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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中国改革开放步履初开，来自海峡对岸的“靡靡

之音”最先酥麻了人们的耳朵。当时参与第六套编操的专家刘

西玉首次在体操中糅合了民乐和交响乐元素，极富趣味性，推

出后三个月，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以此为标志，中国体育

迎来了高歌猛进的时代。特别在 1984 年，新中国重回奥运会，

一个月后，北京拿到了 1990 年北京亚运会的主办权。

尽管如此，广播体操的“大一统”地位还是不可避免地走

向了式微。1985 年，一个名叫马华的女教练在央视开设了《健

美 5 分钟》的栏目，迅速火爆全国，之后，美国电影《霹雳舞》

引进国内，引发热潮，年轻人聚在一起，比拼“擦玻璃”、走“太

空步”、蹦“迪斯科”。 

老年人似乎也找到了更多乐子，比如太极拳、秧歌、气功、

空竹、柔力球，活动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彩。进入 90 年代和新世

纪以后，瑜伽、跆拳道、国标舞也相继传入，不同年龄段和收

入阶层的人们，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改头换面，rap 诗词开启体育新形式

曾经辉煌得无以复加的广播体操，此刻渐渐冷落。1990 年，

参编过第七套广播体操的专家陆奂奂说，当时专家组明显感受

到外部的竞争压力，于是拿出了“一易一难”两个版本一起推，

据说，还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

但后来人们普遍反映动作难度较大，不便掌握，这一改

革在七年之后被停止。1997 年诞生的第八套广播体操，以简

单易行的动作被大为推广，四拍一动作成为主旋律。根据专

家组成员的编排思路，力求回归“科学、简易、基本、普及、

通用”。

“只要能起到锻炼身心作用，不按规定套路来，也不要紧，

到了操场，先做广播体操，活动开了，愿意打拳就打拳，要跳

舞就跳舞。”刘西玉的学生、第八套成人广播体操创编组组长

程再宽曾接受采访表示。

1997 年到 2011 年，第八套广播体操在 14 年间一直被推广，

特别在 2008 年北京奥运的举办，作为全民健身普及的时代大背

景，不断助推第八套广播体操成为了生命力最强的一套广播体

操。在许多 80 后印象中最深的是这套广播操，但也不得不承认，

广播体操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影响力已经无法和最初的 20 年相提

并论了。

2011 年 8 月 8 日，第九套广播体操正式被推出，虽然理念

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并设定目标群体是平时不锻炼的人，但时

代的变化又不能不正视，广场舞、健美操、街舞等等，越来越

多的运动方式供大众选择，使得广播体操原来赖以生存的群众

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广播体操已经成为保证中小学生锻炼的“专属运动”，

和更多的目标群体不再发生联系。但，即使如此，广播体操也

面临着改革难题。据了解，目前上海已经有很多小学开始自创

广播体操，结合 rap 及诗词的新形式，吸引学生参与锻炼。此外，

在足球学校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也有一些学校把广播操直接

改成了“足球操”。

这些创新形式的本意，都是给广播体操在原有的基础上增

加吸引力。更有趣，更多元化的全民健身方式，或许代表了这

个“老伙计”未来的发展方向。无论广播体操是继续发展，还

是被时代潮水冲刷掉，我们都还记得那些年青葱年少，头顶刺

眼阳光，一起站在操场上听着教导主任训话，直到音乐响起，

一起举起双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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