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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落幕的东京世界体操锦标赛上，共有来

自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555名运动员参加本届比

赛，也是伦敦奥运会的资格赛，中国队经过10天的

顽强拼搏以4金5银3铜的优异成绩位居奖牌榜首

位，但中国女队发挥并非全部出色，最终取得1金2

银3铜的成绩。本次比赛中国女子队派出5名新老

结合的阵容，其目的：一是锻炼新人、总结经验。二

是适应“5-3-3”赛制备战伦敦奥运会。本文试图从

运动员比赛的技术发挥情况和成绩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探析世界女子竞技体操运动发展格局和大赛

制胜关联因素，意在为中国女队今后训练和比赛以

及备战2012奥运会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参加第4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团体、个人全

能和单项决赛的运动员。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

查阅国内体育类期刊及体操网的相关资料。

1.2.2 录像观察和数理统计法

反复观摩43届世锦赛女子比赛录像，记录团体

决赛成绩及各项积分，全能、单项决赛阶段前8名运

动员成套动作的D分、E分和总成绩并进行统计、对

比和分析。

2 讨论与分析
2.1 世界女子体操竞争呈现垄断化格局

表1可知，奖牌分布较为集中，本届世锦赛女子

比赛的18块奖牌被5个国家瓜分，主要集中在中、

美、俄三国，三个国家的拥有量16块占到奖牌总数

近90%。与本次奥运周期的前两届世界体操锦标赛

相比之下，奖牌分布发生明显变化，41届世界体操锦

标赛15块奖牌分布在8个国家，中美俄三国共7块

占奖牌总数近46.7%（注：41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未设

团体赛），4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18块奖牌分布在7个

国家，中美俄三国共13块占奖牌总数约72.2%。

从金牌分布看，中美俄三国分别获得3枚、2枚、

1枚，全部瓜分了6个项目的金牌，唯有德国和越南

两队在跳马项目上分别获得1枚银牌和铜牌。而昔

日的老牌体操强国罗马尼亚队在名将波诺尔复出

的带领下，尽管团体赛获得第4名，本届世锦赛却出

现全队无缘奖牌的尴尬局面，可见奖牌分布已出现

被两三个国家垄断的现象，这一现象也不利于世界

竞技体操的发展和普及。上述现象虽然具有一定

的偶然性，但却表明当今世界女子体操竞争已向垄

断化方向发展。

2.2 团体赛述评

第4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体操比赛述评
徐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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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第4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奖牌分布表
名次

1

2

3

4

5

国家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德国

越南

金牌

3

2

1

0

0

银牌

0

3

2

1

0

铜牌

2

0

3

0

1

总计

5

5

6

1

1

2.2.1 团体竞争美国称霸

团体比赛成绩是衡量一个国家体操整体水平

的重要标志，也是各体操强国的必争之地。从表2

可知，本届世锦赛美国队以179.441分，4.112分的优

势领先亚军俄罗斯队而傲视群芳，摘得团体桂冠，

中国队排名第三。上述成绩与42届世界锦标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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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差发生巨大变化，42届世界锦标赛前三名队

