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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体育”的成因及共性特征  
——科学、艺术与人体运动方式的融合 

 

张仲宝3 

（天津体育学院 体育文化艺术系，天津  300381） 
 

摘      要：通过对艺术、体育及身体活动特点、客观存在方式的认识，阐述了三者共存一体的

辩证统一关系。依据“项群划分理论”指出不同艺术体育所表现出的艺术审美的普遍性和指向性。

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体育的概念进行界定：艺术体育是以满足人们身心和谐发展为前提，以身

体活动为表现形式，以技术的精确度、动作的难度和艺术的表现力为追求目标和评定标准的体育

项目。通过对艺术体育的社会成因，内、外特点的分析，指出艺术体育是以现代体育科学理论、

艺术理论为支撑，以身体活动为载体，展示科学和艺术打造成果的科学原理及共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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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auses for the generation of “artistic sports” and  
their common characteristics 

——The fusion of science and artistic body movement manners 
ZHANG Zhong-bao 

（Department of Sports Culture Art，Tianjin University of Sport，Tianjin 300381，China） 
 

Abstract: By recogn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bjective existence manners of art, sport and body movement, the 

author expiated on the dialectically unified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hree elements existing as an integrated whole, 

and according to the “Event Classification Theory”, pointed out the generality and orientation of artistic aesthetics 

expressed by different artistic sports, and hence defined the concept of artistic sport. By analyzing social causes for 

the generation of artistic sports as well as their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the author specified scientific 

principles for an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artistic sports showing sciences and making artistic achievements by 

basing their support on modern scientific sports theories and their carrier on body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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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等

在《90 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一书中预言，未来的

十几年里，人们的娱乐方式和消费习惯将发生根本性

的转变，艺术体育将成为现代社会体育运动主要的娱

乐活动。事实上，艺术体育在我国的竞技领域、全民

健身领域，乃至学校教育领域中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如 2008 北京奥运会，我国共夺得 51 枚金牌，

其中，艺术体育类项目为 15 枚(体操 8 枚、蹦床 2 枚、

跳水 5 枚)，占金牌总数的 29.4%；艺术体操还取得团

体银牌的历史上最好成绩；健身健美操、武术、秧歌

和交谊舞是我国城乡居民体育锻炼最受欢迎的项目；

艺术体育项目在我国学校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并且成为身心教育、素质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有效途径

和手段。艺术体育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作用日益增大，

但目前对其理论层面的研究却非常匮乏。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目前国内对体育的本质属性尚未达成一致的

认识，进而影响着对艺术体育整体性的把握。二是由

于对艺术体育的实质性研究甚少，造成人们对艺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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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概念的认识仍处于“模糊不清”或“割裂”状态。

因此，有必要对艺术体育的成因与共性特征进行分析

与讨论。 

 

1  “艺术体育”概念 
艺术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

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

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艺

术又是一种精神生产形态。体育是人类为适应自然环

境和社会需要而用以自我身心的改造活动。由于体育

的主体和客体、动机与效果都统一于人的自身；其内

容和形式都统一于身体活动之中，并由此构成了体育

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特殊性，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生理

再生产”活动。艺术与体育的结合涵盖着上述两种活

动过程，人作为两种活动的主体，体现在人对活动的

制约；同时人也是活动的客体，体现在活动对人的改

造，人的身体活动是两种活动的物质“载体”和“表

现形式”，两种活动都指向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而后者更为重要。 

艺术活动与体育活动的关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

依赖而存在。“艺术是情感化的科学，科学是精确化的

艺术”，科学讲严谨规范，艺术讲精妙独到，科学与艺

术的结合就是严谨规范与精妙独到的结合。以人体运

动的方式反映着科学与艺术的内涵与特征，是将科学

与艺术由“意识形态”转化为“物化形态”的过程。

但人体运动所呈现出的科学活动特征仍占据着主导和

支配地位，因为体育首先是以人类适应自然环境和社

会需要为前提的自我身心的改造活动；艺术作为意识

的存在形态，无论是对审美普遍意义的表达，还是对

艺术情感的特殊性表达，则必须通过体育科学活动的

“过程与结果”来展示。 

“艺术体育”概念是依据我国“项群训练理论”

