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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下一代·全国少幼儿武术套路

竞赛评比规则汇编（试行）

本竞赛规则汇编，是根据少幼儿武术特点，在参考国家武术竞赛规则基础上，进行了整
理汇编，仅用内部参考学习使用。

第一章 竞赛组织机构

第一条 竞赛委员会

由竞赛委员会、竞赛部和竞赛业务人员组成。在大会组委会统一领导下，负责整个大会
的竞赛组织工作。

第二条 竞赛监督委员会

一.由大赛组委会组织相关武术专业人士 3-5 人组成。

二.职责

（一）竞赛监督委员会为竞赛的监督机构。

（二）监督、检查仲裁委员会和裁判人员的工作。

（三）监督、检查参赛运动队的比赛行为。

（四）有权对违纪的仲裁人员、裁判人员、和运动队的相关人员做出处罚。

（五）竞赛监督委员会不直接参与仲裁委员会和裁判人员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干涉仲
裁委员会、裁判人员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介入裁决结果的纠纷，不改变裁判人员、仲裁
委员会的裁决结果。

第三条 仲裁委员会

一.由主任、副主任、委员 3或 5人组成。

二.职责：

（一）接受运动队的申诉，并及时做出裁决，但不改变裁判结果。

（二）仲裁委员会会议出席人员必须超过半数，表决时超过半数以上做出的决定方为有
效。表决投票相等时，仲裁委员会主任有决定权。

（三）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第四条 裁判人员的组成

一.执行裁判人员的组成

设：总裁判长 1人、副总裁判长 1-2 人；裁判组设裁判长 1人、裁判员 3-5 人；编排记
录长 1人；检录长 1人。

二.辅助工作人员的组成

设：由编排记录员、宣告员、检录员、放音员、摄像员等组成。

第五条 执行裁判人员的职责

一.总裁判长

（一）组织裁判组工作，保证竞赛规则的执行，检查落实赛前各项准备工作。

（二）解释规则，但无权修改规则。

（三）在比赛过程中，根据比赛需要可调动裁判人员工作，裁判人员发生严重错误时，
有权处理。

（四）审核并宣布成绩，做好裁判工作总结。

二.副总裁判长

（一）协助总裁判长的工作。

（二）在总裁判长缺席时，代行其职责。

三.裁判长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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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本裁判组的业务学习和实施裁判工作。

（二）负责运动员比赛套路创新的加分。

（三）执行比赛中对套路时间不足或超出规定的扣分。

（四）裁判员发生严重的评判错误时，可向总裁判长建议给予相应的处理。

四.裁判员的职责

（一）服从裁判长的领导，参加裁判学习，做好准备工作。

（二）认真执行规则，独立进行评分，并作详细记录。

（三）评分内容以动作质量、整套演练水平以及动作对错的评分。

五.编排记录长的职责

（一）负责编排记录组的全部工作，审查报名表，根据要求编排秩序册。

（二）准备比赛所需表格，审查核实比赛成绩及排列名次。

（三）编排成绩册。

六.检录长的职责

负责检录组的全部工作，如有变化及时报告总裁判长、场地裁判长和宣告员。

第六条 辅助工作人员职责

一.编排记录员的职责

根据编排记录长分配的任务进行工作。

二.检录员的职责

按照比赛顺序及时进行检录，并检查运动员器械、服装，将比赛运动员带入场后，向裁
判长递交检录表。

三.宣告员的职责

向观众介绍上场运动员，报告比赛成绩，介绍有关竞赛规程、规则和比赛规模、项目的
特点及武术套路运动的知识等。

四.放音员的职责

（一）配乐项目比赛第一次检录时，负责收取音乐带或光碟，根据比赛出场顺序进行编
号和测试。

（二）运动员站在比赛场地 3秒钟后，开始放音。

（三）比赛时不得将音乐带或光碟转借他人或复制。比赛结束后及时将音乐带归还运动
队，不得丢失。

五.摄像员的职责：

（一）对全部竞赛项目进行现场摄像。

（二）遵照仲裁委员会、竞赛监督委员会的要求,负责播放相关项目录像。

（三）全部录像均应按大会规定予以保留。

第二章 竞赛通则

第七条 竞赛性质
一.竞赛类型分为：
个人赛、团体赛、个人及团体赛。
二.按年龄可分为：
少年组、少儿（甲/乙/丙）组、幼儿（大/中班）组。

第八条 竞赛项目
根据每次竞赛需求和规程内容调整设置。

第九条 竞赛年龄分组
一.少年组：初中学生
二.少儿甲组：小学五、六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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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儿乙组：小学三、四年级学生
四.少儿丙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五.大班组：大班幼儿
六.中班组：中班幼儿

