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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舞龙舞狮运动队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广西师范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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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广西师范大学为例，对其舞龙舞狮队伍组建历史、组队模式、发展的制约因素等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从

学校层面出发，就如何更好的发展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相应问题的对策，希望能为广大高校舞龙舞狮运动的发展提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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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team formation 

mode and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of its dragon and lion dance team, discusses how to better develop from the school level,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hop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ragon 

and lion d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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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大

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渐向世界传播开来，舞龙舞狮

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近年来逐渐步入

人们的视野，受到人们的欢迎及追捧，高校作为舞龙舞狮

运动发展的重要环节，已经逐渐形成一定规模
[1]
。广西师

范大学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重点高校，依托学校优质

的教育资源，率先在舞龙舞狮项目开展进行了有效尝试，

在队伍建设、训练模式、竞赛模式、人才培养等方面均有

所建树，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与国内其他高校相比较

其在舞龙舞狮发展领域已达到国内一流水平，舞龙舞狮已

经成为该校的重点品牌项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1 队伍发展状况 

1.1 队伍组建历史及竞赛成绩 

广西师范大学舞龙舞狮运动队始建于 2010 年，通过

访谈了解到，该校舞龙舞狮运动队的前身为校内热爱舞龙

舞狮运动的大学生自发组成的社团组织，起初是为了丰富

校园课余生活，弘扬舞龙舞狮文化。随着国家逐渐重视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发展
[2]
，舞龙舞狮这项运动也得到进一

步推广，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同时，龙狮社团也逐渐被学校

重视起来，在此背景下学校聘请专业舞龙舞狮教师，结合

龙狮社团正式成立了广西师范大学舞龙舞狮运动队，随后

在该校舞龙舞狮教师的指导下，对舞龙舞狮运动队进行了

系统的整训包括对选拔模式、管理模式、训练模式的优化

等等；使得该校舞龙舞狮运动队迅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脱

颖而出，成为区内外舞龙舞狮运动开展的翘楚队伍，队伍

自成立以来严守“尊师重道，敬业乐群”的校训，秉承“团

结、奋进、刻苦”的优良作风和海纳百川的师大精神。组

队以来不断参与校内外各种庆典和公益表演，广受社会各

界好评。随着舞龙舞狮竞赛的发展需要，舞龙舞狮运动队

2011 年在原有队伍的基础上强化竞技舞龙舞狮训练，开

始频频参与国内外舞龙舞狮竞赛并获佳绩；据调查，截至

2022年该校舞龙舞狮运动队已取得国际赛事第三名 1项、

第四名 2 项、全国冠军 11 项、全区冠军 15 项、其他名次

10 余项的优异成绩。 

1.2 组队模式及教练情况 

广西师范大学舞龙舞狮运动队作为广西师范大学特

色品牌项目，其组队模式主要是由学校委派一位专业舞龙

舞狮教师作为其运动队总教练，另聘请两位研究生助教组

成领导班子，负责运动队的日常事务管理；队员招新方面

于每学年新生开学之际面向全校体育专业类新生选拔新

一届的舞龙舞狮运动队队员，以确保运动队新鲜血液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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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目前舞龙舞狮运动队队员涵盖大一至大四本科生以及

