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３８（３）：１２６～１２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０１
作者简介：严春梅（１９７７—），女，云南建水，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体育教育训练研究．

国内外体育舞蹈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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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体育舞蹈的发展，尽管渊源不同、起步不同、地域不同、历程不同，但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却殊

途同归，呈现出以民族化发展为根本、多元化发展为路径、国际化发展为共识、人文化发展为宗旨的现状和

趋势．中外体育舞蹈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体育舞蹈除了在内化过程中不断完善外，还将
拓展发展空间，向更宽广的领域（如音乐、美学、戏剧、文学等）吸纳优秀的元素，以实现外化过程的进一步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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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内外体育舞蹈发展历程

１１　体育舞蹈的起源与发展
体育舞蹈，即国际标准舞，主要起源于欧洲和拉

丁美洲，至今已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初，为使社交舞在舞步、舞姿等方面有一个统一的规

范，英国皇家教师舞蹈协会对当时的社交舞进行整

理，确定了７种合乎标准的舞蹈，命名为“国际标准
舞”（简称“国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将拉丁
舞蹈纳入国际体育舞蹈范畴．”［１］从此，国际标准舞
更加序列化和规范化，分为摩登舞和拉丁舞两大系

列，共有１０个舞种，具有统一舞步的标准舞蹈便在
国际上流行开来．

１２　中国体育舞蹈的起步
体育舞蹈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传入我国，但

当时应用范围仅限于上层交际娱乐的社交场合．直
到１９８６年中国首次成立国际标准舞学会，正式引进
国际标准舞，体育舞蹈才算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
１９８７年国家教委将体育舞蹈正式纳入高校课程，与
此同时，北京舞蹈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四川大学等

大批院校将其列入选修课，并与美、日、英、俄等国进

行交流活动；１９８９年中国舞蹈家协会正式成立“中
国国际标准舞总会”（ＣＢＤＦ）；１９９１年国家正式成立
“中国体育舞蹈运动协会”；１９９８年将体育舞蹈设立
为文化部“荷花奖”单项评奖项目，为中国体育舞蹈

事业的应用、推广、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篇章．



２０００年以来，体育舞蹈发展步入了快车道，以北京
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大学、广州体育学院、南京体育

学院、武汉体育学院为代表的大批体育院校，为体育

舞蹈在全国全面推广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如专业

教师和职业选手），从而加速了体育舞蹈教学和研

究的广泛开展，促进了专业化竞技水平的提高．
１３　中国体育舞蹈的发展

１９９３年以来，我国首次将团体舞蹈列为体育舞
蹈竞技比赛项目，并将我国民族元素融入团体舞创

编，引起了广大教师和专业选手的高度重视，同时有

效地促进了体育舞蹈系统化、科学规范化研究．根据
体育舞蹈集表演、竞技、艺术、文学等综合功能于一

体的特性，将不断提炼精选出来的中国民族元素中

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元素融入体育舞蹈的

创编中．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尝试，近年来，在国际
高水准体育舞蹈赛事中，我国选手不断取得好成绩．
例如中国队从２００６年的英国黑池舞蹈节开始崭露
头角，广州文艺职业学院的“ＭｅｅｔＭｅＯｎＴｈｅＤａｎｃｅ
ＦｌｏｏｒＢａｂｙ”获拉丁团体舞冠军，广州艺术学校的《十
面埋伏》获亚军．在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２年的６ａ期间，中
国队在拉丁团体舞蹈比赛中，获得５次冠军、３次亚
军、２次季军的好成绩．２０１１年第８６届黑池体育舞
蹈艺术节，中国队包揽拉丁团体舞比赛的前三名，成

绩轰动了世界，也让世界记住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拉

丁团体舞［２］．再如，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广州举行的亚运
会上，中国体育舞蹈选手取得了包揽体育舞蹈项目

１０项冠军的好成绩，标志着我国已成为亚洲体育舞
蹈强国．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证明了体育舞蹈融入
中国民族元素、走国际化发展道路是可行的．

２　国内外体育舞蹈研究现状

２１　中国体育舞蹈研究现状
因我国引进体育舞蹈较晚，迄今为止也仅有近

３０ａ的历史，对民族元素融入体育舞蹈的研究尚处
于起步阶段，尤其是结合体育舞蹈的创编进行研究

的课题和论文不是很多，无论实践方面还是理论方

面的研究专著更是少之又少，且相关研究尚缺乏系

统性．
从我国体育舞蹈发展的前期来看，当时对体育

舞蹈的认识及学习借鉴，还存在较大的误区与差距：

一是只追求技术而缺乏内涵；二是只注重模仿而忽

略创新；三是师资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无系统教

材，训练盲目化；四是研究水平肤浅化．
从当前发展来看，中国民族化体育舞蹈改革上

升了一个较大台阶．已由单纯学习模仿过渡到借鉴
创新，并大胆地融入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将民族舞

蹈的优秀元素融入到体育舞蹈中，使其呈现出耀眼

的光环．认知上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体育舞蹈在我
国已经进入了“中国本土化”创新的全盛时期．且掀
起中国体育舞蹈民族化发展的实验热潮，开展了以

