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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学院啦啦操运动开展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1.雍  贇  2.李雪梅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50500） 

摘要：啦啦操运动是集舞蹈、运动、娱乐于一身的运动，通过啦啦操运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能够有效的帮助青少年年缓解
压力、愉悦心情，让自己完全的放松，这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是非常有利。本文以普洱学院啦啦操开展现状为例，运用资料文献
法、调查问卷法、访谈法对其进行研究，发现在该学院的啦啦操运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一、师资力量较差，二、场地建设不完善，
三、课程开展形式单一，四、对啦啦操宣传力度不够，五、啦啦操运动员选材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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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社会的发展带动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还带来了快

节奏的生活，以及学习、生活中的压力。尤其是青少年在学习中的

压力，为了缓解其在学习中的压力，教育部门一直不断的改革教育

体制，希望可以让青少年在快乐中学习、在健康中学习。而现阶段，

普洱市的学校以及学生都比较喜欢啦啦操运动，有很高涨的热情，

啦啦操运动在该市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所以，文章对普洱学院啦

啦操运动进行了研究，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为

相关工作者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促进普洱学院啦啦操

运动更好的开展。 

2、结果与分析 
2.1、普洱学院啦啦操运动开展的基本情况 

2.2、普洱学院啦啦操运动教学设施 

表 2.2 -1 啦啦操运动场地情况 

 场地数 占比 

篮球场地 12 32% 

乒乓球场 9 24% 

足球场 3 8% 

网球场 3 8% 

羽毛球场 5 14% 

排球场 3 8% 

体操场 1 3% 

通过对普洱学院师生问卷调查得知，常见的运动场地有篮球场

地 12 块占 32%，足球场 3 块占 8%，网球场 3 块占 8%，羽毛球场

有 5 块占 14%，排球场地有 3 块占 8%，乒乓球场地 9 块占 24%，

体操场地 1 块占 3%，田径场 1 块占 3% 

2.3、普洱学院啦啦操运动开展学生方面的调查 

表 2.3-1 学生对啦啦操的喜欢程度(N=140) 

 人数 占比 

非常喜欢 48 34% 

喜欢 66 47% 

不喜欢 26 19% 

经过调查可知，普洱学院的学生中，有 48 人是非常喜欢啦啦

操运动的，占比 34%；有 66 人喜欢啦啦操运动，占比 47%；有 26

人不喜欢啦啦操运动，占比 19%。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学生有了兴

趣才会愿意花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学习，然而，调查数据显示，

普洱学院中喜欢啦啦操的同学占比较大，这是有利于啦啦操运动在

本学院发展的，但是也有部分学生不喜欢啦啦操运动，说明啦啦操

运动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表 2.3-2 学生对啦啦操的了解途径(N=140) 

 人数 占比 

体育课老师的宣传 59 42% 

学校啦啦操队 38 27% 

同学朋友 18 13% 

手机、电视、网络 10 7% 

观看表演和比赛 15 11% 

通过表 2.3-2 可以看出，普洱学院中 42%的学生是通过体育课

老师的宣传了解啦啦操的，还有 27%的学生是亲自参加过校啦啦操

队，这说明体育教师和学校啦啦操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同时

还有 11%和 13%学生是通过观看表演与比赛、从同学或者朋友中了

解。因为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所以通过学校、教

师和同学了解啦啦操是最直接的途径。另外，也有 7%学生通过网

络或者其他的渠道啦啦操，随着时代信息化的发展，网络无处不在，

学生在电视剧或者电影等传播平台也会了解到啦啦操运动。 

表 2.3-3 学生训练的频率(N=140) 

 人数 占比 

1-2 次/周 46 33% 

3-4 次/周 75 54% 

5-6 次/周 19 13% 

7 次/周 0 0% 

由表 2.3-4 可知普洱学院学生中，每周参加 1-2 次啦啦操训练

的有 46 人，占比 33%；每周参加啦啦操训练为 3-4 次有 75 人，占

比 54%；每周参加啦啦操训练为 5-6 次的有 19 人，占比 13%；每

周参加 7 次啦啦操训练的没有。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普洱学院

学生对啦啦操运动的训练频率是较高的，这对于啦啦操运动的发展

非常有利的，然而，应该适可而止，过多的训练会对学生的身体造

成疲劳不适等情况。 

表 2.3-5 学生每次训练的时长(N=140) 

 人数 占比 

30 分钟以下 30 21% 

30-60 分钟 41 29% 

60-120 分钟 53 38% 

120 分钟以上 16 12% 

通过表 2.3-5 可以看到学生每次训练时间在 1-2 小时的人数最

多，占的比例为 38%，对于一些对啦啦操的技能掌握熟练的学生，

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每次训练的时间会增多，满足了学校对啦啦操

的训练要求；有 21%和 29%的学生训练时间在 1 小时以内，这个训

练时间对于高校学生来说适中，还有 12%的学生训练时间为 2 小时

以上，可见有些学生的训练时间比较多，应该合理的安排训练时间

和频率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从训练的时间和频率上看普洱学院

啦啦操运动的时间和频率安排是比较合理的。 

2.4、普洱学院啦啦操运动师资调查 

表 2.4-1 教师的年龄(N=5) 

 人数 占比  

26-30 岁 1 20%  

31-40 岁 3 60%  

40 岁以上 1 20%  

调查结果显示，普洱学院啦啦操教师中，年龄在 26-30 岁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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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占比 20%；年龄在 31-40 岁的有 3 人，占比 60%；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有 1 人，占比 20%。啦啦操运动是一项动感性较强的运动，