部分舞龙舞狮专业研究生；其新队员的选拔主要通过对力

量、速度、耐力，灵敏性、柔韧度等身体素质测试，依据

选拔者测试成绩排名择优录用，而后教练员按照队员的身

体素质特点分配相适合的项目或把位。 

1.3 运动员情况 

舞龙舞狮运动队是学校层面组建的体育运动队伍，代

表学校出征国家级、省区级重大体育赛事，展现着一个学

校的精神面貌和最高的竞技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与发展离

不开运动员、教练员的共同努力，其中运动员是运动队建

设的灵魂和核心代表着学校的精神风貌、竞技成绩等等；

对整个学校的对外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舞龙舞

狮运动队在运动员的选拔制度上尤为严格；经调查发现，

舞龙舞狮运动员来源方向主要为以体育教育、社会体育管

理与指导、民族传统武术三个专业为主；该校以体育类学

生为主的招新措施，确保了历届舞龙舞狮运动员体能素质

始终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利于快速开展专项训练。据历

年人数比例调查，每届舞龙舞狮运动员招新数量控制在

30 人；男子舞龙 11 人、女子舞龙 11 人、南狮 8 人，男

女比例为 2：1，报名录取比例稳定在 42%。据调查，舞龙

舞狮运动员的选拔除了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等硬性要求

之外，还对运动员全年文化成绩、有无违纪处分等情况进

行多方面综合考量，以此约束运动员养成严于律己的良好

习惯，杜绝违法乱纪的现象发生；据调查发现，舞龙舞狮

运动队队员年度文化成绩平均居于该年级专业前 37%、运

动队内个人获得学校荣誉平均数为 26%，对运动员的高要

求确保了舞龙舞狮运动队整体纪律作风始终处于高水准，

确保队伍能以较好的纪律及精神面貌参训参赛。 

1.4 训练及场地器材情况 

训练情况上，作为该校 9 个常设性代表队之一的舞龙

舞狮运动队，目前教练员根据《学校体育运动队管理规定》

的相关要求开展训练工作，依据全年的竞赛安排及项目的

设置，对运动队的成员进行调整，在新队员的培养和选拔

中严格把关。教练团队对全年的训练计划做科学、合理、

有效的部署，整个舞龙舞狮运动队训练情况井然有序的同

时，保持较高的训练量；据调查得知，舞龙舞狮运动队规

定队员训练时间每周不少于四次集体训练、单次训练时间

不少于 150 分钟；临赛状态每周训练次数不少于五次集体

训练，单次训练时间不少于 180 分钟，以确保舞龙舞狮运

动队竞技水平的保持与提升。根据不同年级运动队情况分

层制定训练任务与年度目标，其主要分工为大一至大二运

动队，主要任务目标为稳扎稳打、积极参训，提高其自身

身体素质及训练队整体配合的水平；大二至大三运动队，

其主要任务目标为精益求精抓细节，提高运动队整体的竞

技水平，备战省区级至国家级舞龙舞狮竞赛。大四至研究

生队伍在日常训练队中，负责技术指导、以老带新、组织

队员训练或充当临时队员角色。总教练统筹全局，助教协

调运动队带领训练，整体采取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会

到精的阶梯式训练模式。训练器材情况上，据笔者调查了

解到，舞龙舞狮运动队每年都会不定期购置舞龙舞狮相关

训练器材，以确保训练器材的正常供应满足运动员训练需

求；据调查，截至 2022 年该校舞龙舞狮训练器材设备情

况如下：舞龙舞狮室内训练基地一块（1000m
2
）、舞龙舞

狮后勤仓库两个、标准南狮高桩阵一套、训练龙的数量为

16 条，其中 12 条为九把龙、4 条为五把龙；训练狮的数

量为 22 头、其中北狮 2 头，南狮 20 头，器材维修保养配

套设施齐全、后勤维护工具若干，以上为笔者实际调查所

得出该校舞龙舞狮运动队器材设施情况，训练器材的正常

供应，确保了舞龙舞狮运动队正常训练的开展为成绩的提

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制约因素 

2.1 经费限制 

舞龙舞狮运动队经费方面虽然每学年该校都会有专

项拨款，但由于龙狮队伍的不断壮大、各类竞技比赛和公

益表演需求愈渐增多，以及维护龙狮队伍日常开销等等，

对经费的需求程度也是不断增加。一方面由于龙狮队伍因

经费的不足或缺乏，限制了许多优秀队员参加各式各样的

比赛及表演，久而久之，训练队队员内心对舞龙舞狮的训

练激情有所减弱，渐渐萌生退队的想法给队伍的建制维护

及人才培养造成了一定困难。另一方面，经费缺乏的同时

也会对训练器材、运动场地的建设及维护造成影响，这样

