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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研究 2022-2024 年巴黎奥运周期女子竞技体操新规则的变化及导向，重点包

括总则、编排要求、难度动作分值、完成分、连接价值、艺术编排变化等方面。结果发现：（1）总则中跳马准备活动次数、高低杠

器械高度变化、完成 D 组及以上下法加分和动作认定有变化；（2）平衡木及自由操均有 1 项编排要求的调整；（3）跳马涉及所有

类别中80个动作D分调整，分值下降0.2-0.6分；高低杠3个动作类型中难度组别调整范围C-F组；平衡木项目难度组调整范围A-D组；

自由操难度组别变化范围 A-J；高平自三项中各依次合并叶格尔类 2 个动作、结环类及结环转体类各 3 个动作为统一类别，其难度分

值调整范围均为 ±0.1 分；（4）完成分一般错误扣分点有 4 处调整，其扣分范围 0.1-0.3；专项扣分范围 0.1-0.5；（5）连接价值的

直接连接中高低杠增加 E+E、F+D 组变化，平衡木增加 B+D、不包含下法直接连接，混合连接及单腿立转连接中分别删减 D+A 混

合连接、B+B 各 1 项；（6）艺术表现及艺术编排中自由操及平衡木 2 项各涉及 5 处调整。基于以上结果导出以下结论：（1）新周

期规则赋予运动员在难、美、新层面激发更大空间，评分细节上限定范围，为本周期训练指明方向；（2）鼓励高难度、优美性、多

样化依然是女子竞技体操主旋律；（3）夯实完成质量是基本，提升艺术表现及稳定性是鼓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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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导致 2024 年巴

黎奥运周期备战时间缩短，因此整个女子竞技体操备战时间减少，

从而迫切需要研究新周期的规则导向的角度积极迎战巴黎奥运新

周期的比赛。竞技体操比赛竞争激烈，运动员的临场表现追求更

高难、更优美、更稳定的基础上，运动员每个 0.1 分甚至 0.01

分都可能决定到比赛结果的最终排名及冠军奖牌花落谁家。为此

在本次巴黎奥运新周期 FIG 女子竞技体操新规则及亚体联体操培

训班讲解中涉及到总则及女子四个项目关于编排要求、难度动作

类型及分值、扣分变化、连接价值及艺术编排等方面做出的调整

及变化予以总结和归纳，并分析推导出新周期的规则发展导向，

为我国女子体操队备战巴黎奥运新周期的比赛提供训练方向及一

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依据。

1、总则变化导向分析

本次新周期总则中在准备活动规定、运动员权力、下法加分

和动作认定这几方面做了相关调整。

首先跳马准备活动中限定了全能决赛、团体决赛及单项决

赛中只有 2 次试跳机会，加入了在跳马单项决赛的资格赛中才能

有 3 次试跳机会，这是由进入跳马单项决赛须选择两次不同类型

的跳马动作而决定的。在运动员权力中的国际器械标准的高低

杠器械高度可再升高 5cm，新的器械标准为：低杠 175cm、高杠

255cm，这表明随着体操项目发展在女子体操运动员的身高及选

材中有一定变化。下法加分方面在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项目

中成功完成 D 组及更高难度的下法，可获 0.2 的加分，在以往的

规则中通常对动作做减法扣分，单新规则中出现了鼓励性导向，

运动员完成难度较高及较为完美成套表现趋势获得加分的额外规

定。在四个项目中均有对动作的技术认定有着更高的要求，这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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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动作成套编排及运动员动作的完成精细度方面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2、编排要求变化分析

