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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背景下长三角青少年体育舞蹈现状
调查与探索

冮鑫尧　韩春英

（上海体育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上海 200438）

摘要：长三角城市群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

汇地带，在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战略地位。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等研究

方法对长三角地区青少年体育舞蹈开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全面

了解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青少年群体开展现状，针对存在的突出

问题提供可行性建议，旨在推动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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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舞蹈是集体育与艺术为一身的体育项目，深受青少年的

喜爱。长三角地区人口基数大，经济雄厚，教育资源丰富，具有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地考察

法等研究方法对长三角地区青少年体育舞蹈爱好者进行调查研究，

全面了解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青少年群体开展现状，旨在推动体

育舞蹈项目的健康良好发展，也为长三角地区其他体育文化和项

目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对体育舞蹈有过学习经验的青少年、家长、

教师以及管理者现状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了 10 家培训机构（上

海市地区艾如、艺星、幽兰；浙江省地区金池、新星、冠跃国际；

江苏省地区都灵、人和；安徽省虹美、青舞客等舞蹈学校）的 100

名学生和家长、30 名教师、10 名机构管理者作为调查对象。

（二）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了解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项目开展情况，本研究采

随机抽样的方对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机构发放问卷调查和访

谈。分别为上海市、浙江省学生问卷 30 份、家长问卷 30 份、教

师问卷 10 份、管理者问卷 3 份；安徽省、江苏省学生问卷 20 份、

家长问卷 20 份、教师问卷 5 份、管理者问卷 2 份。

二、结果与分析

（一）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机构的调查与分析

通过调查和访谈，长三角地区的的体育舞蹈培训机构主要是

以舞蹈工作室和舞蹈培训班为主，虽然各个省市均有舞蹈协会社

会团体，但在引领体育舞蹈在行业的发展作用凸显得不明显。由

此可见在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运营方面有待提升的空间很大。

首先大多数培训机构的管理者基本上不是体育舞蹈专业出身，对

于专业知识层面了解得不够全面；其次各个体育舞蹈培训机构因

为利益的原因缺乏相关的沟通与交流，无法形成相融通共赋能齐

发展的态势。再者管理者在培训环节设置中，基本没有每学期学

年的汇报展演，艺术类项目的特征与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

舞蹈培训机构是有很多的，他们大多数只开设了拉丁舞课程，致

使百姓对于摩登舞缺乏认识，体育舞蹈培训机构管理者应与时俱

进，不断接受相关的培训，学习到更先进的体育舞蹈培训的管理

方法，更好地为培训机构和学员服务。

（二）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机构规模及学生现状调查分

析

1. 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机构规模状况调查分析

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机构大多数处于中小型

规模行列，培训市场发展处在中级阶段。在所抽查的 10 所体育舞

蹈培训机构中，50 人以内的占总数的 10%，50—100 人占总数的

30%，101—200 人占 50%，而 200 人以上的培训机构仅有 1 所，

占 10%。

2. 生源数量及男女比例调查分析

体育舞蹈是由男女配合共同完成的一项体育项目，男女比

例直接影响该项目的发展。调查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的体育舞

蹈培训机构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在调查的 100 名青少年中，有

69% 的青少年是女生，男生仅占总比例的 31%。通过对培训机构

管理者的访谈也证实，目前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体

育舞蹈的学员中女生明显多于男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

男女身心特点以及体育舞蹈这项运动的特殊性，其对身体柔韧性

素质的要求较高，因此更受女生的青睐。此外，许多男生的家长

更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学习一些适合男孩子的体育项目，如三大

球项目以及武术、乒乓球等传统优势项目，家长的意愿也是男生

大大少于女生的原因之一。由于体育舞蹈必须通过需要男女两人

的配合来完成动作，男女比例的失衡必然阻碍青少年双人舞的进

一步学习。由于学习体育舞蹈的男生较少，导致在学习双人舞的

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部分女生没有男舞伴或者一男带多女的现状。

这是影响青少年体育舞蹈技术水平提高较为严峻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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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机构教师现状

