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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啦啦操是体育运动中力与美结合的集体运动项目。集观赏性、艺术性与健身性

于一体，因此啦啦操有着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随着啦啦操的个人技术日臻完

善，啦啦操的团队文化建设也开始进入专业领域的研究。啦啦操的发展主要集

中在社会体育赛事、高校体育和专业体育俱乐部三大领域，尽管发展模式受环

境限制，但啦啦操作为一个集体项目，同步提升从未剥离团队文化。从啦啦队

长远发展上看，除了运动员的体能、技术、素质等团队综合实力的提升外，团

队文化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对啦啦操团队文化建设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

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啦啦操的团队文化建设与管理学的团队文化建设

具有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但有着体育团队特有的冲突及解决方式。本文旨在

梳理啦啦操团队文化内涵与特征、啦啦操的概念及项目特征以及啦啦队团队文

化建设的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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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操运动主要以集体表演的形式呈现，对团队协作性要求较高。在管理

学方面，团队文化注重团队凝聚力，注重协作目标，注重个人对集体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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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探究在团队内部稳定的情况下，团队整体运行的利益最大化。而啦啦操作

为一个典型的体育团队运动，有其特定的情景对象，有固定的团队构架，客观

上讲，啦啦操具备团队文化建设的条件，运动项目的特点和啦啦操运动有机融合，

是啦啦操团队文化建设的核心。

我国的体育产业从 2014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后走上快车道，啦啦操在这个大环境下同样面临赛事市场化的

发展趋势，但啦啦操自 1998 年由美国传入我国以来，发展范围局限在高校体育

活动和体育赛事表演性项目中，未能发展出啦啦操特有的市场。为发掘啦啦操

的市场前景，深层次地认识啦啦操运动，从团队文化建设角度剖析，以时代进

步的多维角度重新认识啦啦操运动尤为重要。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中国啦啦操运动团队文化建设为主要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啦啦操有关的中英文论文及新闻资料；查阅啦啦操协会的官方网站

及与啦啦操相关的英文网站；查阅与撰写论文有关的管理学、经济学书籍及论

文资料共 60 篇。

1.2.2  问卷调查法

围绕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共对有关专家发放调查问卷 10 份，回收 8 份，回

收率 80%。

1.2.3  观察法

观看中国啦啦操比赛录像，观看啦啦操世界锦标赛视频，观看由国家体育

总局全国啦啦操委员会、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录制的啦啦操教学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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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啦啦操团队文化内涵

