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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体育院校非专业体育舞蹈教学策略研究

吴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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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舞蹈是高等学校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为了促进福建省体育院校体育舞蹈教学的开展，运用文献调查

法、问卷调查法、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对福建省体育院校非专业体育舞蹈教学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福建

省体育院校非专业体育舞蹈的教学效果不理想。 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并非教师能力或学生兴趣不足，而在于班级人

数过多、舞伴缺乏、舞蹈基础薄弱、课时短、学分少、双师教学无法实施、教材不理想、社团不完善、院校不重视等原因，
建议院校应重视体育舞蹈项目，优化课程设置，编制有效教材，重视理论课教学和社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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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舞蹈（国际标准舞）形成于 １９２４ 年，是由英

国皇家舞蹈家教师协会对当时世界流行的社交舞进

行挑选和规范化后形成的十项兼有体育性质的舞蹈

运动［１］。 由于其健康时尚，一经形成后，便受到世界

人民的喜爱。 体育舞蹈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传入中国，
我国在 １９８７ 年就把其列为高校体育教学内容，１９９１
年又将体育舞蹈列为高等师范院校体育系科的必修

课程。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

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中提出要强化面向

全体学生普及艺术教育，把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

教学计划，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教育公共艺术课程建

设的规范性、制度化和科学性。 福建省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高校陆续开展了体育舞蹈课程，但由于该课程

在本省起步较晚，课程及教学体系尚不完善。 因此，
体育舞蹈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势有必

要将教学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与解决。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以集美大学体育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

院、闽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莆田学院体育学院、福建

技术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体育舞蹈普修课的教学情

况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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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文献调查法

利用网络资源，查阅了中国知网等学术网站中收

录的有关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相关文献，调查相关资

料、素材，为本文提供理论参考。
１． ２． ２　 德尔菲法

采用通讯方式征询专家同行的意见，根据多次反

馈与汇总，逐步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确定出衡量教

学效果目标的若干指标。
１． ２． ３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

专家同行对以上若干指标相较于教学效果目标

的重要性作两两对比，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１． ２． ４　 问卷调查法

对上述学校进行抽样调查，发放教师问卷 １０ 份，
回收 １０ 份，有效问卷 １０ 份；发放学生问卷 ２７３ 份，回
收 ２６７ 份，有效问卷 ２６１ 份；发放专家同行问卷 ３ 份，

回收 ３ 份，有效问卷 ３ 份。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逻

辑及数理统计分析。 问卷内容具体、全面、有针对性，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福建省体育院校非专业体育舞蹈教学目标达成

效果不理想

教学目标是关于教学将使学生发生何种变化的

明确表述，是指在教学活动中所期待得到的学生学习

结果，是衡量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２］。 采用层

次分析法（ＡＨＰ）首先确定“教学目标”为一级指标，
针对问题———“哪些是最能体现教学目标实现情况

的考量因素”，应用德尔菲法，确定“健身性、社交能

力、专业技能、陶冶情操、就业发展、舞蹈文化”为二

级指标，建立层次结构模型，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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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体育舞蹈教学目标的评价指标层次结构模型

