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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龙作为我国古代传统的民族图腾,也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元素。舞龙运动也正是基于这一文化而产生,这也是历来我们中华民族延续

下来的历史体育项目。长期以来,人民群众对舞龙运动都十分青睐。原国家体委在1992年还设立了《全国舞龙竞赛规则》,从此之后,舞龙运动

还先后以多元化体育赛事的项目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步蔓延到我国的各个地区。尤其是1995年,中国龙狮运动协会以及国际龙狮总会的设立,这

也意味着舞龙运动开始得到科学、规范化地发展,短短的13年时间,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国际龙狮总会,以世界舞龙锦标赛为代表的多元

化国际以及国内舞龙赛事活动先后开展,全球的舞龙爱好者都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有效彰显了舞龙运动的魅力,这也意味着,舞龙运动拥有十分广

阔的发展空间以及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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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把舞龙项目纳入正式比赛项目,本次全运会也

是第一次把群众比赛项目纳入全运会的正式比赛,舞龙能够进入全运会正

式比赛项目,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让更多的人参与舞龙运动,

共同促进舞龙这个项目的发展,弘扬民族文化。 

1 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舞龙运动在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发展概况。 

1.2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使用了文献研究法、逻辑思维法以及问卷法

等方式。问卷围绕江西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非体育系学生展开了随机调

研,针对学院舞龙运动的发展以及学生的兴趣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本次

调研总共发放了158份问卷,其中教师的问卷有8份,学生问卷有150份。教师

问卷共回收8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100%。学生回收了136份问卷,有效问

卷的数量为128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94%,综合而言可信度是0.82,满足

问卷的设计标准。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舞龙公选课开展情况 

公选课是学生自由选课,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及个人需求,

让学生自主选择喜欢的项目。伴随舞龙运动的快速发展,对应的影响力也

持续扩大,研究表明,当今阶段,江西省内的江西师范大学、华东交通大学、

九江学院、井冈山大学以及宜春学院等多所高校开设舞龙运动训练课程,

并有组建舞龙队。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开展

了舞龙选修课课程。 

有表1可以看出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开设舞龙公选课一学期为

18个课时,其中实践16个课时,理论2个课时。大一年级92人,大二年级85

人,每个年级都分为两个班上课,大三学生由于大部分已经修满公共选修

课学分所以不再进行选课。 

表1  舞龙公选课开展情况 

开课年级 开课课时(理论+实践) 人数

大一 18(16+2) 92

大二 18(16+2) 85
 

2.2舞龙运动竞技队建设及场地器材 

2.2.1舞龙运动竞技队建设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在2005年成立了舞龙队,是江西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城南龙灯”传播基地。曾代表中国赴埃及、赞比亚访问交流。

2005年以来,获得过国际金奖2次,国家金奖6次。舞龙队成员全部为体育系

在校学生,在训人员有大二12人,大三13人。目前体育系大一学生社会体育

专业开设了舞龙公共必修课,体教专业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舞龙训练。 

2.2.2舞龙运动场地器材 

正规舞龙比赛场地为边长20米的正方形,要求地面平整、清洁,场地

边线宽5厘米,边线内沿以内为比赛场地。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目前江西

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有一个用于舞龙竞技队训练的室内体育馆,馆内

画有规范的比赛场地。供训练教学使用的龙具普通布龙有15条,比赛用

龙有2条。由于普通布龙的使用次数和使用人数较多相对比赛用龙来说

要破旧一些。 

2.3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对舞龙运动的认知现状 

表2  该院学生对舞龙运动的兴趣 

认识与兴趣 十分有兴趣 有兴趣 了解过 无兴趣 根本没听过

人数 29 30 42 20 7

百分比 22．6% 23.4% 32.8% 15.6% 5.6%  

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要元素,学生对舞龙运动的态度也会给舞龙运

动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结合表2可知,学生对舞龙运动还是有较高热情

的,对舞龙运动十分有兴趣以及有兴趣的学生占据的比重共有46%,了解过、

听说过的学生占据的比重有48.4%,根本没听过的学生占据5.6%的比重。整

体上来看,学生对舞龙运动的认知状况比较好,其原因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学生自身缺乏相应的体育意识,对体育锻炼活动不太热衷；第二,学院

每年会组织院内各系的舞龙大赛,由体育系派出教练教学。每年学院运动

会、元旦晚会的开幕表演是由体育系的专业舞龙竞技队伍进行表演；第三,

高校独立开展舞龙运动,能够加深学生的认知和了解,从而为民族传统文化

的传播提供有利条件,这也能够提升舞龙运动在高校体育项目中的地位。 

2.4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体育系老师对舞龙运动的认知现状 

表3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体育系 

老师对舞龙运动的认知概况 

选项 人数 比例

十分了解 3 30%

了解 6 60%

一般 1 10%

不了解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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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知,90%比例的体育老师对舞龙运动都有比较深入的认知,这

也意味着,教师对舞龙课程的教学也是比较深入的。教师团队质量的提升,

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条件。 

3 结论 

舞龙运动是一项深受各族人民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促进舞龙运动的

发展,在健身、教育、经济以及娱乐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

出台的政策为高校开展舞龙运动教育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高校也能够

开设独立的选修课程,组建专门的舞龙社团,从而依托多元化的舞龙运动,

将这一活动的意蕴和美好的象征意义表达出来。 

舞龙运动是一项充满激情,有着极高观赏性的运动项目。在大学里,

开设舞龙项目,其一,可以把校园文化与舞龙运动相结合,开展各种各样的

主题活动,塑造独具特色的校园龙文化。学校不仅可以进行舞龙表演,还可

以开展龙文化研究,比如设计龙的图章,画出你心目中的龙,创建龙文化长

廊,讲诉你知道的有关龙的知识,让学校的各个角落里都洋溢中龙文化的

气息,从而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学校文化品牌,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其二,舞

龙运动是一项集体性很强的项目,司职位置和作用的分工明确,要求大学

生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才能完成一套形象生动、协调流畅、优美大

方的套路动作表演。在这种集体的合作中,如果单个人的力量不能融入到

整个集体的节奏中去,所有的人都会招致失败。龙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

象征,龙文化揭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因此,在高校公共体育课开

设舞龙课程,不仅能磨练学生的意志,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其三,

舞龙运动能有效增强学生体质,尤其对耐力素质和上肢爆发力影响显著。

舞龙通过鼓乐的击打节奏将武术技术和舞蹈艺术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变化

多端的节奏中,舞龙者利用人体多种姿态,在动态行进和静态造型中将力

度、幅度、速度、耐里等揉合于舞龙技巧当中,完成各种高难、优美的动

作,每一个舞龙动作都要求全身协调配合,主动肌和被动肌都处于合理对

称的紧张状态,全身肌肉都得到了均衡锻炼。这对表演者来说,是一种很好

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锻炼,同时对于观赏者来说也是一种健康休闲、调节

身心的方式。其四,舞龙运动还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大学体育课堂可以开展

以下比较简单易学的技术动作：八字舞龙、单侧舞龙、首尾单侧舞龙、摇

船舞龙、龙舞圆场越障碍、单跪舞龙、原地螺旋跳龙、纵向曲线舞龙、K

式舞龙龙舟造型、直躺舞龙、挂腰舞龙、龙门造型等。这些动作趣味性强,

能够吸引学生,增加上课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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