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技术与训练

文章编号: 1001 747 ( 2005) 06 0097 03 中图分类号: G832 19 文献标识码: A

竞技体操、健美操、艺术体操制胜因素的研究

张 欣1, 马 飞2

( 1 广州体育学院 研究生部, 广州 510075; 2 宝鸡文理学院 体育系, 陕西 宝鸡 721001 )

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归纳法、分析对比法, 通过对 2001- 2004 国际竞技体操、艺术体操、健美操规则的研

究, 阐述了体操难美项群的共同特征, 指出  难! 与  美! 仍然是体操难美项群制胜的重要因素, 成套动作的艺

术性编排、艺术价值是取胜的关键; 动作的创新是推动难美项群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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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induction ,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and the research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

itive and aerobic gymnastics ranged from 2001 to 2004, this article describe the common characters among the difficult- artistic spe

cific groups.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difficulties! are the essential factors to win in matches of these specific groups. And its artistic

editions and values of the whole programs are the keys to win in the match. Also the creations of activities are the motivations to de

velop those specific groups to improve its difficulties and gain its artistic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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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和方法

观摩了第 37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第 2届亚洲体

操锦标赛、第 7 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以及近年来国

际艺术体操大赛的实况转播, 从中找出各项目制胜

的共同特征。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常规统计学处理,

然后对制胜的主要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竞技体操、健美操、艺术体操项目的制胜共同

特征

竞技体操、健美操、艺术体操等项目根据自身的

规律,表现难美项群各竞技项目按照自身的规律, 在

国际评分规则的导向下, 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但

是,动作的 难!和 美!始终是表现难美项群最显著

的特点:  难!是成套动作的生命和价值;  美!是成套

动作的核心和灵魂。难与美的高度统一是表现体操

难美项群技术发展及取胜的最关键的两大因素; 而

 力、新、稳、健、高!则是体操难美项群在国际大赛中

取胜的保障(见表 1)。

2 2 难度是竞技体操、健美操、艺术体操的品级, 也

是难美项群发展的主流之一

表 1 竞技体操、健美操、艺术体操制胜因素统计一览表[1]

难美项目 难 美 新 稳 力 健 高

竞技体操 1 3 4 2 5 6 6

艺术体操 1 2 6 6 6 6 6

健美操 1 3 4 6 5 2 6

合计 3 8 14 14 16 14 18

注: ∀ 积分低的项目表现出制胜因素的重要程度

2001- 2004 年新的规则,增加了 1 2分的高难

动作的加分。这充分说明了高难动作的多少及其优

美程度是衡量体操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从表 2可

以看出 50年代至今竞技体操难度组别在逐渐增加,

向更难的方向发展; 从表 3可以看出 FIG 健美操规

则对难度的数量要求虽然减少了,但是,对动作的难

度规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1年艺术体操打破了

以往难度封顶的评分现象,这必将拉开难度价值之

间的差异,有助于运动员施展完成难度动作能力的

潜能。难度是艺术体操难度的概念已不仅仅指运动

员完成单个难度的数量, 而是完成难度动作串的能

力;最新规则规定, 相同难度只能使用 1次, 避免了

难度动作的重复使用; 在跳步、转体、平衡、柔软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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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面,力求上体向后、向侧做大幅度的弯曲(见表

4) [ 2]。这些充分说明了难度是成套动作的品级, 也

是竞技体操、健美操、艺术体操发展的主流 。

表 2 50 年代至今竞技体操难度变化一览表
[ 3]

年代
难度

组别
数量

1956年 A B C 3

1985年 A B C D 4

1993年 A B C D 4

1997年 A B C D E SE 6

2001年 A B C D E SE 6

表 3 FIG健美操规则对难度的要求一览表[ 4]

规则周期
难度动作

的数量要求
难度动作的类型

1997- 2000 12- 16 个

6类: 动力性力量 静力性力

量 跳跃动作 踢腿动作

平衡动作 柔韧动作

2001- 2004 12个

4组: A 俯卧撑 旋腿 分切

B 支撑与平衡

C 跳与跃

D 柔韧与变化

表 4 近年来艺术体操国际规则中

难度增加的统计情况[ 6]

难度类型
1993 年版

(难度数量)

1997年版

(难度数量)

2001 年版

(难度数量)

跳步 39 45 83

单脚旋转 31 28 49

平衡 22 38 79

柔韧/波浪 11 25 68

合计 103 136 270

2 3  难!的辐射面更广, 要求更高

从表 3可以看出, 1989年- 1993年 规则确立了

 三性!, 促进了竞技体操向力、美、难、新方向的发

展; 1993年- 1997年取消了三性加分因素, 增加了

D组以上的难度动作和 C组难度动作之间的连接,

使得竞技体操沿着难美方向发展
[ 9]
。1997- 2000年

的新规则有了新的变化, 难度表中新增加了超 E

( SE)组难度动作, 降低了成套动作的起评分, 增加

了难度和连接加分, 取消了关于动作升值的规定。

如;单杠分腿卡切夫接分腿卡切夫再接京格尔空翻

抓杠,旧规则是 C+ D+ D, 而新规则的难度只能是 C

+ C+ C。2001年- 2004年男女新规则的修改, 对动

作的质量、部位质量都有严格的扣分规定 , 实际上

技术标准的严格要求, 也是美的要求在所有扣分条

文中质量和美的统一体现。新规则的每一次修改,

对体操的训练和比赛立即产生了一种制约和推动相

结合的促进作用, 几经反复, 不断超越, 使竞技体操

运动沿着正确、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2001- 2004国

际竞技健美操规则规定, 把动作的难度分为 A、B、

C、D、E、F 六个组别, 分值分别为 2、4、6、8、10、12,在

难度动作选择上, 必须有体现下肢力量、柔韧及控制

能力的难度动作各 1次[ 10]。1997年国际体操健美

操委员会新规则指出, 获奖和成套动作首先要有高

质优美的完美动作,并对难度动作的规格、扣分标准

作了明确规定,对未达到完成动作最底标准的, 不仅

不算难度动作,还要根据错误动作进行扣分 这实际

上是增大了动作的难度, 对动作的难度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2001年- 2004年的艺术体操规则对完成平

