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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东京奥运周期中国体操队提出“拼团体、搏全能、夺单项”的新口号。

从这一口号本身来看，至少可以获得 2 个基本信息：一是在东京奥运周期，团体项目的

重要性依旧排在全能和单项之前，力争在团体项目上获取优异成绩是中国体操队始终坚

守的“初心”；二是就团体而言，“拼”字意味着当前自身实力与预期目标达成之间尚有

差距，需要不顾一切去奋斗。那么，就我国体操女队来说，“拼团体”的差距主要在哪

里？针对这一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跳马和自由体操是我国女队“拼团体”（乃至全能）

的“软肋”，其中，跳马项目又是 为薄弱的一项，成为我国女队冲击团体奖牌的一大

隐患，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女子跳马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女

队改进跳马项目实力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然而，以上研究较多倾向于从跳马项目自

身进行分析，缺乏随着不同奥运周期体操评分规则的发展变化，将女子跳马和其它 3 个

项目（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体操）在相互关联中动态地把握该项目的特殊价值。这一

分析视角将对我国女队针对东京奥运会的战略部署至关重要，因为正如毛主席所言，正

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判断，而后者依赖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各种侦察材料连

贯起来的思索。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近 5 届奥运会女子体操各项发展对比分析，深入

探讨东京奥运周期中国体操女队蓄力拉长跳马短板的战略意义和基本路径，从而为我国

女队在东京奥运会上“拼团体”的战略部署提供理论参考。 

研究方法：本文以第 27 届至第 31 届奥运会以及东京周期第 47 届世界体操锦标赛

女子跳马项目参赛选手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以这几次世界大赛中高低杠、平衡木和自

由体操项目参赛选手为对比分析对象。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录像观

察、专家访谈和数理统计法。其中，录像观察以观看第 27 届至第 31 届奥运会以及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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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第 47 届世锦赛女子跳马决赛录像为主；专家访谈为利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

理中心组织的对 2018 年全国体操锦标赛调研期间，对国家体操队的管理干部、女队一

线主带教练员，国内资深女子国际级裁判员等共 10 名专家进行访谈；数理统计法以第

27 届至第 31 届奥运会以及东京周期第 47 届世锦赛女子体操赛事成绩为主要样本数据，

除一般描述性统计之外，采用了基于方差分析的多重比较检验以对比分析近 5 届奥运会

女子体操各项之间的发展关系。 

研究结果：研究表明，跳马项目长期以来是中国女子体操队的主要短板，尽管我国

在北京奥运周期加大了对跳马项目的发展力度，但这一良好状态并没有持续较长时间，

从伦敦奥运会开始我国女子跳马实力迅速下滑，成为在团体（以及全能）项目上更进一

步的绊脚石。然而，跳马在女子体操 4 个项目中因其特殊性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一

方面，从动作完成特点来看，该项目完成的是一个“单独”的动作而非一套动作（且在

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与其它 3 个项目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据有关研究显示，

随着评分规则的改变（特别是自 2006 年国际体操联合会采用突破 10 分制规则以来），

运动员在跳马项目中获得高分（F 分）相对于其它 3 个项目而言有更大可能性。这些表

明东京奥运周期中国体操女队蓄力发展跳马项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不仅是主动迎

合东京奥运会体操项目赛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有效运用跳马器械改善和评分规则

改革结果的重要举措。由此，东京奥运周期中国体操女队备战工作应有重点地向跳马短

板聚焦：第一，加大对女子跳马的重视力度，不断夯实我国女子选手在跳马项目上的专

项能力基础；第二，革新女子体操的选材标准，为攻克跳马项目瓶颈提供形态学方面的

前提条件；第三，加强对踺子上板动作的技术攻关，有效利用该类动作在技术环节及提

升 E 分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在把握项目发展规律基础上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因短施

策、精准发力。当然，大力补齐跳马短板并非表示只发展跳马而不需顾及其它项目，也

并非意味着“补短”的同时不需要“扬长”，而是基于通过消除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

努力将现有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从而 大限度发挥中国体操女队在“拼团体”过程中

与优势项目（如高低杠和平衡木）之间的组合效应，为东京奥运周期实现弯道超车提供

更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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