　 　 二级指标说明：健身性特指体育舞蹈带给学生不

同以往的锻炼效果；社交能力指体育舞蹈作为双人舞

对异性交往产生社交作用；专业技能特指学生掌握一

定程度的项目技能，作为其专业能力的补充；陶冶情操

指体育舞蹈作为体育兼有艺术属性的项目在学生情感

美学上的效能；就业发展指在将来就职的学校中能胜

任一定程度的教学工作要求；舞蹈文化指能感受并理

解体育舞蹈礼仪、服饰、起源、舞种特点等。

选择一位专家和两位同行对二级指标的重要性构

建两两判断矩阵，相对重要性的比例标度设置在 １ ～ ９
之间，１ 为同等重要，３ 为稍微重要，５ 为明显重要，７ 为

强烈重要，９ 为极端重要，２、４、６、８ 为两邻判断的中值，
最后得出的权重结果专家为 ４０ ％，两位同行各占

３０ ％。 同行甲、乙和专家的计算结果分别见表 １、表 ２
和表 ３。

表 １　 同行甲两两对比矩阵与评判结果

教学目标 健身性 社交能力 专业技能 陶冶情操 就业发展 舞蹈文化 权重 Ｗｉ ＡＷｉ ／ Ｗｉ

健身性 １ １ ／ ２ １ ／ ３ １ ／ ２ １ ／ ４ １ ／ ５ ０． ０５５ ６． ０８４

社交能力 ２ １ １ ／ ２ １ １ ／ ３ １ ／ ５ ０． ０８７ ６． ０６２

专业技能 ３ ２ １ ３ １ １ ／ ３ ０． １８４ ６． ２３８

陶冶情操 ２ １ １ ／ ３ １ １ ／ ３ １ ／ ３ ０． ０８９ ６． １１７

就业发展 ４ ３ １ ３ １ １ ０． ２４８ ６． １０３

舞蹈文化 ５ ５ ３ ３ １ １ ０． ３３７ ６． ２６９

　 　 注：规范化处理后最大特征值 λｍａｘ ＝ ６． １４５ ＞ ６，随机一致性比率 ＣＲ ＝ ０． ０２３ ＜ ０． １，通过一致性检验。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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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同行乙两两对比矩阵与评判结果

教学目标 健身性 社交能力 专业技能 陶冶情操 就业发展 舞蹈文化 权重 Ｗｉ ＡＷｉ ／ Ｗｉ

健身性 １ １ １ ／ ５ ２ １ ／ ３ １ ／ ３ ０． ０８０ ６． ７８３

社交能力 １ １ １ ／ ７ １ ／ ３ １ ／ ５ １ ／ ３ ０． ０５２ ６． ２０６

专业技能 ５ ７ １ ３ １ ２ ０． ３２９ ６． ０４２

陶冶情操 １ ／ ２ ３ １ ／ ３ １ １ ／ ３ １ ０． １００ ６． ５４１

就业发展 ３ ５ １ ３ １ ２ ０． ２８５ ６． ０３３

舞蹈文化 ３ ３ １ ／ ２ １ １ ／ ２ １ ０． １５４ ６． ２０２

　 　 注：规范化处理后最大特征值 λｍａｘ ＝ ６． ３０１ ＞ ６，随机一致性比率 ＣＲ ＝ ０． ０４８ ＜ ０． １，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 ３　 专家两两对比矩阵与评判结果

教学目标 健身性 社交能力 专业技能 陶冶情操 就业发展 舞蹈文化 权重 Ｗｉ ＡＷｉ ／ Ｗｉ

健身性 １ ２ １ ／ ３ １ ／ ２ １ ／ ５ １ ／ ３ ０． ０６８ ６． ２０９

社交能力 １ ／ ２ １ １ ／ ５ １ ／ ２ １ ／ ７ １ ／ ３ ０． ０４７ ６． ０６８

专业技能 ３ ５ １ ３ １ ２ ０． ２７３ ６． １０４

陶冶情操 ２ ２ １ ／ ３ １ １ ／ ５ １ ／ ２ ０． ０９２ ６． １２８

就业发展 ５ ７ １ ５ １ ３ ０． ３６６ ６． １０６

舞蹈文化 ３ ３ １ ／ ２ ２ １ ／ ３ １ ０． １５５ ６． ０９７

　 　 注：规范化处理后最大特征值 λｍａｘ ＝ ６． １１９ ＞ ６，随机一致性比率 ＣＲ ＝ ０． ０１９ ＜ ０． １，通过一致性检验。

　 　 对三位专家同行的判断矩阵的权重进行排列，并 对其进行权重的算数平均值运算，见表 ４。

表 ４　 三位专家同行的最终权重算术平均值

同行甲 ３０ ％ 同行乙 ３０ ％ 专家 ４０ ％ 总权重

健身性 ０． ０５５ ０． ０８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７ ７

社交能力 ０． ０８７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０ ５

专业技能 ０． １８４ ０． ３２９ ０． ２７３ ０． ２６３ １

陶冶情操 ０． ０８９ ０． １ ０． ０９２ ０． ０９３ ５

就业发展 ０． ２４８ ０． ２８５ ０． ３６６ ０． ３０６ ３

舞蹈文化 ０． ３３７ ０． １５４ ０． １５５ ０． ２０９ ３

　 　 经过三位专家同行对以上 ６ 点的权衡比较发现，
“就业发展”和“专业技能”占比最大，权重分别为

３０． ６ ％和 ２６． ３ ％ ，体育院校普修课首先考虑的问题

是让不同专项的学生的技术技能更加完备和全面，要
有利于将来的应聘和提高对就职学校的适应能力。
其次是“舞蹈文化”，权重为 ２０． ９ ％ ，认为学生应该

了解体育舞蹈项目，包括舞种、起源、音乐、风格等内

容，也作前述两点的相似考量。 最后，“陶冶情操”

