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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录像观察法和统计分析法，对里约奥运会体操比赛双杠决赛８名运动员的

成套动作编排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得出：①成套动作的编排呈现出后上混合类、大回环＋后上类、支

撑摆动混合类、大空翻混合类４种模式。②按动作组别的选择人次多少排序为：Ⅰ＞Ⅲ＞Ⅳ＞Ⅱ＞Ⅴ。下

法动作表现出多样化、高难度的趋势，后摆前团２周下 （Ｅ）与支撑后摆前团２周转１８０°下 （Ｆ）打

破了后 屈 ２ 周 下 （Ｄ）一 统 天 下 的 局 面。Ｄ 组 以 上 难 度 动 作 ７５ 个，成 套 难 度 结 构 为

“８Ｆ３０Ｅ３７Ｄ４Ｃ１Ｂ”，呈菱形特征。③男子双杠决赛双杠项目的平均难度分为７．０分，完成分为８．５９１

分。高难度成套动作对运动员的完成质量和竞技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随着２０１７版男子竞技体操

评分规则的应用，如何吃透规则，平衡好力量、难度与艺术间的关系，成为新周期成套动作编排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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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杠一直是我国男子竞技体操比赛争金夺牌

的重点项目，是中国队最为稳定的项目之一。纵

观我国男子竞技体操发展史，前有李宁、李小

鹏、杨威、冯?等奥运冠军为国争光，后有林超

攀、邓书弟、尤浩、程然等后起之秀令人瞩目。

但在里约奥运会上中国队仅获得双杠项目第４名

和第８名，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世界竞技体操双杠

技术和成套编排技术不断提升的表现。本文以

２０１３版和２０１７版竞技体操评分规则为依据，通

过研究里约奥运会双杠决赛８名运动员的成套动

作编排特征，探析双杠项目成套动作编排特点和

发展趋势，希望能够为我国双杠运动员适应新周

期规则，优化成套动作编排，提供理论上的

参考。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里约奥运会体操比赛双杠决赛８名运动员

成套动作为研究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通过ＣＮＫＩ数据库，以 “双杠”“成套动作”

“编排”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了解目前学界对于

双杠项目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里约奥运会官

网、中国体操协会官网、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

中心网站等，了解里约奥运会比赛过程中的相关

信息。

１．２．２　录像观察法

通过观看里约奥运会直播视频和ＣＣＴＶ５转

播录像，对运动员的成套动作名称、难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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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得分等进行统计，为论文提供数据支撑。

