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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体操裁判员队伍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 以２００９年广西艺术体操裁判员培训班为例

刘成香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从２００９年广西艺术体操裁判员培训班可以看出，广西艺术体操有一支年轻、高学历的裁判员队伍，主要集中在
高校从事艺术体操或与其相关的专业教学队伍中。他们十分热爱艺术体操，参与裁判工作非常积极。但是，裁判员主要来自

南宁、桂林、柳州三个城市，地区分布不均；缺乏培训机会、高水平比赛经验和专业运动经历；对裁判规则了解也不够深入，需

要进一步熟悉规则和提高实践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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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艺术体操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成绩的取得，
与裁判员的努力和付出是分不开的。在有关项目

发展初期，广西就积极培养艺术体操裁判员，为裁

判队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裁判员通过

刻苦钻研，以及不断的实践，为广西的艺术体操水

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文章采用的研究方法

有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对象

是参加２００９年广西艺术体操培训班的裁判员，发放
问卷２４份，收回２４份，回收率１００％，其中有效问

卷２３份，有效率９５．８％。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在计
算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系统中利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并根据研究的需要把数据资料转换
成统计表或统计图。

　　一　广西艺术体操裁判员的基本情况

从表１可以看出，广西艺术体操裁判员主要集
中在桂林，占５２．２％，其次是南宁，占３４．８％，近两年
来柳州的裁判员人数有所减少，其他地区的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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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较缺乏。此外，裁判员主要来自广西各高校，

占７８．３％，且仍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广西艺术体操
裁判员的分布不均，主要是由于目前参与艺术体操

比赛的地区只有南宁、桂林、柳州三个地区，且这三

个地区中南宁和桂林地区是高校集中的地方。

表１　广西艺术体操裁判员分布地区、单位性质的情况统计　　（Ｎ＝２３）

分布 人数 百分比（％） 单位性质 人数 百分比（％）

桂林

柳州

南宁

其他

１２

２

８

１

５２．２

８．７

３４．８

４．３

大学

大专

中、小学

俱乐部

１４

４

３

２

６０．９

１７．４

１３

８．７

　　从表２可以看出，广西的艺术体操裁判员年龄
集中在２３－３０岁之间，是一支非常年轻的裁判队
伍；８５．７％的裁判员本科学历以上，有较高的学历；
其中国家级裁判有２位，一级裁判员占６５．２％，二级

裁判员占２１．８％。二级裁判员是刚进入裁判队伍不
久的教师和学生，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理论学习

才能获得高一级的裁判级别。

表２　广西艺术体操裁判员的年龄、学历、等级情况统计　　（Ｎ＝２３）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学历 人数 百分比（％） 裁判等级 人数 百分比（％）

２３－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０以上

１５

７

１

６５．２

３０．５

４．３

硕士

本科

专科

４

１８

１

１７．４

７８．３

４．３

国家级

一级

二级

无等级

２

１５

５

１

８．７

６５．２

２１．８

４．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担任裁判工作经历中，具有
丰富的经验、担任裁判工作７年以上的裁判员只有
３名，在全国各类比赛中担任过裁判的也只３人，大
部分裁判员实践经验不足，临场打分的能力欠缺。

５６．５％的裁判员没有专业运动经历，但在大学或研
究生学习期间接触过艺术体操专项训练，掌握了一

定的艺术体操专业知识和技能；此外，９１．３％的裁判
员从事与艺术体操相近的教学工作，比如健美操、

体育舞蹈、形体舞蹈等教学工作，为裁判工作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同样裁判工作可以拓展教师的知

识结构和能力，扩大信息来源的渠道，促进教师之

间的交流，为教师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１］可见

担任裁判员和平时工作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但裁判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来弥补专业

经历的的欠缺，提高业务水平。

表３　广西艺术体操裁判员工作年限、运动经历、工作性质与艺术体操的情况统计　　（Ｎ＝２３）

担任裁判工作年限

１－２ ３－６ ７－９ １０年以上 无

专业运动经历

有 无

工作性质与艺术体操

有关 无关

人数

百分比

１０

４３．５

７

３０．４

２

８．７

１

４．４

３

１３

１０

４３．５

１３

５６．５

２１

９１．３

２

８．７

　　二　广西艺术体操裁判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担任全国性艺术体操比赛裁判工作的裁

判员总人数在３０人左右，而广西有１－２名裁判员
拥有这样的机会。担任全国比赛的裁判员必须参

加全国四年一次的新规则考试，获得上岗证，且每

次比赛都需要各省推荐、国家体操中心同意才能担

任裁判员工作，因此对裁判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出的

要求较高。对广西２３名裁判员的调查表明（见图

１）：有１８名裁判员认为实践机会少，１６名认为学
习、培训机会少，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裁判员除了

