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体育文化导刊　2013年6月　第6期　　Sports Culture Guide No.6.June.2013

广播体操全民化时代的兴衰流变

商伟　韩流
（辽宁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我国广播体操的演变过程及特点进行分析。广播体操全民化是新

中国成立初期特殊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的产物，对发展我国群众体育事业起到过积极作用。随

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广播体操存在的合理性不断遭到置疑，被认为锻炼价值存在局限性、阻

碍学校体育的全面发展。广播体操的改革一定要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潮流，除旧布新，

实现由全民化向边缘化的转变、由单一化向系列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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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体操是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参与人数最多

的一项体育运动，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

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项“全民运动” ，自

1951 年第一套广播体操问世以来，我国迄今为止

共推出了 24 套广播体操，内容包括成人广播体操

9 套、少年广播体操 5 套、中小学生（幼儿） 系列

广播体操 3 套和儿童广播体操 7 套。随着社会经

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各界学者对“全民式”广

播体操的未来忧心忡忡，曾为丰富人民文化生活、

推动健身事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广播体操还能

否满足现代人的健身需求值得我们思考。

1　广播体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广播体操作为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一项群

众性体育健身项目，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 [1]。

近年来对于我国广播体操全民化推广的利弊可谓

各执一词。从客观角度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往

往都具有两面性，我们追求的是其创造价值的利

益面，而当其损失凌驾于所创价值之上时，那么

该事物就应当废旧立新。

1.1　广播体操锻炼价值存在局限性

广播体操自实施以来经历了 60 多年，为国

民体育锻炼提供了平台与支持，但其成效却始终

不尽人意，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趋势 20 多

年仍得不到遏止。伍绍祖在第八套广播体操创编

之初曾提出：广播体操不是唯一的健身方式，实

际上，在从事某些体育活动时，广播体操可能仅

仅能够起到准备活动的作用，它最大的特点是易

学，易普及 [2]。广播体操属于中下等强度的运动，

它的锻炼价值不能与其他的专项运动相提并论 [3]，

对身体的锻炼不具备针对性，因而单纯进行广播

体操练习对体质的提高并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锻炼价值的局限性是其在今后推广过程中难

以跨越的一道障碍。

1.2　广播体操对学校体育发展存在负面影响

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在以学生为本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教学不但要面向全体

学生，更要注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对学生施加自由的管理等
[4]。而广播体操享有政策和制度上的有力保障，在

学校中的开展工作也受到了广泛的支持，于此相

应产生的弊端就是在为参与者与实施者提供保障

的同时也表现出过分限制的特点 [5]。课间操时间

被赋予了“广播体操时间”的称号，根深蒂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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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体操思想阻隔了新鲜健身形式进入校园的道

