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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韵律操在德宏州陇川县社区开展现状的调查研究 
杨荣交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体育系 20 级研究生 650500) 

摘要：陇川县民族韵律操在社区开展较少尤其是在平时的社区活动中，即使在节假日活动中开展的现象也不是很普遍。建议:积极调
动居民参加本族民族健身操的热情，同时制定好宣传民族韵律操的全民健身政策；提升陇川县居民参与健身的意识；促进居民在平时的
闲暇生活中积极的参与锻炼；加大必要的投资如对社区指导员训练费用的支出，促进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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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德宏州陇川县部分社区中社会健身活动与节假日

活动中民族韵律操在社区开展现状进行调查，找出民族韵律操在陇
川县开展存在的问题，促进民族韵律操的区域性发展．及推动德宏
州陇川县民族韵律操的持续进步发展。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以陇川县的陇川广场、城子广场、陇巴广场、景砍广

场这四个广场的居民为研究对象，收集问卷获得第一首数据，为论
文的分析做准备。还采用专家访谈的方式对社区工作人员及政府人
员为研究对象，收集更多的资料。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本文通过阅读和参考多篇有关期刊和论文，阅读相关书籍进行

整理分析提炼，及在本科阶段所学知识，来初步的完成论文。 
1.2.2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根据收集到的资料与民族韵律操有关的文献资

料，与笔者的日常经历，设置问卷内容，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
选取陇川县的章风广场，陇巴广场，城子广场，景砍广场，共发放
问卷 400 份并且对于相同的问题给予了多此的提问从而去保持了论
文的效度．及问卷采用当场发放当场回收的形式，并筛选出合格问
卷。问卷回收状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一 问卷调查数据统计表 
问卷项 发放问卷数 回收问卷数 有效问卷数 有效回收率 

章风广场 100 100 100% 98 98% 
陇巴广场 100 100 100% 96 97% 
景砍广场 100 100 100% 95 95% 
城子广场 100 100 100% 94 94% 

1.2.3 数据统计法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用 EXCEL 表格汇总成各项的百

分比数据表．及对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和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归纳概
括。 

2 调查与分析 
2.1 开展现状调查 
2.1.1 对社区体育管理人员学历的调查 
在调查中发现，陇川县社区全民健身组织中民族韵律操的编排

人员基本以女性为主，年龄在 35－55 之间，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
的民族操类爱好者或社会知名人士．普遍存在体育专业知识匮乏。 

2.2.2 对民族韵律操开展频率的调查 
调查发现:社区体育活动项目主要有以下几种开展为主，广场舞

占 38.6%；球类项目 25.1%,民族韵律操 19.2%，慢跑及其他 17.1%。
社区活动的开展现状呈现出以外来的文化为主，本民族的民族韵律
操活动开展较少的特点。 

2.2.3 对居民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作用因素 
有 73.57%的居民觉得民族韵律操对身心健康具有较大的促进

作用，有 25.8%的居民觉得民族韵律操对身心健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所以民族韵律操对于居民的身心健康还是一定的促进作用。 

2.2 存在的问题与分析 
2.2.1 专业民族韵律操的师资匮乏 
根据调查显示，在陇川县社区体育的开展当中专业的社区指导

员严重的出现学历不足的特点，在我做专家访谈时相关人员就跟我
说，这里本来需要 3 个社会指导员但是每一年都没有招到合适的人
选，所以有些工作也不能再开展。 

2.2.2 相对于热门项目民族韵律操开展得较少 
根据问卷调查及专家访谈显示在相较于热门的项目开展中民

族韵律操的开展只是占到第三位，这将不利于民族韵律操在整个陇
川县的全面开展。 

2.2.3 民族韵律操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对于民族韵律操是否对身心健康有帮助，

绝大部分的居民是持有赞同意见的，以此证明，民族韵律操对促进
居民身心健康确实有较大的作用，对德宏州的五种世居少数民族文

化的传播与弘扬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师资情况 
在开展过程中专业的社会指导员特别是专职社区体育指导员

较少，大部分为社会兼职，及学历比较低，严重影响正常的社区体
育活动的开展．在关于民族健身操的社会指导员更少，这将严重的
影响到民族健身操类项目的开展。 

3.1.2 居民参与热度的提升 
从开展的热门项目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民族韵律操的开展热情

度在整体上还有着提升空间，特别是在陇川县这个多民族的地区。 
3.1.3 居民应提高认知 
积极的参与到民族韵律操上提高民族荣誉感，开拓自己的兴趣

不只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集中在球类。我们自己也应该多观看视频
学习提高自己的民族韵律操的修养，无疑民族韵律的开展对居民的
健康是有一定作用的。 

3.2 建议 
3.2.1 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民族健身操的宣传力度，让民族韵律操开展得好的地方带

动其他发展得不太好的地方，加大民族韵律操在陇川县的发展，及
其发展好了给陇川县带来好处的宣传。 

3.2.2 人才招聘 
在线下跟线上招收符合要求的人才，包括学历专业，让民族韵

律操的发展在先进人才的带动下得到相应的发展。 
3.2.3 成为热门项目 
大力宣传全民健身政策及陇川县对未来民族韵律操发展的规

划，让更多的居民因身为少数民族所以更有那份荣誉感加入到民族
韵律操当中。让其发展成为跟球类一样的热门项目，增加其趣味性。 

参考文献 
[1]朱 家 明 .韵律操教学对幼儿园 3～6 岁 儿 童 多 动 症 早 期

干 预 研 究 [J].鞍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2019,21(04):90-94. 
[2]吴潇婧.对本土乐舞教学实践的思考[D].云南师范大学,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