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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白打”与外国现代“花式足球”的比较
王 雷 刘沅鑫

（兰州理工大学体育教学研究部 甘肃兰州 730050）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中国古代“白打”运动的发展历程和花式足球的发展及表现形式，并对花式足球与古代 “白打”
运动的技术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现代花式足球与古代“白打”的相似度非常高，可以借助花式足球来对“白打”运动进行复

兴发扬，其方法在于：以花式足球为例，借助现今的互联网和多媒体进行宣传；借助中国大力发展足球的政策，大力发展“白

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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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白打”运动的发展历程
谈起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之———蹴鞠，就不得不提到

一个词汇“白打”。对于“白打”，可以用另外一种名词加

以概述——花式蹴鞠。“白打”与蹴鞠运动又有所不同，最

早兴起于唐代，原是指女子蹴鞠运动形式，古代女子因种种

原因而不善于进行对抗性强的蹴鞠运动，便诞生以花式踢法

为特色的蹴鞠形式。在宋代逐渐演变为以散踢、踢高、踢出

花样为能事的“白打”等主要形式。“白打蹴鞠”与激烈的

直接对抗性蹴鞠完全不同，用肩、胸、背、头、腰、腹、膝

以及小腿、脚面、脚尖、脚跟等部位均可进行控球。

宋代的《蹴鞠谱》中提到“白打”的花样和动作叫解数，

用肩、胸、背、头控球的解数叫上截解数，用膝盖、腰部、

腹部控球的解数叫中截解数，用小腿、脚面、脚踝、脚尖、

脚跟等部位控球的解数叫下截解数，三种解数可以根据球的

落点和位置的不同临时组合而成为成套的解数，正式蹴鞠的

时候都要使出浑身解数，踢出若干花样。宋代的《蹴鞠谱》

中说 ：“似蹴流星侵汉空，如悬宝镜在云中。”即踢出的球

象流星一样直入空中，宛如一面明镜挂在天上。“白打”一

人场户是表现个人技艺的表演，齐云社中用来评内部等级的

山岳比赛就是这种踢法。两人场户可用于对初学者的辅导，

更多的是消遣娱乐。三人角踢叫“官场”，又名“转花枝”，

这是唐宋元明时期较为流行的踢法。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蹴鞠运动也慢慢衰落，直

至今日消失不见。白打运动只能从古代文献资料中找到。可

在大洋彼岸的欧洲美洲，一种几乎和中国古代白打运动一样

的运动悄然崛起，在经过数年的发展后传入了中国。花式足

球的传入也使观众看到了古代蹴鞠的影子。

二、外国花式足球的发展及表现形式
花式足球叫“freestyle football”，是从现代足球里发展

而来，尤其在美洲，一些国家的贫民窟因场地和环境的限制，

许多喜欢足球的小孩子参加不了正规的足球训练与比赛，所

以花式足球就在他们中崛起与发展。和白打一样，花式足球

几乎没有对抗性，是足球玩家对个人足球技术表现至极致的

一种运动形式。主要以表演或者技术展示为主。

花式足球的运动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和白打一样，也

是靠除了手部，身体各部位来触球予以表现。比如上半身

头、肩、胸、背的触球，停球在花式足球中叫“upper”。而

下半身的触球、颠球在花式足球中叫“lower”。花式足球玩

家在练习、表演比赛中都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来衬托自

己的技术。这些音乐趋向于重节奏的街头音乐或者电子音

乐。看中国白打文献图像资料，白打运动也是女子在有音乐

的衬托下进行的。花式足球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已经不单纯

局限在个人的运动展示上，双人、三人的形式也出现在各大

比赛或者表演平台上。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世界花式足球大

赛“superball”中就有专门的双人比赛项目“double routine 

show”。

三、花式足球与白打的技术对比
就像白打的动作有分类一样，花式足球也有上半身、

下半身的动作区别。前文提到过花式足球上半身动作统称

“upper”，下半身动作统称“lower”。随着花式足球的飞速

发展，其动作风格又出现了“sit down”、“block”等风格。

但归根结底，花式足球的动作还是离不开用肩、胸、背、头、

腰、腹、膝以及小腿、脚面、脚尖、脚跟等部位均可进行控

球。在技术层面上，花式足球不管怎么发展，还是有着和白

打一样的技术基础。

花式足球运动诞生于贫民窟，发展在欧美街头文化中，

现在已经逐渐成为和街舞一样风靡全球的极限运动。花式足

球从竞技足球运动中脱颖而出，自成体系。每年在世界范围

内大大小小的花式足球运动可谓是百花齐放。但是蹴鞠运动

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地动荡、朝代地更迭，已经消失在历史长

河。其实作为中国古代体育重要的白打，完全可以结合花式

足球运动而在中国土地上“死而复生”。

四、借助花式足球来对“白打”运动进行复兴发扬 
在对花式足球和白打进行了简单地分析和对比后，读

者不难看出，其实“白打”在许多方面和花式足球一样，是

从竞技蹴鞠中发展而来，也是对蹴鞠个人技术一种极致体

现。在进行“白打”的同时搭配着音乐。不难看出“白打”

就是现代版的花式足球，花式足球其实是现代背景下的另一

个“白打”运动。

