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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录像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对2018~2019年全国跳绳联赛总

决赛车轮跳项目体育院系组的成套动作编排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体育院系组成套动作难度类

别较为单一，等级难度上使用不均匀；音乐风格选用单一，动作与音乐不契合；场地移动不太理想等。

研究还提出对车轮跳项目成套动作创编的建议：编排思路要符合规则要求，提高创新性；加强运动员系

统的训练，提高综合能力；加强师资培训力度，提高教练员的综合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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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use of literature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video analysis method, ma-
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etc.,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mplete set of ac-
tion arrangement of sports departments of wheel jump event in the 2018~2019 National Rope 
Jumping League Final,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difficulty category of the set of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s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the use of the difficulty level is not uni-
form. The music style is single, and the movements do not fit with the music. The site movement is 
not ideal. At the same time,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create the complete set of action 
of wheel jump: the arrangement idea sh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ules and improve the in-
novation; strengthen athletes’ systematic training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streng-
then teacher training,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coach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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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跳绳运动起源于我国，唐朝称跳绳为“透索”、宋称“跳索”、明称“跳白索”、清称“绳飞、跳

百索”，民国后称“跳绳”[1]。现如今的跳绳运动，是从古老的“跳白索”发展成今天丰富多彩的花样

跳绳，它已不再是单一乏味的跳绳形式，而是结合了舞蹈、武术、体操等多样化的形式，跳绳运动的发

展在我国逐渐走向成熟化。在赛事方面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的大力支持，先后于

2007~2013 年连续举办了 5 届全国跳绳公开赛；2012~2014 年开始陆续举办全国跳绳精英赛、全国跳绳挑

战赛、全国跳绳锦标赛等赛事；2015 年开始举办全国跳绳联赛及总决赛，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是目前我

国级别最高的赛事，而且“2018~2019 年全国跳绳联赛”成功入选教育部体育竞赛计划。现如今的花样

跳绳发展迅猛也是离不开在学校的宣传力度，全国各地的许多学校都在开设花样跳绳特色课程，并且跳

绳运动被我国纳入中考体测项目。全国各地也逐渐创办跳绳俱乐部，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并且具有自

己的管理体系。经过专家研究跳绳运动对人体的健康丝毫不逊色于其它项目，它可以全面锻炼人体的力

量、速度、耐力、灵敏和协调力等身体素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花样跳绳的价值性 
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是目前我国跳绳联赛级别最高的赛事，在花样跳绳比赛中，分别有计数赛、个

人花样赛、表演花样赛、车轮跳花样赛、交互绳花样赛。而车轮跳是花样跳绳赛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

在比赛中车轮跳项目成套动作编排，不仅要体现动作观赏性还要体现动作的创新性，这样运动成绩才能

脱颖而出。所以研究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的编排是很有必要的。 

2. 2018~2019 年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车轮跳项目体育院系组成套动作编排存在的问题

分析 

2.1. 难度类别较为单一，等级难度上使用不均匀 

难度动作是花样跳绳赛评分的核心内容，运动员符合一定的身体素质和技能水平去完成相对较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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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在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成套动作编排中教练员及运动员不仅要注重每一个动作类别的难度等级，

更要注重动作类别叠加的等级从而拿到相应的高分。通过对体育院系组的比赛视频进行统计与分析得出，

在难度动作方面上的创编还存在很多的问题。第一，难度类别较为单一。在 8 个难度动作类别中，8 支

队伍几乎都没有编排到步伐花样，有 5 支队伍也没有编排到力量花样，而多摇、体操和放绳花样在成套

动作编排中也相对较少，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了整套动作得分。第二，难度等级使用也不均匀，大多数的

队伍都是集中运用三级较多，而在四级和五级使用较少。第三，成套动作选用低难度级别的数量大于高

难度级别的数量。由此看来，体育院系组各参赛队伍在成套动作编排中选用各类别的难度数量分布不匀

称，交叉花样，转体花样、换位花样运用率较高 ，而步法花样、体操花样、力量花样、放绳花样运用率

较低，没有注入太多花样类别的特色元素，因此在编排中这 8 类难度类别应该均匀分配，才能展现出花

样跳绳车轮跳项目难度类别的魅力。所以编排者在编排中敢于创新，把各类难度花样均匀的分配体现出

成套动作编排的创意。 

2.2. 音乐风格选用单一，动作与音乐不契合 

音乐是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整套动作的点睛之比，是成套动作创编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通过在现

场观看比赛及后期反复观看视频，体育院系组各参赛队的成套音乐风格选用都有摇滚乐、电子乐和舞曲

乐，但是在选择流行乐上还是占的比重较多，说明音乐风格的选择较单一。8 支队伍中有 7 支队伍音乐

曲目上只有一首，除了上海体育学院男子组，有两首音乐进行拼接，使成套动作音乐的起伏明显，增加

了成套动作的精彩程度。在音效方面上，8 支队伍都没有进行任何修饰，说明在音乐的剪辑水平上较弱，

而且大部分的队伍出现动作与音乐不合拍的情况，所以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在音乐剪

辑水平上还有待加强。 

2.3. 场地移动不太理想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应该在编排中多注重场地移动，不仅使场地空间饱满，还能使成套动作更加生动