一来不仅运动员奖金及宣传方面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会

影响队伍的长期建设及发展，因此可以说，经费不足是制

约舞龙舞狮运动队伍建设及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3]
。 

2.2 学训矛盾 

学训矛盾是任何一支高校运动队都普遍存在的建设

性问题，舞龙舞狮运动队也是如此。“学”与“训”的矛

盾性，究其原因的根本在于运动员的文化理论学习和运动

训练都需要时间进行，二者的矛盾呈相对立性普遍存在。

夹杂在学训矛盾之间的学生运动员，如何能够合理地安排

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的关系上，就成了大部分运动队员的

难题。由于备战比赛或进行演出的缘故许多队员或多或少

都存在着理论课少上的问题，导致了所学知识面的不太完

整。从微观方面而言，可能影响到该部分学生的学习成绩；

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这部分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导致所

学知识面的不完整间接影响到队员未来就业的问题。因此

舞龙舞狮运动队员学习时间和训练时间的合理安排，就成

了必须要妥善处理的问题。 

2.3 运动损伤 

研究发现，随着舞龙舞狮训练的开展，运动员通过严

格训练提高自身竞技能力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不

同程度的运动损伤
[4]
。运动损伤的出现，不仅会影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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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正常的生活与学习，也同时会影响到队伍的训练质量和

运动员竞技能力及表现。据调查了解到，不同训练时间的

舞龙舞狮运动员，运动损伤的发生率及发生部位会有较大

的差异。具体表现为：训练时间短的运动员（训练时间不

足 365 天）比训练时间较长的运动员（训练时间 365 天以

上）出现运动损伤的概率会高一些；究其原因分为以下三

点：一是训练周期时间短的舞龙舞狮运动员在身体素质及

其接受专项运动能力方面较之训练时间长的舞龙舞狮运

动员普遍有所差距，缺乏从事舞龙舞狮运动的相关经验。

在舞龙舞狮技能形成的泛化、分化阶段容易出现错误动作，

因而导致训练时间短的运动员运动损伤，比训练周期长的

运动员出现运动损伤频率相对较高。二是运动员本身对准

备活动的意识缺乏所导致，轻视准备活动，特别是专项热

身准备运动，大大增加了运动损伤的发生率。另一方面运

动员缺乏必备的保护措施及自身保护意识不足，也是导致

运动损伤高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三是竞技类舞龙舞狮训练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特别高桩舞狮、站肩舞龙等高

难度动作容易引起运动员的心理变化，产生紧张及恐惧性

心理增加训练负担，因而更容易导致训练时间短的运动员

比训练时间长的运动员出现运动损伤的几率增高； 

3 对策 

3.1 学校政策给予大的支持力度 

从舞龙舞狮运动队组织管理调查来看，高校舞龙舞狮

队伍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财政经费及相关政策的支持
[5]
。近

些年舞龙舞狮等运动队支持力度不如其他老牌体育队伍

（游泳、篮球）的原因，究其缘由是因为部分院校领导，

与迅速发展的新时代体育理念不相适应。尤其是思想等观

念的落后，普遍认为舞龙舞狮运动在高校大力开展费钱费

力不讨好
[6]
。在体教融合背景之下，应该摒弃落后观念，

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舞龙舞狮融入高校体育大发展的序

列之中，学校层面应当加大政策方面的支持。例如队员们

通过长时间的艰苦训练，一旦有各类比赛演出机会来临，

就往往需要牺牲自身的理论课程为代价而进行比赛或备

战，这也是出现学训矛盾的根本；长此以往就造成了校队

队员与其他学生学习成绩上的一定差异，而学校对此类情

况的弥补措施并没有多大的政策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龙狮队队员的竞赛积极性，阻碍了舞龙舞狮队伍的进一