第十条 申诉
一.仲裁委员会受理比赛过程中对执行规程、规则有争议的申诉。
二.范围仅限于对裁判长加减分。
三.申诉程序
1.参赛队如果对裁判评判本队结果有异议，必须在该场该项比赛结束后 15 分钟内，由该

队领队或教练向仲裁委员会以书面的形式提出申诉，同时出示相关教练员有效资格证件，交
付 1000 元申诉费。一次申诉仅限一个内容。

2.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诉内容进行认真审议，查看仲裁录像，如裁判评判正确，提出申诉
的运动队必须坚决服从。

3.如果因不服而无理纠缠，根据情节轻重，可由仲裁委员会建议竞赛监督委员会或大赛
组委会给予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比赛成绩。

4.如裁判评判错误，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由竞赛监督委员会对错判的裁判进行处理，退
回申诉费。裁决结果应及时通知有关各方。
十一条 比赛顺序的确定

在竞赛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下，由编排记录组用电脑抽签决定比赛顺序。
第十二条 检录

1.运动员须在赛前 30 分钟到达指定地点报到，参加第一次检录。
2.赛前 20 分钟进行第二次检录，检查服装、器械和相关竞赛辅助用具等。
3.赛前 10 分钟，即赛场预备区进行第三次检录。

第十三条 礼仪
运动员听到上场点名时和完成比赛套路后，应向裁判长行抱拳礼。

第十四条 计时
1.运动员由静止姿势开始动作时，计时开始。
2.运动员结束全套动作后并步站立，计时结束。

第十五条 示分
1.运动员的比赛结果，裁判进行公开示分。
2.去掉打分裁判最高/低分，加上裁判长加减分，为运动员的最后得分。

第十六条 弃权
运动员不能按时参加检录与比赛，则按弃权论处。

第十七条 名次评定
一.个人单项(含对练)名次：按比赛成绩高低排列名次。得分最高者为该单项的第一名，

次高者为第二名，依此类推。
二.个人全能名次：按各单项得分总和的多少进行评定，得分最多者为全能第一名，次

多者为第二名，依次类推。
三.集体项目名次：
按比赛规程要求，评选一、二、三等奖和优秀表演奖。
四.团体名次：
根据竞赛规程关于团体名次的确定办法进行评定。
五.得分相等的处理：
（一）个人项目(含对练)得分相等的处理：
1.以演练水平应得分高者列前。
2.以演练水平分中的低分数高者列前。
3.以动作质量扣分少者列前。
4.如仍相等，名次并列。
（二）个人全能得分相等时，以比赛中获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如仍相等，则以获得第

二名多者列前，依次类推；如获得所有名次均相等，则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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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体总分相等时，以全队获得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如仍相等，则以获得第二名
多者列前，依次类推；如获得单项名次均相等，则并列。

六. 最后得分的确定
1.裁判长从运动员（运动队）的应得分中减去“裁判长的加减分”，为运动员(运动队）

项目的最后得分。
2.最后得分，可取到小数点后 2位数，第 3位数不做四舍五入。

第十八条 竞赛有关规定
一.套路完成时间：（规定项目按正常时间演练）
（一）个人拳术拳术、器械时间规定
1.少年组：1分到 1分 20 秒。
2.少儿甲组、乙组、丙组:30 秒到 1分 10 秒。
3.幼儿组：20 秒到 50 秒。
（二）太极类项目：2分钟-3 分钟，到 3分时裁判长吹哨示意结束。
（三）对练项目：30 秒到 1分 20 秒。
（四）集体项目：2分钟到 3分钟。
三.比赛音乐：规程规定的配乐项目必须在音乐（不带歌词，如有歌词须大会审定）伴

奏下进行，音乐可以根据套路的编排自行选择。
四.比赛服装：裁判员应穿统一的服装，佩戴标志；运动员应穿武术比赛服装。
五.竞赛场地：
个人和集体项目的场地为长 1４米，宽８米，周围有 2米宽的安全区。
六.比赛器械：必确保安全，产品应是中国武术协会的合作服务商。
七.比赛设备：大型比赛必须配备摄像机，放像设备，电视机，以及全套电子评分系统