１．２．３　统计分析法

运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对统计的数据进行整理和

归类。结合文献研究，对相关数据和资料进行逻

辑分析。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世界竞争格局分析

伦敦奥运会后，中国体操队进入了新老队员

交替的局面［１］。在新周期的体操世界大赛上，各

国运动员展开了激烈的奖牌争夺战，呈现出 “百

花齐放”的局面。从区域竞争的角度来看，主要

表现为以乌克兰、俄罗斯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以

美国、古巴等为代表的美洲国家和以中国、日本

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之间的竞争［２］。从运动员竞争

的角度看，主要表现为乌克兰的维尼亚耶夫，美

国的莱瓦，中国的尤浩、邓书弟、林超攀、程然

和日本的内村航平等几人之间的竞争。

２．２　成套动作分析

一套双杠动作主要由支撑摆动、悬垂摆动和

飞行动作构成［３］。２０１３版规则将双杠动作划分

为５个结构组：Ⅰ是在两杠上成支撑或经支撑完

成的摆动动作；Ⅱ是从挂臂支撑开始的动作；Ⅲ

是在一杠或两杠上悬垂大摆动作；Ⅳ是短半径回

环动作；Ⅴ是下法动作。２０１６年５月国际体操

联合会 （ＦＩＧ）对竞技体操评分规则进行了修

改，２０１７版规则将结构组重新划分为四组：Ⅰ

是在两杠上成支撑或经支撑完成的摆动动作；Ⅱ

是从挂臂支撑开始的动作；Ⅲ是在一杠或两杠上

悬垂大摆动作及短半径回环动作；Ⅳ是下法动

作［３］。及时掌握新规则、新动向、新趋势，抓住

双杠项目的编排规律，对于新周期内运动员竞争

实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

表１　里约奥运会双杠决赛运动员成套动作统计一览表

名次 国家 运动员 成套动作

第１名 乌克兰 维尼亚耶夫

挂臂后摆前空翻成支撑 （Ｄ）；后上转体１８０°成倒立 （Ｅ）；后上成一杠手倒立１秒 （Ｅ）；一杠希

里 （Ｅ）；后上成倒立 （Ｄ）；蒂佩尔特 （Ｄ）；前摆分腿后切直体杠水平抓杠 （Ｅ）；希里 （Ｄ）；

支撑前摆转体成横杠倒立 （Ｄ）；前摆上后摆前团二周转体１８０°下 （Ｆ）（站稳）

第２名 美国 莱瓦

后上成倒立 （Ｄ）；后上转体３６０°成倒立 （Ｆ）；后上一杠倒立１秒 （Ｅ）；后上转体１８０°再１８０°成

倒立 （Ｅ）；大回环转体５４０°（Ｅ）；大回环转体３６０°（Ｄ）；大回环 （Ｃ）；落下挂臂前摆上团身后

空翻转体１８０°成挂臂 （Ｄ）；前摆转体１８０°成倒立 （Ｃ）；后摆前团二周下 （Ｅ）（站稳）

第３名 俄罗斯 贝良甫斯基

后上成倒立 （Ｄ）；后上成一杠倒立１秒 （Ｅ）；落下成挂臂前摆上转体３６０°成倒立 （Ｅ）；蒂佩尔

特 （Ｄ）；前摆分腿后切直体杠水平抓杠 （Ｅ）；后摆屈体前空翻 （Ｄ）；希里 （Ｄ）；前摆成一杠

倒立 （Ｄ）；一杠长振分腿屈伸上成倒立 （Ｂ）；前摆转体１８０°成倒立 （Ｃ）；落下挂臂前摆上后摆

前团二周转体１８０°下 （Ｆ）（一小步）

第４名 中国 邓书弟

下落成挂臂前摆后团二周成挂臂 （Ｅ）；向后大回环转体１８０°团身前空翻一周半成背挂 （Ｆ）；分

腿前切杠成倒立 （Ａ）；支撑后屈二周成挂臂 （Ｅ）；后上倒立转体１８０° （Ｅ）；后上倒立 （Ｄ）；

大回环后屈二周 （Ｅ）；前摆分腿后切直体杠水平抓杠成倒立 （Ｅ）；蒂佩尔特 （Ｄ）；希里 （Ｄ）；

后屈二周下 （Ｄ）（一小跳）

第５名 古巴 拉杜特

挂臂后摆前空翻成支撑 （Ｄ）；后上成一杠手倒立１秒 （Ｅ）；后上倒立 （Ｄ）；后上转体１８０°成倒

立 （Ｅ）；马库兹 （Ｅ）；希里 （Ｄ）；前摆上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５／４成挂臂 （Ｄ）；前摆分腿后切

直体杠水平抓杠 （Ｅ）；蒂佩尔特 （Ｄ）；前摆上后摆前团二周转体１８０°下 （Ｆ）（站稳）

第６名 罗马尼亚 莫特阿尼

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 （Ｂ）；后上倒立转１８０°（Ｅ）；后上成倒立 （Ｄ）；后上成一杠手倒立１

秒 （Ｅ）；一杠希里 （Ｅ）；希里 （Ｄ）；莫依 （Ｃ）；前摆分腿后切直体杠水平抓杠成倒立 （Ｅ）；

蒂佩尔特 （Ｄ）；后屈二周下 （Ｄ）（一小跳）

第７名 日本 加藤凌平

挂臂后摆前空翻成支撑 （Ｄ）；后上转体１８０°成倒立 （Ｅ）；后上倒立 （Ｄ）；大回环后团二周

（Ｄ）；蒂佩尔特 （Ｄ）；支撑前摆后团二周 （Ｄ）；希里 （Ｄ）；向后大回环团身后空翻转体１８０°成

挂臂 （Ｄ）；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５／４成挂臂 （Ｄ）；落下前摆上后摆前团二周转体１８０°下 （Ｆ）

