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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海五城区广场舞的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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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野中国大妈冶跳广场舞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遥 本文着重考察上海 5 个城区

野女性中老年市民冶的广场舞赋权现状袁旨在挖掘体育赋权的测量方法袁特别关注广场舞在社

区-组织背景下对自我认知尧自我效能和社会交往 3 个维度的影响遥 共采访上海 5 个城区 144

位广场舞爱好者袁每个区的广场舞调查按照实地抽样的原则袁尽量兼顾到小区广场尧闹市广场尧
路边空地尧公园尧居委会和街道文化中心场地等不同类型袁采用问卷形式进行实地调查和网络

调查结合的方式遥 结果显示广场舞本身就激发赋权过程的发展袁同时广场舞锻炼时间越长袁广
场舞爱好者的自我效能也就越高曰不同的广场舞场地袁其广场舞爱好者的群体认同存在差异遥
关键词院 广场舞曰体育赋权曰自我认知曰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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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quare dance of Chinese aunts is a hot topic of the society.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PE) of square dance in five districts of Shanghai so as to uncover the

measures for testing sport empowerment.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self-cognition,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inter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quare dance in community-organization. 144 square dance enthusi-

asts in five districts of Shanghai were interviewed.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ield sampling,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the means of questionnaire combining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online survey at the different

places of community square, urban square, vacant space beside the roads, public parks and cultural centers of

the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to use empirical method to measure sport

empower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square dance itself inspires the process of empowerment. And the longer

the square dance practiced, the higher the self-efficacy of the enthusiasts achieve. At the different places for

square dance, the group identification of the square dance enthusiasts is different.

square dance;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self-identification; self-efficacy

作为一种体育与艺术在舞蹈中的融合袁 广场舞是集

健身与形体一体袁配以富有节奏感的音乐袁在广场尧院坝

等宽敞场地开展的群众性健身舞蹈活动袁 已渐渐成为一

种社会文化现象遥 广场舞的类型丰富多彩袁民族舞尧古典

舞尧国际舞等都可在广场上表演袁借此传达一种健康向上

的生活状态 [1]遥这种以健身为目的的体育舞蹈甚至跨越城

乡遥 如此众多的群众能自发有序尧持之以恒地参与其中袁
广场舞可谓城市生活里一道亮丽的风景遥 广场舞开展得

如火如荼的同时袁 其爱好者近年来因广场舞与周边居民

产生的冲突也频有发生袁表征看来袁广场舞爱好者有侵权

之嫌袁 其根源却在城镇化的进程促使传统的邻里关系发

生转变袁生活空间的紧密排列等原因遥 时间和空间上的冲

突袁导致广场舞变成了噪音污染源袁许多居民不堪其扰袁
双方冲突不断升级 [2]遥

赋权研究袁 是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议

题袁该概念在传播学尧社会学尧管理学和教育学中被频繁使

用遥 但将野赋权冶概念应用于体育传播研究袁还未尝有之遥
赋权理论普遍认为袁 赋权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群体尧 组织

和社区对其事务获得控制的机制遥 其实袁现实生活中的赋

权过程是丰富多彩的袁不仅体现为从无权到增权尧从弱权

到强权的线性运动袁也表现为赋权过程中的层次性尧立体

性遥广场舞赋权主要集中在心理赋权层面袁是老人实现野老
有所为袁老有所乐冶的有效路径遥 野广场舞冶赋权也就是这

样的一个过程袁中老年群体从无权到增权尧从弱权到强权袁
通过媒体报道以后袁甚而出现媒介赋权还是媒介去权的困

惑遥笔者希冀将赋权理论作为观察野广场舞冶深远社会影响

的研究工具袁从赋权的视角来对野广场舞冶的行为主体要要要
中老年群体进行深度调查遥笔者认为野广场舞冶的赋权在自

我赋权方面也最为突出袁故立足于此袁希冀研究结果将有

助于研究老年人社会融入的问题袁并为政府更好地规范广

场舞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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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研究通过中老年群体广场舞的实证调查袁得出