步发展。另一方面，在政策及经费有限的前提下，部分长

久训练的优秀队员因经费、政策等问题长时间无法代表学

校参赛萌生退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的流失。鉴于此

类情况，学校应在多方面考量下给予舞龙舞狮队伍在政策、

经费方面的支持，以期促进舞龙舞狮运动在高校的进一步

发展。 

3.2 加强队伍伤病预防，提升队员治疗条件 

树立“健康第一，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运动员的

运动损伤一旦发生，轻则打乱队伍整体训练计划，影响运

动员正常的训练与生活，重则可能会断送运动员职业生涯，

给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提高带来阻碍，给运动队整体发展和

个人利益产生不利影响。舞龙舞狮运动损伤的发生，究其

原因是舞龙舞狮运动的参与者、组织者、指导者对运动损

伤的危害性认识不到位和思想上轻视运动损伤的观念有

关。因此教练员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加强运动员对预防

运动损伤的防范意识，明确运动损伤与运动训练的利害关

系。树立“健康第一，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将预防为

主的训练方针贯穿在队伍日常训练和比赛的始终。舞龙舞

狮运动是团体类竞技项目不同于其他个人的体育竞技，需

要强调队伍的整体配合及统一性，由于舞龙舞狮运动特有

的技术性要求。对部分身体素质肌能要求较高，长期训练

若不注重队员伤病的预防可能造成运动员身体机能的过

度劳损，出现运动损伤，直接导致队伍的整体水平下降。

尤其是腰部、膝部、腕部的运动损伤，众所周知，这些关

节性运动损伤是所有体育运动损伤中最难治愈的情况之

一，稍有不注意就可能为以后的身体落下病根。因此要格

外重视运动员的伤病情况，必要时为运动员提供治疗的条

件，强化舞龙舞狮运动队伍伤病的预防机制，提升队员治

疗条件就显得尤为必要；如此才能让运动员全心全意投入

到训练及比赛中，使整体竞技水平持续提升为舞龙舞狮运

动的发展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3.3 拓宽经费渠道，尝试体教企合作 

经费是任何一支高校运动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舞

龙舞狮队伍亦是如此，但就目前而言，无论国内或是区域

高校舞龙舞狮运动队其经费的来源都较为单一，基本上是

由学校自行进行专项拨款建设，专项资金有限，无形中也

给己方学校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一些具有社会效益的

特殊项目运动队，例如舞龙舞狮队伍可以尝试体教企三方

合作的模式，走社会化、体育经济化的道路，将舞龙舞狮

运动推向市场，拓宽经费渠道，形成体教企三方面合作共

同发展的体育运营模式，从根本上缓解队伍建设经费的压

力，取得长足发展。并合理安排“学训计划”，对于舞龙

舞狮专业学生而言，其大学实习期可通过舞龙舞狮项目

“体教企”渠道活动实习机会。一方面使学生获得社会实

践锻炼的同时，也缓解了队伍建设经费的压力。另一方面，

舞龙舞狮运动步入体育经济化的道路，无形中也在助力舞

龙舞狮运动的发展，增强舞龙舞狮运动的普及程度，进一

步提高舞龙舞狮的影响力
[7]
。 

4 结束语 

新时代以来，随着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日益重视
[8]
。

舞龙舞狮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优秀代表之一，近年来随着

时代浪潮的发展也在中国体育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我

国舞龙舞狮在高校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舞龙舞狮科学、

健康、持久地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针对我国舞龙舞狮

在高校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应在科学的引导下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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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的实践中探求适合我国高校舞龙舞狮发展的途径，

为高校舞龙舞狮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广西师范大学作为

国内舞龙舞狮领域发展的老牌高校，在队伍建设、训练模

式、人才培养方面颇有造诣。综合而言，在舞龙舞狮发展过

程中，该校已经走在了国内舞龙舞狮发展领域的前列，对推

动我国舞龙舞狮运动在高校的发展，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及

现实意义。通过研究该校舞龙舞狮发展优势及策略，以期为

广大高校舞龙舞狮运动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促进舞龙舞狮

运动在高校的普及，进一步助推舞龙舞狮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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