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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操运动是指在音乐的伴奏下完成一系列难度、技巧及舞
蹈动作的集体项目，是一项极具观赏性及促进团队协作能力的体
育运动。近年来，啦啦操作为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在国内迅速兴起，
受到各大高校师生的喜爱。啦啦操训练有助于消除学生的心理压
力、缓解不良情绪，对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维持身体形态及
丰富高校校园文化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对宁夏高校
啦啦操发展现状进行调研，了解高校啦啦操运动在开展中场地、
器材设施、教师、学生、课程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发现其存在问
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宁夏高校啦啦操运动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以宁夏普通高校啦啦操开展现状为研究对

象，以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医科
大学4所公办普通高校的体育教师与本科生为研究样本进行
调查。

1.2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通过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维普等数据库搜检索“啦

啦操”“发展现状”“高校”为关键词的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
奠定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文献支持。

（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需要，针对宁夏高校啦啦操发展现状设计相关调查

问卷，分别对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医
科大学4所高校师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问卷星、现场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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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回收及委托老师、同学发放回收等形式，基本保证问卷的
信度和效度。

（3 ）数理统计法
将发放的问卷进行回收，对回收的有效信息和资料

进行整理统计，采用 Exc e l 软件进行常规数据的统计与
处理。

（4 ）专家访谈法
为了获得更多相关信息，使本文研究内容更加完善与全面，

将本文研究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与专家进行交流，通过线上
和线下两种方式有针对性的进行访谈，听取他们对本文研究的意
见和建议，为本文提供参考。

（5 ）逻辑分析法
运用归纳法、类比法、综合法等逻辑分析方法，对各种信

息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论证有关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和建议。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宁夏普通高校啦啦操运动开展基本情况分析
近年来，随着啦啦操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校园啦啦操的广泛推

广，啦啦操运动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在各大高校受到普遍
欢迎。啦啦操运动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培养学生自信心，维持
身体形态及丰富高校校园文化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因此，通过
对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医科大学4所
高校的体育教师与本科生进行调研，分别从学生对啦啦操的了解
及兴趣、课程开展情况、师资力量及场地器材、赛事开展情况进
行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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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宁夏普通高校学生对啦啦操的了解及兴趣分析
表1     宁夏普通高校学生了解啦啦操的途径（N=99）

表2     宁夏普通高校学生喜欢啦啦操运动的程度（N=99）

通过对宁夏4所普通高校部分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表
1、表2的调查数据显示，100％的学生都听说过啦啦操运动，且
听说途径呈现多元化，通过现场啦啦操表演、比赛了解啦啦操运
动的人数有55人，占55.56%；通过NBA、CBA篮球赛中篮球宝贝
了解啦啦操运动的人数有46人，占46.46%；通过网络、论坛及电
视媒体了解啦啦操运动的人数各为44人，分别各占44.44%；通过
有关书刊、报纸、杂志等途径了解啦啦操运动的人数为43人，占
43.43%；通过同学间讨论了解啦啦操运动的人数仅有40人，占
40.40%。上述数据表明，学生了解啦啦操的主要是通过各种啦啦
操表演、比赛及NBA、CBA篮球赛中篮球宝贝。随着现代通讯网络
技术的不断完善，反观通过书刊、报纸、杂志及同学间人际交流
等方式了解啦啦操运动的人数低于其他途径。

根据表2 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4 所宁夏普通高校学生中，
非常喜欢啦啦操运动的学生有41人，占41.41%；比较喜欢啦啦
操运动的学生有34人，占34.34%；一般喜欢啦啦操运动的学生
有22 人，占22.22%；不喜欢啦啦操运动的学生仅有2 人，占
2.02%。由此看来，啦啦操运动深受广大学生们的喜爱。

（2）宁夏普通高校啦啦操课程开展情况分析
表3     宁夏普通高校学生对开设啦啦操课程的态度（N=99）

通过走访有关专家了解到，3 所高校均开设了啦啦操的课
程，只有1所院校未开设啦啦操课程。这所院校虽未开设啦啦操
课程，但在健美操专选课中安排了啦啦操教学内容，且在健美操
专选课中啦啦操教学占一定比重。由此可见，啦啦操运动越来越
受到高校的重视及学生们的喜爱。另外，由表3通过对学生啦啦
操课程态度的调查可以看出，88名同学希望开设啦啦操课程，占
比88.89%，仅有11名同学不希望开设啦啦操课程，占比11.11%。
由此看来，在宁夏普通高校将啦啦操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开展是
非常有必要的。

（3）宁夏普通高校师资力量及场地器材情况分析
研究表明，师资力量是影响高校啦啦操发展的重要因素。

通过走访有关专家了解到，宁夏地区啦啦操师资力量匮乏，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啦啦操教练员数量少，绝大多数教练未接
受过系统化的理论学习及专业技能的培训，往往是来自于与啦啦

