中过多大强度的地面动作和成俯撑动作对健美

操运动员易受伤部位 (特别是腕关节) 的伤害 ; 其次可以达到

增加其他类动作的目的 , 从而避免了多次选用同类型的难度动

作 , 使健美操成套动作的编排趋向多样化 ; 同时对运动员的身

体素质提出了全面地要求 , 使得健美操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过

程中必须具备全面的力量、耐力、柔韧素质和综合完成成套动

作的能力。

表 1　FIG不同版本评分规则对难度规定的比较

规则

版本
数量要求

　最多　　　　　评分　　　
其它要求

　重复　　类型　　　　　扣分　　　　　　　　　备　　　　　注　　　

1994 16个以上 16个最高值 允许 6 - 0150/ 每类

1997 16个 12个最高值 不允许 6 - 110/ 每类 不多于 16个难度

2001 12个 12个分值 不允许 4 - 110/ 每类 不多于 12个难度 ,

不超过 6次地面动作 ,

不超过 2次成俯撑落地

2003 12个 前 12个分值 不允许 4 - 110/ 每类 难度动作选择必须

(修订) 使用不同的根命名

212　规则的发展 , 对难度规格质量要求提高 , 对运动员素质要

求更全面

FIG评分规则在健美操全套动作难度数量的规定上经历了从

不封顶发展到 12—16个 , 到 2001年只能取 12个难度动作 ; 在难

度分值的计算上 , 从原来的取 16 个最高的难度分之和 , 发展到

从 16个难度动作中选择最高的 12个难度之和 , 最后修改为计算

前 12个难度中的 12个难度分值。在难度动作的要求上 , 由原来

只简单地不能缺类 (每缺一类减 015 分) , 发展到不能缺组 , 不

能重复 , 不能超过总数量要求 , 对违反上述要求加大了扣分的

幅度 (扣 110分) 。此外规则还规定 , 地面难度动作在成套中不

能多于6次 , 成俯撑落地不能多于2次 , 不能重复选择同一名称

难度 , 等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在健美操成套动作中过多

的难度动作并不是竞技健美操的主要发展方向 , 规则也不再有

多余的难度动作作为候补 , 这就要求运动员在有限的难度数量

中完成自己最高分值的动作 , 如有失误就会大大降低与对手竞

争的能力。因此 , 成套动作中难度数量的减少 , 完成质量的提

高是竞技健美操难度发展的方向。规则的改变 , 必将带来训练

理念、训练方法手段的变革 , 今后对难度动作的研究与训练中

应主要体现在难度动作的技术规格和创新难度上 , 只有不断创

新、提高难度动作的技术规格 , 体现难度的艺术价值 , 才能在

比赛中获得高分。

213　规则的发展 , 使运动员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 更加突出其个

性特点

表 2　FIG1997—2000评分规则中各类

难度动作的数量与级别统计表

类　型 A B C D E F G 总计 最高价值

动力性力量 9 12 16 8 5 2 2 54 017

静力性力量 5 4 8 8 5 2 0 32 016

爆发式跳跃 4 12 18 17 15 14 3 83 017

踢　腿 2 1 3 2 2 0 0 10 015

平　衡 3 2 4 1 0 0 0 10 014

柔　韧 5 5 2 2 0 0 0 14 014

小　计 28 36 51 38 27 18 5 203

表 3　FIG2001—2004 (2001版) 评分规则

中各难度动作数量与级别统计表

组　　别 011 012 013 014 015 016 017 018 019总计
最高

价值

A组俯卧撑、倒

地旋腿与分切
5 5 11 15 17 16 4 1 0 74 018

B 组支撑与水平 2 2 7 7 6 6 6 2 0 38 018

C组跳与跃 4 7 14 28 34 35 29 11 1 163 019

D组柔韧与变化 5 6 7 6 3 3 0 0 0 30 016

小 　计 16 20 39 56 60 60 39 14 1 305

表 4 　FIG2001 —2004 (2003 版)