和音响系统。
八.本规则适用于关心下一代和北京市各级别少儿武术套路比赛。

第三章 评分方法与标准

第十九条 竞赛项目评分方法与标准
一、各项比赛的满分为 10 分。
二、评分方法
（一）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现场发挥的技术演练水平，与“等级评分总体要求”的相符程

度，按照评分的等级标准，并与其他运动员进行比较，确定运动员等级分数。在此基础上，
减去“其他错误”的扣分即为运动员的得分。裁判员评分可到小数点后 2位数，尾数为 0-9。

（二）应得分数的确定
5名裁判员评分时，取中间 3名裁判员评出的运动员得分的平均值为运动员的应得分。

应得分可取到小数点后 2位数，第 3位数不做四舍五入。
（三）裁判长对评分的调整
当评分中出现明显不合理现象时，在示出运动员最后得分前，裁判长可调整运动员的应

得分。裁判长调整分数范围为 0.01 分至 0.05 分。如须调整更大幅度方可纠正明显不合理现
象时，裁判长须经总裁判长同意，调整分数范围扩大为 0.05 分至 0.1 分。

（四）最后得分的确定
裁判长从运动员的应得分中减去“裁判长的扣分”和加上“裁判长调整分”，即为运动

员的最后得分。
三、评分标准
（一）等级分的评分标准：
1、技术演练综合评定评分标准：
分为 3 档 9 级，其中： 8.50～10.00 分为优秀； 7.00～8.49 分为良好；5.00～6.99

分为尚可。
2、等级评分总体要求：
（1）运动员应表现出所演练的拳种及项目的技术和风格特点,应包含该项目的主要内容

和技法，要求动作规范、方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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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劲力顺达，力点准确，通过运动员的肢体以及器械表现出该项目的力法特点；手
眼身法步配合协调，器械项目要求身械协调。

（3）节奏恰当，表现出该项目的节奏特点。
（4）结构严密，编排合理，整套动作均应与该项目的技术风格保持一致，具有传统性。
（5）对练项目要求内容充实，结构紧凑，动作逼真、风格突出，配合严密，攻防合理。
（6）集体项目要求队形整齐，应以该项目的技术为主要内容，突出该项目的风格，特

点，配合默契，动作协调一致，结构恰当，布局匀称，并附有一定的图案变化。
（7）配乐项目要求动作与音乐和谐一致，音乐的风格应和该项目的技术风格应相一致。

或动作结束时音乐突然中断，则缺乏完整性。
（二）裁判员执行的其它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
1、遗忘：扣 0.1 分。
2、出界：扣 0.1 分。
3、失去平衡：晃动、移动、跳动扣 0.1 分。
4、器械、服装影响动作：扣 0.1 分。
5、器械变形：扣 0.1 分。
6、器械折断：扣 0.3 分。
7、器械掉地：扣 0.3 分。
8、附加支撑、倒地扣 0.3 分。
9、对练项目：击打动作落空，扣 0.1 分；误中对方，扣 0.2 分；误伤对方，扣 0.3 分。
10、集体项目：同一动作不整齐或队形不整齐，扣 0.1 分；每出现一次单独个人表演，

扣 0.1 分；运动员静止时间超过 10 秒，扣 0.1 分。
11、上列错误每出现一次，扣一次；在一个动作中，同时发生两种以上其它错误，应累

积扣分。
（三）裁判长执行的其它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
1、完成套路超出或不足时间的规定。
（1）运动员完成套路时间，凡超出或不足规定时间在 5秒以内（含 5秒），扣 0.1 分；

超出或不足规定时间超过 5秒，在 10 秒以内（含 10 秒），扣 0.2 分；超出或不足规定时间
达 10 秒以上，扣 0.3 分，最多扣 0.3 分。

（2）运动员超过规定时间扣分已达 0.3 分时，裁判长应请运动员立即收势停止比赛。
此种情况应视为运动员完成套路。

2、运动员在规定套路比赛中每漏做、多做、改做一个完整动作，扣 0.1 分。
3、运动员因主观原因未完成套路，经裁判长同意可重做一次。运动员重做后，裁判长

在其应得分的基础上，扣 1分。运动员因客观原因未完成套路，可重做一次，不扣分。
4、集体项目比赛的人数，少于竞赛规程规定的人数，每少 1人，扣 0.2 分。
5、配乐不符合竞赛规程规定者，扣 0.1 分。

第二十条 无电子系统评分的操作
当竞赛中无电脑计分系统时，裁判员评分则采用笔录方式进行。

关心下一代·全国少幼儿武术竞赛组委会
2018 年 6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