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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舞蹈属于一项拥有较高欣赏性的体育文化活动，

20世纪 80年代，正式由其他国家传播到中国。众所周知体

育舞蹈在舞蹈的种类里属于较难入门的一种舞蹈，这对学

习者身体平衡性以及协调性的要求较高。女大学生随着年

龄的增长，体形和身体的代谢功能都日趋完善，生理和心

理也在向成熟发展。然而在生理方面女大学生的平衡能力、

协调能力和韧带能力已趋向固定以及新陈代谢变得缓慢。

在心理发展方面，女大学生仍处于不稳定不成熟的时期，

导致她们情感含蓄、敏感、自尊心强等。而体育舞蹈，类

型丰富，风格新颖，具有促进人们对美的认知，美化人们

的思想，可以使我们的形态、气质、更加优美。体育舞蹈

不但能够增强人们的身心健康，还能提高身体素质。

在民族院校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民

族，可以感受各个不同的文化。且在民族院校中，当前大

部分参与体育舞蹈社团的女大学生有功底，平衡能力和协

调能力也有。对学习体育舞蹈就会比没有舞蹈基础的女生

少有些挫败感。女大学生通过体育舞蹈的练习，可以促进

骨骼、肌肉、神经系统管理等方面的正常生长发育和机能

的发展，并且助于养成正确的身体姿态，塑造健美形体，

提高柔软、协调、力量等身体素质、对改善练习者的生理

和心理健康水平有着良好的效果，因此受到好多女生的广

泛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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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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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中央民族大学体育舞蹈社团的 100名女生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中国知网、维普网和万方数据库等电子文献

资源，查阅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资料，就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研究和总结。为调研民族院校参加体育舞蹈社团女生现状分

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

问卷调查法

为了能较充分的了解民族院校参与体育舞蹈社团女大

学生现状，抽取了中央民族大学在校体育舞蹈社团的 100名

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者直接用微信小程序问卷星

进行发放 100份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00份，共回

收问卷 98份。回收率为 98%，有效率为 95%被调查者的问

卷都是通过真实情况以不记名的方式由个人独立完成。具体

见表 1。

发放数量 回收数量 有效问卷 回收率 有效率

学生 100 98 95 98% 95%

数理统计法

在把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整理之后，再使用逻辑分析

法对数据进行归纳分析，进行严密的逻辑解读，进而得出论

文的结论。运用数理统计法在所调查的问卷中的相关数据进

行统计 [2]，运用 excel以及 SPSS13.0社会统计软件对全部问

卷的调查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得出民族院校参与体育舞蹈

社团女生的现状的相关情况 .

情况

关于民族院校参与体育舞蹈社团女大学生年级分布情

况统计见表 2、图 1。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生

人数 29 53 8 5 0

百分比 30.5% 55.7% 8.4% 5.2% 0%

由上述表格 2中的数据表明参加体育舞蹈社团的女

生大部分分布在大一和大二的时候，分别占了 30.5%和

55.7%。在大一这个阶段大部分都是新生，刚进新校园，对

校园内比较新颖的社团都比较感兴趣抱着尝试的心态报名，

且女大学生想通过进行体育舞蹈的练习进行减脂和塑性。大

二这个阶段的女生经历过大一各种社团的尝试最后找到自

己的最感兴趣的体育舞蹈社团，希望通过在体育舞蹈社团的

学习能够增加自己的运动技能，提升自己的气质以及建立更

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3]。

由图 1的民族院校体育舞蹈社团女大学生舞蹈功底统

计图中呈现出有舞蹈功底的女大学生占 68.5%相对与无舞

蹈功底的女生要多，这是与民族院校的特点相关，由于民族

院校的女大学生普遍都是来自舞蹈学院的，都些许舞蹈的功

底，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都具备，所以学起较难入门的体

育舞蹈会比没有舞蹈功底的其他专业的女大学生更加容易

接受。

由图 2民族院校女生对体育舞蹈了解程度所呈现的数

据显示一开始对体育舞蹈都是一般了解的女生占 55.7%，其

次就是非常了解的女生占了 30.5%。几乎不知道和不太了解

占 5.20%和 8.40%。这表明民族院校大部分女生都是比较了

解自己的专项，对体育舞蹈只是通过手机看过一些舞蹈视频

或者只是听说过而已。虽然社团女生对体育舞蹈有一定的认

知度但认知度不高，这表明学校的宣传力度不够，在宣传方

面应多加强，在网络时代下，科技发达，应多通过互联网的

形式宣传 [4]。

通过图 3的民族院校参与体育舞蹈社团女生成员动

机统计图可以看出参加体育舞蹈社团的女生占百分比较多

的是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和平衡能力，分别占了 36.8%和

29.4%。体育舞蹈最早起源于欧洲，所包含的内容多是一些

交际性比较强的舞蹈，相对于民族学院其他舞种的学习例如

在中国舞，古典舞等等当中体育舞蹈是必须双人配合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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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而其他舞种是单人也能完成的舞蹈，所以在女大学生参

加体育舞蹈社团的过程中不但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还能让

女大学生们学习到一些可以在正式且大型的场合展示自己

修养和魅力的技能。这对于提高女大学生的社交能力有非常

大的作用 [5]。

第一，善于利用民族院校的优点，积极发挥民族院校

参加体育舞蹈的女大学生有功底的优势，制定更加专业的

教课内容让民族学院的体育舞蹈社团的女孩子能够走在高

校前。

第二，通过调查表明民族院校参与体育社团的女大学

生无论是在身体素质还是心理素质上都有质的飞跃，且在其

他方面例如人际交往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第三，民族院校在宣传体育舞蹈社团时应广泛运用新

媒体构建良好的体育舞蹈传播环境 .通过新媒体，向学生们

更深度地推广了体育舞蹈。吸引更多的男生参与其中。利用

“官微”或者公众微信号，各类信息平台通力合作、积极主动、

认真、准确、及时地传播体育舞蹈信息。

4.2 建议

第一，学校应多组织体育舞蹈比赛，激发运动兴趣、

强化运动技能、养成运动习惯 .优秀的学生选拔进入体育代

表队，促进女大学生的体育舞蹈技术的提高和体质健康的持

续发展。

第二，学校应加大对体育舞蹈社团的投入需要通过教

学系统与辅助系统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需要为现有的体育

舞蹈社团创造条件，提高对体育舞蹈社团的重视度。加大对

体育舞蹈的宣传，吸引更多的男同学参加完善课堂，同时也

需要改善教学设施，增加教学队伍人数，逐步改善教学条件。

第三，体育舞蹈项目是一个循序渐进，需要长期练习

的过程，所以女生对自己学习体育舞蹈后的效果认知是非常

重要的，首先我们需要建立起自信心，不要气馁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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