衡和柔韧难度时必须计算技术动作的数量和运用器

械的方式,加大了评分比重,并且首次提出了体操难

度级别与器械技术动作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和具体的

要求及相对应的分值[ 11]。(见表 6) , 体操难美项群

下规则的导向下动作更难、连接更难,这一切说明了

 难!的辐射面更广,要求更高。

表 5 1989~ 2000 年新旧男子规则难度、编排、完成情况分值变化对照表[ 7]

内容 1989年 1993年 1997 年 2001 年

难度 4 0 2 4 2 4 2 8

特殊要求 1 0 1 2 1 2 1 0

加分 0 6 1 0 1 4 1 2

加分因素
三性 (惊险性、独创

性、熟练性)

D组以上的难度动作

和 C 组
难度动作之间的连接

D 组以上难度和 C+ D

以上可获得加分) ( D组

以上难度和 D+ D以上

的连接可获得加分)

动作完成情况 4 4 5 4 5 0 5 0

2 4 美是竞技体操、健美操、艺术体操的核心与灵

魂

美是体操难美项群的价值基础,也是核心与灵

魂。体操动作的美是由许多单个不同难度的动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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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成形的,竞技体操规则规定,在所有的体操比赛

中自由体操、鞍马、吊环、双杠、单杠成套动作难度要

求男子至少有 4A、3B、3C;女子至少有 2A、3B、3C, 另

外还有 D、E 和超 E 难度动作或动作组合。体操动

作的连接千变万化,这就为竞技体操的编排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从表 7可以看出, 2001年- 2004年竞

技体操女子新规则特别重视动作的艺术性编排及艺

术价值: 更加突出艺术主题; 2001年- 2004 年国际

健美操新规则规定完成套动作要更加完美, 不符合

质量标准的高难度动作及其连接不能获得加分, 同

时对各项目的编排提出了特殊要求,成套动作必须

展示创造性和竞技健美操特殊内容, 所有动作必须

完美完成, 成套动作所选择的难度动作必须体现出

空中、站立和地面三个动作的均衡性,地面上的难度

动作不得超过 6 个, 成俯卧撑落地的动作不得超过

2个, 最多允许做 12个难度动作, 不得重复难度动

作,这些变化对完成动作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艺术价

值;从 2001- 2004年女子艺术体操与以往规则最大

的不同点是增加了艺术价值的评判内容, 用大量的

篇幅对各项器械动作的抛、接动作、惊险程度给予了

相应的艺术加分, 随着竞技艺术体操的发展,会更加

注重成套动作的艺术性编排及艺术价值。
[ 7]

表 6 艺术体操难度与器械结合的一般要求[ 8]

身体难度级别 A B C D E

难度分值 0 1 0 2 0 3 0 4 0 5

规定的

器械数量

1 个器械

技术动作

1个器械

技术动作

1个器械

技术动作

1 个器械

技术动作

1个器械

技术动作

2 5  新!是竞技体操、健美操、艺术体操制胜的关

键因素之一,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

表 7 新旧女子规则部分项目艺术性评分细则对照表[9]

1997- 2000 2001- 2004

自由体操

音乐选编缺乏节奏

韵律 变 化 不 足 扣

0 55分

缺乏动作的多样性、

方向性、渐进性高潮

扣 0 8, 艺术性表现

不足扣 0 3 分

高低杠
缺乏节奏、速度的变

化扣 0 3 分

缺乏动作的多样性、

方向性、渐 进性高

潮;无价值编排可扣

1 2 分

平衡木
缺乏节奏、韵律、技

巧等扣 0 3 分

缺乏动作的多样性、

方向性、渐进性高潮

扣 0 8, 艺术性表现

不足扣 0 3 分

要想在国际大赛中取得好成绩, 除了有娴熟的

技术动作和出色的表现力外, 关键在于创新。例如:

像单杠 鞭打!技术、 后摆浪!技术对各个项目的摆
动技术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像单杠 鞭打!技术,

 后摆浪!新技术的出现, 对各项目摆动动作都起到

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而 托马斯全旋!、 特卡切夫!和
 越杠空翻抓杠!等技术的出现则掀起了体操技术新

的革命和体操技术创新的高潮; 2001年- 2004年竞

技健美规则中, 对独创的音乐内涵与独特的技术设

计加 0 4分, 动作创造性的表现和表现力给予 0 2

的加分,新的移动、支撑、双人和三人间创造性的动

作设计设计,给予 0 2的加分; 另外, 规则对于 2 % 8

拍新的健美操动作组合, 每次给予 0 2的加分
[ 10]

;

2001年国际艺术体操评分规则,也设立了独创性加

分。新是体操难美项群制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3 小 结

 难!和 美!是竞技体操、健美操、艺术体操制胜

的关键因素, 难度是品级基础, 也是发展的主流之

一;美是成套动作的核心, 成套动作的艺术性编排、

艺术价值是取胜的关键; 动作的创新是竞技体操、

健美操、艺术体操动作发展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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