[2]。通过观看车轮跳项目体育院系组比赛的视频统计及公布的分数分析得出，场地路线移动了 1 次的有

3 支队伍，这 3 支队伍在场地移动上缺乏动作的多样性。场地移动 2 次有 2 支队伍，整套动作移动不够

丰富。场地移动 3 次有 1 支队伍，但是移动的不够饱满，拿不到高分值。有 5 次场地移动的有 2 支队伍，

分别是上海体育学院的混合组和男子组，场地移动路线比较丰富，能使成套动作达到最佳的视觉感。 

2.4. 失误次数较多 

通过观看车轮跳项目体育院系组的比赛视频，可以看出体育院系组在比赛中动作失误次数较多，并

且不注重绳礼。在失误方面上，8 支队伍中有 7 支队伍都有失误，而导致扣除相应的分数。而只有一组

队伍以零失误拿到了冠军。可以看出，本次跳绳总决赛车轮跳项目在编排中失误次数严重，出现失误的

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运动员对成套动作不够熟练，二是运动员动作与音乐节奏把握不好，三是运

动员过于紧张而导致忘动作。所以可以看出运动员及教练员在练习过程中不重视动作细节是车轮跳项目

存在的较大问题，因此，针对失误问题，运动员要加强心理素质和技能熟练水平的练习，才能在比赛中

避免出现失误而获得高分值。 

2.5. 不注重绳礼 

绳礼是花样跳绳花样赛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体现运动员的自身素养。在绳礼方面上，8
支队伍在比赛中向裁判员鞠躬行礼的有 3 支队伍，占 37%，而没有鞠躬行礼的有 5 支队伍，占 62%。通

过观看现场比赛，很多队伍上场和下场并没有绳礼，一上场就直接造型开始比赛，结束也随意的直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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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场，没有给裁判员和观众良好的尊重礼节的印象，导致扣掉了相应的分数。从而也得出，目前我国花

样跳绳车轮跳项目在编排中不注重绳礼，这也是编排中最大的失误 

3. 提升车轮跳项目成套动作编排的对策 

3.1. 编排思路要符合规则要求，提高创新性 

规则是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成套动作编排的指南，教练员及运动员要充分掌握规则要求，才能制定

出科学有效的训练计划，紧扣规则去创编，才能编排出一套好的比赛作品[3]。在成套动作编排中考虑不

失误的情况下，合理的选择和应用各类花样类别及难度级别。同时，多注重场地移动、绳礼的分值。 
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多数的老师都是各个学校的体育老师，在音乐方面知识上没有进行过任何专业

培训，所以比赛的成套动作编排音乐的运用上比较简单，大多数的教练员及运动员都只是简单的选择节

奏较强的流行音或舞曲乐进行编排，而且在曲目选择上只有 1 首和动作与音乐不契合的队伍占的比重较

多，说明目前国内比赛音乐的运用与剪辑水平较差，为解决这种状况，教练员及运动员多学习音乐专业

的知识，提高音乐在比赛中运用的重要性意识，从而加强对音乐制作和剪辑的能力，增加比赛音乐的丰

富度，使成套动作与音乐完美融合，提高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成套动作的艺术性。 

3.2. 加强运动员系统的训练，提高综合能力 

花样跳绳车轮跳是团体项目，它对协调性以及同伴的配合要求较高，所以运动员要具备一定的技能

水平同时还有培养与同伴之间的默契度，但每一位运动员的身体素质都会有不同，所以教练员想要提高

队伍的全面发展，就应该在训练中运用“以强带弱”的方式进行练习，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每位运动员的

自身价值，还能增强队伍的整体水平。在训练中，教练员也要考虑每位运动员的自身素质去制定合理训

练方法，同时在训练中教练员重视失误的问题，在比赛临近前，组织模拟比赛，要求运动员在模拟比赛

中以零失误为目标，进而提升心理素质和成套动作的熟练度。教练员想要提高运动员的成绩就要制定科

学有效的训练方法，在保证训练时间和效率基础上，提高运动员的综合能力。 

3.3. 加强师资培训力度，提高教练员的综合能力 

教练员是成套动作编排中核心人物，教练员在创编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了解运动员的特

点去创编合理的套路。第二，教练员需要不断的提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这样才能帮助运动员创编出

专业的成套动作。第三，教练员在教学和工作中要不断深入研究规则，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所以教练

员要不断地参加花样跳绳专业培训和实践活动，丰富自身专业水平和教学经验，同时多向经验丰富的其

他教练员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审美能力。 

3.4. 学校加强支持花样跳绳项目的力度 

学校的重视程度是运动员在比赛中取得佳绩的重要因素。在参赛队伍中可以出上海体育学院混合组、

男子组及女子组都取得优异的成绩，看的出来学校很重视。所以想要加快花样跳绳的发展学校的重视程

度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比如在招募教练员、资金的赞助、训练设施与场地的提供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学校对参赛选手的认可及精神上的支持，给予学生足够的条件，就能保证运动员在训练中提

升技能水平同时也能提升创编能力。 

4. 结论 

1) 动作难度类别较为单一，等级难度上使用不均匀，场地移动不太理想，失误次数较多，不注重绳礼 
2018~2019年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车轮跳项目体育院系组成套动作编排中高难度级别数量选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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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类别选用比较单一。转体花样、交叉花样、换位花样占的比重较多，缺乏步法花样、体操花样、力

量花样及放绳花样的创新；在场地移动创编上不太理想，大部分的队伍场地移动不明显；比赛中出现失

误次数较多，不注重绳礼。 
2) 音乐风格选用单一，动作与音乐不契合，教练员专业水平不足 
2018~2019 年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车轮跳项目体育院系组在音乐运用风格上比较单一，曲目选择和

音效上没有进行剪辑，动作与音乐节奏不一致，音乐的选用和剪辑水平有待提高。 
同时，教练员的专业水平及创编能力也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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