1. 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机构教师性别状况调查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在长三角地区调查的 30 名教师中，男教

师为 11 人，女教师为 19 人，男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 36.67% 和

63.33%，比例呈现不均衡。在体育舞蹈教学中教师的性别影响着

教学的质量。男女教师在动作示范同性别的技术动作时都会得心

应手，反之在技术动作、情感表达、观赏性等方面直接影响着教

学质量的提升。长三角地区男教师师资相对匮乏，不能满足高水

平的教学、训练和比赛需要。各培训机构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

同时，重点引进和培养男教师的人数和比例。

2. 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机构教师学历及教龄状况调查分

析

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机构教师的学历以

大专和本科为主，占 73%。受过体育舞蹈专业系统培养的教师仅

占 30%，教师教龄超过 5 年以上的屈指可数，培训机构教师流动

性较大。培训机构教师的专业性在教学中起到关键作用，虽然体

育舞蹈教师年轻化是体育舞蹈教学的黄金段，但教学经验和教学

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劣势更加凸显。并且教师中会有未考级的，所

以教师一定要规范自己的动作，保证动作正确标准。因为学习体

育舞蹈不仅仅是动作技术上的高超，对理论知识的了解也是非常

重要的。教师通过艺术教学和艺术活动，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艺术修养，还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例如，培训机构可以组织汇报演出的活动，让学员以演出的

形式来表现这一年来所学到的成果，也是向家长展示一下老师和

学员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使家长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体育

舞蹈，也可以使老师更进一步地了解学员的优缺点，让以后的教

学更有针对性，进而扩大培训机构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提高社会

效益的同时也必将促进经济效益，使培训机构朝着良好的态势发

展。

（四）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机构管理者现状

从研究统计我们得出体育舞蹈培训的管理者学历本科专科共

占比 70% 研究生占比 20%，可见当前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教育行

业学历还是较高的。但职业体育舞蹈背景和其他舞蹈艺术背景者

共占比 90%，能看出体育舞蹈教育对管理者的技术门槛相对较高。

有 60% 的管理者认为，体育舞蹈教育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

可见，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群众体育活动，倡导全民科学运动，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出了明确部署起到的的显著效果。90% 的管

理者认为体育舞蹈教育宣传仍然较为重要，每年用于舞蹈工作宣

传的经费较为积极，但仍有 40% 的管理者认为起到的效果很小几

乎没有可见对体育舞蹈教宣传。长三角地区的体育舞蹈教育潜力

较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50% 管理者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50% 管理者侧重于

训练学生考级或比赛，同时领导者对培训成员老师专业水平要求

50% 需要专业水平 50% 需要水平为一般或无所谓。从这几点看出

体育舞蹈教育是以竞赛表演和健身休闲引领的产业体系，符合更

加合理努力，把上海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制度，全

面推进健康上海建设理念。

（五）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培训机构家长现状

1. 调查主要结果

调查数据显示：家长培养孩子学习体育舞蹈项目主要以提高

身体形态、增强自信心、培养学习兴趣、增强人际交往能力和提

升审美能力分别为 92%、86%、75%、63%、54%。其中家长对提

高孩子的提高身体形态、增强自信心方面均有较高的认识，女孩

的家长们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审美能力，男孩的家长们

更注重提高孩子的交往能力。由此可以得出，家长对体育舞蹈的

功能有较高的认知，对体育舞蹈项目的已知率在不断提高。随着

社会的发展，体育运动和艺术教育对人们的重要性显得逐渐重要；

经过我们的一年的调查研究和教学实践得出：体育舞蹈可以有益

于青少年塑形健体、陶冶情操、增强人际交往和审美能力，对促

进身心素质全面的发展童有着积极促进作用价值。

三、结语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体育舞蹈运动发展较快，在项目普及上已

取得可喜成绩，但仍存在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现象，需要普及大众

对青少年舞蹈的认知度，鼓励更多的男性青少年加入学习体育舞

蹈的队伍，学会因材施教，完善竞赛机制，在培训和完善场地等

方面，要加强体育舞蹈协会与培训机构的交流经验，促进培新机

构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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