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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团体操创编设计的研究现状 

郑丹蘅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通过对收集到的我国团体操方面的专著、有关创编设计方面的文章和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型团体 

操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我国团体操创编设计方面的研究概况与成果，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 

旨在进一步促进今后团体操创编设计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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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of the group callisthenic creation and designing in China 

ZHENG Dan——heng 

(IrLsfitute of Physical Educal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 1063 l，China) 

Ahstract：By studying and analysising  some,books、articles and representative works about our group callisthenic creafion and 

designing ，the author summarizesthe research situationand results ofOLIl"group calisthenics Oil cYe~ation and designing
，ana1． 

yslses some existing  problems，and presents soIne．suggestions，with the view to improving our na tional group callisthenics on 

creation and desig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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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团体操得 到了迅速发展 ，历届全运 

会都有大型团体操的表演，目前已形成独特风格，在实践方 

面已具有许多享誉世界的高水平作品。与此同时，团体操的 

理论研究也向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但从团体操创编设计 

表 1 

的理论研究来看，研究深度、广度仍不能与高水平的实践作 

品相比，有的仅停留在经验总结上，不能适应实践的发展，在 

一 定程度上不能更好地促进实践的突破与创新。因此．深入 

了解这方 面的研究现状将 对今后团体操创编设 计理论 的深 

入研究与实践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收稿 日期 ：2O00—03—21 

作者简介：郑丹蘅(1977一)，女 ，陕西宝鸡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笔者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团体操的4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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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5本画册、37篇文章、6个大型团体操录像资料进行分析 

研究，归纳总结出我国团体操在创编设计方面的概况和取得 

的成果，分析存在的问题 ，对团体操创编设计方面的理论研 

究提出几点建议。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笔者对收集到的我国6个大型团体操资料(表 1)进行总 

结，同时又对收集到的有关团体操创编设计方面的文献资料 

从时间、数量 、性质等方面进行统计归纳。 

3．1 我国团体操创编设 汁理论方面的主要成果 

短短 50年，我国团体操发展经历 了“系统 化的形成 ，突 

破性 的飞跃 ，多方 面的发展 ，新 天地 的开辟 ，向综合化 发展” 

五个主要阶段_l J。多年来，在前辈们的努力下 ，团体操创编 

设计方面也取得 了不少成果 ，研究方法 有 j 较 大进步 ．指 导 

研究 的相关理论也逐步增 多，研究 范围不断拓宽 研究水 、 

也有相当大的提高。我国第一部团体操理沦专著 阴体操的 

创编与训练》_2 J系统阐述了团体操创编训i练 步骤和方去 

《中国团体操》L3j这部专著是我国目前最 仅娥性的学卞专 

著。它在表演动作 、队形、内容方 面总结 }{J 多具有代素性 

的实例，为以后团体操的创编提供了详细的指导 大众闺 

体操》 J是为配合“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而编写的．书中增 

加了团体操实际创编、记写的内容，这对非 号业用体操工作 

者创编团体操具有积极的指导性作用。《团体操》 是作者 

多年教学实践工作的总结，文字通俗易懂 、图文并茂，促进 。 

中小学生更 多地了解团体操基础知识 

我国大型团体操表演 已享誉 世界?这些成功 创编 没 

计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对团体操 刨 

编设计方面的理论研究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3．1．1 团体操创编设计思想总体发展方向的研 

学者们一致认为今后大型团体操的创 f+ 鬯J 泛地挖 

掘民族 、民间的文体形式 ，使表演形式更加 j一 多彩．文体结 

合更加紧密，表演体系不断完善，并应从时空人手．使表演宅 

间、舞台场景更加立体化。同时应尽量运用现代科{：芝成果来 

提高团体操的整体表演水平。而有学者认为今后团体操的 

创编 “加大文艺 比重”L6』，使表演更具观赏性 。还有学者认 

为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应与其它庆典活动有所不同，才能体 

现出其特色，所以今后的表演应从四方面考虑：“(1)突出体 

育特点。(2)展示宏伟气势。(3)发展独特语汇。(4)提高艺 

术品位”_7 J。只有这样，才能使团体操 在当前绚 丽多彩的文 

体表演中脱颖而出。还有学者对我国团体操的创作，力求弘 

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做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l8 。 

