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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身心都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需要树立正确的人

生价值观。啦啦操作为一项积极进取及团队合作的新兴体育

项目，以其时尚、合作、进取、活力的精神内涵，逐渐成为了一

种新型的教育方式和体育文化载体，对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发

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一项运动，既好上手又有挑战性，受

众面一定很广，尤其是青少年中学生，好奇心强，易尝试新鲜

事物，喜欢直面挑战，啦啦操正好契合中学生的心理特征，会

成为校园文化活动中深受中学生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

1.啦啦操在中学的推广优势

1.1 啦啦操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

啦啦操运动做为一项兼具体操健美操、舞蹈等技术动作

于一体的运动项目，通过炫目、整齐、难度较高、伸展性极强

的动作,借助色彩亮丽的服装和节奏青春向上的音乐充分展

现，将其所特有的艺术性、观赏性和竞技性予以淋漓尽致的

展示。啦啦操在比赛或表演过程中，伴随着节奏急促、铿锵顿

挫的音乐，队员们兴奋的表情、夸张的肢体动作、变化多端的

队形、燎亮的口号声、绚丽的表演服装以及具有标志性的大

蝴蝶结头饰等，充分彰显了啦啦操独有的青春活力和表演魅

力，张扬的正是青春气息。近年来，越来越多学校开展校园啦

啦操比赛活动，诸多学校与俱乐部成功的例子都说明啦啦操

与青少年时期的中学生极易引发情感共鸣。

1.2 啦啦操音乐节奏欢快

音乐是艺术美的独特表现形式，是所有技能主导类表现

难美性项目的灵魂。好的音乐运用能调动人的情绪，振奋人

心，大大提升舞蹈啦啦操的美学价值。啦啦操是一项跟随音

乐伴奏进行表演的体育活动，音乐多是节奏快、热烈奔放的

曲子。在近年的国内大型赛事以及校园啦啦操比赛中，比赛

音乐多为学生年龄层中受欢迎的曲目，将流行音乐进行制作

并编排出富有动感的动作，迎合不同年龄层的口味，尤其受

到广大中学生的喜爱。中学生正处于“跟风”时期，很容易受

到外来新鲜事物的吸引，而啦啦操的音乐可以采用当前最流

行的音乐加以剪辑、创编，更能吸引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中

学生积极参与啦啦操运动的兴趣。

1.3 啦啦操动作简单易学

啦啦操运动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动作简单，充满爆发力

和激情，充分彰显青春个性和活力。啦啦操仅有 36 个基本手

位，下肢动作所涉及的基本步伐多为开合、锁步、踏步等动

作，难度系数也不大。中学生的身体协调能力还在发展过程

中，上肢与下肢动作的组合能很好的提高他们的身体协调能

力，而且啦啦操的动作组合对中学生来说很容易接受，也极

易上手，有助于提升学习的信心。但学好啦啦操同样具有挑

战性，啦啦操的基本功讲求“快、准、狠”，要想清晰准确、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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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落地完成动作，需要参与者具备相当的身体素质，也需要

他们长期的刻苦训练。

1.4 啦啦操能够促进团结

啦啦操评分规则规定，作为一项集体性项目通过新颖、

流畅、快速移动以及变换的整体感来使团体的舞蹈魅力得以

充分表现，而带来更大的视觉冲击力。完美呈现流动队形需

要团队中的每一名队员通力协作、紧密配合才能圆满完成。

参与表演的每一个队员在团队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只有队员们发扬团队精神，精诚配合，才能完美地展示队伍