（一小步）

第８名 中国 尤浩

支撑后屈二周 （Ｅ）；挂臂前摆后团二周 （Ｅ）；向后大回环转体１８０°团身前空翻一周半成背挂

（Ｆ）；后上１８０°成倒立 （Ｅ）；后上倒立 （Ｄ）；向后大回环后屈二周 （Ｅ）；前摆分腿后切直体杠

水平抓杠 （Ｅ）；蒂佩尔特 （Ｄ）；希里 （Ｄ）；挂臂前摆上后摆团身前空翻转体１８０°下 （Ｆ） （坐

地）

　　注：表中仅统计难度价值最高的１０个动作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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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表１可知，决赛８名运动员来自乌克兰、

美国、俄罗斯、中国、古巴、罗马利亚和日本７

个国家。运动员成套动作风格区分度相对较大，

选用的１０个有效动作趋于集中，多选用后上类、

空翻类、大回环类、支撑摆动类、希里类、蒂佩

尔特类等构成成套动作。

２．３　单个难度动作分析

２．３．１　支撑摆动类动作分析

支撑摆动类动作在双杠中处于第Ⅰ组别动

作。据表２，该类动作的选择比较多，涉及１１

个动作，３６人次选用该组动作，排在５个组别

动作首位，选用频次靠前的主要为希里／一杠希

里、倒立转体１８０°、支撑前摆转体１８０°成倒立，

分别有９、１３、３人次选用。而倒立转体１８０°一

般是运动员在进行位置和姿态调整时使用，不计

入难度价值。该组别Ｄ组以上动作包含希里／一

杠希里、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５／４成挂、支撑前

摆后屈／团二周成挂、支撑前摆成横杠倒立、马

库兹７个动作，共１７人次使用，占该组别的

４７．２２％。由此看出，希里及一杠希里几乎成为

了运动员的标配动作。

表２　里约奥运会双杠决赛第Ⅰ组支撑摆动类动作统计表

运动员

支 撑 后

摆 分 腿

前切（Ａ）

任 意 倒

立 转 体

１８０°（Ａ）

直 角 支

撑 起 倒

立（Ａ）

支 撑 前 摆

转 体 １８０°

成倒立（Ｃ）

希 里

（Ｄ）／一

杠 希 里

（Ｅ）

支 撑 后 摆

分 腿 前 空

翻 ５／４ 成

挂（Ｄ）

支 撑 前 摆

后屈（Ｅ）／

团 二 周 成

挂（Ｄ）

支 撑 前 摆

成 横 杠 倒

立（Ｄ）

３／４ 季 阿 米 多

夫接 ３／４希里

换手成支撑（马

库兹，Ｅ）

维尼亚耶夫 ０ ２ ０ ０ １／１ ０ ０ １ ０

莱瓦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贝良甫斯基 ０ ３ ０ １ １／０ ０ ０ １ ０

邓书弟 １ １ ０ １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０

拉杜特 ０ ２ ０ ０ １／０ １ ０ ０ １

莫特阿尼 ０ ２ ０ ０ １／１ ０ ０ ０ ０

加藤凌平 ０ ２ ０ ０ １／０ １ ０／１ ０ ０

尤浩 １ １ １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０

总计（３６） ２ １３ １ ３ ７／２ ２ ２／１ ２ １

２．３．２　 挂臂支撑开始的动作分析

表３　里约奥运会双杠决赛第Ⅱ组挂臂支撑开始的动作统计表

运动员
挂 臂 前 摆 上

（Ａ）

挂 臂 后 摆

上 成 倒 立

（Ｂ）

挂臂前摆上分

腿后切成倒立

（Ｂ）

挂臂前摆上

后团 １８０°成

挂（Ｄ）

挂 臂 后 摆

上 前 屈 成

支撑（Ｄ）

挂臂前摆上

后团 ２周成

挂（Ｅ）

挂臂前摆上

转３６０°成 倒

立（Ｅ）

维尼亚耶夫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莱瓦 ２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贝良甫斯基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邓书弟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拉杜特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莫特阿尼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加藤凌平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尤浩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总计（１７） ５ ３ １ １ ４ ２ １