伍的最大分差也不过是0.616分，这说明美国队与

中俄两队相比具有明显优势。美国队本次夺冠主

要是靠跳马项目的超强实力和全队零失误的稳定

发挥与对手拉大分差，重新确立女团在世界竞技体

操领域的霸主地位。预计明年伦敦奥运会美国队

依然是团体金牌竞争的最有力竞争者，中俄两队竞

争也将更加激烈，仍具有夺金的可能。另外罗马尼

亚队也表现不俗，全队零失误落后中国队0.408分，

排名第四，已有复苏的迹象也应不容忽视。

表2 第4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团体前8名运动队成绩一览表
名次

1

2

3

4

5

6

7

8

国家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罗马尼亚

英国

德国

日本

澳大利亚

跳马

46.816（1）

44.499（2）

43.842（5）

44.149（4）

41.665（7）

44.282（3）

41.866（6）

41.499（8）

高低杠

43.865（2）

44.698（1）

43.132（4）

40.032（8）

43.565（3）

42.032（6）

42.066（5）

41.541（7）

平衡木

44.732（3）

43.066（5）

44.832（2）

45.099（1）

42.607（6）

40.632（8）

43.499（4）

41.399（7）

自由操

43.998（1）

43.066（1）

41.032（7）

43.132（2）

41.833（5）

41.533（6）

39.691（8）

42.300（4）

总分

179.441

175.329

172.820

172.412

169.670

168.479

167.122

166.739

分差

——

4.112

6.621

6.998

9.771

10.962

12.312

12.702
注：括号里面的数字表示个单项成绩排名

2.2.2 成套动作高难度、高质量是团体制胜的根本

在跳马项目上，中美俄三队均正常发挥的情况

下跳马实力最强的是美国队，美国队有两人次具有

6.5分一人次5.8分的难度，而中俄两队的六人次都

是5.8的难度分，单比难度分美国队就有1.4分的优

势。另外美国队在完成质量上也不逊色，整体的空

中姿态、腾空高度和落地稳定性都好于中俄两队，

美国队的韦伯和马龙尼都非常漂亮的完成了难度

为 6.5 分的尤尔琴科 900°，分别得到 15.833 和

16.033的超高分，最终跳马单项成绩第一。就凭跳

马一项成绩中俄两队分别落后美国队2.992分和

2.317分。可见跳马项目高难度、高质量是美国团体

制胜的根本所在。

作为中国的传统强项高低杠项目上不但没有

达到与对手拉开分差的预期效果，反而成了团体夺

标的“弱项”。中国三人虽然都具有世界顶尖水平

6.7分的D分，但在完成质量和稳定性上存在很大缺

陷。黄秋爽再次出现上届世锦赛掉下器械的一幕，

最后只得到13.966分，这是在情理之中，而另外两

名小将姚金男、谭思欣同样与俄罗斯队科莫娃都采

用 6.7 分的 D 分，结果中国队两人成绩分别得到

14.433分和14.933分，而科莫娃却得到15.666的高

分，因此高低杠E分低这一现象是我国体操界同仁

们最值得反思的问题。俄罗斯队三人D分分别是

6.3分、6.4分和6.7分，整体比中国队略低，但成套动

作具有节奏流畅、编排新颖、动作规范等特点，是他

们单项成绩排名第一的主要原因。因此，从跳马和

高低杠两项比赛的分析，不仅成套动作的高难度而

且完成动作的高质量均成为团体制胜的根本。

2.2.3 动作成功率是团体制胜的关键

纵观团体比赛全程，中国队在高低杠、平衡木、

自由操上先后出现3人次重大失误，丢去近4分，俄

罗斯队总共出现2人次重大失误。反观美国队，四

项比赛出场的12人次零失误完成比赛，发挥较稳

定，特别是在近年来高低杠整体D分处于劣势的弱

项上，三人稳定发挥实现了弱项少丢分的战略目

的。在平衡木、自由操两项上中俄两队连接出现失

误，而美国队更是稳扎稳打顺利完成比赛，可见成

套动作的成功率是团体制胜的关键。

2.3 全能竞争激烈，均衡发展突出强项有利于增强

全能竞争力

美国队韦伯以0.033分的微弱优势领先亚军俄

罗斯选手科莫娃，有惊无险的登上冠军宝座，中国

小将姚金男由于平衡木比赛不慎掉下失去了本次

夺金的大好机会，最终以0.784分的劣势获得铜牌，

但对首次参加国际大赛的小将而言，她的表现对目

前急需全能好手的中国女子体操队来说真可谓是

一枝新秀。另外从奖牌获得者之间的分差不难看

出个人全能金牌竞争异常激烈。

从前三名运动员单项成绩看：美国队韦伯跳马

实力最强，进决赛的8名运动员唯独他使用6.5分的

难度，其他选手全部使用5.8分难度，因此跳马得分

明显高于其它两位选手。高低杠项目科莫娃最为

突出，虽然姚金男和科莫娃D分一样但完成质量还

是有所欠缺，韦伯高低杠实力相对较弱，加上一个

大失误仅排名第六。平衡木美国队韦伯实力最强，

姚金男因掉下器械故排名第五。自由操上中美两

国选手实力差不多，俄罗斯选手科莫娃出现小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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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排名第六。抛开运动员的失误，从上述分析可