评分规则中各难度动作数量与级别统计表

组 　　别 011012013014015016 017018019总计
最高

价值

A组俯卧撑、倒

地旋腿与分切
5 5 11 15 17 17 5 2 1 78 019

B 组支撑与水平 2 2 7 7 6 7 9 4 0 44 018

C组跳与跃 5 7 15 29 35 41 34 17 2 185 019

D组柔韧与变化 5 6 8 6 5 3 2 0 0 35 017

小 　计 17 20 41 57 63 68 50 23 3 342

难度动作是整套健美操的“主干部分”, 它要求有一定

难度数量和尽可能高的难度级别。从表 2、表 3、表 4 首先

可以看出 : 随着竞技健美操技术的发展 , 规则中新难度动

作的内容在不断地丰富 , 特别是“跳与跃”的动作增长幅

度最大 (由原来的 83 个发展到 185 个) 。规则中新难度数量

的增多 , 使运动员在难度动作的选择上有更大的余地 , 在

训练与比赛中选择适合自己水平和特点的难度动作 , 努力

提高成套动作的完成质量 , 及时跟上规则的变化 , 以适应

新的竞赛规则的需要和健美操发展的要求 ; 其次 , 规则对

每类难度动作又进行了级别的划分 , 根据难度动作的难易

程度确定不同的分值 , 也就是每个难度动作的的价值。规

则中规定健美操最高单个难度动作分值为 110 分。随着健

美操技术的发展 , 难度动作的分值在不断地提高 (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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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中难度动作的最高分值为 017 分而当今规则中难度动

作的最高分值为 019 分) , 高分值的动作数量也在不断地增

加 , 难度动作的分配更加趋于均衡、合理。这些都有利于

对难度动作进行管理 , 使之系统化、科学化。同时也促进

教练员对规则精神的研究、理解 ; 对难新动作的研究与创

新 , 充分挖掘运动员潜能 , 在难度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 力

争较高的难度价值 , 使整套操的难度动作更加突出运动员

的个性特点 , 更加丰富多彩 , 更具观赏性。

214 　规则的发展 , 使规则的完成与难度部分的评分细则趋

向更加完善

1997 —2000 年的 FIG规则对难度动作的规格、减分标

准、最低完成界线作了明确规定 , 对未达到动作完成的最

低标准 , 不仅不承认难度动作 , 还要根据错误程度进行完

成的扣分 , 加大了动作完成的难度。

2001 —2004 (2001 版) 规则特别强调在完成全部动作包

括难度的动作在内 , 必须表现出正确的形态和身体的标准

位置 (自然标准状态下没有关节的过分伸展) , 在完成难度

动作、基本步伐和复杂的操化动作组合及过渡动作时 , 保

持正确身体姿态的能力。规则还要求最多 6 个地面难度动

作和最多 2 个成俯撑落地的难度数量 , 提高了运动员完成

难度能力的要求。

2001 —2004 (2003 修订版) 规则在对难度动作的完成减

分标准改动较大 , 要求完成裁判对动作完成的完美要求适

应于全部难度动作、操化动作、过渡与连接等技术 ; 对于

混双、三人和集体项目 , 完成裁判还将对托举动作的完成

情况和全体队员的技术完成 , 在全部成套动作过程中队员

完成情况的一致性进行评价 ; 明确了“力量”的描述并且

要求完成动作时“力量必须平均分配到全套动作中”, 等

等。

从规则的变化可以看出 , 完成质量要求提高是目前国

际健美操难度发展的主要方向。规则对健美操技术发展的

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它能直接制约成套动作的编排 , 并影

响着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对于成套动作中所采用的难度

动作 , 应当力求完成的完美。这就要求教练员与运动员要

及时跟上规则的变化 , 重视难度动作的技术规格上 ; 成套

动作要考虑三维空间的运动 , 难度要得到均衡发展和使用 ,

优化难度动作与操化动作、过渡和连接等动作组合 , 运用

更多巧妙新颖的连接方式 , 注重身体技术的全面发展 , 挖

掘潜力 , 努力提高成套动作的完成质量。

3 　结论与建议

(1) 竞技健美操国际评分规则中完成与难度部分的不

断修改 , 提高了难度动作规格质量和级别的要求 , 更加注

意难度动作编排的多样化、动作完成质量和表现力。

(2) 规则更加注重将难度动作均衡地分配到成套动作

之中 , 要求成套动作编排时创造性地编排出适合不同运动

员特点的、内容丰富多样的、连接新颖多变的动作 , 使健

美操成套动作向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3) 难度动作是运动员综合素质、综合能力水平的体

现 , 建议全面发展运动员专项素质和技术水平 , 提高难度

动作完成质量 , 并培养其音乐、美术、舞蹈等方面的艺术

修养 , 以增加完成动作时的表现力。

(4) 教练员、运动员一定要充分理解规则 , 深刻领会

规则精神 , 了解难度动作的要求 , 把握规则和技术发展的

方向 , 拓宽相关学科的知识 , 结合运动员的个人特点选择

难度动作 , 并利用难度的合理布局 , 来创编出高技术规格

和艺术价值的成套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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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讯
西安体育学院武术系 2003 级学生秦力子代表中国在第七届世界武术锦标赛中获世界武术锦标赛首次

设立女子散打项目 52kg 级散打冠军。此前秦力子还在 2002 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首次设立的 52kg 级比赛

中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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