　　挂臂支撑动作是双杠项目比较有特点的动作 类型，是在挂臂前摆上和挂臂后摆上的基础上完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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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倒立和大空翻动作。从表３可知，该组别动作

中挂臂前摆上类动作，包含挂臂前摆上、挂臂前

摆上转３６０°成倒立、挂臂前摆上分腿后切成倒

立、挂臂前摆上后团１８０°成挂、挂臂前摆上后

团２周成挂５个动作，共１０人次使用。挂臂后

摆上类动作主要涉及挂臂后摆上成倒立、挂臂后

摆上前屈成支撑，共７人次使用。Ｄ组以上难度

动作共８人次使用，占４７．０６％。该组别动作多

数是为了获得组别加分而采用。根据２０１７版规

则，在未来的东京奥运周期中支撑摆动类动作的

选择变化可能不会太大。

２．３．３　悬垂大摆动作分析

悬垂大摆动作在规则中属于第Ⅲ组别动作，

从表４可知，该组别动作共使用２４次，涉及１１

个动作。悬垂大摆类动作主要为蒂佩尔特、大回

环空翻、横杠长振屈伸起到立三大类动作，而主

要涉及的蒂佩尔特、前摆分腿后切直体杠水平抓

杠、大回环接后团 （屈）２周成挂、大回环转体

５４０°／３６０°分别占７、６、３、２人次。整个动作组

别Ｄ组以上动作有８个，共２１人次使用，占

８７．５％。蒂佩尔特、前摆分腿后切直体杠水平抓

杠两个动作是该组别运动员的首选。新规则对该

组别动作进行了限制，大回环成倒立动作最多允

许做两次。因此，可以预计空翻类动作在这个组

别中会有新的发展。

表４　里约奥运会双杠决赛第Ⅲ组悬垂大摆动作统计表

运动员

横杠长振屈

伸经分腿直

起倒立 （Ｂ）

莫 依

（Ｃ）　

向 后 大

回环（Ｃ）

蒂 佩

尔 特

（Ｄ）

大 回 环 后

空 翻 转 体

１８０°成 挂

（Ｄ）

向 后 大 回

环 转 体

５４０°（Ｅ）／

３６０°（Ｄ）

向 后 大 回

环 后 团

（Ｄ）／屈 ２

周成挂（Ｅ）

前 摆 分 腿

后 切 直 体

杠 水 平 抓

杠（Ｅ）

向后大回环转

１８０°前 团 一 周

半成背挂（Ｆ）

维尼亚耶夫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莱瓦 ０ ０ １ ０ ０ １／１ ０ ０ ０

贝良甫斯基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邓书弟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１ １ １

拉杜特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莫特阿尼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加藤凌平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０ ０ ０

尤浩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１ １ １

总计（２４） １ １ １ ７ １ １／１ １／２ ６ ２

２．３．４　短半径回环动作分析

表５　里约奥运会双杠决赛第Ⅳ组短半径回环动作统计表

运动员 后上倒立（Ｄ）／一杠倒立（Ｅ） 后上转体１８０°（Ｅ）／３６０°成倒立（Ｆ） 弧形成背撑（Ａ）

维尼亚耶夫 １／１ １／０ ０

莱瓦 １／１ １／１ ０

贝良甫斯基 １／１ ０ １

邓书弟 １／０ １／０ ０

拉杜特 １／１ １／０ ０

莫特阿尼 １／１ １／０ ０

加藤凌平 １／０ １／０ ０

尤浩 １／０ １／０ ０

总计（２２） ８／５ ７／１ １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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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半径回环动作在２０１３版规则中属于第Ⅳ