“健身性” 和 “社交能力” 的权重分别是 ９． ４ ％ 、
６． ８ ％和 ６ １ ％，这些是项目的自身特点，虽然占比很

小，但实际上是吸引学习者参与该项目的重要内容。
可以发现，专家同行较多地站在校方层面对体院学生

进行培养规划的权衡，但是体育类学生在作为可能的

教学实施者之前，是作为项目的被实施者来感知和参

与到体育舞蹈的教学中来，这些指标似乎被低估了。
对课程结束后的学生进行教学目标各指标的主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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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体会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表按每个指标提 ２ ～ ４
个问题来测度，问题的有效性经过同行专家的沟通确

认，测度值按很满意 １００ 分，满意 ８０ 分，一般 ６０ 分，

不满意 ４０ 分，很不满意 ０ 分，算出各指标的平均分及

加权后的总分，见表 ５。

表 ５　 对教学目标各指标的学生主观体会满意度调查表

指标 就业发展 专业技能 舞蹈文化 陶冶情操 健身性 社交能力 加权后总分

权重 ０． ３０６ ０． ２６３ ０． ２０９ ０． ０９４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１

平均分 ４８． ５ ４６． ９ ４３． ８ ３８． ８ ３０． ７ ２４． ６
４３． ６

　 　 由上表发现，“就业发展”“专业技能”和“舞蹈文

化”得分相对“陶冶情操”“健身性”和“社交能力”较
高，但均处在满意线以下，前三个得分分别是 ４８． ５、
４６． ９ 和 ４３． ８，后三项分别是 ３８． ８、３０． ７ 和 ２４． ６，加权

后的总分为 ４３． ６，由此可以发现福建省体育院校非

专业体育舞蹈教学目标达成效果并不理想。
２． ２　 教学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排除教师教学能力不足

对福建省体育院校非专业体育舞蹈教师专业技

术能力进行问卷调查，见表 ６。

表 ６　 体育舞蹈教师专业技术能力调查表

习舞年限

１ ～ ２ 年 ３ ～ ４ 年 ≥５ 年

省级以上参赛次数

１ ～ ２ 次 ３ ～ ４ 次 ≥５ 次

专项资历

三级 二级 ≥一级

年均进修次数

０ １ ～ ２ 次 ≥３ 次

０ ２ ８ ２ ２ ６ １ ４ ５ ０ ８ ２

教龄

１ ～ ３ 年 ４ ～ ６ 年 ≥７ 年

年龄

＜ ３０ 岁 ３０ ～ ４０ 岁 ＞ ４０ 岁

学历

专科 本科 硕士、博士

教育学

是 否

１ ２ ７ ３ ４ ３ ０ ３ ７ １０ ０

　 　 被调查的 １０ 位教师学习体育年限舞蹈在 １ ～ ２
年的有 ０ 位，３ ～ ４ 年的有 ２ 位，５ 年及以上有 ８ 位；参
加过省级以上体育舞蹈比赛 １ ～ ２ 次的有 ２ 位，３ ～ ４
次的有 ２ 位，５ 次及以上的有 ６ 位，由此发现这些教

师专业技能并不差；体育舞蹈职业资格鉴定为国家三

级、二级、一级及以上的分别为 １ 人、４ 人和 ５ 人；上
述教师参加体育舞蹈进修学习年均 １ ～ ２ 次的最多，
达到 ８ 人，３ 次及以上的为 ２ 人，从未参加进修为 ０
人，说明这些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后较为积极地与外界

展开交流，努力提升自己的专项技能；教师中教龄

１ ～ ３ 年为 １ 人，４ ～ ６ 年为 ２ 人，７ 年以上为 ７ 人，说

明教师教学经验并不缺乏；３０ 岁以下的教师 ３ 人，
３０ ～ ４０岁为 ４ 人，４０ 岁以上为 ３ 人，从年龄来看，这
些教师大多为青壮年，排除老龄化原因导致教学质量

