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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究广场舞的普及与创新
文/张云英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广场舞的起源以及广场舞推行的意义，结合当前广场舞推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从广

场舞表演形式提升、广场舞管理规范性等角度出发，优化广场舞展示方式，在广场舞中注入创新元素，以提升

广场舞的表现力，带动更多群众参与进来。

关键词：广场舞；普及；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生活的期待与追求也明显提

升。广场舞从诞生起就深受群众的青睐，广场舞的普

及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成为群众文化活动

中的主力军和助推器。只有对广场舞不断探索与创

新，才能为广场舞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广场舞的起源

广场舞起源于社会生活，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

舞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独具特色的民间

艺术，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舞蹈具有交流、

传递感情和表达思想的作用，是一种极为丰富的信息

载体。而广场舞从舞蹈中衍生出来，融合了民族舞、

古典舞等不同舞种的特色，又加入了艺术体操等多种

特色元素，其运动方式比较简单，能够满足群众充分

锻炼的目的，对舞台和灯光等专业化要素的要求较

少，不受人数、年龄、场地的限制，是新时期人民群

众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

二、广场舞推行的意义

（一）丰富老年群体的生活

大部分老年人已经退休，空闲时间较多，但与

同龄人的交流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的

生活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因此，老年人对娱乐、沟

通、维系生活的锻炼有着强烈的需求。广场舞作为一

项群体性活动，其展现形式比较简单，对场地设施等

要求不高，具有健身性、娱乐性、便捷性等特征，深

受老年人欢迎。特别是随着广场舞的迅速发展，其包

含了不同的元素，传递的情感价值和舞蹈风格等也有

了较为明确的延伸和变化，成为帮助老年人寻找共同

好友的重要方式之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舞

蹈风格和个人倾向选择相应的舞种并参与进去，既能

够锻炼身体、放松身心，又能够交到朋友、增进感

情，其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也不断增强，使得广大民

众对广场舞的评价逐步提升[1]。

（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来，随着群众文化的发展，广场舞的运动

形式丰富多样，在音乐旋律的引导下，运动节奏极具

美观，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不仅有助于丰富人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还有助于促

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使更多人感受到广场舞的魅力，

进而积极参与到广场舞运动中来，这对于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和群众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推行广场

舞，可以陶冶老年人情操，提升其文化修养，并通过

配套的文化宣传和老年群体精神文明交流等活动，引

导老年群体与时俱进，接受先进文化熏陶，从而有效

提升老年群体的精神文明素养。

（三）传承地方特色文化

广场舞具有较强的包容性，突出体现在它总是动

态地吸收各类音乐和舞蹈语汇，不断进行迭代创新。

随着广场舞的形式越发多样、受众不断拓展，不同的

音乐舞蹈元素在广场舞中汇集、融合，增强了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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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观赏性和表演性。例如，部分群体会设计具有团

队特色或当地民俗特色的服装，以提升广场舞的整体

美感；一些舞蹈团队通过加入特色舞蹈元素和创意元

素，赋予广场舞独特的视觉效果。此外，许多民间艺

术团体也加入了广场舞创作中，除了对广场舞的动作

和节奏进行调整外，还会根据群众特点挑选不同风格

的歌曲，并将当地民俗特色加入广场舞创作中，使得

广场舞进一步地贴近当地民俗、民风、民习，更充分

地展示出地方的特色，这也提升了广场舞的整体审美

价值，赋予了广场舞在新时期传递民间艺术文化的重

任，推动了广场舞创新发展[2]。

三、广场舞推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组织管理不够完善

首先，广场舞在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其大多由群众自发组织，只需要配备音箱和场地，就

会有大量群众参与进来。但是整体组织纪律和管理性

并不强，群众在参与广场舞时也大多出于随性、娱乐

的目的，并没有将广场舞与每日必做事项挂钩，这也

使得广场舞团队中人员流动频繁，人数不固定，设计

队形或选择演出的难度较大。其次，大部分广场舞的

受众为女性，只有少数以交谊舞为主的广场舞有男性

参与。特别是在中老年群体中可以发现，一些男性的

音乐节奏感较差且不重视健身活动，对下象棋等以静

为主的休闲娱乐活动比较关注，加剧了广场舞性别群

体失衡。最后，广场舞动作节奏相对比较固定，其动

作变化和舞蹈元素添加等大多由广场舞组织者完成，

该类人员对广场舞具备极强的热爱，但是对广场舞风

格和动作节奏等缺乏认识，也不具备对广场舞进行细

化管理的能力，无法快速制订符合广场舞发展要求的

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案，这也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广场舞

快速发展，导致广场舞参与者在锻炼过程中对广场舞

管理方法等产生意见，不利于打造高素质的广场舞团

队。

（二）中老年群体数量多

从广场舞参与者年龄来看，20世纪60年代后出生

的中老年群体是主力军，其文化程度大多在高中和中

专层次，退休前身份以企业工人和企业职工为主。该

类群体几乎每天参与广场舞锻炼，对集群性活动的参

与热情较高，渴望在群体中发挥自己的价值，对团队

活动和人际交往等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这都加速了

广场舞发展。此外，随着广场舞的推广与创新，广场

舞参与群体也逐渐向青年群体辐射，对青少年具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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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吸引力，青年群体参与广场舞活动的热情不断上