参加广西每年一次的裁判员培训和担任广西青少

年艺术体操比赛裁判工作之外，没有机会参加全国

裁判员培训和担任全国比赛的裁判工作，缺乏执法

高水平比赛的实践经验。其次，１０名裁判员认为对
规则理解还不够。裁判员对规则的理解是需要理

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的，而广西艺术体操

裁判员最缺乏的就是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有１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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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认为发展空间窄，这主要是因为：（１）广西重
点培养的艺术体操裁判员名额少；（２）对裁判员的
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要求过高；（３）学校与体育管
理部门对裁判员的关注不够，也没有给予他们相应

的荣誉和鼓励。还有９名裁判员认为缺乏专业运动
经历也是重要的问题，大部分裁判员没有参加过专

业艺术体操队的训练，因此加大了裁判员对规则的

理解和对比赛现场把握的难度。

图１　广西艺术体操裁判员存在的问题

　　三　广西艺术体操裁判员与教练员的关系

广西艺术体操运动的发展与广西艺术体操裁

判员的努力是分不开，在２０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裁
判员为广西艺术体操的成长、发展给予了很多指导

和帮助。教练员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必须

了解和掌握艺术体操发展的新动态，熟悉规则，［２］

广西举办艺术体操裁判员的培训班，教练员每次都

会参加，８３．８％的教练员偶尔会与教练员进行交流
与沟通。在裁判员对教练员的训练指导上，五位教

练员认为裁判员的平时、赛前指导对训练队有很大

的帮助，一位教练员认为有帮助（表４），由此可以看
出，裁判员对教练员的训练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

作用。

表４　裁判员对平时、赛前训练指导和培训的看法
（Ｎ＝６）

平时、赛前 人数 百分比（％）裁判员培训 人数 百分比（％）

有很大帮助

有帮助

无帮助

５

１

—

８３．３

１６．７

—

很有必要

有必要

无所谓

根本没有必要

３

２

１

—

５０

３３．３

１６．７

—

　　裁判员可以为教练员带来新的信息和资料，同
时可以对教练员的成套动作的编排提出参考意见，

避免教练员对规则理解不透而导致的失误。［３］调查

表明，教练员对举办裁判员培训是基本认可的，５０％
的艺术体操教练员认为很有必要，３３．３％的认为有
必要（表３－４）。可见广西艺术体操教练员和裁判
员建立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并为促进广西艺

术体操的可持续发展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广西的艺术体操裁判员担任一年一次的全区

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四年一届的广西区运会艺

术体操比赛的裁判工作，每一位裁判员秉着促进公

正、公平的原则，准确、合理、客观地评价各地区、各

运动队的成绩，鼓励与支持各地区教练员的工作，

使广西艺术体操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创

造了一个和谐的大环境，建立了一个为广西艺术体

操健康发展而奋斗的优秀团队。［４］她们十分热爱艺

术体操，思想品质、艺术修养、心理素质较好；但缺

乏专业运动经历，学习实践机会少，缺乏大赛实践

机会，影响了她们的业务水平的提高。为促进广西

艺术体操裁判队伍可持续发展，试提出以下几点建

议：（１）体育局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每年增加一次
裁判员学习、培训的机会，并聘请专家对裁判员进

行指导。（２）每年适当选拔１－２名优秀的、有前途
的裁判员参加全国艺术体操裁判员培训和担任全

国比赛裁判工作，让她们在全国比赛中得到锻炼，

从而促进裁判员参与的积极性，自觉提高自身的业

务能力和综合素质。［５］（３）组织裁判员深入到训练
现场进行观摩和学习，弥补裁判员专业运动经历的

缺乏。（４）要求各业余体校在当地聘请１－２名业
务能力强的裁判员担任训练队的顾问，对其工作提

出具体要求并考核，送她们参加全国性的裁判员培

训班；（５）加强体育局和裁判员所在单位的沟通，重
视裁判员的工作，给予必要的荣誉和精神上的奖

励，提高裁判员工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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