下降；专科学历为 ０ 人，本科为 ３ 人，硕士或博士为 ７
人，全部为教育学门类，可以看出这些教师具备良好

的学校教育学知识和技能。 综上说明，福建省体育院

校非专业体育舞蹈教师的教学能力并不弱，教学效果

不理想的原因排除教师教学能力不足。
２． ３　 教学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排除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对学生学习体育舞蹈的兴趣情况分析，调查结果

见表 ７。

表 ７　 学生对体育舞蹈的兴趣情况调查表

总数

人数 比例 ／ ％

非常喜欢

人数 比例 ／ ％

比较喜欢

人数 比例 ／ ％

一般

人数 比例 ／ ％

不喜欢

人数 比例 ／ ％

很不喜欢

人数 比例 ／ ％

２６１ １００ ２８ １０． ７ ７１ ２７． ２ １１５ ４４． １ ３２ １２． ３ １５ ５． ７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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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体育舞蹈表示“非常喜欢”的学生占 １０． ７ ％ ，
“比较喜欢”的占 ２７． ２ ％ ，表示“一般”即还可以接受

的占 ４４． １ ％ ， “不喜欢” 和 “很不喜欢” 分别占

１２． ３ ％和 ５． ７ ％ ，说明体育舞蹈在学生中有较高的

认可度，学生兴趣较高并愿意学习体育舞蹈，教学效

果不理想的原因排除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２． ４　 班级人数过多、男女比例失衡

如表 ８ 所示，调查发现，体育舞蹈课每班 ２０ ～ ３０
人，班级人数过多，不利于技能课的学习；调查对象为

体育类院校自然班，班级男女性别比达到 ４ ５ ∶ １，男
女生比例严重失衡会造成缺乏舞伴配合，难以领略体

育舞蹈作为双人舞的魅力。

表 ８　 课程设置情况调查表

班人数 ／人 男女比例 无舞蹈基础 ／ ％ 课时 ／个 学分 ／分 单教师 ／ ％ 单人舞 ／ ％

２０ ～ ３０ ４． ５∶ １ ９６ ２４ ～ ３６ １ ～ ２ ９０ ８０

２． ５　 基础弱、课时短、学分少难于保障教学效果

如表 ８ 所示，调查发现，福建省体育院校非专业

体育舞蹈普修课中高达 ９６ ％的学生没有学习体育舞

蹈的前期经历，大多数学生“零基础”，并存在课时

短，学分少的问题，一般为 ２４ ～ ３６ 个课时，１ ～ ２ 学

分。 体育舞蹈属于难、美项目，在学生基础弱的情况

下，过短的课时和过少的学分都难以保障教学效果。
２． ６　 单独师资导向单人独舞

体育舞蹈孕育于西方悠久的社交文化背景之中，
是一项典型的双人配合体育艺术项目。 体育舞蹈专

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往往采取男女配合的双师制

教学模式，其作为保障教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也

是由项目特点决定的。 而福建省体育院校普修课

９０ ％为单独师资教学（见表 ８），在一位教师“独角

戏”式的教学中教授双人动作，教师要分饰男女两

角，教学难度显著提高。 现实中，８０ ％的教师愿意选

择单人舞蹈教材，但又最终导致学生无法充分领略体

育舞蹈作为双人舞的魅力，难以产生对体育舞蹈文化

和技术的探索欲。 双师制师资保障的局促，一定程度

上也限制了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的开展。
２． ７　 现有教材不能满足体育类普修课的需要

对 １０ 位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９）。 在教材

的选用情况上，３０ ％的教师使用高校类的教材，然而

这类教材难以摆脱体育舞蹈基本舞步的规范性要求，

教材化并不理想。 有的只是基本舞步的简单罗列，如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的张清澍等编写的 《体育舞

