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技巧“双重倒立坠落成颈上倒立”
高难创新动作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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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现役世界冠军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和专家访问法，对此动作的创新性和动作性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得出的结论为：

一方面，此动作不仅完全具备作为难度储备动作的条件，即超前性和创新性，而且还为继续开发此类新的超高难创新系列动作奠定基础；另一方面，

此动作性质的“特殊性”为拓宽技巧领域的动作范围和丰富动作形式创造了先决条件，在世界大赛中运用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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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技巧男双 一 直 称 霸 世 界 ，特 别 是 福 建 男 双 曾

多次代表我国参加世界级技巧大 赛 ， 已 连 续 多 年 获 得 世 界 冠

军，被赋予“冠军摇篮”的美誉。他们之所以能够屡屡夺魁，其

制胜的法宝主要是在超高难创新动作的设计与开发上。“双重

倒立坠落成颈上倒立”动作是新一代福建技巧男双的超高难创

新动作之二，虽然尚未在国内外技巧赛场 上 一 展 风 采 ，但 作 为

新一代福建技巧男双的领头羊宋 敏 和 李 仁 杰 已 经 能 够 较 好 地

完成。因其动作本身设计的超前性决定了能否作为本队的难度

动作储备及在世界大赛中运用，对于这两方面的可行性研究与

探讨，笔者认为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目前，国内外有关技巧的学术 报 道 资 料 匮 乏 ，特 别 是 对 本

文所阐述的这类动作的研究现仅有一篇文章，笔者希望通过对

此动作这两方面可行性的研究，为提高技 巧 的 技 术 水 平 ，拓 宽

技巧的训练内容及丰富技巧动作的内涵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研究对象

福建技巧男双运动员：宋敏 （下面人） 和李仁杰 （上面

人）。此二人蝉联了 (GG* 年至 ,)), 年男双项目的世界金牌。

!"# 研究方法

(%,%( 文献资料法 查阅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数十篇。

(%,%, 专家访问法 访问国内戈炳珠、杜辉雄、王序良等 () 余

位有关专家。

# 作为难度动作储备的可行性探讨

近几年来，世界技巧运 动 发 展 非 常 迅 速 ，若 想 在 重 大 的 世

界性比赛中夺魁，必须遵循“难、新、稳、美”的世界技巧运动的

发展趋势。

#"! “难”是此动作作为难度动作储备的前提

“难”字主要体现在动作本身的难度上。根据现今执行的

国际技巧规则难度表，此动作开始姿势———双重倒立的难度值

为 (,W(X，属于高难度动作。在此基础上，“上”又要经大开臂倒立

坠落至“下”的颈背部成“颈上倒立”，其支撑点的变化是在转

瞬间完成的，且支撑部位属于软支撑，“上”重心 落 差 变 化 大 ，

而且在“上”坠落过程中，“下”需利用自身颈肩部肌肉和韧带

力量既要控制自身重心的移动，又要维持 其 身 体 姿 势 ，保 持 其

在转瞬间处于平衡状态。由于“上”在坠落撑至“下”颈背部时

产生较大的冲击力，要求“下”颈背部的抗冲击能力要好。从一

定意义上讲，对“下”在动态中调节自身 平 衡 及 维 持 系 统 平 衡

的能力要求较高，因此动作难度大，不易掌握 W,X。

#"# “新”是此动作作为难度动作储备的必要保证

“新”就是指创新。世界技巧运动的全部进程就是不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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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过程，以新的高难动作淘汰 旧 的 低 难 动 作 ，造 成 难 新 动 作

