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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第九届青少年健康活力大赛高校健美操运动员
现状分析

李梦韩

（固安县职业中学，河北 廊坊 065500）

摘要：健美操运动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流入到我国，经过多年的推广与发展，逐渐成为我国较为受欢迎的项目之一，也成为

高校体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竞技健美操比赛也成为检验健美操运动员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从而不断推动了我国高校竞技健美

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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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研究目的：伴随着健美操运动受众人群范围的扩大，其逐渐

成为我国规模性、普遍性较大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而大学生则

是健美操运动参与人数最广泛的群体，也是健美操比赛的主体，

通过对本文的研究旨在了解京津冀健美操赛事开展情况及高校健

美操运动员的现状，京津冀地区高校健美操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相应对策。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以“健美操赛事”“健美操运动员”“河北

省健美操”“运动员现状”为关键词，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为

文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理论依据。

本文在研究中将知网、万方等作为了收集资料的重要途径，

并在这些网站上键入“健美操赛事”“健美操运动员”等关键词，

从而收集了此次论文研究所需要的大量文献资料，然后再对收集

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进而为此次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广

泛的理论素材。

（二）问卷调查法

通过阅读大量期刊文献和论文，以竞技健美操训练比赛情况

为主线，设计了问卷调查初稿。对 7 所高校进行抽样调查，发放

问卷 130 份，实际回收 100 份。

（三）录像分析法

在现场拍摄比赛视频，赛后结合比赛成绩进行分析。

（四）数理统计法

为了能够更好地展开对此次学术的研究，将此次问卷收集到

的健美操比赛以及健美操运动员的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 excel 表格

之中，并对这些数据制成图表，从而为此次论文的撰写提供了全

面的数据信息。

三、京津冀地区竞技健美操运动员参与第九届健康活力大赛

开展情况

第九届健康活力大赛的组织开展对于京津冀地区竞技健美操

运动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比赛不仅可以使其开阔眼界，

使自身得到锻炼，还可以通过比赛促进选手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

有助于提高自身技能水平。为此，针对第九届健康活力大赛开展

情况做了相关研究。研究得出，第九届健康活力大赛有 2500 余名

运动员参加，赛事涉及近百项竞赛内容，参赛的健美操运动员主

要是由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二级以下运动员组成。参赛组

别不仅设立了大中小学还设立了社会组。

四、京津冀地区高校健美操参赛运动员情况

为深入性研究京津冀地区高校健美操参赛运动员情况，特对

参赛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做了相关调查，通过调查数据发现，在第

九届健康活力大赛中参赛的健美操运动员主要是由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二级以下运动员组成。

（一）参赛队员的技术水平情况

在调查的 100 名运动员里，一级运动员有 8 人，占比 8%，二

级运动员有 45 人，占比 45%，二级以下的运动员有 47 人，占比

47%，从中可以看出，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还没有达到健将的水平，

说明运动的技术水平还有待提升。

（二）参赛队员的参赛经验情况

充足的比赛经验，能使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保持良好心态，

更加熟悉比赛规则，增加临场应变能力，并通过之前比赛还能帮

助运动员找出自身不足，学习对手的长处，从而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为深入性研究京津冀地区高校健美操参赛运动员情况，特此对运

动员的参赛经验做了相关调查，通过调查得出，赛经验的有 20 人，

占比 20%，有着较多的参赛经验的有 16 人，占比 16%，有着较少

的参赛经验的有 43 人，占比 43%，其中还有 21 人是没有任何的

参赛经验的，占比 21%，从中可以看出此次参赛的运动员大多数

都有着参赛经验，而少数运动员是没有参赛经验的，所以日后应

该加强健美操赛事的开展。

（三）参赛运动员的课余训练情况

1. 队伍组建形式

队伍组建形式可以看出平时运动员的训练强度如何，并且训

练强度又能进一步反映出训练效果。因此，特对运动员的队伍组

建形式做了相关调查，通过数据发现，这 100 名运动员中，有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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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运动员都是采用常年组队训练模式进行训练，占比 46%，还有