编排要求是每项成套动作的导向，在高低杠、自由操及平衡

木项目中均可选择 8 个最高难度动作计入难度起评 D 分，在这三

项中分别要满足4种类型的编排要求，每满足1个编排要求有0.5

的加分，每项编排要求满分都为 2 分。因此未满足或缺少 1 个编

排要求就缺少了极大的比赛竞争力。

表 1  编排要求变化统计表 

	项目
编排要求
变化类型

编排要求
内容变化

编排要求变
化分值

编排要求总
分值变化

	高低杠 无 无 无 无

	平衡木 编排要求 2＃
增加滚翻 / 全旋类动作可满足编排 2 要
求

0.5
无

	自由操 编排要求 1＃
由 2个不同的单脚跳或小跳舞蹈动作
增加舞蹈段落间不可以使用立转动作作
为过渡。

0.5 无

由上表可知，巴黎奥运周期新规则的比赛成套编排要求中，

高低杠项目上与2017版女子体操评分规则对比无编排要求变化，

但亚体联裁判培训及国内官方裁判培训中，再次强调同根动作在

一个成套中不得出现 3 次以上，否则多余动作无价值；明确了任

何类型的动作只能按先后顺序计算一次难度，涉及到运动员在发

展难度时要符合新周期的高低杠编排要求，显示高低杠的同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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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作要呈现出多样性发展。在平衡木项目的编排要求 2 ＃中增