参予者的身体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锻炼尧身体灵活度得以增

强尧体质增强的结果遥
也有学者在心理学的角度上提到通过跳广场舞能使

舞者内在情感得以宣泄袁产生精神振奋的愉悦感袁这使舞

者得到表现自我的机会袁产生自我价值感袁且广场舞不仅

仅是一种体育舞蹈袁更是一种群众集会形式袁集会产生广

泛的人际交流袁并使各种信息得到有效传播 [3]袁但并未深

入分析并展开实证遥
如上所述袁针对广场舞尧尤其是广场舞爱好者的身体素质

提高的实证调查袁正在呈上升趋势袁但对广场舞如何帮助舞者

实现心理价值尧提高幸福指数的实证研究袁迄今十分欠缺遥
然而在中国大陆袁野体育赋权冶的提出还未尝有也袁且以

赋权理论为视角对广场舞进行考察的实证研究袁 更是空缺遥
通过梳理袁本文结合广场舞调查的实践袁提出以下研究假设遥

H1院上海广场舞爱好者的领导力袁与其性别之间存在

显著相关遥
H2院上海广场舞爱好者的疏离感袁与其婚姻状况之间

存在相关遥
H3院广场舞锻炼时间越长袁广场舞爱好者的自我效能

也就越高遥
H4院不同的广场舞场地袁其广场舞爱好者的群体认同

存在差异遥

本次预调查选择上海市宝山区尧杨浦区尧虹口区尧徐汇

区和闵行区 5 个上海城区作为主要调查地点遥
调查对象是上海宝山尧杨浦尧虹口尧徐汇和闵行渊由北

向南冤 等 5 个上海城区 45 岁以上中老年人袁 共访问 198

人袁获目标样本 168 份袁其中参与广场舞问卷 144 份袁未参

与广场舞问卷 24 份袁成功率为 84.8%遥 本次调查袁由上海

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野上海市民参与广场舞情况调

查冶课题组于 2015 年 6~7 月组织实施袁由上海交通大学

4 名经过培训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博士生担任访员遥 调查采

取分层抽样的方法袁每个区的广场舞调查按照实地抽样的

原则袁尽量兼顾到小区广场尧闹市广场尧路边空地尧公园尧居
委会和街道文化中心场地等不同类型袁采用问卷形式进行

实地调查和网络调查结合的方式遥而此次报告袁主要针对5 个

城区的 144 份参与广场舞的上海市民展开调查和分析遥

对于广场舞爱好者能否算体育人口袁有学者通过对莆田

市 12 个广场舞地点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分析莆田市广场舞现

状后袁发现大多数参与广场舞运动的中老年人都符合体育人

口的标准[4]袁即以每周参加体育活动多于 3 次尧每次活动时间

不少于 30 min袁且每次活动具有中等或中等以上强度遥 在上

海袁广场舞是否也能如此聚人气袁它与之前流行的太极拳等

老年人群众健身活动相比袁是否具有绝对优势袁这是本文第

一个疑问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在 144 份参与广场舞的问卷样本

中袁1 周里参加的广场舞渊每次锻炼超过 30 min冤频次在 3 次

以上的人数达到 122 人袁占总样本的 84.7%遥 而进行健身走

渊散步冤 和太极拳等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上海市民人数则越

来越少袁且绝大多数广场舞爱好者的锻炼时间都大于 1 h袁这
说明样本中 122 个参与广场舞锻炼的市民都是体育人口袁其
中按运动频率算袁 一周锻炼 4~6 次的有 27 人袁 占总人数的

