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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体育舞蹈成人化现象多维度研究
——以5—9岁儿童为例

于Ǔ茜
沈阳音乐学院Ǔ辽宁Ǔ沈阳Ǔ110000

摘Ȟ要：近年来，随着体育舞蹈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儿童开始接触并学习体育舞蹈。然而，一种被称

为“成人化”的现象在少儿体育舞蹈中逐渐显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儿童在学习体育

舞蹈的过程中，过早地接触和模仿成人舞蹈的动作和风格，使得儿童的舞蹈失去了原有的天真、活泼和童趣。本文将

以5-9岁儿童为例，对少儿体育舞蹈“成人化”现象进行多维度研究，以其为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少儿舞蹈；体育舞蹈；少儿成人化；少儿舞蹈成人化

1��引言

体育舞蹈在中国迅速普及，尤其受到成年人和儿童

的青睐。然而，少儿体育舞蹈领域出现了成人化倾向，

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倾向可能会对

儿童的身体发育造成不良影响，并可能剥夺舞蹈本身的

纯真与童趣。本研究旨在分析5至9岁儿童体育舞蹈成人
化现象的成因、影响以及应对策略，以期为体育舞蹈教

育提供深刻的见解和建议，确保其在儿童中的开展是健

康、安全且充满乐趣的。

2��少儿体育舞蹈成人化现象的表现

当前，少儿体育舞蹈呈现成人化趋势，体现在几个

方面。儿童舞蹈服装设计趋向成熟复杂，舞蹈动作包含

高难度技巧，可能对儿童健康构成风险。音乐选择和舞

蹈编排也趋向成人化，可能与儿童心理发展不符。这些

因素共同描绘了少儿体育舞蹈成人化的主要特点。

2.1  动作表现成人化
在5至9岁少儿群体中，其身体机能与运动能力普遍

处于较低水平。尽管如此，在众多针对少儿的体育舞蹈

表演中，我们仍可观察到许多源自成人舞蹈的复杂且高

难度动作。以拉丁舞表演为例，少儿往往被要求执行一

系列快速扭转及大幅度摆胯动作。这些动作不仅需要相

当的肌肉力量，还要求具备极佳的身体协调性。然而，

此类要求显然超出了该年龄段少儿的身体承受能力，可

能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2.2  舞蹈编排成人化
在体育舞蹈中，成人编排强调情感深度和复杂结

构，而少儿舞蹈常直接采用成人模式，未考虑儿童特

点，导致作品过于成熟。舞蹈节奏和速度常按成人标准

设定，忽略了儿童节奏感和协调能力的阶段性发展。编

排时应考虑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促进其全面发

展，让舞蹈更贴近儿童天性，激发他们对舞蹈的热爱。

2.3  服装造型成人化
在少儿体育舞蹈活动中，常见儿童穿着类似成人、

带有暴露和华丽元素的服饰。女童服装常有低胸、高开

叉设计，男童则倾向于成熟风格如西装领带，这些成

人化设计与儿童年龄不符，可能影响他们的审美和价值

观，使他们过早模仿成人审美，忽视了儿童的纯真。

2.4  审美观念成人化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成人化趋势对少儿体育舞蹈评

价标准产生了显著影响。本研究发现，评价标准日益倾

向于成人化的审美理念。此趋势导致了对舞蹈技巧及外

在表现形式的过分强调，而儿童在舞蹈中自然流露的童

真与纯真情感表达却常常被忽略。此外，家长与教师在

指导及评价儿童舞蹈时，亦倾向于采用成人化的审美标

准，这使得儿童在学习与表演舞蹈的过程中，逐渐丧失

了对舞蹈本质的纯真理解与自然的表达方式。

3��少儿体育舞蹈成人化现象的成因

经研究揭示，儿童体育舞蹈呈现成人化风格之趋

势，其根源可追溯至社会、家庭及教育等多个层面。通

过深入剖析这些成因，我们能够更有效地遏制成人化倾

向，为儿童营造一个更为纯净的舞蹈学习环境。

3.1  社会环境因素
在现代社会，公众对体育舞蹈的认知和理解主要基

于成人比赛和表演。成人化的体育舞蹈形象在媒体传播

和报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少儿体育舞蹈在这样

的影响下，不自觉地开始向成人化的模式靠拢。与此同

时，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兴起，家长们越来越希望自己

的孩子能够在体育舞蹈领域中快速地展示出成果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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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这种迫切的期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少儿体育舞

蹈向成人化趋势的发展。

3.2  家长期望因素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众多家长寄予厚望，他们希冀

通过体育舞蹈这一途径，培养子女的高雅气质，并在各

类竞赛中摘取桂冠。家长倾向于将成人体育舞蹈的成就

与标准不加筛选地施加于未成年学习者，期望他们迅速

达到较高的技能水平。然而，这种期望可能导致一系列

问题。为了满足家长的这一需求，培训机构及教师可能采

取更为成人化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对儿童进行训练。这种做

法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儿童在身心发展方面的特殊需求，以

及他们对舞蹈学习的内在兴趣和适宜的学习节奏。

3.3  培训机构因素
在现行教育市场环境下，部分培训机构在追求短期

经济效益及比赛成绩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5至9岁儿童
的身心发展特征。这些机构倾向于直接套用成人体育

舞蹈教学体系，对这一年龄段的儿童进行教学。此类做

法未充分考虑儿童与成人之间在身体发育和心理成熟度

上的显著差异，亦未能营造一个适宜儿童成长的教学环

境。此外，培训机构师资队伍中缺乏针对少儿教学的专

业培训和资格认证，导致教师在教学方法上表现出单一

性和缺乏创新性。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进一步加剧了教

学内容和方式的成人化倾向，使得儿童在学习过程中难

以获得与其年龄阶段相适应的教育体验，从而对其全面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3.4  赛事体系因素
在审视当前少儿体育舞蹈领域时，我们注意到一个