所提出的，对其相似的指称还有“难美技能类”运动

项目等[1]，虽然指称不同，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

就是艺术体育作为“特定的项群”是客观存在的。由

此也为人们全面、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艺术体育”这

一运动项群的共同规律和特征提供了前提和依据。 

综上所述，对艺术体育可做这样的界定：“艺术体

育是以满足人们身心和谐发展为前提，以身体活动为

表现形式，以技术的精确度、动作的难度和艺术表现

力为追求目标和评定标准的体育项目”。她包括竞技性

项目，也包括大众性健身项目和学校体育教育项目。 

 

2  艺术体育外在成因 
艺术体育项群的形成主要是在 20 世纪的中后期，

但人们对艺术体育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却是伴

随着现代体育产生与发展的整个历程。“人文主义”的

观念和主张，引起了欧洲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等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促使现代体育思想

的孕育与萌生。身心统一、体育与科学、体育与教育、

体育与艺术等新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了孕育现代

体育的土壤。 

2.1  身心统一的“生命化”体育观的形成 

体育活动是人类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一，也是

围绕着人类“身体”所展开的活动。因此，人类对自

身“身体的认识”也就成为了左右人们体育行为和目

的的焦点。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以及不同的信仰

等，都会对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甚至制约作用。在经

历了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文艺繁荣之后，欧洲进入了

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教会和贵族领主的封

建统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中世纪宗教哲学家所提倡

“灵魂与肉体对立论”和“禁欲主义”；笛卡儿时代对

身体的“放逐和冷漠”到尼采时代的“身体解放、灵

魂放逐”，都是在不同程度地戕害着人们的身心，直至

叔本华以后，生命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

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使人类对生命的研究不

仅仅停留在纯生物的意义上，而是上升到具有本体色

彩的哲学意义上，从而得出人既具有本原的自然生命，

又具有超自然的精神生命，是身体与心灵的统一体。

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身体活动的过程，以艺术理

论和方法指导心理活动过程，并通过身体活动过程将

其充分融合，以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现代

体育就是一种生活化的、人性化的和生命化的体育，

既体现着对艺术体育项群内在规律与实质的科学把

握，也体现着现代体育人的理念和主张。 

2.2  现代体育科学理论与艺术理论的支撑 

在现代体育形成之前，体育未能成为一种独立的

社会实践活动。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只能停留于局部和

表面。文艺复兴时期，近代体育的奠基者已经开始运

用生理、医学和教育学的观点去观察体育，但由于他

们的先进思想更多地来自于对古代希腊竞技和教育的

研究，属于历史学和教育学的范围，尚不足以使他们

的观察结果形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17~18 世纪，体

育学科进入了独立发展的时代，首先是英国人哈尔斯

发表的《动物静力学》，把力学实验引入了生理学。进

而德国人韦伯兄弟又把这种方法引入对运动人体的分

析，开创了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领域。此后，哈维的

《心血运动论》、波雷利的肌肉运动机制、哈勒的《生

理学纲要》等，引导人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研究运动和

运动中的人体，由此而逐渐分离形成了一系列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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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学科……19~20 世纪，体育科学形成了独立

的体系，由体育科学理论体系指导下的体育活动其“科

学含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现代奥运会为标志的

体育竞赛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途径与媒介，体育科学

技术与文化的发展，促使众多的体育新形式、新内容

的涌现。与此同时，相关艺术学科的理论研究及成果

也相继问世，如 19 世纪末，弗朗西斯科·德尔萨特建

立“表情体系”[2]，20 世纪初，瑞士音乐家、教育家埃

米尔·雅克—达尔克罗兹的“优美节奏教育”[3]；拉班

提出的“力效”学说和“球体空间”的概念[4]；20 世

纪中后期，朱利叶斯·法斯特的《人体语言》和戈

登·P·温赖特的《自学身体语言》为艺术与体育的

结合架起了桥梁，并提供丰富的土壤。 

2.3  体操体系的确立与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 

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倡导的“个性解放”和“全

面发展”的主张得以确认，艺术家们追求自然美和人

体均衡发展的健康美形成了主流趋势。著名画家达芬

奇以人体解剖学的均衡和比例关系描述了人体健美的

事实；有学校体育之父之称的夸美纽斯提出的“健康

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的主张等为近代体育思

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德国博爱主义教育家格乌

安· 菲特在其“体育体系”中将体育的功能分为保持

身体健康、增强肌力、形成身体的形态美……并设计

了平衡木、木马、弹簧板和单杠等器械，从而为德式

体操体系的形成创立了条件。19 世纪后，德国、瑞典

体操体系，英国的户外运动和竞技体育成为欧洲体育

的三大基石，其中德国体操体系的创始人，体育教师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杨创建了双杠项目，改进了