18.8%曰每天参加广场舞锻炼的有 95 人袁占总人数的 66.0%遥
按性别比例来看袁122 个体育人口中袁男性 12 人袁占总人数

的 8.3%曰女性 110 人袁占总人数的 76.4%遥 可见袁上海市民尤

其是上海女性中老年市民进行广场舞锻炼的比例已相当高遥
除了问卷调查的散步尧跑步尧乒乓球太极拳等体育运

动以外袁上海女性中老年市民还有骑车尧八段锦尧广播体

操尧游泳尧肚皮舞尧羽毛球等其他锻炼方式袁但分布相对分

散遥可见在上海广场舞也逐渐取代健身走渊散步冤和太极拳

等传统体育运动项目遥

广场舞活动场地具有非常多样化的特点袁包括小区广

场尧闹市广场尧路边空地尧公园尧居委会和街道文化中心场

地等不同类型袁具体分布见表 1遥
表 1 上海中老年市民参与广场舞的类型分布渊可多选冤

上海中老年市民参与最多的广场舞类型为混合舞种

渊49.7%冤袁占到接近一半左右袁其次是交谊舞渊35.9%冤和现

代流行舞渊18.6%冤曰按性别来计算袁男性中老年市民参与

最多的则是交谊舞渊52.2%冤袁占男性广场舞爱好者的一半

以上袁其次是混合舞种渊21.7%冤遥
野您跳交谊舞类型的广场舞吗钥 冶对该问题的回答在男

女性别中差异很大袁上海男性市民跳广场舞大多是跳交谊

舞袁但女性市民跳交谊舞的比例则不是很高袁卡方分析的

结果渊P=0.019冤也表明袁跳交谊舞类型的广场舞人数与性别

相关关系显著遥
上海中老年市民参与广场舞的规模从 20 人以下 尧

21~40 人尧41~60 人尧61~80 人尧81~100 人到 100 人以上不等袁
分布较散袁可见广场舞具有组织松散尧规模不固定的特点遥

赋权或增权渊empowerment冤袁作为现代社会工作理论

性别  

男 女 
合计 

民族舞 2 18 20 

交谊舞 12 40 52 

拉丁舞 2 9 11 

现代流行舞 5 22 27 

混合舞种 2 70 72 

其他舞种 0 9 9 

合计 23 168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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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概念袁意指赋予或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力遥赋
权理论在国外虽然应用广泛袁 但学者处于各自的角度赋

予它不同的含义 袁 迄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赋权定义 遥
Rappaport 认为袁赋权是个过程袁是一个人们尧组织和社区

对其事务获得控制的机制 [5]遥 Kieffer 认为袁赋权概念至少

汇集了 3 个构成要素院公民能力尧社会政治修养尧政治参

与能力 [6]遥 Swift 认为袁赋权是一个精神状态尧一种对权力

的再分配尧一个过程以及一个目标 [7]遥 Gutirrez 等则认为袁
赋权是在个人尧家庭尧群体或社区中发展获得权力的能

力 [8]遥 然而国外对赋权达成共识的是袁赋权既是一种理

论袁又是一种实践曰既是一个目标袁又是一个结果曰既是

一个过程袁又是一种介入方式袁因此最值得关注的是自我

赋权或心理赋权渊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袁简称 PE冤袁
即挖掘或激发个体内心的潜能遥

国内社会学学者从弱势群体的增权的角度袁在论述增

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假设前提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 从客体

