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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国际男子体操评分新规则变化评析
Ξ

雷　强a ,杨　辉b

(西安体育学院 ,a. 体操教研室 ;b 研究生部 ,西安 710068)

摘 　要 :在新奥运周期即将来临之际 ,FIG又颁布了初版的 2009 年版男子体操评分规则 ,新的男子体操评分规则在动

作难度组别、加分难度数量、竞赛规程以及各个单项的具体要求方面都发生了多项变化。基于此 ,笔者分析了新规

则对男子体操的发展的新导向和应对措施 ,旨在新一轮奥运周期中为教练员和运动员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新规则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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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ale Gymnastics Code of Points from 2009 to 2012
LEI Qiang ,YANG Hui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 :As the new Olympic Games cycle is coming soon , FIG promulgated first edition in 2009 the version of man gymnastics

Code of Points , there are some changes in new Code of pionts , such as difficult groups , difficulty quantities and competitive regula2
tions. On the basis of that the authors have discussed the new directions and provided the training suggestions for the coaches and the

gymnas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the new code of points clearly understood and carried out in the new Olympic Games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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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操规则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对竞技体操发展

规范的约定性概括 ,它历来对体操技术的发展起着

重要的导向和制约作用 ,其变革与体操技术的发展

是相辅相成的 ,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规则的修改 ,规则

的修改又促进了体操技术的发展。在新的奥运周期

2009 - 2012 年 ,将实行新的男子国际体操评分规则。

因此 ,我国要想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体操比赛上继

续保持领先地位 ,就必须尽快研究新规则、吃透新规

则、适应新规则、利用新规则。把握其新的走向和规

律 ,乃是当前的当务之急。

1 　新旧规则的难度升降组别发生变化

新规则对 14 个难度动作进行了升值 ,其中有 5

个难度动作升为 F 组难度 (见表 1) ,可见新规则鼓

励运动员发展难度动作 ,如吊环悬垂前摆直体后空

翻转体 1 080°、单杠双手扭臂握盖洛德由 D 组升为

E组 , 自由体操团身后空翻两周 1 080 °、单杠直体

科瓦斯转体 360°都由 F 组升为 G组等 ,虽然个别项

目和个别难度升值了 ,但要获得 G组和 F 组的加分

是非常困难的。可见 ,新规则的导向在于运动员追

求难度、发展难度。而新的难度动作的诞生 ,必然造

成旧难度动作的逐渐贬值和淘汰 ,这也是体操发展

的客观规律所在。

从表 1 可以看出 ,新规则对大量的难度动作做

了升值处理 ,但也有个别例外 ,如双杠 4 个难度动作

降组 ,仅 1 个难度动作升值。这一变化无疑增加了

双杠动作加分的困难性 ,使得双杠项目向难度和编

排多样化方向发展 ;为双杠项目开辟了更为广阔的

发展方向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2 　新旧规则加分难度数量发生变化

从新旧规则加分难度数量对比表 2 可以看出 ,

2009 年规则增加了 G组别的难度 ,而且 2009 年规则

加分难度总量比 2006 年仅仅多了 7 个动作 ,增长率

为 2. 6 %。若教练员和运动员仅从难度表中选择加

分难度动作 ,就会出现动作难度的雷同。那么 ,争夺

奖牌的道路会异常艰辛。因此 ,发展加分难度动作

要立足于创编新的难度动作。只有创新才有竞争

力 ,才能给体操运动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 ,一批动作被删除添加 (据统

计共有 15 个难度动作在新规则中被删减 ;有 19 个

难度动作在新规则中被增加) 和少量动作升值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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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动作被升值 ,其中有 6 个动作被升定为 G组难度 ,