2.1.1  啦啦操团队文化的特征

啦啦操团队文化的特征包括外显性特征和内隐性特征。其中外显性特征包

括啦啦操表演时集体服装、口号、动作的形象统一，团队整体的风格一致，运

动员组织性的物质支持相同。内隐性特征包括团队的精神、团队的凝聚力、团

队的创作力、团队中领导结构。团队的精神又包括体育积极健康的精神、合作

精神、竞争精神、顽强拼搏的个人意志力等［1］。

2.1.2  啦啦操团队文化的功能

啦啦操团队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队员的心理影响上。在团队特殊规范

作用下，运动员们会做出符合心理学预期目标的去个性化行为，运动员们服从

管理、听从指挥，在赛场上稳定运动员情绪具有特殊意义。这种团队文化能增

强团队成员的自信心和自强心，减缓自我设置障碍，使团队整体维持在一个相

对稳定的水平，并且在特殊场合能够超水平发挥。

2.1.3  啦啦操团队文化的内容

啦啦操运动具有自身特殊的内容，近年来国内啦啦操队伍的建设在队名、

口号、团队精神、吉祥物、队旗、队服和队徽这些方面各有侧重。同时，在啦

啦操团队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对啦啦操的基本内容作出相应调整，即：啦啦操

的动作转变为团队素材、风格上的团队协作，啦啦操的音乐转变为啦啦操团队

针对整体多风格的适应，啦啦操的口号和道具转变为符合团队整体风貌和水平

的成套口号和道具。但总体上讲，都要围绕着物质、精神、规范行为及制度三

个方面。

侧重的几方面多为文化建设，队名、口号、团队精神、吉祥物、队旗、队

服和队徽是全国啦啦操比赛竞赛规则团队文化建设部分的重点考察内容。

啦啦操队名是每一支队伍首要具备的团体名称，是指在进行集体表演前，

由团队核心成员确定的能够表达团队精神的名称。团队名称可直观体现团队的

属性，根据啦啦操比赛的规则，团队一般以地区、民族、目标、团队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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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个数来构成队名。队名要求明确、简洁、阳光、积极向上即可。

啦啦操口号源于技巧啦啦操项目，是指在成套动作开始前，场上队伍全

体成员在规定时间内表现的与道具、基本手位、难度动作相配套的口令。它

有强烈的节奏感及韵律，能鼓舞场上的队员，带动观众加油呐喊，加强比赛

声势、渲染赛场氛围。啦啦操口号的鼓舞意义使得它成为啦啦操文化的一部

分，口号逐渐体现团队的精神，表达团队的勇气及信心，在比赛场上具有潜

在的竞争力。

团队的精神又包括体育积极健康的精神、合作精神、竞争精神、顽强拼搏

的个人意志力等。在啦啦操团队中，尤其强调协作精神、顽强拼搏的精神，在

日复一日的技能练习中掌握团队比赛的规律，团队精神起到凝聚团队整体的作

用。团队精神的核心训练即日常的技能练习及户外拉练活动，在这些活动中，

团队成员们增进交流，强化团队精神。在任何时候，团队精神都是支持队员坚

持下去的动力。

吉祥物是啦啦操团队在正式比赛时为展示团队特色而准备的形象产物。它

可以为卡通人物或动物，一般出自参赛团队的所属地区或团队理念，它本身形

象具有团队特色，颜色鲜亮醒目，设计美观大方。它可以被制作为伴手礼、布偶、

套装，亲和富有活力，能与场上观众互动，体现啦啦操的运动精神。它也可以

增加团队的形象分，给啦啦操文化传播事业增益。

队旗、队服和队徽。啦啦操团队的队旗、队服及队徽是最具有标志性的团

队文化特征。团队的队旗代表啦啦操团队整体的文化理念，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旗帜一般由团队的关键图腾组成，图案设计与队徽有相容性，队旗的图案、色

彩和式样代表了一个团队的风貌、特色和文化传统。队旗所在，即团队的精神

所在，啦啦操队员努力拼搏，也是为了本队的旗帜在赛场上飞扬。

队服是啦啦操团体为媒体及观众特别设计的，它包括比赛服饰、训练服饰、

日常集体服饰等。统一整齐是啦啦操团队服饰的基本要求，队服能体现啦啦操

运动员的体型体态，展现啦啦操团队人文和形体的双重魅力，是啦啦操团队文

化的重要符号。优秀的啦啦操团队会为啦啦操成员根据场合设计不同的啦啦操

队服，以体现啦啦操队员不同时期对比赛的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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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啦啦操的团队文化内容建设围绕以上几方面展开，各个团队都会结