涨，许多年轻人将流行音乐加入广场舞中并为其搭配

特色舞蹈动作，但是又柔和了动作强度，中老年群体

也能够参与其中，使得广场舞参与群体年龄界限不断

模糊，参与广场舞活动的群众年龄跨度也不断拉大。

（三）场地与规模差异大

广场舞参与者只需要一块不大的空地，就可以翩

翩起舞，如小区内的篮球场和公园广场的角落等，都

是广场舞参与者青睐的舞台。部分小规模的广场舞人

数不足十人，也有大规模的广场舞群体，其参与人数

可达上百人，不同人数所使用的广场舞音乐播放设备

也存在差异。例如，在上百人的广场舞团队中需要使

用大音量的音响，甚至多个音响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

听到音乐的节奏，而这可能会带来噪声扰民问题。此

外，也有部分广场舞参与者在选择广场舞场地时，忽

略了周边器械设备等对自身运动造成的影响，一旦跳

跃幅度过大或人员相对密集时，很可能会因为碰到周

边的器械而产生不必要的磕碰，严重者甚至会肢体受

伤，影响到广场舞参与者的身体健康[3]。

四、广场舞创新发展的方法

（一）优化广场舞表演形式

当前，群众参与广场舞时，主要是通过集体操

和交谊舞等形式进行锻炼，其形式相对比较固定，且

舞蹈步伐、动作等比较单一，需要以相对完整的形式

开展，而这也在一定程度束缚了群众的想象力和创作

力，导致广场舞中长期无法注入创新元素，不利于广

场舞创新发展。新时期广场舞组织者和指导者等可以

根据广场舞参与人数和年龄特点，适当调整广场舞动

作形式，除了集体舞蹈之外，也可以加入特色展示和

交流互动等环节，及时调整广场舞的队形，在保障广

场舞表演整体一致性的基础上，适当展示个人特色，

既给予了广场舞参与者一个展示的舞台，也促进其不

断创新舞蹈元素，推动广场舞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此

外，还可以将广场舞与其他艺术表演有机融合，例

如，将乐曲表演和抖空竹等民间艺术活动结合起来，

通过轮番展示等方式，为传统艺术表演注入新的生

机，推动广场舞表演内容丰富化[4]。

（二）优化广场舞的管理

随着参与广场舞的群众越来越多，广场舞团队

管理也应当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广场舞管

理者除了指导广场舞参与者跳舞节奏之外，还要在服

装采购、场地选择等方面做出细致的管理规定，由广

场舞管理者代表广场舞团队与外界沟通，并统一发布

相应信息，对外界提供的推销信息等进行审核。这样

既能保障良好有序的广场舞活动环境，也能帮助广场

舞参与者正确识别各类信息，进而提升广场舞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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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另一方面，广场舞管理者也应当加强对管理智

能化的重视，除了使用传统的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之

外，还可以通过微信、抖音等App对广场舞表演进行智

能化升级，通过组织线上活动来增强广场舞参与者的整

体归属感，扩大广场舞的影响力，同时借助海量信息和

大数据系统了解广场舞的发展趋势和走向，继而紧跟潮

流，推动广场舞的转型升级，吸引更多群众参与。

（三）培养广场舞骨干

为了进一步提升广场舞表演水平，推动广场舞

表演创新，广场舞发展过程中也应当加强对广场舞骨

干的培养。一方面要对广场舞骨干的审美水平进行审

核，选择具备较高审美水平的人员成为广场舞骨干力

量；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对广场舞日常管理和普及推广

的重视程度，选取表演形式较好且参与积极性较高的

人员成为广场舞骨干力量，定期更新广场舞内容，并

积极吸引周边群众参与广场舞表演，推动广场舞表演

团队不断扩大。随着广场舞骨干力量的作用越发突

出，其对广场舞队员的号召力也逐渐增强，可吸引更

多广场舞队员定期参与广场舞活动，并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继而盘活整个广场舞团队资源[5]。

（四）融入地方特色，打造城市地标

广场舞发展创新过程中应当融入当地特色，赋

予广场舞地域化特征，这是打造城市广场舞发展地标

的主要方向之一。首先，各地区应当加强对广场舞发

展的重视，结合所处区域的广场舞表演特点和民俗文

化特征，为广场舞表演团队提供设备和艺术指导，引

导广场舞团队在日常练习的同时主动融入当地特色元

素，并对广场舞表演形式进行创新，实现广场舞和民

间歌舞等的有效结合，有效提升广场舞队员的归属

感。其次，广场舞表演还可以与当地旅游业结合起

来，打造鲜明的城市地标，引导广场舞团队到城市特

色旅游景点演出，也可收到较好的集聚效应，为当地

旅游业蓬勃发展做贡献。最后，各地区在广场舞发展

过程中应当充分把握当地特色元素，并深入群众中，

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表演风格入手，将广场舞和

群众生活有效结合，帮助群众从生活中挖掘广场舞亮

点，既能够改善广场舞整体风格，也能够塑造当地广

场舞特色，提升群众对当地民俗文化的自豪感。

五、结语

广场舞的普及与创新是响应群众休闲健身的必

然选择，需要各地区引起重视，引导广场舞团队不断

细化管理方式，创新表演形式，通过培养骨干力量，

将广场舞与当地特色文化有效结合，形成当地特色的

广场舞风格，促进广场舞文化与当地旅游业的融合发

展，开辟新时期城市特色旅游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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