（1）以花式足球为例，借助现今的互联网和多媒体进

行宣传。花式足球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和多媒体的宣传。互

联网在现今的多媒体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在花式足球

发展初期，也是国外的花式足球玩家借助互联网及电视媒体

将这项运动传播到世界各地。所以在中国发展“白打”也应

该借助互联网和媒体，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白打”，了解

和热爱“白打”。

（2）借助中国大力发展足球的契机，大力发展“白打”

运动 。2014 年，中国将发展足球运动正式列为国家发展战

略，国家从各个方面对足球进行发展。发展足球运动，足球

文化也须得并驾齐驱。花式足球作为世界足球多元文化之

一，在中国对提高足球人口，发展足球文化也起着很大的作

用。可以在花式足球的基础上，充分还原“白打”运动，发

扬能被国人接受的传统项目。以政策为主导，花式足球为方

式，打造中国人自己的花式足球“白打”，（下转第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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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普通班安排教学经验欠缺的老师。实

验班的同学，就强者愈强，而普通班的同学，就弱者愈弱，

感觉自己被抛弃了，伤了自尊，易自暴自弃，出现问题行为。

（2）家庭角度。单亲家庭、离异家庭子女，缺乏母爱

（或父爱），受到较少管教，认知水平、道德品德易畸形发展，

课堂中易出现错误行为，如心情郁闷、性格内向、行为怪异，

也有可能表现为易冲动、经常打架等。家庭贫穷、父母观念

落后，不支持学生，易引发学生厌学。

（3）社会角度。若学生经常接触有暴力情节的影视作

品，他们也易表现出攻击型问题行为。若学生经常听到“读

书无用论”、大学生就业难，也易导致厌学行为。

学生课堂问题行为，早期程度轻，不易显现，易被忽视。

若能加强对于课堂问题行为的认识，及早发现学生问题行

为，适时开展预防性的指导和帮助，有助于降低各类课堂问

题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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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对策
1、创新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对于教学方式的选择和教育目标的达成具有

导向性作用，首先要提升高校、教师和学生对于体育教育重

要性的认识，改变传统的单纯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为教学

目标的教育理念。优化体育教学的教育资源配置，增加体育

教学的经费投入，保障体育基础设施必须完善，及时更新换

代陈旧设备，增加现代化体育设备数量。

2、丰富体育教学课内外形式

高等体育教学要充分利用学生的课上、课下时间，课

堂上教师要注重学生对于理论和实践知识的掌握，课外主要

侧重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对课内教学进行补充学习。在体

育教学项目创新方面，首先应该增加教学项目种类，根据学

生的兴趣，丰富教学内容。例如可以在传统的体育课程足球、

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基础上增加交谊舞、散打、网球、

轮滑、民俗体育项目等等。

3、改进体育教学评价体系

在现行的体育教学评价体系中，对于体育教师的评价

指标常为发表论文数量以及负责科研项目级别，而对于提升

学生的体育素质的教学目标重视度不够，缺乏详实科学的评

价依据。新形势下的体育教学评价体系应该更多地把教学目

标的完成程度与教师评价挂钩，把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绩

效、创新意识纳入到评价体系，并进一步细化、量化成为可

操作的评价指标。

四、结语
新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对于大学生体育教学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标准，实践中，高校体育教学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但也存在教学目标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

教学方式单一、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等不足之处。本文以此

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并且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与建议，以

期待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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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引入校园足球与之相结合，将这项传统文化回归到基

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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