合团队本身的特色，汲取比赛经验，磨合团队成员之间的差异，把握啦啦操赛

事的流行趋势，打造啦啦操自身的团队风格，在今后的啦啦操赛事中，啦啦操

团队文化建设水平的“软实力”会愈发凸显它的作用。

2.2  啦啦操团队文化和竞技能力关系的调查与分析

2.2.1  啦啦操团队文化与团队运动成绩

啦啦操团队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队员的心理影响。团队凝聚力与团队

运动成绩有直接关系，据卡伦对体育团队研究发现：凝聚力高的体育团队中，

运动员之间更为团结；体育团队凝聚力与运动成绩有密切关系，运动成绩对凝

聚力的影响作用比凝聚力对运动成绩的影响更为重要；即刻比赛结果不能改变

团队凝聚力。此结论基本符合啦啦操团队，啦啦操团队从属于体育团队，但又

区别于体育团队［2］。

在多数体育赛事中，啦啦操是需要积极配合的运动项目，啦啦操团队的出

现助力本队运动员，但不同于本队运动员受直接比赛成绩影响。例如，在篮球

比赛中，A 球队处于弱势，B 球队正猛烈进攻，小节比赛结束后，A 队啦啦操团

队上场表演，A 队球员受到鼓舞，在下一小节比赛中，追回大比分差距，但仍

未扭转败局，此时 A 队输掉比赛。A 队篮球队受比赛结果直接影响，分析失误，

而 A 队啦啦操运动员却总结这一次有效助力的经验，同样的比赛结果，A 球队

球员凝聚力可能受负面影响，而 A 队啦啦操队员却受正面影响。

从理论上讲，啦啦操的团队文化精神层面对运动员的影响更大，对团队运

动成绩有间接影响。建设团队文化中核心内容是建立团队成员自身集体自信，

这种自信源于团队的凝聚力［3］。研究表明，团队成员间交往越密切，团队成员

整体上有越高的成就动机，积极配合的运动项目会取得更好的比赛成绩。因此，

在团队文化精神层面上，往往要求团队成员之间有更密切的交往和具有更高的

运动成就动机［3］。

比较优秀啦啦操团队成绩，可知，优秀啦啦操团队成员能自己遵守团队制

度规范，团队成员积极向上，团队信念坚定，团队成员间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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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啦啦操团队文化与运动项目

根据体育团队相关调查得知，以人数多少来划分运动项目，篮球、足球、

排球为团队代表性运动项目，以田径、举重为个人代表性运动项目，集体运动

项目的分值比个人项目高。集体配合性强、团队协作性高的运动项目有更高的

团队凝聚力。而啦啦操团队自身要求团队成员间以集体项目的标准规范自己，

在团队成员配合更密切，协作性更强。

2.3  啦啦操团队文化建设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分析

2.3.1  外部环境因素

啦啦操团队是一个需要与其他运动项目配合的运动团队。它需要不断与外

界进行信息交流，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应从比赛场上、训练中、团队维系三个

模块分析。在比赛场上，赛场环境、设施、观众情绪、配合队伍运动员状态都

会影响啦啦操团队整体水平，或者刺激团队成员个体稳定状态。啦啦操团队需

要在赛场环境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不断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流，调节自身的

状态，保持自身表演内容及团队凝聚力的稳定。

在训练中，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当地政府或所在单位的物质支持、天气、季

节的变化、运动员客观训练时间的不同等。

在团队维系方面，外部环境因素主要为教练、运动员的薪资水平、所配合

运动项目的调整情况、流行环境中趋同的表现形式。

外部环境的影响能直接限制啦啦操团队规模和水平，因此，外部环境不可

忽视。

2.3.2  内部环境因素

啦啦操团队成员的个体需求可以通过引导来满足整体的需要，自尊需要和

成就需要集体的作用最强，而娱乐需要是啦啦操团队成员运动生活的润滑剂，

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技能水平，团队领导者应该明确团队的激励因素、团

队成员的基本需要，做出相应的安排。

对整体的要求包括教练的正确引导、技能水平的发展、制度规范的履行、

内在心理对团体的认同等。教练在团队中正确引导，说明教练在啦啦操团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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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管理者的角色，啦啦操团队与其他体育团队相同，在技能水平和个人品

质突出的团队成员出现时，自然会形成团队模范或团队领导核心。

技能水平发展要求团队成员能根据项目特点，在技术动作学习、练习、改

革上，与团队其他成员保持同一水平，甚至超过其他成员的难度水平。

制度规范的履行是一个团队协作性的直观表现，团队成员比赛时统一着装、

口号、道具，在日常训练时去个性化，在权威示范时保留个人意见，是团队整

体素质和风貌的良好体现。

内在心理上的认同是团队成员价值观决定的，团队成员有集体荣誉感、运

动成就动机、责任意识，这是团队和谐相处、协作配合的内在保障。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形成啦啦操团队自身规范。目前，啦啦操团队在自身团队文化建设上