知：美国队韦伯除高低杠相对较弱，跳马和平衡木

都是强项，自由操也很有竞争力。俄罗斯选手科莫

娃高低杠是强项，其他三项并不存在劣势。中国队

姚金男四项实力均匀，没有突出强项。因此，对于

年轻选手姚金男来说，今后在均衡发展的前提下，

突出强项，提高跳马D分的同时还要创新编排高低

杠优质套动作，减少E分的扣除，很有希望在明年伦

敦奥运会个人全能项目上实现中国女子体操的历

史性突破。（见表3）
表3 第4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前8名成绩一览表

名次

1

2

3

4

5

6

7

8

姓名（国家）

韦伯（美）

科莫娃（俄）

姚金男（中）

莱斯曼（美）

黄秋爽（中）

波格拉斯（罗）

阿法纳斯提耶娃（俄）

米歇尔（澳）

跳马

15.716（1）

14.933（4）

14.966（3）

15.233（2）

14.733（5）

14.100（8）

14.466（6）

14.600（7）

高低杠

13.600（6）

15.400（1）

14.933（3）

12.900（8）

14.966（2）

14.133（5）

14.200（4）

13.133（7）

平衡木

15.266（1）

14.683（3）

13.933（5）

14.525（4）

13.633（7）

15.100（2）

13.400（8）

13.933（6）

自由操

14.800（3）

14.333（6）

14.766（4）

14.900（2）

14.100（7）

13.966（8）

14.666（5）

15.033（1）

总分

59.382

59.349

58.598

57.558

57.432

57.299

56.732

56.699

分差

——

0.033

0.784

1.824

1.950

2.083

2.650

2.683

2.4 高难优质套动作是单项夺冠的资本

2.4.1 跳马——美国队马龙尼摘金无悬念

在美国名将萨克拉莫尼因赛前受伤而退赛的

情况下，初出茅庐的美国小将马龙尼一鸣惊人，以

两跳平均15.300分毫无悬念夺得金牌，使美国队连

续三年称霸跳马项目。德国队老将丘索维金娜排

名第二，越南选手展现黑马姿态以平均两跳14.666

分拿到一枚铜牌。马龙尼第一跳是难度为6.5分的

“尤尔琴科900°”，在第二腾空高度和空中姿态都

非常出色得到15.800分。第二跳是难度为5.6的

“踺子转体180°接直体前空翻转体180°”，也是

“程菲跳”的缩减版，对于腿部力量出色和擅长转体

的马龙尼明年奥运会能否升级为“程菲跳”我们将

拭目以待；36岁的老将丘索维金娜仍然宝刀不老，

能够保持较高的竞技水平，这一点也希望能够激励

程菲的早日复出。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在我国广西

训练的越南选手潘石花本次比赛获得一枚铜牌，而

中国队却无一人能够参加决赛的资格赛，这是中国

女队面临的严峻问题（见表4）。

2.4.2 自由操——整体难度上新台阶

在自由操决赛中，作为替补队员的俄罗斯选手

阿法纳斯提耶娃最后一位出场，其完成质量并非突

出，以0.067分的微弱优势获得冠军，中国眭禄和美

国选手莱斯曼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另一位中国小

将姚金男以14.866分排名第四。通过比赛可以看

出当前女子自由操的D分明显高于上届世界体操

锦标赛自由操的决赛水平，特别是卫冕冠军澳大利

亚名将米歇尔已达到6.3分的高难度。这次自由操

技术水平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技术类型多样化。

如美国选手莱斯曼和英国名将特维德勒都有“阿拉

伯前屈两周空翻”F组向前的空翻。二是单个空翻

难度增加。如美国小将韦伯开场使用女子最高的

“后团两周720°旋空翻”G组空翻，另两位选手开

场使用“直体后空翻两周”F组空翻。三是难度空翻

的多连接。如美国选手莱斯曼开场串是“后直

540°接阿拉伯前团两周再接前空翻”是“C-E-C”