蹈》 ［１］；有的虽已简化，但不难看出也只是简单地将

基本舞步进行组合编排，并无新意，相较考级教材简

单但观赏性、娱乐性不足，如：高等教育出版姜桂萍主

编的《体育舞蹈》 ［３］；有的则照搬考级类教材，如北京

体育大学出版寿文华等主编的《体育舞蹈》，直接引

用考级教材的金、银、铜牌套路［４］；２０ ％ 的教师使用

考级类或职业资格鉴定类教材，如中国体育舞蹈联合

会编著的《标准舞 ／拉丁舞》技术等级教材［５］、国家体

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编著的《体育舞蹈》 ［６］

等。 这类教材是培养体育舞蹈教师或运动员的教材，
知识点较为全面，专业性较强，学习者需历经数年方

可掌握。 对于高校而言，以上教材的学习过程都较为

费力和枯燥。 除此之外，体育类院校体育舞蹈教学中

男女比例往往存在较大悬殊，并不能够做到男女配

对，这些教材没有单列单人的组合动作，这是另一大

遗憾。 对教材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只有 ２０ ％的教师对

现有教材满意，４０ ％的教师表示：一般和并没有很理

想，甚至有 ４０ ％的教师表示对现有教材很不满意，因
此有 ５０ ％的教师选择自编教材，但是质量和有效性

无法保证。 只有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教材化了的

体育舞蹈才具备高校教学接纳度，其内容既不能太专

业，也不能过于简化。

表 ９　 教师对教材的选用情况和满意度调查表

教材

高教 比例 ／ ％ 考级 比例 ／ ％ 自编 比例 ／ ％

教材满意度

满意 比例 ／ ％ 一般 比例 ／ ％ 不满意 比例 ／ ％

３ ３０ ２ ２０ ５ ５０ ２ ２０ ４ ４０ ４ ４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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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８　 课内开展不连续，课外开展不活跃

调查发现，这 ５ 所体育院校体育舞蹈普修课开展

不连续，半数以上的老师反应往往当学院招生不好

时，就被停止开课了。 由此可见，学院对体育舞蹈项

目的重视程度不高。 另外，发现所调查的学院中只有

１ ～ ２ 个学院存在体育舞蹈协会，纳新比较困难并且

很少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不利于学生对体育舞蹈课程

的认识且无法将课堂的内容学以致用。

３　 对策与建议

体育舞蹈以其艺体兼备的特殊魅力风靡于新时

代的中国，但是其在福建省体育院校的推广远不尽如

人意，究其原因是院校对其不重视。 这是由于体育舞

蹈并非福建省体育教师招聘考试的项目；福建省目前

还没有高校体育舞蹈协会，省运会、省大学生运动会

也没有此项目；最重要的是它非奥运会项目，由上至

下对此项目都不重视。 虽然国际体育舞蹈协会力争

进入奥运会，但是由于目前体育舞蹈竞赛评判机制难

于做到量化，因此体育舞蹈进入奥运会暂时是无法实

现的。 但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体育舞蹈项目依然有着

广泛的群众基础。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据中国体育舞蹈联

合会官方统计，当年参加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考级的

人数已超过 １０ 万人［７］，这数字还不包括中国国际标

准舞联合会和其它体育舞蹈协会的考级人数。 另据

《中国网·福建》报道，２０１８ 年福建体育舞蹈锦标赛

单场比赛就有六千多人次参赛［８］。 据采访，福建省

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长严小玲表示，由厦门市体育局

促成，体育舞蹈已经进入厦门市思明区二十多所小

学，每年的厦门市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文件由教育

局下发到厦门大部分的中小学。 然而福建省体育院

校还没有开设体育舞蹈专业，大多数停留在普修课的

程度，明显与市场不符。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
体育舞蹈本是国人对话世界的优质媒介。 在近些年

体育生严峻的就业环境下，福建省体育院校应该看到

体育舞蹈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机遇。 为走出体育院校

体育舞蹈教学困境，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１）福建省体育院校对体育舞蹈项目应提高重

视，增设体育舞蹈专业，才能为普修课营造良好的项

目环境。
（２）完善课程体系，优化整合班级人数和性别

比，适当增加课时。
（３）各单位应努力探索双师教学的可行性，提高

教学质量。
（４）编制新教材，在简化教材的同时要与时俱进

地增加观赏性和娱乐性，既要保留双人舞部分也要增

加单人舞蹈组合，提升教材实用性。
（５）体育舞蹈普修课在技术教学时，应加强项目

在就业发展、舞蹈文化、健身作用、社交作用和陶冶情

操等方面的理论教学，引导学生更好地学习技术。
（６）建立大学生体育舞蹈组织，鼓励学生参加校

内、校际间及社会上的各类舞会、比赛、演出等，拓展

课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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