升值的动作大都属于技术较为复杂、以往使用较少、

难度价值相对较高的动作)的现象 ,反映出了新规则

鼓励难度的精神 ; 连接加分方面 ,新规则增加了某

些连接加分的限制 (如吊环去掉了力量动作间的直

接连接可以加分的规定) 。运动员要想在比赛中获

得高分 ,就必须减少动作重复次数 ,以上难度加分因

素的变化 ,将导致运动员今后在动作难度及其连接

加分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 ,呈现出体操动作难度加

难的趋势。

表 1 　难度动作升降组别对比

项目 动作名称 2006
2009

降组 升组

自由体操
团身后空翻两周同时 1 080°

团身后空翻 3 周

F

F

G

G

鞍马
隔环捷式接挺身出至马头正撑

俄式挺身转体 360°移位 3/ 3

B

C

C

D

吊环

悬垂前摆上成锐角支撑 2 s

屈身上成锐角支撑 2 s

悬垂前摆直体后空翻转体 1 080°下

锐角支撑 2 s

B

B

D

A

C

C

E

B

双杠

杠正立握远杠腾身倒立转体 90°成倒立

挂臂前摆上分腿后切成倒

向后大回环屈体后空翻两周成挂臂地

长振屈伸上分腿后切成一杠或两杠倒立

向后大回环团身后空翻两周成挂臂

C

C

F

C

E

　

B

E

B

D

单杠

双手扭臂握盖洛德

直体特卡切夫转体 360°

直体科瓦斯转体 360°

京格尔转体 180°越杠

科瓦克斯转体 540°成混合握杠

D

E

F

F

F

E

F

G

G

G

表 2 　新、旧规则加分难度数量对比表

规则 难度组别
各项目加分难度数量

自 鞍 吊 跳 双 单
总数量

增长比例

( %)

D 21 25 32 18 29 28

2006 年 E 10 9 20 15 15 17 269 0

F 8 5 2 7 8

D + 1 + 1 - 4 + 4

2009 年 E + 1 + 2 276 216

F - 2 - 1 - 1

G + 2 + 1 3

3 　竞赛规程的多项变化

3. 1 　关于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的规定

新规则加大了对全队违规和教练员违规的处

罚 ,均从原来的扣 0. 8 分升至 1. 0 分。比如 :全队违

规方面“团体赛中某项比赛出场顺序错误 ,团体赛中

违反着装规定 ,团体队的教练员出现不遵守纪律或

辱骂行为等。”教练员违规方面“对运动员、团体成

绩表现有直接影响的教练员行为”。

3. 2 　单项裁判组的组织

2009 年规则中将 A、B 裁判分别改成为 D、E 裁

判。D、E裁判的职责分工和 D、E 分的评判内容并

未改变。因而 ,原来的 A 分和 B 分 ,就分别改为 D

分和 E分。另外 ,增加了双杠准备活动的计时裁判

员一名。跳马去掉了由 E 组裁判对前手翻类动作

( Ⅲ)两手撑手位置的扣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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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关于评分规则

3. 3. 1 　关于“难度”的规定

成套动作的价值及同一动作组别的 4 个动作均

没有再提按先后顺序来计算。原来难度组别有 A、

B、C、D、E、F 等 6 个组别 ,其难度价值分别为 0. 1、0.

2、0. 3、0. 4、0. 5、0. 6 分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G组 ,成