西方体育舞蹈的基本动作为载体，以中国民族民间

舞蹈为辅助，探寻体育舞蹈各舞种的自身特点和它

们之间的共性，再找到与中国民族元素有机相结合

的基准点和结合点，以及从体育舞蹈的题材、主题、

情节、动作、音乐、服饰、道具等系统研究，全面创编．
并且，这一共识已经不约而同地变为同行们的实践

行动，改革成果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展示出来，普遍应

用到各高校体育教育教学中，并逐步得到推广．
２２　中国体育舞蹈目前存在的差距

近几年来，虽然我国体育舞蹈在国内外各项比

赛中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绩，体育舞蹈植根于中国

元素中的改革创新已逐渐为国内外同行所认同，但

从总体看，中国体育舞蹈与国际高水准的体育舞蹈

比较，无论从专业选手的个人水平，还是院校体育舞

蹈教学的整体水平，仍存在许多差距．其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

１）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市场运作落后．这给
体育舞蹈的教学培训、应用推广、比赛管理、专业研

究等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相关机构不配套协调，各

地区发展水平不平衡，专业化科研机构不健全等．
２）我国现阶段缺少自己的体育舞蹈理论体系．

缺少系统化、专业化较强的权威性体育舞蹈专著，特

别是切合我国国情（体育舞蹈与中国元素融合）的

体育舞蹈改革方面的论著．
３）西方国家已经把体育舞蹈列入中小学课程，

而我国体育舞蹈教学仅在大专院校开展，这也是一

个差距．目前，我国体育舞蹈的普及还是个问题，即
使大专院校体育舞蹈专业的招生也存在问题，一方

面，由于就业门路的狭窄带来生源不足，另一方面，

是社会对体育舞蹈相关职业认同度不高，致使很少

有男生报考体育舞蹈专业，教学班形成男女生比例

严重失调，使后期体育舞蹈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形成

断层和瓶颈．
４）在民族化体育舞蹈改革进程中，将各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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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融入创编也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动作的创
编，过多注重了外在的“形似”，忽略了内在的“神

似”．我们应从作品主题内容的深层内涵出发，去创
编动作，表现作品的神美，只有形神兼备，才能将表

情（眼神等）与动作协调统一．来自西方的体育舞蹈
具有竞技性、运动性和外向性等特点，因此视觉感受

是直白、热情和奔放．中国民族舞蹈则内敛、含蓄和
优雅．创编中应注意二者的相融性和相斥性．再如，
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入，舞种特点与音乐节奏的切合

也还存在不协调的情况．民族音乐的选择多为现成
的照搬借用，应提倡原创，可采用大型民族交响乐，

效果肯定会大大增强．
２３　国外体育舞蹈研究现状

国外将民族元素融入体育舞蹈的实践性应用由

来已久．体育舞蹈每一种舞种诞生后的研究和发展
都经历了渐进提高、日趋成熟的过程，体育舞蹈每个

舞种都是对各国独特的地域文化积累与沉淀，有其

深远的文化艺术内涵．
纵观体育舞蹈每一舞种发展的历史，都无一例

外地经历了不断注入本土民族元素、丰富舞蹈题材、

创新舞蹈语汇才得于发展的历程．无论体育舞蹈中
的何种舞种都注入了当地民族的元素，烙上了本民

族文化的烙印．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文化、艺术、

体育等领域相应也会受到影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似乎西方人觉醒得更快些，在我们还在犹豫体育舞

蹈进入中国后是否可以把我们民族的元素融入其中

时，国外有识之士早已将中国元素毫不犹豫地大胆

应用到他们的作品中，并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早
在２００３年，德国斯图加特国标舞大赛决赛，摩尔多
瓦代表队表演的集体舞因凸显中国音乐和服饰而夺

冠；２０１０年巴西狂欢节，雷斯廷加舞校的桑巴舞因
引用中国元素成为炫目的看点．这些案例充分说明
体育舞蹈注入中国民族元素不仅仅是中国人情有独

钟，外国人也对其钟爱有加，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创编

已经逐渐为国外同行所接受并主动去学习．

３　国内外体育舞蹈发展趋势

３１　以民族化发展为根本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民族

元素的滋养和支撑．国际标准舞也不例外，它既然是
国际的，那么传入中国后，要让它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在国际性比赛中不断取得好成绩，在国内真正

受到大众的喜爱和追捧，就必须在认真学好各种舞

蹈的技法套路的基础上，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

元素，将体育舞蹈“中国化”，中国的体育舞蹈最终

才能走向国际化．我们把这种民族文化通过全球化
过程走向外界的过程称之为民族文化世界化过程．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３］，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要立足潜心学习研究西方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

领会体育舞蹈真正的意蕴，将体育舞蹈本质有效的

东西引进中国．另一方面，要合理有效地融入本民族
的元素．我们引进体育舞蹈，如果只是一味模仿学习
别人的技法套路风格，那仅仅学到别人的形式，最终

还是别人的，要让它植根于中国，并赋予强大的生命

力，就要加入中国文化，即艺术、体育、音乐、文学等

民族元素的精髓，它才能茁壮成长，最终走向国际

化，为世界各国所认同、赞许．实践证明，在民族文化
国际化进程中，我们只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就可在吸

