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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健美操成套艺术性研究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师范大学） 

摘要：根据 2017-2020 版健美操竞赛规则表示成套动作的创编不仅必须完美融合，还要赋予该成套独特性和创造性的艺术体现。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法对近些年健美操世锦赛进行研究，探索竞技健美操成套艺术性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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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运动员演绎高水平成套动作来呈现健美操的艺术性，将体育和

艺术的元素进行融合贯穿整个成套。杨士浩以 2016 年世锦赛为研
究对象提出艺术性也越来越成为制胜的重要因素，例如法国队、罗
马尼亚队、韩国队等世界一流队伍在艺术表现上都有独特的特点。
在对 2018 年世锦赛研究中，肖文瑾认为中国选手（第六名）与日
本选手（第一名）在完成分上相差不多，在难度分上更是相差无几，
由此可以得出男子单人项目的艺术编排上存在漏洞，这一问题需要
引起中国运动员的重视。 

音乐与乐感 
成套动作的表演和音乐之间应该有强烈的一致性，不仅体现在

节拍与速度的一致，更在于运动员对音乐的风格、情感、流畅、强度
的演绎。刘思彤认为成套的不同动作应对应不同主题的音乐，所以音
乐的选取是否有主题和选取曲目的数量就尤为重要。而一首完整的健
美操竞赛音乐可以分为多个音乐段落，且应与成套内容段落一致，但
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着成套段落多于音乐段落的现象，过多的成套段落
割裂了成套动作对音乐的完美诠释，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艺术性分
值中，但成套段落和音乐段落的完美匹配对各国来说都具有挑战性。
相较于 2016 年、2018 年两届世锦赛集体项目的研究中，王思靖表示
2016 年韩国代表队集体项目的主题突出、故事情节清晰，而在 2018
年比赛中音乐节奏的变化整体较多，且结构多样。 

操化内容 
清晰可辨的操化动作是健美操特色，也是影响成套动作艺术性

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体现着运动员的协调性和对身体的控制性。在
判定操化动作的艺术性时以操化动作的复杂多样性和复杂动作的
数量两个角度出发。多数学者认为操化动作分为一般性操化和高强
度操化，而高强度操化更具有复杂多样性。 

清晰可辨的操化动作是成套动作的基础，既彰显着健美操特
色，又体现着运动员的协调性和对身体的控制性。近些年，对操化
动作不断提出复杂性、多样性和创新性的要求，再创新编排的同时
也要充分考虑到运动员的技能水平和音乐风格，最终达成操化动作
与音乐主题的珠联璧合。 

复杂多样性 
高强度的上肢动作与一般性上肢动作有明显区别，高强度的上

肢动作是指运动轨迹清晰的非对称性动作，结合绕臂或线性的上肢
路线和使用肢体的不同杠杆展示不同节奏、不同手型甚至不同空间
的动作；一般性的上肢动作是指动作结构单一、动作变化缓慢的对
称性动作。 

下肢动作是由踢腿跳、开合跳、后踢腿跑踏步、弹踢腿、吸腿
跳、弓步跳七个步伐均衡运用。黄雨在对 18 年世锦赛混双的研究
中表示，各国选手对七个步伐的使用都是不均衡的，弓步跳以步幅
较大、能够轻松位移的优势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步伐，而踢腿跳由
于无法产生快速位移成为使用频率最低的步伐 。 

操化动作的复杂多样性除去上、下肢外，还体现在其他几方面：
1、多关节配合运动，例如头部与与上肢的配合，适当的头部配合
往往可以成为操化动作的点睛之笔；2、操化动作不同面向的展示，
通过身体转动改变面向增加复杂多样性。3、节奏多元化，可以结
合音乐巧妙使用搭拍，使操化动作更加饱满、张弛有度。4、动作
过程的制动，包括加速度与减速度都是为了突出运动员竞技能力而
编排。此外，2017 版规则新增了操化动作的速记符号 A,量化成套动
作为单元数，符合高强度的操化单元记为 A+，反之则记为 A-，以

2018 年世锦赛单人项目为例，排名前八的选手操化单元均符合 A+
编排 。 

移动路线 
移动路线包括垂直向前、垂直向后、侧向、对角、弧线和不规

则多方向。不仅如此，移动路线还有长、短距离之分，刘思彤认为
长距离的操化动作更加流畅、情感表达更加连贯，同时更具艺术价
值，但现实是短距离的使用更为频繁。在对第 14、15 届优秀单人
项目的研究中，付垚表示女子运动员对弧线的使用较少，而男子运
动员对移动路线的使用较为均衡，与此同时该作者还认为成套动作
中应增加角线和弧线的多元化设计。 

主体内容 
成套动作的团队协作、动力性配合、托举、过渡以及连接统称

为主体内容，由于单人项目没有同伴协作，因此过渡与连接创编更
具复杂性与创新性。过渡是连接成套中两个不同段落的媒介，起到
提高视觉观赏性、润色成套动作的效果。研究发现，过渡连接动作
存在是否含有技术含量之分：无技术含量的动作包括腾空落地后的
弓步跳（开合跳）、起跳的上步、单膝跪地等，有技术含量的动作
包含 2017 年竞赛规则中 A1-A7 的技巧动作及其变形动作（如：侧
手翻下地、后滚翻成倒立转体 180°下地）等，并伴随着层次空间
的明显变化和转动轴的变化。一味使用无技术含量动作的编排是不
可取的，朱慧平表示跳跃类动作不仅可提高高层次空间的利用率还
可提高成套动作的艺术性。 

空间运用 
空间运用时成套动作艺术性评判的重要内容，包含三个空间维

度的运用（垂直空间运用）和比赛区域的使用（平面空间运用）。
第一，三个空间维度有 A 地面、B 站立、C 腾空三个状态，2017 年
规程中依据三个空间的转换新增了 G＋的得分点，不仅要合理运用
还要兼具美观性。刘思彤在研究五人操项目垂直空间的运用时提出
B-A-B、A-C-A、B-C-A、B-C-B、A-C-B、A-B、B-A 七个类型，
其中 B-C-B 类型使用最多，A-B 类型其次，B-C-A 类型再次。王
思靖提出将垂直空间的运用分为六种 B-C-A、A-C-A、A-B、B-A、
B-A-B、B-C-B，以 2018 年世锦赛为例，B-C-B、B-C-A 类型使
用做多，其次时 B-A-B 类型。依据以上研究得出，过度连接、难
度与技巧均包含于垂直空间的运用之中，且类型较多，并且三个空
间维度的合理利用可以提高成套动作的整体艺术性。第二，比赛区
域的使用，也就是平面空间运用。将比赛区域进行划分能够更直接
的了解运动员对场地的使用情况。马翔将比赛区域的四个角编号为
A、B、C、D，中间区域为 E，四条边为 a、b、c、d 来对 16 届世锦
赛女单项目运动员的平面空间运用进行研究，并表示该场比赛的前
六名选手对场地平面空间的运用较为合理。王思靖则将比赛区域的
四角编号为 1、2、3、4，中间区域为 5 的划分方法对 16 届世锦赛
集体项目的空间运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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