操相似的专业群体。以宁夏大学和北方民族大学为例，两所院
校的教练员都不是从事啦啦操运动专项的，一般是从事体操教
练、健美操教练等其他相似专项，对于啦啦操运动的理论知
识、动作发力及难度动作不够了解。由此看来，在宁夏地区应
十分重视啦啦操运动专业教练员的培养，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其次，啦啦操运动需要配有专门的音响设备及室内木地板或
专业体操垫上进行训练，通过调查发现，宁夏4所普通高校的场
地器材设施能够满足学生们的基本训练，但没有一所学校配备专
业的啦啦操比赛板或体操垫。由此可见，啦啦操运动在场地器材
设施的专业性上还是有所欠缺。

（4）宁夏地区举办高校啦啦操赛事情况分析
通过走访宁夏两操协会成员了解到，宁夏地区并不经常举办

啦啦操相关赛事，尤其是全区大型啦啦操赛事，最近一次啦啦操
相关赛事是于2019 年举办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学生运动
会，而且高校啦啦操赛事屈指可数。因此，学生在宁夏地区参加
啦啦操相关赛事的机会少。其次，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
届学生运动会舞蹈啦啦操竞赛规则及组别设置进行分析，4所高校
均属大学丙组，比赛套路均为FUSC舞蹈啦啦操花球规定套路且并
未设置其他自选啦啦操或技巧啦啦操项目的比赛。

2.2影响宁夏普通高校啦啦操运动开展的制约因素
表4     制约宁夏普通高校啦啦操发展的因素（N=99）

（1 ）运动经费不足，硬件设施条件差
啦啦操运动开展所需要的场地器材等硬件条件都依赖于一定

的经济投入。这就需要为啦啦操运动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加
强场地器材设施保障。其次，无论是运动员参加训练或是比赛
都应给予资金上的帮助，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啦啦操运
动员在训练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各大高校应
为啦啦操教练员提供更多的啦啦操培训和科研等方面的机会以及
经费方面的支持。由此可见，运动经费对啦啦操运动发展的重
要性，宁夏高校在啦啦操运动经费这方面有所欠缺，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啦啦操运动在宁夏高校开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通过对宁夏4所普通高校啦啦操训练场地及器材设施等硬
件条件调查发现，4所高校啦啦操训练场地主要是在体操馆的体
操垫或室内木地板及橡胶场地上进行，没有具备专业的啦啦操
训练场地。这些普遍场地虽能满足基本的以空间变化和队形变
化为主的舞蹈啦啦操训练，但对于以翻腾、抛接、托举以及金字
塔为主要难度动作的技巧啦啦操来说在运动训练过程中则缺乏
安全保障。

（2 ）领导重视程度低，缺乏宣传力度和广度
啦啦操运动是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项目，相较于球类等其他

传统体育项目而言，啦啦操运动在宁夏地区并未受到高校领导的
重视。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而啦啦操的训练
和比赛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障，尤其参赛的服饰、道具等费
用，这就需要学校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高校领导对啦啦操这项
新兴体育运动项目重视程度较低，使得啦啦操运动在宁夏各高校
发展相对缓慢。

我国引入啦啦操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啦啦操运动曾在奥运

人数 比例(%)

希望开设啦啦操课程 88 88.89

不希望开设啦啦操课程 11 11.11

制约因素 人数 比例(%)

缺乏宣传力度和广度 49 49.4

竞赛人员专业性欠缺 48 48.4

各级领导不够重视 47 47.4

教练员、师资力量不足 45 45.4

经费支持程度及其他 41 41.4

场地器材设施保障情况 39 39.3

学生了解啦啦操的主要途径 人数 比例(%)

现场啦啦操表演、比赛 55 55.56

NBA、CBA篮球赛中篮球宝贝 46 46.46

网站、论坛 44 44.44

电视媒体 44 44.44

有关书刊、报纸、杂志 43 43.43

同学间讨论 40 40.40 

学生喜欢啦啦操运动的程度 人数 比例(%)

非常喜欢 41 41.41

比较喜欢 34 34.34

一般喜欢 22 22.22

不喜欢 2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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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CBA 篮球联赛、春晚等各大平台上亮相，深受人们的喜爱，
然而啦啦操运动在宁夏地区并没有得到较高程度的普及。宁夏高
校也有通过公众号对自己本学校的参赛情况及比赛成绩进行报
道，但对啦啦操运动的本质、项目内容、参赛特征以及啦啦操
运动对促进学生生理、心理及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的价值都缺乏
一定的宣传力度。正因如此，大多数学生和教师认为啦啦操运动
就只是简单的难度技巧和舞动动作。

（3 ）师资力量薄弱，赛事项目单一
高校啦啦操教师水平与啦啦操运动发展有直接关系，教师具

备专业知识技术水平有助于促进啦啦操在高校的发展。通过调查
发现，宁夏4所普通高校的啦啦操教师并未接受过专业的啦啦操
理论学习及系统化的啦啦操训练，且教师都是来自与啦啦操相似
的专业如：体操、健美操等，他们虽具备舞蹈功底，编排能力等
基本能力，但毕竟啦啦操与这些运动有所差异。因此，师资力量
匮乏也成为其制约宁夏普通高校啦啦操发展的制约因素。