路。体育教师的创新精神也被现实所挤压，常常

会出现有才能而没有机会施展的尴尬。广播体操

的更新时间相隔较长（最短三年，最长十年），有

学者指出：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看，长时间的单一

刺激，容易引起超限抑制，单调、枯燥的练习容

易使学生感到厌倦和乏味 [6]。因此，广播体操使

学生一定程度上对学校体育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

难以激发学生参与热情。

广播体操的确具有培养学生集体观念等积极

作用，但是却不应该成为学生体育活动的主要内

容，学生的体质健康绝不是简单的广播体操可以

提高的。广播体操在学校体育中的定位需要我们

认真审视思考。   

2　广播体操与时代发展的博弈

2.1　社会多元化发展淡化了广播体操存在的价值

广播体操“全民化”发展具有特定的时代背

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民平均寿命仅有 35 岁，

这个时期的新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活动形式来激发

全民的健身欲望，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由此，

中国从苏联引进了“劳卫制”体操并综合日本的

“辣椒操”创编出了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在国人

的记忆中，广播体操开展的年代是生机勃勃、昂

扬向上的年代，第一套广播体操发布时几乎是一

呼百应、举国盛行，冲天的干劲体现了国人精神

世界的丰满和健康。那时的广播体操与集体主义

思想相契合，它推崇共性，强调集体，有助于推

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的

生活、工作节奏不断加快，形式单调、节奏平稳

的广播体操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运动需求，尤

其在欢快、新颖、节奏感强的韵律体操、健美操、

肚皮舞等世界流行的健身娱乐项目传入我国后广

播操的境遇更是“每况愈下”。广播体操变得不

再盛行、不再受宠，甚至被许多人认为缺少新意、

过于土气，曾连续八届作为中国全运会开幕式表

演的广播体操，在第九届时也戛然而止 [7]。我国

当前个别学校体育也由体育教学模式单一化的广

播体操教学逐渐向创新式体操教学的模式过渡。

健身项目的多元化发展使广播体操的存在价值大

打折扣。

经过了几十年的不断进取，无论从国民体质

还是民族发展来讲，我国都实现了极大的飞跃，

成为了“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继续用广播体

操来增强国民体质的诉求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更

为重要的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用发展

的心态勇于革新。

2.2　物质条件的丰富弱化了广播体操存在的前提

广播体操最初的盛行与发展和当时的时代背

景与社会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

初，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没有任何基础可言，既没

有场地，也没有器械，整个北京只有一座正规的

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于 1937 年修建，除

此之外，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没有 [8]，这也

从各个方面限制了人们体育运动的选择权，在这

种现实状况下广播体操以其便于推广的优势脱颖

而出。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民

整体收入得以明显改善，室内外各种体育场馆随

处可见，健身形式五花八门，单纯依靠广播体操

健身的想法已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物质条件

的宽裕给予了现代人更多的选择权，许多商家也

从经济角度出发不断引进新鲜的吸引大众的健身

方式。由此可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体育事业的商业化趋势必将日益明显，公益性的

广播体操存在的物质前提必将日益弱化。

3　广播体操未来路在何方

1951 年第一套广播体操的问世创造了全民健

身运动的热潮，国人对集体健身的热情与信仰达

到了空前的高度，但如今我国体育事业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正确面对过

去的辉煌，直视现实的平淡，以全面发展的眼光

看待传统的“全民化”广播体操运动，推动其变

革与发展。

3.1　由“全民化”向“边缘化”转变

广播体操作为中国人典型的健身形式是否受

用于所有人群，在当今社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

同年龄段的人生活范围、生活条件、身体素质等各

项指标都不尽相同，对健身的需求也必然不同。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他们大部分健身时间是

在每天的课间操上，具有人数多、面积大、时间

短而固定的特点，所以适合于大型集体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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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广播体操在学校开展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其弊端就是缺少新意，很容易压抑学生的兴趣。

如今学生对广播体操的热情已经远不如前，做操

出工不出力、敷衍了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9]，从

这个角度来看传统的广播体操已经不那么适合现

代学生的发展。

对于上班族的中青年人来说，可选择参与的

健身运动方式本来可以有很多，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中青年人工作比较忙碌，健身时间匮乏，广

播体操反而适合他们的生活状态，广播体操只需

要狭小空间就可以进行，而第九套成人广播体操

还大胆使用现代音乐伴奏、无口令提示来引导人

们练习，使广播体操更接近于健美操的形式，上

班族可以在疲倦之时在不打扰他人工作的前提下

自行进行练习。

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的闲暇时间相

对较多，有更宽泛的时间进行健身活动，也正因

如此，他们有选择更多健身形式的机会。针对老

年人的身心特点，他们更适合在安静、安全、负

离子多的水边以及充满阳光、树木的自然环境下

进行运动，适宜项目主要是武术、气功、散步、

慢跑、健身舞、保龄球、游泳等 [10]，显然广播体

操早已不是老年人的唯一选择。

综上所述，广播体操辉煌的“全民时代”已

渐行渐远，它将向着边缘化方向发展，尽管它有

存在的价值，却再也不是全民健身的支柱。

3.2　由单一形式向系列化转变

科学化、个性化、娱乐化是广播体操发展的

必然趋势 [11]。一位在一线工作的中学体育教师这

样说，真正符合学生身心特点的广播体操应该是

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情况、符合学校特色而自主编

排的特色操，应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尽量做到

一周内每天不重复，形成系列模式，使广播体操

常做常新，真正地调动学生积极性 [12]。传统的广

播体操虽然在“套路”上多次更新，但是部分动

作越来越难，练习者很难完成到位，站位过于单

一，缺乏新意，很容易让练习者产生厌倦感。广

播体操要想符合现代人的身心需要和心理特征，

必须借鉴其他运动项目的有利元素，改变动作整

齐划一、站位固定不变的单调模式，经常在“新”

字上下功夫。近年来广播体操已经呈现出了系列

化发展的趋势，试图创编出符合各年龄段身心特

点的健身操。系列化的健身操在形式上更加注重

新鲜与特色，教育性、健身性、针对性和创新性

更强，与传统的成人广播体操在形式上已经有了

较大的差异。广播体操走系列化之路应是实现其

全民健身功能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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