54 名运动员是采用赛前集中组队训练模式进行训练，占比 54%。

2. 运动员的训练时间

适当的训练不仅有助于运动员提高自身专业技能，还能增强

运动员的体能。因此，特对运动员的训练时间情况做了相关调查。

通过数据发现，这 100 名运动员中其中有 23 名运动员有着较为充

足的训练时间，占比 23%，有 36 名运动员有着较多的训练时间，

占比 36%，有 28 名运动员训练时间不是很多，占比 28%，还有

13 名运动员有着较少的训练时间，占比 13%，从出可以看出，运

动员训练时间并不是十分充裕，所以应该加强运动员课余的训练。

（四）健美操运动员对健美操项目的学习了解情况

了解健美操是完成训练的前提条件。因此，特对运动员对健

美操项目的学习了解情况做了相关调查，通过数据发现，这 100

名运动员中有 21 名运动员对于健美操项目认识较为浅显，占比

21%，有 47 名运动员对于健美操项目有基本认识，占比 47%，还

有 32 名运动员对于健美操项目的认识较为全面，占比 32%，可以

看出，运动员对于健美操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五）运动员参赛动机

只有对健美操保持高度的学习兴趣，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运

动员日常训练和参赛的积极性，才能使运动员更好、更快地掌握

健美操的技术动作要领，不断地提高自身技能水平，进而在比赛

中充分发挥自身实力。为深入性研究京津冀地区高校健美操参赛

运动员情况，特对运动员对健美操项目的学习了解情况做了相关

调查，通过数据发现，这 100 名运动员中其中有 38 名运动员是因

为自己喜欢从而参加比赛，占比 38%，有 21 名运动员是因为想挑

战自我从而参加比赛，占比 21%，有 16 名运动员是因为想为学校

争光从而参加比赛，占比 16%，有 20 名运动员是因为想通过比赛

获得较好的成绩从而进而高一级的学校参加的比赛，占比 20%，

还有 5 名运动员是因为被迫才参加的比赛，占比 5%，从而可以看

出，运动员参赛并不完全是出于对健美操的热爱，有的运动员并

没有摆正自己的心态，所以运动员应该正确看待健美操运动，从

而使自己真正融入健美操运动中来。

五、结论

通过前文不断分析，从而得出影响运动员比赛现状的因素有：

运动等级，参赛经验，队伍组建形式，训练时间，对于健美操项

目的了解程度，参赛动机等。

六、提高健美操运动员技术水平的建议

（一）努力提高健美操训练质量

训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发现自身不足，

加以改正和完善，不断提高自身技能水平。因此，在训练中应该

加强对于基本步伐规范性、身体姿态控制能力、操化动作的力度

感和弹跳技术等方面的训练，提升动作表现力和成功率，同时还

应该加强运动员身体素质方面的练习。与此同时，教练员应加强

学生难度动作练习时的保护帮助，以减少或避免运动员的损伤。

（二）应增加多种形式的竞赛

通过前文的研究发现，被调查的 100 名运动员中有充足的参

赛经验的人占少数，从而反映出针对健美操组织开展的比赛较少，

因此，今后应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健美操比赛，鼓励运动员参赛，

促进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取长补短，实现在比赛中成长，进步，

提高运动员的临场应变能力，同时使运动员对于比赛规则有个更

清晰的认识，塑造运动员的竞争意识，在比赛中找到竞争和合作

的平衡点，从而使运动员正确看待比赛和比赛结果。

（三）建立科学的训练体系

任何一项体育运动的发展都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是一个

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健美操同时也不例外。所以在训练前期应

该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科学、合理的、长期的训练体系。想要获

得较好的训练效果离不开时间的支持，训练时间是保证训练效果

的基础，所以在训练过程中我们要确保充足的训练时间，至少达

到每天一次的训练频率，在确保次数的同时也要进一步保障训练

时长，因此训练时长要保证达到两个小时以上，在训练内容方面，

为了防止运动员盲目、无针对性地进行训练，所以要制定一个较

为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在训练内容上，要做到科学训练，保

证训练有计划性、有针对性，能够针对不同运动员的实际情况来

设计不同的训练内容。对于没有充足的训练经验的运动员来说，

那些运动员之间的老带新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四）加强健美操运动员对于健美操的认识

作为一名专业健美操运动员，对健美操有个清晰、全面的认

识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运动员更好地确立自身目标，明确自

身的发展方向。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健美操运动员应该通过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加深对健美操的认识，在实践中，教练员应

该加强对运动员的指导，这不仅有助于运动员掌握正确的技能，

还能使运动员对健美操有个更全面的认识。才能进一步端正运动

员参加健美操比赛的态度为大众做出榜样，在传播合理的运动精

神的同时，还能有助于提高大众对于健美操的认识，从而使健美

操得到大范围普及。在运动员对健美操有了深刻的认识基础上，

结合专业技能为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和健美操指导员制度提出专

业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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