组别。据表５可知，在里约奥运会中主要有三类

动作：后上倒立／一杠倒立、后上转体１８０°／３６０°

成倒立、弧形成背撑，分别有１３、８、１人次使

用。共有２１人次使用Ｄ组以上动作，占该组别

９５．４６％。从比赛来看，后上成倒立／一杠倒立、

后上转体１８０°／３６０°成倒立，深受运动员喜爱。

莱瓦、拉杜特、莫特阿尼在成套动作中至少使用

了３次后上类型动作，而邓书弟、尤浩和加藤凌

平分别使用了２次后上类动作。由此可见欧美国

家尤为喜欢后上类动作。但由于 “后上成一杠倒

立”这个动作要求必须停足１秒，因此运动员的

失误率也较高。新版规则中将该组别动作并入第

Ⅲ组别中，由此也扩大了第Ⅲ组别的动作选择范

围，在新周期比赛中将会成为运动员选择最多的

动作组。但是，由于组别的合并，Ｄ分也会出现

相应的下降。

２．３．５　下法动作分析

下法动作是双杠比赛的最后一个动作，在伦

敦奥运周期和里约奥运周期的第４４、４５届世锦

赛中，双杠下法都是清一色的后屈二周下。但在

里约奥运会中双杠项目的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出现了２个Ｅ组以上的高难下法动作，支