不断地出现。因此可以说，只有创新，技巧运动才有强大的生命

力。

所谓创新动作，是赋予原有的或设想的动作以新的技术结

构、更高的价值和更新的生命。创新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创动作

与再造动作 !"#。首创动作是指属于开发来的创新动作。这类动作

不借用本项运动的其他项目动作，又不是以某一个难度为基础

发展而来的，它纯属因重新构思而设计出的全新动作。再造动

作包括两类，一类动作是转移而 来 的 ，指 技 巧 各 项 目 之 间 的 相

互转移；另一类动作是以原有难度为基础发展来的创新动作。

而本文讨论的动作属于首创类动作，开辟了技术动作新领域。

这种创新的动力是与竞赛需求有直接关系的。另外，现代科学

理论与技术向竞技体育的渗透、移植和应用也为竞技体育创新

提供了内在的科学依据 和 技 术 原 理 ， 规 定 了 创 新 的 内 容 和 方

向。此外，矛盾运动的激化也可以促进创新的产生和应用。

本文所研究 动 作 的“ 新 ”，主 要 体 现 在 高 难 动 作 的 超 前 设

计上。目前国内外技巧界均意识到高难动作的超前设计与开发

是取胜的关键。首先难 度 的 发 展 必 须 遵 循 人 体 运 动 的 力 学 规

律，其次是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别人一时难以照搬或模仿的高难

动作，力求走在技巧运动难度发展的最前沿 !$#。此动作在一定程

度上借用现有民间传统项目———杂技的“倒立劈砖成倒立”动

作，但又有所不同。因为一方面本文研究的动作中“上”重心在

纵向上的变化大于“劈砖动作”中 演 员 重 心 在 纵 向 上 的 变 化 ；

另一方面，前者“上”坠落后支撑部位是“ 下 ”颈 背 部 ，属 于 软

支撑，且“下”处于动态变化中， 而后者则撑在 砖 上 ， 属 于 硬

支撑，且处于静态之中，可见前 者 动 作 难 度 大 于 后 者 。 除 此 之

外，“新”字还体现在“过渡”形式上，既 非 采 取 静 力 性 动 作 的

“接触”形式，又非采取动力性动作的“抛接”形式。

!"# “创造性思维”为此动作的可连续发展提供了储备空间

我们从中可以充分地看到，此动作既建立在 “创造性思

维”的基础上，又注意了解技巧运动的发展趋势， 注意动作设

计的“超前性”，做到有储备、有 开 发 。 另 外 ，笔 者 认 为 要 注 意

“动作的延续性”，使创新动作形成“类”。例如日本体操界创

新形成的“旋”类动作，欧洲技巧界创新的“头上单臂系列”及

中国技巧界创新的“高单臂系列”等等 !%#。准确地讲，本文所研

究的动作是“双重倒立 坠 落 成 同 向 颈 上 倒 立 ”，可 以 以 此 发 展

“双重倒立坠落成侧向颈上倒立”和“双重倒立坠落成异向颈

上倒立”等坠落成方向不同的动作，特别是本文所研究动作中

新型的“过渡”形式更值得拓展 ，它 可 以 应 用 于 所 有 的 配 合 项

目，开拓了技巧技术的新领域，创造一种全新类型的技术动作，

丰富了技巧理论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此动作是很有发展前途

的。现今我国男双的“单举单”动作已成熟，而且在世界大赛上

占绝对优势，因此可暂不使用此 动 作 ，但 将 其 作 为 难 度 动 作 储

备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 在世界大赛中运用的可行性分析与讨论

#"$ 动作性质划分状况

“双重倒立坠落成颈上倒立”虽然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但未

在世界大赛上出现过，是属于我国福建技巧队第三代男双独创

的一个动作，而且动作的直接操 练 者 是 现 役 的 世 界 冠 军 ，此 动

作一旦在世界比赛中亮相，便可以成为未来夺冠的 “秘密武

器”。但对这一超高难创新动作的性质所属范围问题颇有争议，

因为国际技巧规则对双人和集体项目编排的专门要求中，平衡

动作的特点是指 “& 个或几个同伴完成平衡动作过程中的所有

时间都相互接触。平衡动作可以是在某一位置静止的，也可以是

运动性的动态平衡”!’#。动力性动作的特点则是指“同伴之间的

短暂接触，包括腾空动作”!’#。我们根据规则可以将此动作分为

几种情况进行讨论。

（(）作为一个静力性平衡动作，则不符合现行规则中对平

衡动作的要求，因为规则中要求同伴间的平衡动作过程中时刻

都要保持相互接触。

（&）作为一个动力性动作考虑，则仍然不符合现行规则中

对动力性动作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上”的运

动轨迹不同。动力性动作的运动轨迹是抛物线，包括上升和下降

两个阶段，而此动作的运动轨迹只具备抛物线的下降阶段，没有

上升阶段；另一方面“上”获得动力的来源不同。动力性动作中

的抛物线运动轨迹是“上”运用自已或同伴的主动发力而获得

动力，而此动作中的运动轨 迹 则 主 要 依 靠“ 上 ”自 身 重 力 来 完

成。

（"）作为在不同部位完成的两个静力性平衡动作的结合，

只是由于“上”从“下”倒立脚上支撑到其颈肩背部支撑的距离

较远，无法直接过渡，只有通过短暂的脱离才能把两个动作连接

起来，它有别于传统的静力性动作之间的过渡形式，传统的静力

性动作之间的过渡均采用“接触式”过渡。因此，它可以看作是

一种全新的过渡形式，这种特殊的过渡形式能够给人以耳目一

新、独辟蹊径的启迪。

（$）作为一个静力性动作和一个动力性动作的组合，即“双重

倒立”和“坠落成颈上倒立”两个动作的结合，根据规则可以看出

“双重倒立”为典型的静力性动作，而“坠落成颈上倒立”则不完全

具备动力性动作的特点。

#"! 动作性质的调研结果与探讨

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专家认为是由两个静力性平衡动作

通过“坠落”这种新的过渡形式得以衔接，使得静力性动作的过

渡形式充实全新的内容。针对以往男双静力性动作中“上”过渡

值的加分情况来看，“上”与“下”的接触部位并未发生改变，仅

是以“上”、“下”二人位置和身体姿势变化的难易程度来确定，

对于新开发的这种过渡形式仍然如此。虽然两者的身体姿势变

化不是很大，但是位置发生明显改变，只是由于“开始动作难度

值”、“下落高度”、“落下后的支撑面积”等因素的影响应给此

类过渡形式的动作赋予更大的难度值。

少部分专家认为是一个静力性动作和一个动力性动作的组

合，可用于第三套动作当中，即以“双重倒立”停 & ) 为一个静

力性动作，“坠落成颈上倒立”为一个动力性动作，尽管后者不

完全符合动力性动作的特点。在以往的比赛中曾出现过类似的

动作组合，如前苏联女双曾做过“高倒立停 & ) 到‘上’分臂落

下成在‘下’肩上成倒立”。经比赛前提及国际技巧联合会技术

委员会集体的讨论、研究、认定，在比赛中认可该动作为两个动

作，即一个静力性动作和一个动力性动作。

笔者认为，此动作是两个静力性动作通过全新的“过渡”形

式来结合的。我们从现行规则中可以查到“双重倒立”和“颈上