跳马和单杠，并将竞技体育列入“杨式”体操体系。

后来的施皮斯在借鉴各体操流派特点的基础上对学校

体育进行了规范，他创建的体操体系包括队列、徒手

和器械 3 部分，并将音乐与体操相结合，为后来“自

由体操”的形成开辟了通道。瑞典体操是由文学家、

诗人和体育家比尔·亨利克·林在发展古茨穆茨体操

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林氏体操以解剖学和生理

学为基础，分为教育体操、健美体操等，明确健美体

操是以身体的匀称发展为目标，并且使人的身心协调

发展的一种教育形式，进而指明了体操发展的方向。

20 世纪初，出现了现代体操体系，在原有体操分类的

基础上将其重新划分为两大类，即艺术性体操和军事、

生产体操。其中艺术性体操的创始人——法国演员，

戴尔萨特在对人的姿势和情感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

现，外在的动作可以充分地表现人的内在情感，而再

现这些动作可以引起人的内在情感的共鸣。因此，他

选择部分简单易行、具有感染力的动作进行传授，以

满足对健美、保健、改善形体的需要。他提出的动作

的协调，通过肌肉的张弛来实现的理论为艺术与体育

的综合表现形式提供了思路和途径。 

2.4  现代奥林匹克与艺术的实践创新活动 

现代奥林匹克从一开始就因与艺术的结缘而被赋

予了特殊的韵味和别样的气质[5]。现代奥运会的复兴者

顾拜旦是奥林匹克与艺术结缘的最积极和最坚定的倡

导者，他说：“应该将体育看做是艺术的创造者，体育

产生美，也塑造了运动员这个活生生的雕像”。他的这

一观念和主张不仅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而且被写

入《奥林匹克宪章》。 

顾拜旦不仅是这种“理念”的倡导者，而且是这

种“理念”的忠实实践者，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896

年的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举办了艺术展览；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奥林匹克艺术比赛设有绘画和

文学比赛，1936 年音乐比赛分为交响乐、器乐和唱歌。

l948 年伦敦的第 14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举行了运动

会期间的最后一次艺术比赛。1954 年国际奥委会通过

了奥林匹克艺术展的方案，决定在奥运会期间由主办

国同期举办各种艺术活动。在奥运文化的导向下，20

世纪初，瑞士日内瓦音乐学院教师雅克·达尔克罗兹

在借鉴芭蕾舞练习内容和形式的基础上，创编了韵律

体操，后来发展为艺术体操；1920 年花样游泳创始人

柯蒂斯将跳水和体操的翻滚动作编排成套在水中表

演，创建了花样游泳项目；冰上舞蹈基本上是将舞厅

舞、如华尔兹、狐步舞、探戈等舞蹈动作“移植”到

冰上而形成的……体育与艺术的结合，创造了艺术与

体育具体的运动表现形式并促成了艺术体育项群的诞

生。 

 

3  艺术体育共性特征 

3.1  艺术体育外部表现形式及其共性特征 

依据项目外部形态，艺术体育的表现方式可以分

为 3 类：即徒手表演、持轻器械表演和在专门场地或

器械上的表演。徒手表演的项目，如自由体操、健美

操(部分)、体育舞蹈、街舞等；持轻器械表演的项目，

如艺术体操、团体操(轻型道具)等；在专门场地或器

械上的表演项目，如男、女竞技体操(器械项目)、花

样游泳、跳水、蹦床、冰上舞蹈等。三种表现形式虽

然在外部特征上有所区别，但其共同的特征都是以展

示人体活动的复杂程度(动作的难度)、质量(人脑调节

运动系统的精确度)和艺术表现力(情感的真实性和表

现程度)为前提。运动员要获得良好的比赛成绩，就必

须从形体表现力和艺术表现力两方面不断地改变和完

善自我，在追求更高、更快、更美的过程中也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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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肉体和心灵得以升华。 