因此需要有较多的年轻教师对其进行教学、编排，通过调查可知，

在普洱学院中，啦啦操教师的年龄年轻化程度是较好的，但是也有

部分教师的年龄较大，这是需要注意的。 

表 2.4 -2 教师的教龄(N=5) 

 人数 占比 

4-6 年 1 20% 

7-10 年 3 60% 

10 年以上 1 20% 

从表 2.4 -2 可以看出，普洱学院啦啦操教师中，教龄在 4-6 年

的有 1 人，占比 20%；教龄在 7-10 年的有 3 人，占比 60%；教龄

在 10 年以上的有 1 人，占比 20%。长期的教学工作对于教师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在教学工作中可以积累经验、了解学生以及发现教

学中的不足。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普洱学院的教师教龄大多都

在 4 年以上，教龄相对较短，这不利于啦啦操运动的开展，但是有

的教师在 10 年以上，这对于该学院的啦啦操运动的发展来说是比

较有利的。 

表 2.4-3 教师的职称(N=5) 

 人数 占比 

初级职称 1 20% 

中级职称 3 60% 

高级职称 1 20% 

调查结果显示，普洱学院的教师中，初级职称的有 1 人，占比

20%；中级职称的有 3 人，占比 60%；高级职称的有 1 人，占比 20%。

教师的职称是评价一名教师教学质量与水平的因素之一，从调查结

果中可以看出，普洱学院的教师中，多数是中级职称，高级职称的

人数相对较少，这说明该学院内的教师整体水平相对较差，有待提

升，这是不利于啦啦操运动的发展的。 

表 2.4-3 教师参与培训的情况(N=5) 

 人数 占比 

无 1 20% 

1-2 次 2 40% 

3-5 次 1 20% 

5 次以上 1 20% 

普洱学院啦啦操健美操老师共 5 名，有 2 位教师带队参加过啦

啦操比赛，但是经常参加啦啦操培训的老师只有一人。 

3、普洱学院啦啦操运动开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普洱学院啦啦操运动开展的体育教师方面为：普洱学院啦

啦操专业的师资力量薄弱，且专业的带队教师比较少。 

2、普洱学院啦啦操课程调查为：学校没有开设啦啦操专项课

和选修课，除了教师教育学院外，无其他学院参加啦啦操普修课。

且在啦啦操的课余训练中只有体育学院和教师教育学院参加，无其

他学院加入啦啦操课余训练。 

3、普洱学院啦啦运动教学设施调查为：普洱学院没有专业的

啦啦操教学及训练场地，学校啦啦操训练只能在，露天、者体操室

或者羽毛球场等不规范的啦啦操场地进行教学训练 

4、结论与建议 
1、拓展师资力量 

教师是传授学生知识的重要渠道，教师的专业性、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兴趣与成绩。通过对普洱学院的调查发现，在该

校的啦啦操运动中，师资力量是相对匮乏的，这对于学生对啦啦操

的学习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普洱学院要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第

一，对于现有的啦啦操教师应该进行定期的培训，使其的专业性更

强，水平更高，从而促进啦啦操运动的发展；第二，在啦啦操教师

的招聘上，应该以专业水平较高的优先录用为准则，并且在上岗之

前要进行培训；第三，在校内组织啦啦操团队的比赛，从而激发教

师的潜能，使其能够更好的发挥所学，把更多、更好的内容传授给

学生，促进普洱学院内啦啦操运动的发展；第四，为教师提供外出

学习、进修的机会，让其能够学习到更多的有关啦啦操的内容与知

识，把更多先进的、与时俱进的知识带回学校，并传授给学生。 

2、推进校园场地器材设施建设 

校园内任何一项运动的开展，都应该以完善的器材设施为基

础。通过对普洱学院的调查发现，该学院内的啦啦操运动场地建设

并不完善，校方对于啦啦操场地方面的投入并不大，导致了啦啦操

运动场地的不完善、不健全，这对于啦啦操运动在学院内的开展是

极其不利的。首先，普洱学院的校方领导应该加大投入，完善场地

的建设；其次，对于现有的场地以及运动器材，应该进行维护与保

养，使其发挥应有的价值，提高利用率；再次，对于老旧、破损严

重的场地或者器材应该进行更换，并且做好后期的维修与保养工

作，让学生在进行啦啦操运动时，不仅能够有充足的场地、器材使

用，而且能够安全的使用；最后，应该定期变换啦啦操运动场地以

及器材的风格、颜色、摆设等，让学生时刻有新鲜感，增加兴趣。 

3、丰富啦啦操课程内容 

通过对普洱学院啦啦操课程开展的调查发现，啦啦操运动大多

以啦啦操队课余训练的形式展开，这样的形式对于啦啦操的学习是

非常有利的，能够让队员更清晰、准确的学习到与啦啦操有关的动

作、要领，但是这样的形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参加的队员大多

是有一定舞蹈基础或者是对啦啦操运动有了解的学生，因此，普洱

学院可以多样化的发展啦啦操运动的人才培养，让更多的学生能够

真正的了解啦啦操运动从而参与啦啦操运动。首先，学校可以在工

体体育课的基础上适当的安排啦啦操运动的入门难度动作学习，让

学生们在体育课中能够对啦啦操有更深了解。二，可以适当的教给

学生一些简单的啦啦操音乐和视频的基本剪辑与制作。三，在一、

二年级开设啦啦操选项课或必修课的基础上开设三、四年级的课外

选修或提高课，或者与课余啦啦操训练队相结合，保证课程教学的

连续性，为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习惯的形成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教

材及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注意选编丰富多彩的教材内容,制定适合学

生自身素质的教材内容。教学内容应避免单一,根据学生自身素质的

特点，选编适合其特点的活力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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