倒立”动作的难度值，仅是它的“过渡”形式突破了现行规则的

条款。过去均是慢用力动作，并保持接触，属于亚静态平衡，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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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过渡”形式是快速变化 的 ，突 破 了 以 往 的 时 刻 保 持 接

触的亚静态过渡形式。其运动形式是自由落体，使过去原有规

则的过渡形式不能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即将双重倒立和颈上

倒立通过全新的过渡形式衔接起 来 ，形 成 一 个 完 整 的 、全 新 的

动作组合类型。另外，对规则改进的难度，其影响不会很大，有

利于规则完善的循序渐进过程。

国际权威人士认为，此类动作是技巧运动中新的动作组合

类型，在以往规则中没有明确规 定 ，对 于 此 动 作 的 难 度 值 问 题

则认为若将它作为一个动作组合考虑的话，其难度值应是两个

静力性动作难度值之和的 ! 倍，根据规则计算得出总难度值为

"#$%&。因为此动作突破常规，动作本身的意义很大，对运动员的

身体素质要求高，是当今世界技 坛 上 最 难 的 动 作 ，惟 我 国 运 动

员所独有的创新动作。在未来的世界比赛上，一旦能够完成并

且成功的话，必然轰动，成为夺魁的“重型武器”。可见’对这类

动作属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是必要的。

黑格尔认为，矛盾是 一 切 运 动 和 生 命 的 根 源 ，事 物 只 有 在

本身具有矛盾时，它才会运动，才有动力和活力。辩证唯物主义

认为：矛盾是客观的，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在实践推动理论发

展的同时，理论也反作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实践与理论是两个

对立的方面。它们的同 一 性 表 现 在 理 论 和 实 践 之 间 的 相 互 依

赖、相互依存，每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两者的斗争

性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这种既相互依存又

相互否定的属性就表现在实践的发展是对原有旧规则的否定，

而新规则的产生又对旧实践是一种否定。这种矛盾在技巧运动

中的主要表现为创新动作的产生、发展促进和推动规则的不断

改进和完善。规则的本身不是目的，规则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指

导和促进技术动作的发展。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进

行思维活动去探索规律，形成规 则 ，揭 示 事 物 的 发 展 规 律 和 前

景，促进实践的发展，但规则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当实践中出

现的新事实冲破旧有理论、观点、范畴之时，就把人们的认识引

导到新的境地，产生新的理论。可见，规则作为竞技体育比赛的

规范和准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 的 存 在 和 不 断 完 善 是 竞 技

体育比赛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它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反

映着技术发展的新趋势。通过规则的修改及时纠正了有碍技巧

发展的某些倾向，使技术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本文所研究的动作是超出常规的超高难创新动作，它突破

了现行规则中对静力性动作和动力性动作的特点描述，完全可

以作为一种全新的动作组合类型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就迫切

需要对现行规则做出相应的改进，使对这类动作的属性问题及

评判做到行之有据。以往的技巧规则是每四年修改一次，其主

要原因是创新动作的不断涌现。%))# 年 %* 月初在德国里萨举

行了国际技巧联合会议，其中建议每两年改变一次达到 %* 分的

难度要求（单人项目难度表）是本会的主要议题。可见，随着时

代的发展，大量创新动作的不断出现使规则的修改和完善也会

继续地进行，并且有可能将修改的周期缩短，这也符合更高、更

强、更快的奥运精神，是不可阻挡的竞技比赛潮流。由此，现今执

行的国际技巧规则会继续完善，并且还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规

则不断改进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指导和促进难新动作的出现，开

辟技术动作新领域，充分体现出世界技巧运动的发展趋势，促使

技巧运动更好地发展。

! 结论与建议

（%）针对此动作因其超前设计作为难度动作储备的可行性

研究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此动作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超高难的

超前设计，突破了原有的技术、模式和思维，体现出作为难度动

作储备的超前性和创新性。另外，动作的操练者是现役的世界冠

军，若使我国技巧男双的技术水平永远处于领先地位，必然要有

超前的“秘密武器”，即可完成的超高难创新动作。可见，此动作

作为难度动作储备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针对此动作在世界大赛中运用的可行性研究得出：尽

管对于此动作的所属范围问题颇有争议，但它在世界大赛中运

用是完全可行的。虽然此动作的性质与现今执行规则中的两类

动作的动作性质均有一定出入，但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动作组合

类型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就会促使规则必须作出相应的改进，使

之适应技术的发展，并反映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使技巧运动向更

高、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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