撑后摆前团２周下 （Ｅ）与支撑前摆前团２周转

１８０°下 （Ｆ）打破了后屈２周下 （Ｄ）一统天下

的局面，分别有１、５人次使用。由此看出，双

杠项目的下法会朝着个性化、多样化、高难度方

向发展。

表６　里约奥运会双杠决赛第Ⅴ组下法动作统计表

运动员 支撑前摆后屈２周下（Ｄ） 支撑后摆前团２周下（Ｅ） 支撑前摆前团２周转１８０°下（Ｆ）

维尼亚耶夫 ０ ０ １

莱瓦 ０ １ ０

贝良甫斯基 ０ ０ １

邓书弟 １ ０ ０

拉杜特 ０ ０ １

莫特阿尼 １ ０ ０

加藤凌平 ０ ０ １

尤浩 ０ ０ １

总计（８） ２ １ ５

２．４　难度与完成情况分析

从运动训练的角度，竞技体操属于难美性项

群，“难与美”是其发展中永恒的主题［４］。据表

７可知，双杠决赛８名运动员的成套难度平均价

值为７．０分，８名运动员中有４人在７．０分以

上。最高Ｄ分是中国尤浩的７．４分，金牌得主

维尼亚耶夫的Ｄ分也达到了７．１分。可见，想

要具有较强竞争力，较高的Ｄ分是基础。从结

构组 成 来 看，８ 名 运 动 员 的 难 度 结 构 为

“８Ｆ３０Ｅ３７Ｄ４Ｃ１Ｂ”，呈菱形分布，其中Ｄ组、Ｅ

组动作使用次数较高，高难的Ｆ组动作选用较

少。在比赛中主要涉及支撑前摆前团２周转１８０°

下、后上转体３６０°成倒立、向后大回环转１８０°

前团一周半成背挂３个Ｆ组动作。除下法动作

以外，仅有美国的莱瓦和中国的邓书弟、尤浩能

在比赛中完成Ｆ组及以上动作。

完成分是运动员比赛中现场发挥情况的体

现，由Ｅ裁对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空翻高度、

附加动作、落地稳定性等进行打分［５］。从表７可

知，里约奥运会双杠决赛的完成质量均值为

８．５９１分，最高分为９．０００分，最低分为７．４３３

分。前３名运动的完成分都在平均线以上，接近

９．０００分。可见，要想赢得比赛，并不是难度越

高越好。较高的难度需要运动员承担更多的完成

风险。例如尤浩的Ｄ分是全场最高７．４分，但

完成分７．４３３分，排名最后。而维尼亚耶夫难度

７．１分，完成分８．９４１分，总分排名第１；莱瓦

难度６．９分，完成分９．０００分，排名第２，这些

数据都很好地证明了难度与完成之间微妙的平衡

关系。想要获得比赛的胜利，需要力量、难度与

８７



第６期 余文禄，等：里约奥运会男子双杠决赛成套动作编排特征研究

艺术的完美结合，必须在较高完成质量的前提

下，去做更高难度的动作。

表７　里约奥运会双杠决赛运动员最后得分统计一览表

运动员 难度结构 Ｄ分 Ｅ分 总分

维尼亚耶夫 １Ｆ４Ｅ５Ｄ ７．１ ８．９４１ １６．０４１

莱瓦 １Ｆ４Ｅ３Ｄ２Ｃ ６．９ ９．０００ １５．９００

贝良甫斯基 １Ｆ３Ｅ５Ｄ１Ｃ ６．９ ８．８３３ １５．７８３

邓书弟 １Ｆ５Ｅ４Ｄ ７．２ ８．５６６ １５．７６６

拉杜特 １Ｆ４Ｅ５Ｄ ７．１ ８．５２５ １５．６２５

莫特阿尼 ４Ｅ４Ｄ１Ｃ１Ｂ ６．６ ９．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

加藤凌平 １Ｆ１Ｅ８Ｄ ６．８ ８．４３３ １５．２３３

尤浩 ２Ｆ５Ｅ３Ｄ ７．４ ７．４３３ １４．８３３

∑／珔ｘ ８Ｆ３０Ｅ３７Ｄ４Ｃ１Ｂ ７．０ ８．５９１ １５．５９８

２．５　成套动作编排特征分析

成套动作是运动员在规则范围内根据个人特

点及竞技能力，将单个难度动作组合成套路加以

完成的［６］。根据上述统计结果，里约奥运会８名

运动员的成套动作各具特色，编排特征鲜明。总

结起来主要呈现出几类：一是３个后上类、２个

希里类、２个蒂佩尔特类、１—２个空翻类、１个

支撑摆动类构成的成套动作；二是３个后上类、

４个大回环类、１个支撑摆动类、１个空翻类构

成的成套动作；三是２个后上类、３个支撑摆动

类、２个蒂佩尔特类、１—２个空翻类构成的成套

动作；四是４—５个空翻类、１—２个后上类、２

个蒂佩尔特类、１个希里类构成的成套动作。简

单可分为后上混合类、大回环＋后上类、支撑摆

动混合类、大空翻混合类四种模式［７］。在２０１７

版规则中，大回环成倒立、后上成倒立两大类型

动作最多只允许做两次，但是对大回环接空翻动

作没有限制；摆动成一杠倒立的动作与希里类动

作连接能升值。因此，可以判断出在未来的新周

期内，双杠项目中以挂臂、支撑、大回环为基础

的空翻动作将会有所增加，运动员可以在这些类

型中创新、发展动作［８］。

３　结论

（１）里约奥运会体操比赛双杠决赛的成套动

作主要集中在后上类、挂臂 （支撑）空翻类、大

回环类、支撑摆动类、希里类和蒂佩尔特类６种

动作上。运动员的成套动作编排呈现出后上混合

类、大回环＋后上类、支撑摆动混合类、大空翻

混合类４种模式。

（２）在难度动作的选择上，第Ⅰ组别选择最

多，为３６次；第Ⅲ组别２４次；第Ⅳ组别２２次；

第Ⅱ组别１７次。第Ⅴ组别的下法动作表现出多

样化、高难度的趋势，支撑后摆前团２周下

（Ｅ）与支撑前摆前团２周转１８０°下 （Ｆ）打破了

后屈２周下 （Ｄ）一统天下的局面。８套动作中，

Ｄ组以上难度动作７５个，成套动作难度结构为

“８Ｆ３０Ｅ３７Ｄ４Ｃ１Ｂ”，呈菱形特征。

（３）里约奥运会体操比赛双杠决赛成套动作

的难度平均分为７．０分，平均完成分为８．５９１

分。高难度成套动作对运动员的完成质量和竞技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平衡力量、难度和

艺术之间的关系，是教练员、运动员成套动作编

排的重中之重，也是运动员努力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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