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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在我国历史悠久，早期的广场舞是原始社会和古代社
会常有的智力活动之一，其产生于人类早期的生产劳动中，后
来逐渐发展到宗教仪式、民间节日、祈祷节庆等活动中也有舞
蹈表演[1 ]。

1  天津市武清区广场舞开展现状
1.1天津市武清区广场舞活动参与者性别和年龄的构成
在本次随机调查结果中女性332 名，男性人数150 名。由

此可见天津市武清区广场舞参与者的群体主要以女性为主。随着
年龄的增长，对健康长寿的需求日益紧迫。调查表明，参与广
场舞年龄最小的为8 岁，最大为90 岁，其中参与年龄最为集中
的是51-60 岁，他们有着稳定的工作和安逸的生活，更愿意追
求身心健康。其次是参与年龄为41-50 岁的，她们多为家庭主
妇。参与人数最少的为60 岁以上的年龄段，参与者的身体机能
有所退化存在一定关系。多数参与者为中老年人群，处在一个
家庭和事业比较稳定的时期，余暇时间较多，生活节奏较为规
律，参与者在51-60 岁之间处在一个峰值，在此年龄之后，参
与人数逐渐减少。

1.2天津市武清区广场舞活动参与者受教育程度的构成
学历是受教育程度、文化素养高低的一种标志。受教育程

度的不同，会表现出各自的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也会影响到
对体育锻炼的认知，广场舞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一项大众体育项
目，通过了解参与者的受教育程度，了解参与者的基本参与情况
[2]。调查结果显示高中或中专的参与人数最多，其次为初中及
以下学历，其中高学历的研究生所占人数最少，说明广场舞参与
者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调研结果符合多数参与者的时代背景。

1.3天津市武清区广场舞活动参与者月平均收入的构成
在生活中，当人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在得到一定的保障

之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现实需要，
从而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由表5可知，在被调查的482人中，月
平均收入多集中在2501-5000元，超过五成，而超过5000元的参
与者共仅占23.6%，由此可以看出，广场舞的参与者高收入人群较
少，而相对于工资稳定的，可以满足个人生活保障的人群较多。

1.4天津市武清区广场舞活动参与者每次参与时间和每周参
与次数

广场舞锻炼者每周活动的次数及每次时长取决于锻炼者的主
观意识、余暇时间和锻炼条件。参与广场舞运动的时间不到30分
钟，一般无法达到健身效果；参与时间在30-60分钟，则运动时
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参与时间在60分钟以上，参与时
间较长，要求参与者对自身身体状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同
时，在运动过程中，保持最佳的运动状态和最好的运动效果，注
重参与时间合理分配是很有必要性的。调查结果显示：每周参与
5-6次的人数最多并且占总数的28.0%，其次是每周锻炼3-4次的。

1.5天津市武清区广场舞活动参与者年消费
广场舞属于一个低消费的体育活动，参与者众多，中老年人

生活稳定，不受经济条件限制。在调查时也发现，参与锻炼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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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中对广场舞的消费是积极的，费用多用于聘请老师来组织
教学。中老年人对于广场舞非常热爱，原意花费一定资金，用于
购买运动服装和器材，避免运动损伤。

1.6天津市武清区广场舞活动参与者参与锻炼组织形式
广场舞团队多为自发性的组织，多在社区内、街道附近和小

区内的空地上进行锻炼，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且缺少专业人员指
导，这也是阻碍广场舞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应积极响应全
民运动，有次序的组织参与者进行广场舞的锻炼。

1.7天津市武清区广场舞活动参与者参与舞曲与舞种
广场舞主要是由不同节奏的音乐和多种舞步组合而成。喜爱

中等节奏的人占多数有38.0%，其次是中等偏快节奏。选择快节奏
的人最少。根据广场舞活动参与者的年龄特点可知，参与者多为
中老年人，音乐节奏过快的话会很难掌握，所以中等节奏有适于
身体发展规律。在未来舞蹈音乐的选择中应该多选择中等节奏的
音乐进行舞蹈创编。在广场舞舞曲的风格的调研中发现，参与者
多参与具有流行元素舞曲风格的广场舞，其音乐内容结构短小、
通俗顺耳、感情真挚，并被广大人群喜爱。其次为民谣，说明广
场舞锻炼的音乐选择逐渐趋向多元化。关于摇滚、古风和乡村类
型的风格则选择性比较少。

1.8天津市武清区广场舞活动参与者参与表演与比赛
有些是因为时间问题的冲突，有些是认为广场舞活动自己锻

炼开心就好，没必要去表演。而随着参加广场舞活动的人数增多，
政府也在大力的推广并推行表演活动，随着活动的越来越多参加
表演的参与者也会随之增加。根据调查研究显示，从参加过比赛
的人数来看，基本上参加过表演的人都参加过比赛。虽然参与者
暂时都不愿意进行这些形式的活动，但从人数的逐渐增多和趋势
走向来看这些活动的参与者会逐渐增多。对于参与过的人来说也
可以提升自我，在比赛中多多总结经验体现自身的价值。

2  结论
在被调查的对象中，女性占了绝大部分，参与广场舞活动

的人群最为集中在51-60岁的中老年人，学历多为高中或中专，学
历相对水平较低，职业状态多为离退状态，月平均收入在2501-
5000元。基于天津市武清区广场舞活动开展的要素，提出以下对
策：一是创新广场舞形式，营造多元化氛围；二是增加赛事性活
动，提高居民参与度；三是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保障有序开展；四
是加大资金投入，成立自治组织；五是防控负面风险，形成良性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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