普遍存在的现象：诸多比赛的规则与评判标准纷纷效仿

成人赛事。此趋势导致赛事更加侧重于舞蹈技巧的难度

与竞技性，进而促使培训机构及家长为追求比赛中的卓

越成绩，选择让儿童进行一些成人化的训练与表演。

4��少儿体育舞蹈成人化现象的影响

少儿体育舞蹈中的成人化倾向，对其身心健康发育

产生了负面影响。通过对这些影响进行深入剖析，我们

能够更有效地优化少儿舞蹈的发展方向。

4.1  对儿童身体发育的影响
针对5至9岁儿童，执行成人级别的高难度动作和高

强度训练，可能导致其身体过度疲劳，并显著增加受伤

风险。此类训练中不当的力量施加方式及过度的关节扭

转，可能对儿童的骨骼发育和肌肉生长造成不良影响。

长期而言，可能引发骨骼畸形、肌肉损伤等健康问题。

4.2  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众多家长及教育机构倾向于将儿童塑

造为符合成人标准的个体，此做法实际上对儿童施加了

显著的心理压力。儿童在参与各类竞赛及表演活动时，

常被期望达成成人设定的成就标准及审美准则，导致他

们在舞蹈等艺术实践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初始的愉悦感，

取而代之的是对成就的焦虑和对自我表现的不满。这些

消极情绪，包括焦虑和自卑等，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

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此外，成人化的舞蹈内容与形象往

往与儿童的内在世界及认知发展阶段不相适应，这种不

协调不仅损害了儿童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其自我认知

和个性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4.3  对儿童舞蹈艺术认知的影响
在当前的儿童舞蹈教育实践中，成人化倾向日益显

著，导致儿童过早地接触复杂的舞蹈技巧和成人化的审

美理念。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儿童对舞蹈艺术

本质的深刻理解和认知。由于儿童被成人化的舞蹈内容

过早地包围，他们难以从舞蹈中体验到纯真无邪的快乐

和自由的情感表达。这种缺失不仅不利于激发儿童对舞

蹈的兴趣和热情，而且可能抑制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的发展。长期而言，这种成人化的教育方法可能对儿童

未来在舞蹈艺术领域的长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限制他

们在艺术探索和表达上的潜力。

5��引导少儿体育舞蹈健康发展的策略

本研究提出策略，旨在促进少儿体育舞蹈发展，确

保儿童在享受舞蹈乐趣的同时，培养健康体魄和艺术修

养。这些策略关注儿童身体发展和舞蹈艺术认知，推动

他们在体育舞蹈领域的全面健康成长。

5.1  完善教学体系
针对5至9岁儿童的身心发展特征，本研究团队精心

设计了一套专门的少儿体育舞蹈教学大纲。在教学过程

中，我们特别融入了诸多具有趣味性和基础性的内容，

例如易于掌握的舞蹈游戏、伴随儿歌的舞蹈活动等。本

研究的目标在于注重培养儿童的节奏感、身体协调性以

及对舞蹈艺术的兴趣和热爱。同时，本研究避免了过早

引入成人化的、难度较高的舞蹈动作，以防止对儿童的

身体和心理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5.2  加强师资培训
为增进少儿体育舞蹈教师的专业能力，开展一系列

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特征及教学策略的培训课程显得尤为

必要。此类课程旨在深化教师对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

相关理论的理解，进而掌握一系列适宜于少儿的教学方

法。教师应具备根据儿童个体差异实施个性化教学的能

力，确保教学内容与方式能够满足儿童成长的特定需

求，避免成人化教学方法的直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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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优化赛事体系
为推动少年儿童体育舞蹈的良性发展，构建一个科

学合理的竞赛体系显得尤为关键。该体系需针对5至9岁
儿童的生理及心理特征，制定相应的比赛规则与评价标

准，确保这些规则与标准能够充分顾及该年龄段儿童的

特殊需求与成长规律。在赛事架构方面，应减少对高难

度动作的过分强调，以避免对儿童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和

潜在伤害。相反，应更加重视儿童在舞蹈过程中的情感

表达，鼓励他们通过舞蹈展现个性与创造力。此外，基

本功的展示亦是评价的重要维度，它有助于儿童奠定坚

实的舞蹈基础。通过实施此类竞赛体系，期望能够引导

少年儿童体育舞蹈向更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使儿童

在享受舞蹈乐趣的同时，实现身心的全面成长。

5.4  正确引导家长观念
本研究通过举办一系列家长教育讲座，并广泛传播

科学育儿理念，旨在引导家长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所

开展的活动及宣传资料着重阐释了儿童参与体育舞蹈活

动的深层价值，即以增进儿童身心健康和兴趣培养为根

本宗旨。本研究鼓励家长认识到，儿童参与体育舞蹈活

动的目的不应局限于追求竞技成绩或成人化的表现。通

过此类教育和引导，本研究期望能够显著降低家长对儿

童体育舞蹈成人化倾向的推动效应，进而为儿童营造一

个更为健康、更适合其成长的体育舞蹈环境。

6��结语

当前社会中，5至9岁少儿体育舞蹈成人化趋势明
显，体现在动作成熟度、编排、服装和审美上。这种趋

势由社会环境、家长期望、培训机构和赛事体系等多方面

因素造成，但可能对儿童的生理、心理和舞蹈认知产生不

良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需完善教学体系、加强师资培

训、优化赛事体系，并引导家长正确理解儿童体育舞蹈，

以促进其健康发展。这样，儿童不仅能在舞蹈中找到快

乐，还能促进全面成长，实现体育舞蹈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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