和主体两个方面分析弱势群体的无权状况, 进而区分弱势

群体自我发展所需的个体增权尧人际关系增权和社会参与

增权等 3 个层次 [9]遥 赋权理论在中国传播学的普及袁谢进

川尧丁未尧王锡苓等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袁他们详细梳理

了赋权理论的渊源尧定义尧研究范围尧价值取向和方法偏好

等[10-12]遥
广场舞赋权自变量的确定袁 来源于比较成熟的政治

赋权和社区赋权的相关测量方法遥 从政治赋权 [13]吸取领

导力一个指标渊剔除了政策控制和决策力冤袁从社区赋权里

吸取疏离感和社区参与度两个指标袁 构成 3 个广场舞赋

权自变量遥

广场舞爱好者的领导力主要体现在组织能力尧领导能

力和当众发言能力等 3 方面遥 本文以 Likert 5 级量表野很
不赞同尧不太赞同尧说不准尧比较赞同尧很赞同冶对广场舞

爱好者的组织能力尧 领导能力和当众发言能力 3 方面进

行了测量遥这 3 项能力在不同性别的上海市民中袁表现出

高度一致性袁即女性领导能力相对较高遥这或许可以间接

解释广场舞为何是女性中老年市民的天下的原因遥
从上海不同性别广场舞爱好者的这 3 项能力的独立

样本检验结果来看袁当众发言这一项与性别的相关关系具

显著性遥 根据独立样本检验表显示袁方差齐性 Lenene 检验

结果为 F=0.033袁P=0.856遥 可认为男尧女广场舞爱好者的当

众发言能力的 t 检验结果为 r=3.623袁P=0.000遥
研究发现袁研究假设 H1袁即野上海广场舞爱好者的领

导力袁与其性别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冶获得证实袁特别在当众

发言能力方面的相关关系最为显著遥上海女性中老年市民

喜欢广场舞袁一部分原因可能也是女性广场舞爱好者的领

导力也相对较高遥 通过焦点小组访谈袁我们发现女性广场

舞爱好者的领导力越强袁特别是当众发言能力越强袁她们

的舞蹈水平确实也相对较高遥

广场舞出现之前袁业余生活的沉闷使许多老年人的心

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袁而广场舞则为很多身心处于亚健康

甚至病态状态下的老年人带去生活的乐趣袁让他们摆脱抑

郁尧空虚遥
可见袁在广场舞的自变量中袁疏离感确实在潜移默化

起作用袁疏离感与广场舞行为存在相关关系渊P=0.014冤袁这
也和很多未参与广场舞的市民回答 野为何不跳广场舞冶的
答案比较相似袁 其实不跳广场舞并不代表她们不喜欢跳袁
她们内心还是非常向往跳广场舞的袁只是野比较宅冶尧不愿

参与社交尧怕跳不好等种种顾虑让她们裹足不前遥
婚姻状况也是影响广场舞爱好者的疏离感的一个重

要因素遥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袁上海广场舞爱好者的疏离

感渊如表 2 所示袁态度倾向区分为院很不赞同尧不太赞同尧
说不准尧 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冤袁 与婚姻状况渊r=0.952袁
P=0.005冤显著相关遥 据此袁研究假设 H2袁即野上海广场舞爱

好者的疏离感袁与其婚姻状况之间存在相关冶袁得到证实遥
表 2 参与广场舞的上海市民对野不太喜欢走亲访友冶的态

度倾向

这一点在焦点小组访谈中袁特别在女性市民中比较常

见袁即越是已婚袁越是愿意走亲访友袁越喜欢跳广场舞曰而
离异后袁或许就会变得不太喜欢走亲访友袁疏离感增强袁也
导致其不愿参与社交尧参与广场舞等文体活动遥

广场舞爱好者的社区参与度主要体现在社区关注度尧
社区参与度和社区活动组织能力等 3 个方面遥

本文以 Likert 5 级量表 野很不赞同尧 不太赞同尧 说不

准尧比较赞同尧很赞同冶对广场舞爱好者的社区关注度尧社
区参与度和社区活动领导力等 3 方面进行了测量遥这 3 项

能力袁在上海广场舞爱好者中袁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遥
非常赞同野经常关注社区活动冶的参与广场舞的市民

