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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及观察法等对 2006年全国蹦床冠军赛网上项目的赛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国内各队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为我国蹦床运动的战略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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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interview and the observation, and so on,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situation

of net project of the Nation Trampoline Championship in 2006. We analyzed the questions that every team of China has,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offer constructive reference for strateg ic development of the

trampoline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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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全国蹦床冠军赛于2006 年 11月 6- 11 日在福建

省福州市举行,比赛共设 10 个项目,其中网上项目有 6 枚金

牌,包括男、女网上团体; 男、女网上个人和男、女双人同步,

共有来自全国 15个省市的 112 名运动员参加网上项目的角

逐。

目前蹦床项目虽然被国家体育总局定位为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夺金的潜势项目, 但其本身发展还不到 10 年的时间。

此项目在取得一系列辉煌成绩(见表 1)的同时也存在诸多

值得国内外专家关注的课题。本文通过对 2006 年全国冠军

赛的现场调研,发现了一系列存在的问题, 笔者力求通过对

其较为详尽的分析和探讨, 提出建设性意见,使我国的蹦床

竞技水平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表1 1999- 2006 年我国蹦床网上项目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中取得成绩一览表

年 份 男网个人 女网个人 男网团体 女网团体

2002 年世界杯赛(乌克兰) 第 6 名

第 23 届世界锦标赛 第 8 名 第 2 名

2004 年世界赛(瑞典) 第 6 名 第 5、7名

2004 年世界赛(俄罗斯) 第 5 名

第 28 届雅典奥运会 第 3 名

2005 年世界杯赛(保加利亚) 第 3 名 第 4、7名

2005 年世界杯赛(巴黎) 第 5 名 第 8 名

2004 年世界锦标赛 第 1 名 第 1 名

2006 年世界杯赛(比利时) 第 3、8名 第 5、8名

2006 年世界杯赛(俄罗斯) 第 2、8名 第 4、6名

2006 年世界杯赛(瑞士) 第 3 名 第 1 名

2006 年世界杯赛(德国) 第 6、7名 第 1、6名

注:仅将获得前 8名的成绩进行统计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参加 2006 年全国冠军赛网上项目比赛的所有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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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12名, 其中男运动 57 名, 女运动员 55 名, 男女比例接

近 1: 1。

1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现场观察法、录像资料法、数理统

计法、访谈法等进行研究。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 1 比赛规则的执行情况

本次比赛采用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

定的2005- 2008 年最新国际蹦床评分规则及 2006 年国内比

赛特定规则。其中特定规则中明确规定实行 两加两减 , 即

腾空高度加分、落点准确加分、位移过大减分和结束亮相时

间不足减分。由此可以看出有关领导和专家已经意识到比

赛规则对于其技术发展导向作用的重要性。即在一定程度

上有意识地引导我国蹦床训练的方向,同时也有意识地强调

对运动员进行相应的针对性训练,使我国蹦床运动员的综合

竞技能力水平向世界的一流水平靠拢, 为实现 2008 年奥运

会上蹦床项目金牌零的突破寻找一切可能的突破口。

2 2 参赛队伍和参赛人数变化不大

表 2 1999- 2006 年全国蹦床冠军赛网上

项目的参赛队伍和人数一览

年 份 1999 2000 2002 2004 2006

队伍数量(支) 17 17 13 17 15

参与省市(个) 16 16 13 17 14

参赛人数(男) 63 70 44 70 57

参赛人数(女) 54 59 32 57 55

2 2 1 参赛人数变化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与往届全国蹦床

冠军赛相比,此次参加比赛的队伍和人数稍有所减少。得出

我国蹦床项目后备队伍的建设尚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 由

于各省的省运会均刚刚结束, 运动员处于赛后调整期, 从而

造成参赛人数减少。但笔者认为当前世界先进的竞赛机制

均是以赛代练, 以赛促练, 和以赛检练。为此各省市的有关

领导应加强思想认识,有意识地让运动员在复杂多变的条件

下参加比赛,积累比赛经验。另一方面,在我国部分省市还

是非常重视此项目的发展和建设, 甚至还将蹦床项目作为其

新形势下建设体育强省的优势或潜优势项目 (见表 3)。当

然也有部分省市仍然没有建立稳定的队伍, 甚至根本没有成

立队伍。当然, 我们也不是提倡所有的省市均要开展此项

目,建议各省市应在培养重点项目的同时扶植新兴项目, 只

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此项目的长期发展。

表 3 2006 年全国蹦床冠军赛奖牌榜

项目 省市 福建 上海 山西 江苏 广东

金 牌 4 1 1

银 牌 2 1 2 1

铜 牌 2 2 2

名 次 1 2 3 4 5

2 2 2 各省市后备队伍建设不够完善 从表 3 中可以看

出,福建、上海、山西、江苏和广东瓜分了本次比赛 6 个项目

的所有奖牌,获奖牌的省市仅占总参赛队伍的 1 3, 还没出现

群龙争霸的局面,特别是福建省仍然毫无疑问地位居霸主地

位。自 1998 年我国开展蹦床运动以来, 福建省体育局和体

育训练中心便狠抓运动员的训练和队伍建设, 使得运动员的

技术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曾一度形成国

家集训队的运动员绝大部分来自福建的垄断局面, 福建籍女

运动员黄珊汕摘得我国蹦床运动史上的第 1 枚奥运会铜牌。

近年来福建省在队伍建设上还采取了新的方式, 即为避

免参加国内大赛时,优秀运动员因国内政策限定的参赛指标

等问题影响参赛,同时利于后备运动员积累大赛经验, 将原

来省内一些较为优秀的后备青少年运动员交流到其他省市,

力争最大限度地保持其优势项目的长久发展。可见, 任何比

赛队伍要想在比赛中取得胜利, 就必须要有长远的规划和有

效的战略。

2 3 运动员的基本技术和动作质量

表 4 2006年全国冠军赛网上个人项目运动员成套动作位移减分和高度加分情况统计

类别 运动员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类别 运动员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女子 全 体 1. 7 0. 3 0. 83 男子 全 体 1. 4 0. 2 0. 79