收外部先进文化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民族文化推向

世界，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走向双赢．
３２　以多元化发展为路径

近几年来，随着体育舞蹈教学的加强和国内外

体育舞蹈赛事的推动，涌现出不少成功的作品．如舞
剧《夜上海》，当它亮相中国杯总决赛时，惊艳了全

场．该剧由北京舞蹈学院吕梓民和二炮文工团纪家
萱创编，仅从命名来看，就可以猜到它是对体育舞蹈

主题的大胆突破，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创意新颖、构

思独到、角色主次分明，是双人舞与团体舞融合较成

功的范例，同时也为体育舞蹈加入民族舞蹈剧情的

可行性提供了有力依据．
云南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具有发展民族

文化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昆明学院专门设立
了民族体育舞蹈研究基地，确立了对云南传统体育

舞蹈挖掘、整理、推广、运用的项目研究目标，承担了

将民族元素与体育舞蹈有机结合的实验研究，创编

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系列民族体育舞蹈系列作品和

成套教材，在省内推广示范和应用后，创作出更具前

瞻性、典范性的优秀作品，使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将云南民族元素融入体育舞蹈的研究，对教学将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应抓住这个发展机遇，深化
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努力创编出具有鲜明主

题和生动故事情节的民族体育舞蹈作品，向国内其

他院校交流推广，为高校体育舞蹈教学提供可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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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的范本和学术研究的依据．
３３　以国际化发展为共识

艺术无国界，体育舞蹈尤为如此．目前许多舞蹈
技术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正在不断突破创新，我国应

该抓住经济发展对世界影响的机遇，扩大文化体育等

多领域对世界的影响，紧跟世界步伐，注入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艺术的元素，丰富创作形式，深化作品内涵，

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舞蹈作品的主题、动作、音

乐、服饰等元素，拓宽体育舞蹈创编表演的艺术之路，

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向世界，以丰富和发展国际标

准舞艺术，实现中国体育舞蹈国际化发展的目标．
“中国民族体育舞蹈”这一概念，是近几年在实

践研究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中国自１９８６年正式将国
标舞引入后，继承了西方体育舞蹈基本的动作和套

路，加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元素（题材、动作、

音乐、服饰等），经过近３０ａ的学习研究、创新发展，
形成了现在的基本雏形．因此，中国民族体育舞蹈具
有西方体育舞蹈的基本特征，不同点是，它已经具

有“中国特色”，即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中能与国际

标准舞共生共荣共发展的许多优秀元素．
体育舞蹈与中国的民族性融合已经形成了共

识：探寻符合中国特色的体育舞蹈民族化路径，研究

西方体育舞蹈和中国民族体育舞蹈的本质特征．而
西方体育舞蹈是把舞蹈以一种艺术形式，从身体艺

术的基本精神当中抽离出来，将其投入到体育领域，

将舞蹈艺术赋予体育竞技性的一种舞蹈形式［４］．它
不仅具有体育的运动性、竞技性等基本特征，还具有

舞蹈的艺术性、观赏性等特征，且兼有外在力量美和

内在气质美的双重表现形式．
以中国民族音乐的融入为例，要找到它与体育舞

蹈的融合点，首先要确定国标舞中的某一舞种与中国

民族音乐中的何种民族音乐进行天衣无缝

的“嫁接”．“音乐无国界”，一首曲子不外乎旋律、节
奏、和声等几大要素，中西方音乐都如此．有人认为中
国音乐重韵律，轻节奏，而西方音乐重节奏，轻旋

律．［５］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之处，中国民族音乐既注重
旋律也注重节奏，关键看你如何去找到它与国标舞某

一种舞种的结合点，这需要有音乐的素养，并不是几

条生搬硬套的条文能界定的，这是体育舞蹈创编的艺

术，需要长期的研究和摸索，才能积累出经验．
３４　以人文化发展为宗旨

体育舞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由原来的程

式化、单一化、竞技化变为全面关注人的需求，向观

赏性发展．创编过程中，题材选择、主题确定、情节安
排等都充分注重可观赏性，融入人文关怀的元素和

语汇，将竞技与表演二者有机结合，扩张了以往国标

舞偏重参赛竞技性的功能，既不失舞种的特点和规

范，又增添了表演的艺术价值，极大地满足了大众审

美愉悦的需求．
国内外体育舞蹈的发展趋势，正向民族化、多元

化、国际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东西方文化

相互学习借鉴交融的现象．目前体育舞蹈在中国的
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中国化的体育舞蹈优秀

作品层出不穷，在国际体育舞蹈重大赛事中频频获

奖，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国外体育舞蹈作品也纷
纷吸纳了中国民族元素，融入到重大比赛的参赛作

品中，并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和追捧．这些事实充
分说明，中国对体育舞蹈的传承和创新，方法是得当

的、步伐是稳健的、改革是成功的、成果是喜人的．同
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体育舞蹈的学习

和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距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

很大差距，今后的工作仍将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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