加了滚翻和全旋类动作可满足近木的编排 2 ＃要求，表明在平衡

木的动作编排中新增了这两类动作，增加了平衡木编排的观赏性

及多样性发展。自由操项目的编排要求 1 ＃中，更加明晰的解释

了在舞蹈段落间不可以使用立转动作作为过渡，意指在舞蹈段落

中要流畅的展示出运动员大范围移动的路线，编排要求变化分值

中平衡木及自由操两个项目各有 0.5 的变化，但各项的编排要求

总分值都是 2分，无各项编排要求总分值变化。

满足各项编排要求是底线，并根据运动员赛场中的临场发挥

可能会有的失误，导致动作难度无价值及无连接的情况，教练员

在选择难度动作进入编排要求时，就要注重在平时训练中就做好

应对临场的调整对策。

3、难度动作及分值变化导向分析

动作难度组别及分值越高，代表运动员的难度动作发展的水

平越高，在竞赛中更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因此难度动作分值是 D

分组成最为重要的部分。

表 2  各项难度动作及分值变化统计表 

项目
难度动作
类型调整

难度分值
变化数量

难度动作组别
变化

难度动作分
值变化

难度动作
类别合并

跳马 GROUP1-5 类 80 无 -0.2-0.6 无

高低杠
1. 换杠飞行类动作
2. 同杠飞行类动作
3. 下法类动作

3
3
1

1C ↑ D
2D ↑ E
1E ↑ D
1G ↓ F
1D ↓ C
1F*

±0.1
同杠飞行类动作
（叶格尔）
2合 1

平衡木
1. 上法类动作
2. 舞蹈类动作

4
3

1B ↑ C
1C ↑ D
1D ↓ C
2C ↓ B
1B ↓ A
1A*

±0.1
跳步类动作
（结环类）
3合 1

自由操
1. 技巧类动作
2. 舞蹈类动作
3. 立转类动作

1
2
1

1B ↓ A
1D ↑ E
1A ↑ B
1J*

±0.1
跳步类动作
（结环转体类）
3合 1

注：表中↑代表升组，↓代表降组，*号表示新周期规则难度表中认定的动作难度值。

表 2 中难度动作类型的调整，跳马中 5 个类型的动作均有难

度分值的调整，跳马难度表中共 82 个动作，其中难度分值调整

高达80个动作，80个难度动作的分值范围变化从-0.2-0.6不等，

5 个类型中的动作都涉及下降了 0.4 的难度分值，其中类型 3 种

原类动作 3.10-3.20 编号动作及踺子小翻类 4.10-4.20 编号的动

作下降 0.3 的难度值，在类型 5 中踺子上板 180° 前手翻前团 /

屈转体的 5.21 和 5.22 编号动作下降了 0.6 分，踺子 180° 前手

翻前直及转体 180° 分别下降了 0.2 和 0.4 分，只有踺子 180° 前
手翻前直 360° 及程菲跳未变动分值；表明跳马中程菲跳的难度

及难度分值高的动作依旧是难度选择趋势。

高低杠项目中的难度动作有换杠飞行类、同杠飞行类及下发

类动作 3 种动作类型有变化调整，总共 7 个动作，动作分值调整

数量分别为 3、3、1 个，组别调整范围 C-F 组，每个动作分值调

整变动为 ±0.1 分，难度动作合并同杠飞行动作并腿屈体叶格尔

及分腿叶格尔动作，这两个动作在成套中只能有 1 个动作展示 1	

次的机会，并且并腿屈体的叶格尔从 E 组降至 D 组，换杠动作上

升了 3 个动作的组别分值，鼓励多样性高飞低及低飞高的换杠飞

行动作。

平衡木项目中有上法类及舞蹈类进行了共 7 个动作的难度

分值及组别调整，有 3 个动作上升的组别及分值，4 个动作下调

了分值，组别调整主要集中在 A-D 组范围，每个动作调整变动为

±0.1 分，删减了跪转类动作，在难度动作类别合并中有结环类

跳步原地结环跳、大跨结环跳及杨波跳这3个动作合为一个类别，

导向表明在一套成套中同类别跳步只能出现 1 次，需要选择更为

多样性的跳步动作加入到成套中才能获得难度认定。

在自由操项目中有技巧类、舞蹈类和立转类动作 3 类动作有

组别分值的调整，其中舞蹈类的跳转 360°B 组降为 A 组，狼跳转

体 720° 从 D 组升为 E 组，立转类 1 个 A 组动作蹲转 360° 升为 B

组，组别调整范围 A-D 组，分值调整范围为 ±0.1 分，技巧类难

度动作中拜尔斯选手的 1080° 后团旋空翻突破 I 组认定为 J 组，

难度分值为 1.0。舞蹈类 3 个结环转体类跳步动作，剪式结环转

体 180°、原地结环跳转 180° 及劈腿跳结环转体 180° 合并为 1 类

动作。

4、连接价值变化导向分析

连接价值是难度动作与动作之间有直接或间接连接除难度动

作之外的额外价值，连接价值也是 D 分的组成部分。连接价值的

规则如使用得当，既可节省运动员体力，也可展示运动员动作的

稳定性及竞技水平，此外还可获得较高的额外加分。

表 3  动作连接变化统计表

项目 直接连接 间接连接 混合连接 单腿转体连接 备注

高低杠
增加
1.E+E
2.F+D

无 无 无

在 2个动作中间或在第二个
/ 最后一个动作之后出现虚
摆及无价值摆动则不承认连
接加分

平衡木
增加
1.B+D
2. 不包含下法

无
删减
D+A

无

1. 出现抓木的情况下不能
获得连接
2. 混合连接不能出现额外
和过度的手臂摆动

自由操 无 无 无
删减
B+B
（不上步）

无

由表 3 可见，三个项目共有四种连接类型，分别是直接连

接、间接连接、混合连接及单腿转体连接，高低杠项目和平衡木

项目中均增加了直接连接的选项，平衡木及自由操在混合连接及

单腿转体连接中各删减了一项。高低杠中在原有选项基础上增加

了 E+E 其中一个必须是飞行及 F+D 两个飞行动作的选项，平衡木

中增加了 2 项直接连接 B+D 向后的动作直接连接并且只能按此顺

序，明确了不包含下法的选项，删减了一项 D+A 的空翻落至单腿

平衡的的混合连接。自由操项目中删减单腿转体B+B的连接选项，

在高低杠及平衡木项目备注中明确了指向了直接连接的高规格要

求。

5、完成分变化导向分析

完成分从 10 分起评，其分数高低意味着成套质量的优劣，

在追求更高难度的同时，动作的完成质量也是不可或缺要注重的

关键，在完成分数的扣分变动中，扣分点的扣分范围越大，运动

员可能失分的情况越显著。

由表 4 可见，专项扣分点中涉及到跳马、高低杠、自由操三

个项目，跳马中有 3 个专项扣分点的变化，其中对冢原类动作的

第一腾空转体°有更明确的要求，第二腾空带纵轴转体的直体空

翻及对第二腾空的高度及身体姿态有更高的要求，专项扣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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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分，是很高的要求。高低杠中有 3个专项扣分点的变化，

其中对擦碰器械，帕克空翻的高度有明确要求，取消了对无价值

的摆动中的错误进行扣分，其专项扣分范围为 0.1-0.3 分。自由

操的专项扣分点中只有一个未经舞蹈编排的过度准备的调整，其

扣分范围每次 -0.1。

表 4  各项完成分变化统计表

项目 专项扣分点
专项扣分
分值

一般错误扣分点
一般错误扣
分分值

跳马

1. 第一腾空阶段（冢原类动作）
2. 第二腾空（带纵轴转体的直体
空翻）
3.第二腾空阶段（高度不足、屈膝）

-0.3

-0.3

-0.1-0.5

1. 在不带转体的单个空翻
（团身和屈体姿势不精确）
2. 在不带转体的两周空翻
（团身和屈体姿势不精确）
3. 非常大的步子（超过肩
宽）
4.双手擦/触器械/垫子，
但没有失败