位移 前 3 名 0. 9 0. 4 0. 63 位移 前 3 名 1. 0 0. 3 0. 73

冠 军 0. 0 0. 0 0. 40 冠 军 0. 0 0. 0 0. 3

女子 全 体 0. 1 0. 0 0. 01 男子 全 体 0. 1 0. 0 0. 01

高度 前 3 名 0. 1 0. 0 0. 03 高度 前 3 名 0. 0 0. 0 0. 0

冠 军 0. 0 0. 0 0. 00 冠 军 0. 0 0. 0 0. 0

注:仅将获得预赛前 10名的运动员成绩进行统计(包括男子组中 1失败套次)

从表 4可以看出, 在决赛中网上个人项目的运动员在高

度加分上远少于在位移减分上的减分, 并且冠军、前 3 名及

全体运动员的位移减分呈现依次递增。笔者认为,特定规则

对这两项的评分恰恰强调了基本技术和动作质量,二者是取

得好成绩的重要保证。

2 4 运动员的动作难度

通过观察比赛可以看出当今我国蹦床动作潮流向两极

分化发展。一类注重技术味道,以刘麒鹏、叶帅、陆春龙为代

表,其特点是整套动作表现出动作高飘、舒展优美等特点。

如压网技术正确、有力, 开腿及时、准确,并有爆发力, 空中姿

态控制好,结束亮相保持较好等, 迎合国内外裁判员评分的

价值取向。另一类重视发展动作难度, 以阙志城为代表,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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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在保证一定动作质量的前提下,以其动作的高难度值

作为冲击奖牌的重要条件。事实证明, 在当前的世界大赛

中,必须在难度上有一定保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为最终夺冠

奠定基础。我国著名男子网上运动员阙志诚就是以其 16. 7

的世界第一动作难度值而摘得第 24 届世界蹦床锦标赛金牌

及一系列奖牌。笔者认为,动作质量和动作难度的关系是辨

证统一的、缺一不可的, 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

系。

2 5 参赛动作成套编排

我们通过现场观察和录像复看,可以看出本次参赛选手

的成套动作编排的特点非常明显,大部分网上运动员在第二

套动作的编排中采取 两头难,中间易 的形式,但也发现个

别运动员的编排是采取 强弱组合 的方式,好似音乐的旋律

一样,在动作的节奏上具有鲜明的特点。笔者认为, 新的编

排方式是值得关注的,每个教练员要根据运动员的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编排,在不违背规律的基础上突出运动员的特点

和编排创新性。

2 6 运动员的心理素质

在本次比赛中,我们看到一些有实力的运动员在比赛中

出现不应该出现的失误,失去了竞夺奖牌的机会。其主要表

现是在强手相争的时候,心里负担过重, 造成动作变形, 从而

影响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出现位移过大, 成套动作的高度

一致性受到影响,甚至造成动作中断。笔者认为优秀的蹦床

运动员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我国射击项目在近年内国

际大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与心理训练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是分不开的。笔者建议应将心理训练引入蹦床训练内容中,

根据运动员的个性品质提出针对性的训练方法, 以解决长期

困扰我国优秀蹦床运动发展的难题。

3 措施与对策

( 1)重视科研服务, 发挥科研先导作用;

( 2)加强各省运动员的队伍建设;

( 3)在提高运动员动作质量的同时稳步提高动作难度,

并注重提高运动员的整体竞技能力。

总之,通过本次比赛,值得我们业内人士总结的经验很

多,但总体来说, 本次比赛是成功的、完满的。笔者仅是从自

己的角度来看待比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希望通过更多专家

的参与,尽快提高我国蹦床项目的发展, 并在 2008 年奥运会

蹦床项目上创造属于世界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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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建立体育舞蹈选材体系。由于过去我国不能参加 IDSF 冠

名的比赛, 所以我国选手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也很少, 和国

外选手的交流也比较少, 我国体育舞蹈发展的比较缓慢, 尽

管体育舞蹈运动员有着较好的身体素质基础,但是舞蹈的编

排、艺术性与风格方面是无法与国外的运动员相比的,为今

后加强我国体育舞蹈运动员同国际的交流和提高体育舞蹈

的整体编排水平是我们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3 结 论

( 1)目前我国有体育舞蹈运动员 88 606 人。体育舞蹈运

动员分布不均衡,总体呈东强西弱之势,体育舞蹈在东部沿

海大部分省份已经开展的具有一定规模,但是在西部大部分

省份开展现状不好,有些省份仍然没有开展体育舞蹈项目。

( 2)运动员文化层次有所提高, 高学历运动员多数为体

育院校和舞蹈院校学生,说明体育舞蹈在社会上的普及力度

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在高文化层次人群的普及。

( 3)体育舞蹈运动员多数是从舞蹈、体操等项目转项而

来,目前仍然没有自己的选材体系。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

也跟不上体育舞蹈的发展速度, 科研水平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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