还未完全发展起来，团队文化建设的具体目标不明确。对此，建议啦啦操团队

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制度规范，相应也应逐步建设团队自身规范，规范啦

啦操队员的行为，使团队成员在框架中去个性化，外在表现趋向协同，技能水

平筛选也得到保障。在队名、队服、队徽、队旗中，不断强化团队自身规范，

这样可以使团队文化成熟完善，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队员。

（2）确立啦啦操赛事相应的文化制度。啦啦操运动具有观赏性，自身又具

有健身、娱乐的特点，啦啦操赛事市场化的发展势在必行，啦啦操团队文化的

建设应符合团队发展态势，确立啦啦操赛事相应的文化制度，能提升啦啦操团

队文化内核，保证啦啦操团队文化不脱离实际。

（3）在休假娱乐活动中增进团队成员感情。团队成员在比赛和训练中有高

强度的训练标准，团队成员个体间交流的机会不多，在休闲娱乐活动中促进成

员交流，一方面满足了团队成员个人的娱乐需求，另一方面也让团队成员在放

松状态下进行精神、信息的交流传递，更能增加团队成员的感情。在休闲运动中，

让队员有精神上的沟通和共鸣，有利于团队文化的自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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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议

（1）增强啦啦操团队中主导与引导的作用。啦啦操团队中结构突出，团

队成员是表现者起主导作用，教练员是传授者起引导作用，两者的关系必须

密切，团队的整体水平才能稳步提高。两者的角色不能模糊，教练员应充分

尊重团队成员，偶尔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让团队成员正确理解团队精神、团

队目标；团队成员应遵守团队规范，坚定团队奋斗目标，保障自身的技术水平，

这样才能使团队表现与运动项目成绩呈正相关，起到团队文化强化运动员行

为的作用。

（2）转变啦啦操团队角色，适应体育市场。啦啦操团队一直以来积极配

合其他运动项目，在某些地区团队成员间彼此不认同，如今出现了啦啦操联

赛，啦啦操锦标赛等系类赛事。啦啦操运动走上体育赛事市场化的轨道，啦

啦操团队成员更应该正视当今时代下团队的角色。从配合其他项目的间接参

与者转变为自身独立竞技的直接参与者，适应体育市场的发展态势，在体育

市场争得一席之地。啦啦操团队文化作为啦啦操团队的产物，有了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从长远发展上考虑，应该加快啦啦操团队角色的转型，啦啦操自

身文化才可以衍生。

参考文献

［1］徐大可．长春市高校冬季体育课现状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D］．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2008．

［2］孙倩．宁波大学乒乓球队团队建设实证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

2015．

［3］郑磊．高校高水平篮球团队管理的理论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

学，2005．



·177·
啦啦操团队文化建设探析2022 年 12 月

第 4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https://doi.org/10.35534/scps.0404018

On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Cheerlead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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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erleading is a collective sport that combines strength and beauty 

in sports. Set ornamental, artistic and fitness in one, so cheerleading has a broad 

market development prospects. As the personal technique of cheerleading 

becomes more and more perfect, the team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cheerleading 

also begins to enter the professional field of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cheerleading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three fields of social sports events, 

university sports and professional sports clubs.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mode is limited by the environment, cheerleading operation is a collective 

sport, and the simultaneous promotion has never stripped away the team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eerleading, 

in addi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thletes’ physical fitness, technology, 

quality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team, the construction of 

team culture is also essential.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eerleading team.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cheerleading team culture construction has roughly the same 

development stage as management team culture construction, it has the unique 

conflicts and solutions of sports team.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ort out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eerleading team culture, the concept 

and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of cheerleading and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cheerleading team cul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heerleading exercise; Team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