3.2  艺术体育动作的内部结构及其共性特征 

艺术体育的“动作”作为其各不同项目的实质性

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意义。动作结构是指构成

动作的主要成分或组成部分。一般由 5 个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联系的部分所组成，即运动系统、动力系统、

时空系统、心理系统和程序系统。 

运动系统——由人体骨骼、关节和肌肉 3 部分组

成。人体或肢体的活动是在运动神经支配下由骨骼肌

的收缩，通过骨骼的杠杆运动表现的，其活动的形式

和范围受不同关节结构所制约，对此，运动医学的研

究成果为其提供科学、系统的指导。另一方面，骨骼

的长度、肌肉的截面以及整体骨架的对称性和适宜的

比例等是否符合“黄金分割”的要求，又是评价体形

美的重要参数。 

动力系统——由内力和外力组成。内力是由骨骼

肌的收缩，通过骨骼的杠杆运动所产生的，它包括肌

群收缩与舒张的方式、速度、强弱等因素；外力是由

内力所引起的外界物体作用于人体的各种力的总称，

它使人体产生不同方向的位移、转动和腾跃等活动，

内力与外力的相互作用结果成为人体运动的“动力系

统”，属生物力学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力的不同运

用方式与人体运动的外部形式相结合产生的直观效

果，遵循着“力效”学说原理，属于舞蹈艺术学的研

究成果。 

时空系统——空间因素使人的肢体相对躯干或人

的整体相对具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形成一个个“单一画

面”，并产生动作的“视觉表象”。“视觉表象”的清晰

程度是判定技术准确度的直接因素；时间因素既规定

着各个“单一画面”呈现的顺序，又使这些单一的画

面连贯起来，形成静态的或动态的“动作造型”，这些

“动作造型”在视觉方面所产生的“舒适感”和多维

度的“变化效果”既遵从人体科学的原理，也反映着

艺术审美的标准。 

心理系统——人体运动过程中心理活动产生两个

分支，其一指向已有的训练“经验”和“映像”，并在

其“经验”和“映像”的指导下完成动作的“再现”

活动。这一心理活动属运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其二

是指向情感的“把握”和“构建”过程，“把握”来自

于对原型动作中蕴涵的“真实情感”的理解；“构建”

是在自身已有经验和条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情感表

现”，这种情感表现既是建立在“原型情感”的基础上，

又有个性的创造与发挥，代表着个人的风格与特点，

这是艺术心理活动的典型特征。当然，情感表现的外

化过程必须与形体运动的过程保持一致性。 

程序系统——人的意志、认识和情感过程都是人

脑的机能。关于复杂意志过程的生理机制，目前还缺

乏完整而充分的研究，但是对人的随意运动的机制问

题，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随意运动是受意识调节的

运动，而人的意志活动是由一系列随意运动实现的。

人在意志和情感的催动下，能随意地发动或制止，加

速或减慢、加强或减弱，并使复杂的动作表现得轻松

自如、活灵活现，并富有律动性，皆因人的大脑——

高级神经活动的结果。 

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人们在学习和掌握艺术

体育动作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始终围绕着身体活动、

智力活动和情感活动展开，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交流

和相互影响，实现着人的身、心健康与和谐发展。 

 

艺术体育项群是体育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对

其项群全面准确的认识和界定，不仅可以加深对其项

群特点的正确理解，加强对其运动规律的准确把握，

而且对其竞技功能、健身功能、教育功能、文化传播

功能以及商业等功能的开发与利用有着突出的实践意

义，尤其是艺术体育作为现代社会体育与艺术高度融

合的内容与形式，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

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姚侠文，陆保钟，郑吾真，等. “难新技能类”运

动项目美学特征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2003，39(8)：
9-12. 
[2] 汪福祥. 奥妙的人体语言[M]. 北京：中国青年出

版社，1998：2-4. 
[3] 刘青弋. 现代舞蹈的身体语言[M]. 上海：上海音

乐出版社，2004：5-12. 
[4] 郭明达. 拉班动作原理和舞蹈哲学[J]. 教学研究，

1989，4：23. 
[5] 孙威. 构建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和谐体育——复兴

奥林匹克文化[J]. 体育学刊，2008，15(5)：24-28. 
 

[编辑：李寿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