-0.1-0.3

-0.1

每次 -0.3

每次 -0.3

高低杠

1. 脚擦垫子
2. 帕克空翻（高度）
3. 不对虚摆及无价值摆动中的错
误进行扣分

-0.3
-0.1-0.3

平衡木 无变化 无变化

自由操 过度的准备 -调整 每次 -0.1

一般错误扣分点共有 4 个变化，其中均涉及到所有四个项目

的 E 分扣分点，对单周及双周不带转体的空翻中的团身屈体的身

体姿态，出现超过肩宽的多余的步伐及在没有失败的情况下擦碰

器械，扣分范围在 0.1-0.3 分。

6、艺术性变化导向分析

平衡木和自由操两个项目是集中体现女子竞技体操的艺术感

与美感，分为艺术表现和艺术编排两大维度来展示这两个项目的

成套艺术性，但艺术性只强调没做到。

表 5  艺术编排变化统计表
项目 艺术表现变化 艺术编排变化 变化总计

平衡木

1. 未充分利用身体各部分参与舞
蹈表现
2. 在整个成套编排中，不得使用
同一类型的动作或同一身体部位
3. 提踵不足

1. 缺少侧向动作编排（不必是难度
动作）
2. 缺少 2 个不同身体部位的近木组
合动作

增加 5处变化

自由操

1. 全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不足，
与音乐风格无关联的表演
2. 成套动作的表现流畅性不足

删减：舞蹈编排扣分
1. 全套多样性和创造力不足
2. 角落缺乏编排 / 变化和多样性不
足
3. 不好的身体姿势 /幅度

增加 2处变化
删减 3处变化

表 5 统计表明，在艺术表现中平衡木项目由 3 处调整，关于

运动员能否展示出身体表达的幅度及美感，艺术编排中缺少侧向

动作和 2 个不同身体部位的近木组合动作将扣除相应的分值，增

加的变化共 5处。

自由操项目中关于艺术性的部分增加 2 处，删减了 3 处，

共 5 处变化，艺术表现得变化有全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不足与音

乐风格无关的表演和成套动作的表现不流畅会导致一定的艺术扣

分，在艺术编排中删减舞蹈编排的扣分项更合理的融入到艺术表

现中了，艺术表现及编排调整较多，可见对于艺术性的重视程度

有所提升。

7、结论

（1）巴黎奥运周期女子体操新规则在运动员权益上提供了

更多保障，不但赋予了运动员在难、美、新等核心层面更大的潜

能激发空间，并且在各项评分细节上有明确的限定范围，规则不

论在整体上还是具体条目上更加严谨，让竞技体操比赛成绩的评

判在细则，依据和可操作性方面提高了客观性，为女子体操本周

期的训练指明了方向；

（2）D 分中对成套动作的编排要求更加多元化，仍然鼓励

对高难度的追求与突破，在连接价值中给予了直接和间接连接价

值更多的发展空间；

（3）E 分中增加了专项扣分和一般错误扣分点，明确了多

项艺术性的量化评判，艺术性细节要求力度显著提升，成套动作

完成度上凸显高质量、优姿态、保稳定的特征导向。

8、建议

（1）高低杠及平衡木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但欧美国家

近年来的发展势头迅猛，我国优势已不明显，基于新规则变化的

契机应努力把握当下的机遇与挑战，遵循新规则导向，深入学习

和理解规则精髓，扬长避短，后起之秀奋力发展跳马和自由操项

目；

（2）我国女子体操队员体型普遍较瘦小，须科学平衡营养

恢复与训练负荷的关系，增强基础与专项体能训练比例，在提高

运动员防伤病意识上努力发展新高难动作，且成套编排注重精简、

求多样、巧连接、保稳定的特征；

（3）充分挖掘运动员深层潜能，勇于创新连接，夯实姿态

质量，提升艺术审美修养，激发积极动力，为中国女子体操队超

越过往，突破原有极限，在新周期继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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