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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背景下合肥市中小学啦啦操队赛训情况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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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1418 

摘　要：“双减”政策的出台旨在减轻学生压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研究合肥市中小学啦啦操队在“双减”政策

前后赛训情况的变化，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问卷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得出：“双减”后，啦啦操队员数增

加，但依然存在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开始利用校外教练资源；依然存在着教练员安排项目与学生兴趣项目不符的矛

盾，训练时间缩短但训练次数增加；参赛人数增加，但本土赛事项目安排较少，且举办频率不高。由此，本文提出

了拓宽赛事推广渠道，健全比赛项目；加大投资力度，整合校内外资源；丰富训练内容，注重训练安全；加大宣传

力度，发掘育人价值等发展策略，推动啦啦操队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为啦啦操后备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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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1]。“双减”政

策的提出，使得学生在课后有更多时间在德、智、体、

美、劳全方面发展，达到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

目标。近年来，啦啦操发展迅速且受到了广大中小学学

生的好评和喜爱。作为安徽省省会，每年都会有啦啦操

赛事在合肥市举办，其中包括全国啦啦操联赛，因此有

不少学校组建了啦啦队，也曾在全国的啦啦操比赛中获

得佳绩。但因学校领导不够重视、学生升学压力大等原

因，导致有场地、器材缺失，赛前突击组队训练、赛后

解散训练队等不利于啦啦操队健康发展的现象[2]。“双

减”政策为中小学啦啦操队日常训练提供了保障，但其

中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的实地

调查与研究。

本文以合肥市中小学的12支啦啦操队作为调查对

象，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

对合肥市中小学啦啦操队当前在比赛和训练的过程中在

“双减”政策的下得以改善和依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拟解决学校领导不重视、

场地器材不足、啦啦操队训练内容单一以及赛事举办频

率较少等问题，从而达到促进啦啦操队健康发展的目的，

并最终为啦啦操后备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参考。

2“双减”政策下合肥市啦啦操队赛训的情况

2.1啦啦操队人员结构的情况

目前学生男女比例变化不大，很多学校的啦啦操队

中女生依旧是占大多数，存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现象。

但是学生总数有所上升，据调查大多数队员因为“双

减”政策颁布后，学校鼓励学生参加课后体育活动，加

上对啦啦操有些兴趣而选择了加入啦啦操队。

表1可见，其中女性教练占比较大，占总人数的

75%，男性教练较少；年龄处于在20-35岁年龄阶段的人

数较多，45岁以上的教练只有两人，总体上处于年轻化

的状态；学历大多数处于本科及以上,专科仅有2人，可

以看出合肥市啦啦操队的教练员，文化水平总体处于较

高水平。年轻教练虽然带队训练和比赛的经验可能相对

与中年教师有些不足，但也会有较强的学习理论知识与

技能的能力以及能够接受并吸收了解新事物的能力。据

调查，有10名教练是健美操专业，还有3名教练是其他

体育专项。我国高校的健美操专业中，啦啦操是其中一

个分支，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若在毕业后对啦啦操的理论、

实践知识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可能会影响啦啦操队的

训练水平、比赛成绩。

表1  教练性别、年龄、学历统计表（N=24)

性别
专业 年龄

大专 本科 硕士 25-35 35-45 45以上

男 0 5 1 4 2 0

女 2 14 2 11 5 2

近三年参加培训次数仅有1-2次的教练占一半以上，

甚至有4名教练近三年没有参加过培训。据走访调查了

解到，2021年9月开学后，个别学校因啦啦操队人数增

加以及专业要求，招聘一些校外培训机构的教练进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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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大多数学校依然是让本校原有的教师进行带队训练，

虽然只是个别学校利用校外资源，但这也为啦啦操队教

练队伍的不断壮大而且更加专业提供了一条发展思路。

2.2啦啦操队训练情况

表2  教练员安排训练内容与学生喜爱啦啦操类型表

花球啦

啦操

街舞啦

啦操

爵士啦

啦操

技巧啦

啦操
教练员选择率（%） 100 54.2 21.2 20.8

学生选择率（%） 63.9 47.6 32.7 14.9

皮尔逊卡方 12.540 0.354 0.115 0.534

P 0.000 0.661 0.817 0.545

经卡方检验发现，教练员与学生在对啦啦操的选择

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0<0.05，教练们都会选择花球

啦啦操作为训练内容，与竞赛项目有关。而学生们比较

喜欢风格多样的啦啦操训练形式，因此容易在训练时积

极性不高。选择技巧啦啦操的教练员最少，原因是练习

技巧啦啦操对于学生的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学生的身

体素质水平偏低，在练习的过程中容易受伤。

据调查，“双减”前，大多数学校的啦啦操队都是

每周进行1-3次训练，而且每次训练时间都在0.5-2小时

之间。之后，每周训练的频次基本上都有所增加，但是

总的训练的时间有所降低。据调查走访得知，一些学校

尤其是小学，学校在“双减”出台后，增加了课后服务，

队员们可以经常去参加训练，但因训练任务与之前相差

不大，仅仅是增加了一些素质训练的内容，学生经常训

练同样的套路也会出现乏力、缺少训练兴趣等原因，因

此部分教练员就缩短了训练时间。

表3  啦啦操队训练影响因素表（N=12)