3．1．2 团体操具体创编方法的研究 

对这方面的研究 ，学者们主要是在 自已经验的基础上避 

行总结性研究。有学者认为在团体操创编的过程中苜先血 

确定表演方案的主题思想，从而使表演内容、形式和效果以 

主题为中心并服从于 主题 j。学者们一致 认为刨编 人员 幢 

依据主办单位提 出的 目的 、任务 和萤求 确 乏t题思想、在 

选择题材时应注意典型性和叮行性 、其次啦依据 时的经 

条件来考虑操的规模大小及服装道具的设}{ 在刨编队 、 

动作方面，有学者从入场、退场、中间表演 i玎面分折．归纳 

育美学 

出一般常用的 形技变化，并擎出图例，在队形变化的方法 

上 ，该学 苦认为应根据方案所确定的中心 内容和大体的队形 

来考虑队形之间的变化．使前 一个队形 为后一个队形打下基 

础，并直充分利用 坐标 对人数 、队形变 化进行分析研 究 。 

长于动怍的创编，该々蕾认为．团体操 的动作应来源于体育 、 

舞蹈 ．发挥道具功能 、粜体配合等动作 ，创编时应注意“(I)根 

据方案的 题思想 、中心内容 ，表演者年龄 、『生别持址进 行创 

作 、(2)选编便于兽 li支、易于整齐、大幅度 、对 比强烈，有远效 

果 动f1I (3 息硝作的显蕾面。(4)发挥道具的持点 ．不 

断创编新颖独特的曲 ” 

3．1．3 各类型团体操创编的研究 

对这部分的研瓮 i要 以介绍性和经验 总结性 为主 研 

究涉毖到室内团体操 学校 团体操 、幼儿 团{本撵 、武术 团体 

操?_}{" 0命之歌j 场 董内团{率操．钉学者；，、 ：“室 内可 

以更多地 f 波f 群? 一七鼻响，使整体图案爻-匕奇妙”，并 

认 “室 泉鬯 -i试、型其 艺术性 能更鲜 明地突 出主 

题，表演 吏 i ：这郁 毫事 卟田 悼 抒 准 以 实 现 的 效 

果”“ 。 ： 武 叶学授课 间掾进行改革， 

婶 拳杉：童 ： 、 删 奠 0效果 ：被改编后 的团 

体 4-： 一 - 蝗j 武术 、舞蹈 等，而且伴 奏音 

也  ̈#蔓· ； 。 爵的队彤、多样 的组织形式等都 可 

蛰 i } 一-l 。 聃 0塾变得主动有趣 ，无疑有助于提高广 

尺f 芝 i 睬 t0自觉性 和积极性。针对学校 团体操 

的刨 ，自学苦(【!IJ认 为：创编耍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 ，要求遵 

哂“(1)鲜明的 想性 (2)完美 的艺术性 。(3)突 出体育特 

一  4)从实际出发”四原r40 ” 。在创编幼儿团体操时 有学 

肯认 勾要持引注意幼 ：L的生理 、心理 等厅面的特点 ，无论 是 

主题还是动怍、队形 音乐及背景画面等都应突出反映幼儿 

的天真 活泼、可爱同 Ⅱ。特点一“j。 

3．1．4 用体操创编有关美学方面的研究 

多年来 仁#操创编水平 的提高一直是在经验推动 的基 

础上．由f团体操是 一项体育与多种艺术结合的群众性表演 

项 目，它的发喂迫切地需要相关学科理论的指导 ，特别是能 

够提高团体操作品艺 水平的美学理论 的指导。体育美学 

作为团体操创编理论的基础，有学者根据 自己的实践经验总 

结 出它在团体操创编 中的应 用0 。该学 者从 美学 角度 出 

发，运用体育美学理论 l墁方法对我 国团体操进 行研究 ，从而 

更好地继承和 扬 中国团体操 的民族特征 。还有学者从 

美学角度出发归纳出固体操有五方面特征：“内容美、形式 

美 、运动美 、艺_术美、精 冲美 一 ”只有这些美的要 素互相渗 

透 、互相补充、互相融 翻，达到美的因素的有机统一 ，创编 出 

的bf!{定操作品 {‘能舆 较高的欣赏价值。 

3．1．5 嘲俸撮 队彤圈案 、背景设计的研究 

学者通过耐 ■ 力强大型团体操各场 的中心思想进 

行分析研究 ，lJJ纳 出断体操 主题思想 与表演 队形 图案 的关 

系 队形i翟案n 壤体操的二太要素之一一是 为t题思想 

服务的，因此采用 均 合方法 ．形成千变 ≯ t￡、丰富多彩 

的丽萄．日 夫 !1 1、 题一此 外 还总结 出团 体操 的内 

容与队形图案之问的芰 系。研究中发现队形 的变化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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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形成的，并确定出基本图素，从而总 