的0.4分的连接，另外很多选手充分利用规则大空

翻接跳步具有0.1分的连接。我国选手几乎是清一

色的转体派，除了姚金男开场使用“后直两周”F组

的空翻外，很少有选手能做E组及E组以上的两周

空翻。两周空翻的好处有：一，从视觉上容易受到

观众和裁判的青睐；二，扣分因素较少；三，对于腿

部力量强的选手还容易接跳步获得0.1的连接分。

我国自由操名将程菲就是个例子，她具有最高难度

的G组两周空翻的同时还有着高难度的转体类大

空翻才成为世界自由操优秀选手之一。因此，我国

选手今后训练应注重腿部爆发力、减少转体跟头

串、加大两周高难空翻跟头串来提高D分增强比赛

竞争力（见表4）。

2.4.3 高低杠——俄罗斯名将强势问鼎

在高低杠决赛中，俄罗斯显示了强劲的实力，

俄罗斯科莫娃以15.500分强势问鼎，摘得金牌，纳

比耶娃获得银牌。中国“高低杠女皇”何可欣因资

格赛不幸掉下器械而无缘决赛，另一位中国选手黄

秋爽发挥一般最终以14.833分排名第三。

从前三名选手的D分看分别为6.7分、6.7分、

6.6分相差不大，E分具有明显的差距，科莫娃的E

分居然高出黄秋爽0.667分，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与欧美国家在高低杠项目上编排风格不同。中国

队编排突出转体的灵巧性，主要依靠三大单臂转体

徐继超：第4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体操比赛述评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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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空翻的连接，很容易获得较高的连接加分，而

欧美国家注重动作流畅性、新颖性和动力性，这正

是国际体操联合会推崇的方向。本次奥运周期国

际体联对高低杠评分体系做了修改，主要是针对高

低杠屈伸上摆倒立的位置及回环转体完成时身体

位置扣分更加精细化，这也是我们E分很低的根本

原因。因此要巧妙组合现有转体动作，借鉴和吸取

欧美国家的经验，根据新的扣分尺度创新编排扣分

因素少且有亮点的成套动作。例如增加换杠动作

的数量和难度组别，改变低杠到高杠的“死挂”问

题，减少扭臂动作等（见表5）。

2.4.4 平衡木——中国队包揽冠亚军

中国队在强项平衡木上表现出色，眭禄以

15.866的高分如愿摘金，姚金男获得银牌，美国选手

韦伯排名第三。

本次奥运周期在平衡木项目上对完成动作降

组和连接分是否被认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

国选手也开始增加了更多的高难空翻，如眭禄完成

的“前团转体180°”和姚金男完成的“后空翻转体

360°”这两个动作增加了整套动作的价值。平衡

木项目是女子体操项目中最“好练不好比”的项目，

稍有不慎就结束奖牌争夺，如果没有稳定娴熟的成

套动作，比赛临场发挥就难以得到保证，目前眭禄

不但D分为6.6分鹤立鸡群，而且在完成质量上也是

凤毛麟角，因此她只要保持这个难度和稳定发挥的

状态，明年奥运会她将无可争议的成为世界女子体

操新一代平衡木“皇后”（见表5）。

综合上述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四个单

项分析和各单项前三名成绩可知：今后大赛高难优

质套动作才是单项夺冠的资本。

表4 第4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各单项前3名成绩一览表（跳马、自由操）
名次

1

2

3

姓名（国家）

马龙尼（美）

丘索维金娜（德）

潘石花（越）

D分

6.500

5.600

6.300

5.500

5.900

5.800

E分

9.300

9.200

8.766

8.900

8.700

8.933

成绩

15.300

14.733

14.666

分差

——

0.567

0.637

名次

1

2

3

4

纳斯提耶娃（俄）

眭禄（中）

莱斯曼（美）

姚金男（中）

D分

6.100

6.100

6.100

6.000

E分

9.033

8.966

8.900

8.866

成绩

15.133

15.066

15.000

14.866

分差

——

0.067

0.133

0.267

跳 马 自 由 操

表5 第4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各单项前3名成绩一览表（高低杠、平衡木）
名次