训练场地 训练经费 参赛费用来源

专业训练场地 室内综合训练馆 室外田径场 无训练场地 很充足 比较充足 一般 短缺 自费 学校拨款 赞助商赞助 半自费

2 5 5 0 0 2 7 3 1 2 0 9

由表4发现，仅有2所学校有啦啦操专业的训练场

地，非专业的场地可能会有地面不平、摩擦力较大的问

题，容易在训练时受伤，学生不能学习高难度技巧动作，

不利于啦啦操队的发展。训练经费处于一般水平，有3

所学校几乎没有训练经费，仅有两队的参赛经费是完全

由学校拨款。啦啦操是一种参赛人数较多的集体运动项

目，费用支出就会较大，但大部分学校体育经费本来所

占比例就较小，因此经费短缺现象就会时有发生。

表4  训练场地与参赛费用来源相关系数分析表(N=12)

训练场地 参赛费用来源

训练场地
皮尔逊相关性 1 .741**

显著性（双尾） .006

参赛费用来源
皮尔逊相关性 .741** 1

显著性（双尾） .006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学校对于啦啦操队的支持力度可以从啦啦操队训练

场地和参赛的费用来源反映出来。因此将训练场地和参

赛费用来源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训练场地与参赛费用来

源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P=0.006＜0.05，具备统计学

意义。更进一步，学校啦啦操队训练场地与参加比赛费

用来源的皮尔逊相关性系数为0.741>0.7，为显著的正相

关，且正相关程度较强。

2.3合肥市中小学啦啦操队赛事情况

下面表格是合肥市近两年主要举办的两项覆盖全省

的中小学啦啦操赛事。

表5  赛事组织情况表

时间 赛事名称
主办

单位
承办单位 竞赛地点

2020年、

2021年

合肥市中

小学“阳

光体育运

动”啦啦

操、健美

操比赛

合肥市

教育局、

合肥市

体育局

安徽灵跃体育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安徽启蒙狗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线上

2020年、

2021年

全国啦啦

操联赛

（合肥站）

国家体

育总局

体操运

动管理

中心

全国啦啦操委员

会、合肥市体育

局、新站高新区

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

合肥职业

技术学院、

安徽中医

药大学

合肥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啦啦操、健美操比

赛的竞赛项目主要包括：舞蹈花球啦啦操规定动作2016

年版、集体花球、爵士、街舞自选动作以及规定花球啦

啦操示范动作。花球啦啦操是竞赛项目中最多的。2019

年有153支队伍、2199人参加本次比赛，20、21年由于

疫情的原因，分别有68支队伍、91支队伍参加比赛。近

几年参加全国啦啦操联赛的队伍及人数不断上升，直至

在2021年，因组别齐全、项目丰富，吸引来自全省的

144支队伍，近3000名运动员报名参加。

3合肥市中小学啦啦操队发展策略

3.1拓宽赛事推广渠道	健全比赛项目

在合肥市内积极开展各项市、区、校级的中小学啦

啦操赛事，在赛事的推广过程中，协调组织好竞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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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赛事的交流合作，吸引社会组织对赛事的赞助；借

助电视、网络媒体、微信公众号等线上资源进行宣传推

广，打破学校这一条赛事推广渠道的局限性。赛事设置

各种级别的比赛项目，使得参赛队伍选择更多，从而保

证啦啦操项目发展的全面性。

3.2加大投资力度	整合校内外资源

市相关部门或社会体育企业引起重视，加大投资力

度，使得学校能够申请一些体育项目资金，改善训练环

境，缓解教练与学生在训练的硬件条件上的压力，能够以

更好的状态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各个学校也应整合资

源，做到资源共享、覆盖面大，构建啦啦操队的交流平

台，促使合肥市中小学啦啦操队伍整体水平的均衡发展。

3.3丰富训练内容	注重训练安全

在平时训练中，为调动学生训练的积极性，提高训

练兴趣，应安排不同的训练内容，并根据大多数学生训

练意愿做出调整。赛前训练时，可穿插一些趣味较足的

啦啦操游戏，缓解学生的赛训压力。训练前做好充分的

准备活动，训练后充分放松和恢复，在进行技巧类或难

度动作较大的训练时，充分保证学生人身安全，抓紧安

全意识教育，防止受伤。

3.4加大宣传力度	发掘育人价值

通过在班会、广播电台以及体育教师的宣传，使得

更多的学生了解啦啦操，从而调和啦啦操队的男生与女

生的比例问题，同时在默转浅移中发挥啦啦操运动的育

人作用，如精神价值。教练员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

不止需要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也需要强调

队员之间的合作共赢的精神、顽强拼搏的意志以及坚持

不懈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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