啦啦操运动分为舞蹈啦啦操和技巧啦啦操两大类，其中，
舞蹈啦啦操中包括花球舞蹈啦啦操、街舞舞蹈啦啦操、自由舞蹈啦
啦操和爵士舞蹈啦啦操；技巧啦啦操则包括集体技巧啦啦操、双人
配合技巧啦啦操和五人配合技巧啦啦操。按竞赛项目分又能把着两
大类啦啦操分为：规定套路、舞蹈自选套路和技巧自选套路。因此，
各大啦啦操赛事的分组非常细致而宁夏高校啦啦操赛事中仅设置了
舞蹈啦啦操项目。并且在宁夏地区组织的全区第十三届学生运动会
中也只是开设了舞蹈啦啦操项目比赛且比赛项目只设了规定套路，
比赛规模较小。此外，通过调查了解到，多数参赛队员并非经过专
业的啦啦操训练，而是音乐学院舞蹈专业的学生或健美操专业学生
在短期集训内参加此次比赛，参加大赛经验较少。这些都是宁夏地
区两操协会对完善啦啦操运动竞赛制度需要考虑的因素。

2.3宁夏普通高校啦啦操发展对策研究
（1 ）拓展经费来源，完善硬件设施
促进啦啦操运动在宁夏普通高校的普及与发展并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完成的，所以应有计划的对宁夏普通高校啦啦操运动进行
合理的规划。首先，要进一步拓展经费来源，为啦啦操的训练和
比赛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学校应重视给予参赛得奖的教师和学
生一定的物质、精神奖励。如：发放训练补助或奖励学分等方式。
提高啦啦操训练的积极性，促进啦啦操运动的在宁夏高效的可
持续发展。其次，要完善硬件设施，确保啦啦操运动员训练的
安全性，避免发生运动损伤。为啦啦操运动提供基本保障。

（2 ）加强领导重视，提高宣传力度
为促进啦啦操运动在宁夏高校的普及与发展，高校领导应充

分认识啦啦操对丰富高校校园文化、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等方
面的优势。加大对啦啦操运动项目的投资力度，为宁夏各高校
师生提供训练、场地、竞赛等方面的支持。实行赛事奖励制，
对取得优异名次的队员及教练员进行奖励，激发教练员越运动员
参训的主动性。

其次，宁夏高校应通过校园广播、报纸、展板、横幅等
传统传播媒介，结合校园网、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新媒体
途径加大对啦啦操的宣传力度，同时宁夏高校应积极争取与商业
媒体合作的机会，通过在比赛或路演对啦啦操进行宣传，这样
既能够为啦啦操队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又能提高啦啦操的宣传力
度，增加啦啦操在宁夏地区的影响力，促进啦啦操运动在宁夏
各大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3 ）完善制度，提供师生培训机会
宁夏各高校举办校园啦啦操赛事屈指可数，宁夏地区举办啦

啦操赛事项目单一，学生参赛机会少，无法通过以赛代练推动
宁夏高校啦啦操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高校啦啦操队
伍的训练水平。针对这一问题，宁夏地区两操协会应完善赛事制

度，搭建不同形式的赛事平台，对啦啦操运动组别划分及参赛项
目进行更为细致的处理并设置多种项目比赛。比如，设置舞蹈自
编套路（花球自编套路、街舞啦啦操、爵士啦啦操自由舞蹈啦
啦操）或技巧啦啦操项目，使啦啦操比赛项目多元化。通过参
加高质量的啦啦操赛事能教练员和运动员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在宁夏高校啦啦操运动项目开展中，针对啦啦操教练员专业
化程度低的问题，既要引进专业的啦啦操教练员，同时，应加
大对现有师资的培训，并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培训机会，使啦啦
操运动在宁夏地区的发展更加专业化。为此多创造一些外出交流
机会，巩固专业理论知识，提高技术教学能力。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宁夏普通高校学生对啦啦操运动持积极态度，并且绝
大多数学生希望开设啦啦操课程，但运动经费不足，硬件设施
条件差不能满足啦啦操训练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啦啦
操运动在宁夏普通高校的发展。

（2）各级领导对宁夏地区啦啦操运动的重视程度低，且对
啦啦操运动项目的普及及相关报道等缺乏一定的宣传力度，成为
啦啦操运动在宁夏普通高校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3）宁夏4 所普通高校中啦啦操运动项目存在师资力量相
对薄弱，教师欠缺一定的专业性且宁夏高校啦啦操竞赛项目单一
的问题，进一步阻碍了啦啦操运动在宁夏普通高校的发展。

3.2建议
（1）宁夏高校应转变传统理念，充分重视啦啦操运动的开

展，营造良好的啦啦操运动氛围。
（2 ）宁夏高校应完善硬件设施，丰富师资力量，加强师

资队伍培训，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3 ）完善相关制度，丰富比赛项目，让更多爱好啦啦操

运动的学生参与其中并为其提供展示平台，促进啦啦操运动在校
园的普及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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