了 7 个组别 ,每个 G组动作有 0. 7 的难度价值分。G

组的出现 ,表明竞技体操技术难度又上一个新台阶 ,

它的出现为体操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为运动员获得

加分提供了条件 ,但同时也对运动员的体能和运动

技术的掌握提出了挑战。在今后国际比赛中 ,谁掌

握了更加新颖的高难动作 ,谁就掌握了夺冠的主动

权。因此 ,教练员在进行训练时 ,必须有一个长远计

划 ,在难度动作的掌握上 ,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 ,以

便在国际比赛中立于不败之地。

3. 3. 2 　关于动作完成的规定

原规则对小错、中错、大错和失败的扣分分别为

0. 1、0. 3、0. 5 和 0. 8 分 ,新规则将失败的扣分提到

了 1. 0 分。这一新规定要求运动员在选择动作时一

定要考虑自己的能力范围 ,在发展难度的同时兼顾

稳定性。难度组别逐增 ,技术价值更为突出 ,成套动

作难度大得分就高 ,故加大难度势在必行 ,但高难度

意味高风险 ,不断的挑战人体的极限。同时 ,运动员

受伤几率会随之进一步增加 ,这是新评分规则的最

大隐忧。故新规则一方面鼓励加大难度 ,同时又进

一步加大对动作错误的扣分力度 ,扣分比以往更细

致更严格 ,在一定程度上可制约运动员盲目追求难

度 ,以保证运动员在安全前提下平衡可控地发展难

度。因此 ,如何解决好高难度和高稳定性之间的矛

盾是今后体操界人士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3. 4 　各单项变化情况

3. 4. 1 　自由体操

新规则极大地鼓励自由体操动作与编排的创

新。规定了所有的空翻在和一个 D 组或以上的空

翻动作连接时就可得到 0. 1 的连接加分 ,两个 D 组

或以上的空翻连接可得到 0. 2 的连接加分 ,并且这

些连接加分只能从一边获得。新规则鼓励教练员和

运动员发展向前及向后的空翻连接动作 ,以提高动

作的惊险性及观赏性 ,促使教练员运动员着手发展

动作编排的新颖性。本次修改直接导致运动员连接

加分比以前更加困难。今后自由体操完成动作的种

类和形式将更丰富 ,以此获得较高的动作组分。新

规则促使空翻连接空翻的动作会逐渐增多 ,解决了

前期提出的两个以上空翻串连接加分的升值问题。

本次修改还提出 ,无论如何 ,运动员在使用场地的二

条对角线时 ,每条对角线最多只能利用二次 (如 :