1

2

3

姓名（国家）

科莫娃（俄）

纳比耶娃（俄）

黄秋爽（中）

D分

6.700

6.600

6.700

E分

8.800

8.400

8.133

成绩

15.500

15.000

14.833

分差

——

0.500

0.667

名次

1

2

3

姓名（国家）

眭禄（中）

姚金男（中）

韦伯（美）

D分

6.600

6.300

6.200

E分

9.266

8.933

8.933

成绩

15.866

15.233

15.133

分差

——

0.733

0.733

高 低 杠 平 衡 木

3 我国选手备战伦敦奥运会的思考
本届东京世界体操锦标赛已经落下帷幕，中国

女子体操队虽获得了1金2银3铜的不错成绩，但却

暴露了众多比赛问题亟待解决，如：整体跳马项目

实力薄弱，高低杠成套动作编排单一，缺乏亮点，全

队缺乏领军人物等。创业难，守业更难。如何在明

年伦敦奥运会升国旗、奏国歌、扬国威，再铸北京奥

运会之辉煌将是衡量决策者、教练员、运动员今后

半年多训练效果的试金石。要想再创2012年奥运

会辉煌战绩，笔者建议赛前集训工作应着眼于以下

几个方面：

3.1 狠抓腿部力量训练，内“培”外“引”教练员

团体、全能竞争中，在跳马和自由操两个以腿

部力量为主的项目上中国队再次显现比赛的薄弱

环节。由于跳马单个高难动作之间分值差较大，因

此跳马成绩尤其是难度价值分将是左右团体、全能

冠军归属的重要筹码，本次比赛美国队在团体和全

能上之所以获得金牌，其跳马难度分就是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美国名将萨克拉莫尼明年奥运会不出

意料也会参加团体和单项跳马的争逐，这样他们在

团体竞争中三人都具有6.5分的难度，大家可以想

象到他们跳马项目优势之大。即使我国名将程菲

能复出当年竞技水平，个人实力也难以与美国队抗

衡，当务之急必须狠抓运动员技术、体能和素质的

全面拓展，也要提高教练员的执教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讲，竞技体育的核心就是教练

员，只有有了培养世界冠军的教练员，才能培养出

更多的世界冠军。因此，我们要注重国内年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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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培养，派遣到国外进行学习和考察，高薪引进

国外单项资深教练员、科技人员协助教练员班子进

行攻关服务。

3.2 及时准确了解国际评分动向，创新编排成套动

作

竞技体操追求的方向是“难、新、美、稳、力”。

国际体联正在反思当前体操难度增长过快而艺术

美感缺乏的问题，新规则对评分体系也做了修改，

作为中国传统强项高低杠项目这次就受到了严峻

的挑战。通过比赛我们意识到国际裁判对高低杠

屈伸上摆倒立的位置以及单臂转体角度的控制等

方面扣分更加苛刻，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际

体联出于对各体操强国利益均衡的原则，而中国队

高低杠编排主要依靠在高杠上三大单臂转体获得

较高的连接加分，成套动作显得单一，缺少亮点，因

此我们要及时准确了解国际体操联合会的评分动

态，适应评分规则，根据每个运动员的个人特点，创

新编排、量身定做成套动作，以在个人单项上求得

进展。

3.3 重点提高全能好手，培养领军人物

从近几年世界大赛女子个人全能金牌的竞争

看都是欧美选手的天下，这也警惕我们今后在个人

全能运动员选材和培养后备人才方面更要加以重

视。伦敦奥运会团体赛采用“5-3-3”赛制，这对在

单项项目上较为突出的中国女子队来说重视和培

养高水平全能型选手显得尤为重要。另外近两届

世界体操锦标赛没有程菲那样的领军人物参加比

赛，全队显得没有以往有霸气和信心，我国全能好

手姚金男四项实力均衡，在跳马和高低杠上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今后应向突出强项方向发展，增加

大赛经验，作为全队的领军人物进行重点培养。同

时也期待程菲的早日复出以在伦敦奥运会更能起

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3.4 加强成套动作稳定性和心理素质训练

回顾历史，中国女队在06年世锦赛主要依靠全

队零失误首次夺得团体桂冠，07年世锦赛出现两人

次重大失误以微弱劣势退居次席，08年奥运会是在

全队整体实力具有很大优势下仅一人次大失误获得

冠军，从而说明稳定发挥仍是制胜之关键。明年团

体竞争采用“5-3-3”赛制使比赛更加充满变数，对每

个运动员心理素质和动作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在今后半年多的集训中加强平时训练成功

率和实战训练，提高运动员临场情绪的稳定性和心

理素质，减少失误对备战2012奥运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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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the 43rd World’s Championship of Women’s Gymnastics

XU Ji-chao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ohu College，Chaohu，Anhui 238000）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ocuments and the video records，we have conducted and compared
statistics about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scores of women's Gymnastics. It shows that：The competition of women’s
gymnastics is shaping a new situation of monopoly；the team competition has been always dominated by USA with the
advantages of the high quality，high difficulty degree and high ratio of success；the all-round golden metal
competition is very severe；balanced and using the strong points can help to win that item；high quality set with high
difficulty is the successful way to win the single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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