结出线 、面在队形构图中的组合规律 、 学者存 总结 述 队 

形变化的基础 上利用计算机 ，辅助开发团体操 队形设计的 々 

用软件．使软件初步具有编辑图形的功能 学者刊用计莽 

机对团体操背 景画 面放样软件 的设 计进行 了研 究 ，认为 

可以借助计算机的一些影像设备及常规打印机或彩色绘图 

仪使背景画面的放样工作由计算机自动完成。这就大大减 

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并在放样工作中减少了误差，从而 

使整个背景画面的艺术效果更加完美。 

3．2 我国团体操创编设计方面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3．2．1 研究成果有限、研究深度不够 

从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建国后我国团体操的理论著 

作仅有4本，其中涉及团体操刨编内容的教材主要出版于80 

年代，90年代出版的著作有关内容极少，并且从收集到的有 

关刨编设计的文章来分析，研究性的仅占30％。就文章内 

容分析，研究深度不够，许多内容较为雷同。在团体操创编 

方法方面，学者们仅在经验总结 的基础 上，对团体操的总体 

方案、队形动作等作了总结性归纳，而理论方面并无创新。 

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实践的发展 ，使团体操整体的发展 

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3．2．2 指导研究的相关理论涉及面窄 

现代团体操是 一项综合性体育表演项目．在今后的发展 

中不但要提高其观赏性，而且更要使它的综合艺：术魅力得到 

提高。目前我国团体操刨编、设计的研究仅涉硬系统论、美 

学 、计算机理论 ，而团体操这一综合项 目在创 编过程中需要 

众多与之相关理论 的指导 ，如创新学 、运筹学 、统计学 、心理 

学及音乐、美术等多种理论学科的共同指导．q有这样才能 

肓更多的创新与突破。 

3．2．3 研究涉及的范围局限 

从收集到的研究性文章来分析 ，仅涉 技到队形图、动作 、 

背景画面 ，而作为构成团体操必不可少的音乐 、服装 、道具、 

场景、舞美设 计等 要素在创编研 究 中仍 朱见有学者进行研 

究。在创编设计的研究 中应拓宽思路 、拓 展视野 ，从团体操 

的时空 、分类 、性质等人手 ，不断加强对室内团体操、中小型 

团体操 、学校团体操等的研究。 

4 结论与建议 

4．1 在基层普 及团体操知识，定期组织开展团体操活动 

在基层不断挖掘新的文 体形式 ，在 中小学对体、音 、美教 

师进行团体操基础知识的培训 ，定期组 开展中小型 憧室 内 

团体操活动，与此同时不断总结创编 、设计经验 ，为今后大型 

团体操活动积累经验。 

4．2 充实科研 队伍，提高科研水平 

重视培养团体操方面的研究生硬专门人才 ，不断吸收文 

艺界及其它相关领域人士积极参加团体操活动。定期组织 

开展团体操创编、设计方面的学术活动，加强理论交流，逐步 

形成一支人数多、范围广 、骨干稳定的理论研究队伍 ，并可以 

邀请国外团体操专家来讲学，借鉴国外团体操创编设计的先 

进经验 ，从而提高科研水平 。 

4．3 充分挖掘 民族、民间的文体形式 

国家体育、文化界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团体操工作的领 

导．组织专门人员 ，充分研究挖掘 我国 民族 、民间的文 体形 

式。建议收集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民族、民间的文体形式。对 

足运用在团体操方面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并能够安排一些这 

与面的研讨会及论文报告会 ，不断交流理论及实践经验。 

4．4 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提高舞美设计水平 

现代科技的进步，科技成 果的不断涌现，已对团 体操整 

体发展水平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建议在进行团体操的创编设 

汁时对现代的科技成果(新型设备、灯光、材料、道具、技术 

等)进行深入研究．使瓢代科技成果能更好的为团体操表演 

服务．从而不断扩充团体操创编、设计理论 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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