A —C C —A) 。如果使用了第三次 ,那就被视为错

误 ,由 D 裁判扣去 0. 3 分。

3. 4. 2 　鞍 　马

新规则把鞍马组别要求 180°或 270°(B) 1FLOP

下的 B + B 去掉。这一规定使得鞍马的动作组别减

少 ,影响了成套动作编排和完成的要求。那么 ,运动

员和教练员就应该努力研究动作的创新和编排 ,更

好的适应新规则 ,以获得更高的动作组别加分。同

时也可以看出 ,不适应体操发展主流的动作组别会

随之被淘汰。

3. 4. 3 　吊 　环

新规则吊环去掉了力量动作间的直接连接可以

加分的规定 ,例如 :从水平十字压上成倒十字为 E +

E此类的连接加分将被去掉。并强调了对倒十字、

水平十字姿势等力量静止动作在计算难度价值时只

能使用两次 ,无论如何此类动作在连接中不能超过

4 个 ,第 5 个和后面的属于摆动至力量静止动作 ,不

包括直角支撑和 (或)力量动作和静止动作组别中的

同样连接动作将不被 D 组裁判所认可。这就要求

运动员发展 D 组以上难度来获取高分。

3. 4. 4 　跳 　马

跳马器械的改进 ,促使跳马的技术和动作向新

的方向发展。新规则去掉了由 E 组裁判对前手翻

类动作 ( Ⅲ)两手撑手位置的扣分规则。这就促使我

们既要努力地遵循规则 ,又要大胆地深谋远虑地超

越规则 ,推陈出新 ,寻找突破 ,推动跳马技术的不断

向前发展。

3. 4. 5 　双 　杠

新规则增加了双杠空翻动作在一个动作组别中

的变化不能多于 1 次 ,否则按出现时间顺序第 2 次

将被认为是重复 ,如 :支撑前团身后空翻两周成挂臂

- 支撑前屈体后空翻两周成挂臂 ,向后大回环团身

后空翻两周成挂臂 - 向后大回环屈体后空翻两周成

挂臂 ,还有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 5/ 4 成挂臂 - 支撑

后摆分腿前空翻 5/ 4 成屈臂撑等。这就要求运动员

和教练员 ,发展不同组别 D 组以上动作的难度 ,以

增加成套动作的难度分。今后我们应充分利用不同

结构组合科学编排成套动作 ,做到编排的创新和多

样化 ,从而提高成套动作的价值。另外 ,新规则取消

了双杠“三次以上 1 秒或超过 1 秒的停顿”条文的扣

分 ,此修改给予了运动员更多的时间来控制动作完

成节奏 ,也为运动员稳定而优美的完成成套动作提

供了条件 ,对于成套动作做到高潮迭起 ,跌宕起伏 ,

给人以艺术的感染力。

4 　新规则对体操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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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新规则对男子体操的导向

体操技术发展与评分规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

系 ,而体操技术的发展又总是从难新动作的开发开

始。近年来规则一直在频繁地、大幅度地修改 ,其特

点是难度级别逐增 :1985 —1988 年规则难度组别为

A、B、C 组难度动作 ;1989 —1992 年规则增加了 D 组

难度组别动作 ;1993 —1996 年规则增加了 E 组难度

组别动作 ;1997 —2000 年规则又增加了超 E 组难度

组别动作。2006 年难度动作级别已发展至 F 组 ,

2009 年规则欲增加 G组难度。今后发展动作难度

是体操运动员训练的重点 ,是比赛获取胜利的关键 ,

也是衡量运动员竞技能力训练水平高低的有力效标

和评价一套动作竞技价值的主要依据。

4. 2 　掌握动作要全面

针对青少年的条款主要有 :在成套动作只计算

的 8 个难度动作价值 (含下法) ;降低了下法动作难

度组别的要求 ,A 组下法为没有满足要求 (0. 0 分) ,

B 组下法为部分满足 ( + 0. 3 分) 、C 组下法为完全满

足( + 0. 5 分) ;在双杠项目中不允许做用挂臂和

(或)屈臂支撑结束的空翻动作等。国内各体操人士

应针对规则 ,高度重视青少年运动员体操能力的全

面训练与培养 ,使训练目的明确 ,科学和系统化 ;竞

赛部门应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全国青少年比赛 ,要专

门制定一些有促进作用的特定规则与特殊要求 ,促

进体操后备人才的快速成长。

5 　小 　结

(1)规则将进一步导向运动员成套动作的类型

多样化、动作高难度和高连接的构成方向发展 ,因而

明确这一发展趋势 ,有助于获得较高的起评分 ,增大

取胜的砝码。

(2)注意处理好加难与成套动作稳定之间的矛

盾 ,进而达到难与美、难与稳的完美结合。

(3)进一步研究新规则 ,深刻理解新规则精神 ,

并据此制定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对策与措施 ,从而

正确的指导奥运新周期的体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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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4 页)了训练和比赛之外 ,学校必须重视他

们的文化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避免重新走回“体

教分离”的老路。另外 ,学生运动员在训练时间上比

传统的专业运动员训练时间少 ,因此训练的效率和

质量显得尤其重要。

5 　结论与启示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根据本

国文化传统与体育价值取向选择合理的培养模式。

我国竞技体育应该基于整个学校体育系统和谐的基

础上 ,从小学、中学必须培养学生的体育素质 ,形成

正确的体育观 ,为可持续发展的后备人才提供生源

保证。

体育与教育是本应融为一体 ,但在不同阶段 ,竞

技成绩和文化教育相应地有所侧重 ,这是符合辩证

发展的规律。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

导下 ,达到科学选材、科学训练、分层指导 ,提高成才

率。高校是运动员学习的理想场所 ,也是运动员保

障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当竞技体育与文化教育融为

一体时 ,我国的体育事业将得到极大的发展 ,竞技体

育的发展观也将从“金牌至上”的意识形态向“学训

兼修”的价值观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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