的风采与活力。啦啦操队员在日常训练中要步调一致，相互

配合，需要做到眼神表情的高度统一。队员们长期的练习与

配合，为集体荣誉而努力，凝练团队特色，展示集体风采。

2.啦啦操在中学的推广策略

2.1 结合网络途径加大宣传

随着人们社会领域中线上交流空间的日益广泛及活跃，

公众通过各种在线平台、社交网络的活动越来越自发而持

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公共关系传统理论及其方法层面受

到数字化技术趋势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因此借助网络平台宣

传啦啦操是一种非常可行且运营过程易上手的途径。例如，

在微信公众号中发布比赛信息、在短视频软件中交流技术动

作、在专业软件中传播啦啦操信息等。

2.2 大量开办比赛

竞赛及表演是体育项目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好途径及载

体，也是学生深入了解运动形式的窗口，其作为窗口，能够使

体育工作者进一步了解啦啦操运动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

并能够预测啦啦操运动在未来发展的走向。为了健全啦啦操

竞赛体系，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啦啦操运动，作为啦啦操主办

赛事的主体政府或体育行政部门，必须设置科学合理的竞赛

制度体系，对民间社会力量的加入给予政策的支持，从而形

成小、中、大学、职业赛事和民间赛事的三位一体竞赛体系，

扩大啦啦操赛事的影响力，鼓励不同群体加入啦啦操运动。

2.3 创建特色学校

近年来啦啦操运动凭借其阳光、健康的特点在我国发展

迅速。校园啦啦操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着自己的发展模

式。啦啦操进入大课间以后，各个学校开始尝试创编自己风

格的啦啦操。我国校园大课间啦啦操也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

展，越来越多的元素被加入到啦啦操中，内容越来越丰富。在

“经典咏流传全国校园大课间啦啦操推广活动”发起后，学校

开始关注大课间啦啦操配乐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有文

化、有内涵的音乐。这样的创新结合增强了啦啦操的文化性

和艺术性，并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2.4 提高师资质量

啦啦操教练员是啦啦操教学和普及推广的执行者，对于

学校来说，承担这个角色人便是体育教师。因此，必须要提升

啦啦操教练员综合能力和专业能力，才能更好地促进啦啦操

运动的发展。首先，啦啦操教练员应加强对啦啦操理论和历

史文化的学习，充分发扬其积极向上的原本文化，创造更好

的中国啦啦操文化，深化对啦啦操运动的理解，丰富啦啦操

知识结构，了解啦啦操发展的规律，提升编排设计动作能力，

熟悉啦啦操规则，对啦啦操运动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学习。

其次，积极参加学校或国家相关体育部门应定期为啦啦操教

练员提供的培训机会，搭建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设置教练

员准入制度，做好把关工作，以此促进啦啦操的快速发展。

2.5 促进俱乐部开展

丰富的俱乐部活动可以提高啦啦操俱乐部在学生中的

影响力度，对于推广校园啦啦操有养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啦啦操俱乐部作为推广啦啦操的一个常设机构，要发挥俱乐

部的带动作用，定期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俱乐部活动，营造

中学啦啦操运动氛围。同时，啦啦操俱乐部活动还可以与理

论实践学习结合起来，邀请一些理论实践专家，举办校园啦

啦操讲座，提高学生参与啦啦操运动的积极性。

2.6 其他赛事助阵

啦啦操从最初的为美式足球呐喊助威的活动发展成为

备受世界人民青睐的一项体育运动，尤其以动感的音乐、富

有表现力的动作以及靓丽的服装深受青少年的喜爱。校园啦

啦操集娱乐、舞蹈、操化、音乐、健身于一体的活动，充满美感

与活力的运动一定可以提高学生运动的积极性。篮球、足球

等传统体育项目赛事频率高，观众多，因此可以在传统比赛

的中场休息中加入啦啦操表演，以使更多人认识啦啦操、了

解啦啦操、参与啦啦操。

综上所述，啦啦操运动相对于其他传统体育项目更加积

极向上的态度、节奏欢快的音乐、简单易学动作、团结向上的

姿态等优势，符合中学生的发展需求。通过各种推广策略，将

啦啦操运动引入中学对加强校园育人功能大有裨益。不仅增

强大学生体质健康，而且能够增添校园文化活力，彰显校园

体育文化价值，在啦啦操运动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乐观

精神、团结合作意识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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