比率超过 20%袁卡方分析的结果渊P=0.006冤也表明袁上海广

场舞爱好者的社区关注度与性别的相关关系非常显著遥
比较赞同野经常参与社区活动冶的参与广场舞的市民

比率达到 50%袁卡方分析的结果渊P=0.015冤也表明袁上海广

场舞爱好者的社区参与度与性别的相关关系显著遥
经卡方分析袁上海广场舞爱好者的社区活动组织能力

与性别无相关关系遥

心理赋权是所有赋权的基本目标遥对于赋权是过程还

是结果袁一些研究者如 Brandura[14]认为袁赋权是一个过程袁
即人们能意识到对处境渊situation冤的控制袁因为赋权野不是

通过法令赠与的袁而是通过发展人的效能获得的袁后者让

人们利用机会并改变环境的限制遥 冶[14]理想的增权在于失能

的人群能够参与社会自由运动袁增权应聚焦于独立尧自我

帮助和自我支配遥

 
很不 

赞同 

不太 

赞同 

说不 

准 

比较 

赞同 

非常 

赞同 

参与广场舞人数 39 24 27 42 12 

所占百分比 27.1% 16.7% 18.8% 29.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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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针对心理赋权进行定量研究主要可分为政治赋

权和社区赋权两大流派袁其中以社区心理学领域 Zimmer-

man[10]对 PE 设计的一套测量方法尧Gutierrez[8]的一套测量

方法和应用最为广泛遥 Zimmerman 将社区赋权分为 3 个层

面院其一是内省能力渊intrapersonal冤袁即如何认识自己的能

力袁包括如何疏导孤独尧增强尊严感等意愿和能力曰其二是

互动能力渊interactional冤袁指了解特定情境下的规范和价值

观具备的合作决策尧实现目标的批判性思维等曰其三是行

动能力渊behavioral冤袁即采取直接影响赋权结果的能力袁包
括组织尧管理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13]遥 Gutierrez 等研究者则

认为袁赋权的目标应是积极切实改变不利局面袁在个人能

力尧人际网络和社会权益方面获得实质上改善袁包括发展

个体层面的自尊尧自强意识袁群体层面的组织协助意识袁及
自我效能渊self-efficacy冤等多方面的提升 [8]遥

广场舞赋权主要集中在心理赋权层面袁 是老人实现

野老有所为袁老有所乐冶的有效路径遥
广场舞对爱好者来说袁 最主要的赋权是提升了他们

的自我认同尧自我效能和群体认同遥

对于大多数退休的老年人而言袁 心态的老化比身体

的老化更可怕遥如表 3 所示袁144 位广场舞爱好者中袁一半

以上都感觉体型更健美尧精力更充沛尧容貌更靓丽尧举止

更优雅了袁 尤其是上海 54.2%的广场舞爱好者比较赞同

野精力更充沛冶袁41.0%的广场舞爱好者非常赞同跳广场舞

让她们野精力更充沛冶袁可见野广场舞让她们的生活充满了

能量冶遥
表 3 广场舞为上海中老年市民带来自我认同方面的提升渊%冤

以相关分析方法对 野体型更健美冶尧野精力更充沛冶尧
野容貌更靓丽冶尧野举止更优雅冶进行测量袁发现在体型尧精
力尧 容貌和举止 4 个方面的自我认同又存在一定的联系袁
按 琢=0.05 水准袁 自我认同赋权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有统

计学意义遥 具体而言袁广场舞对举止和容貌的赋权相关系

数最高渊r=0.755袁P=0.000冤袁广场舞对体型和容貌的赋权显

著相关渊r=0.721袁P=0.000冤袁显示容貌和举止尧体型都显著

相关遥 广场舞对精力和容貌的赋值也显著相关渊r=0.693袁
P=0.000冤袁广场舞对体型和精力的赋值显著相关渊r=0.682袁
P=0.000冤袁广场舞对精力和举止的赋值显著相关渊r=0.651袁
P=0.000冤袁广场舞对举止和体型的赋值显著相关渊r=0.546袁
P=0.000冤遥

近年来袁国内传播学者逐渐运用赋权理论探讨媒介技术

赋予使用者的自主意识与权力遥如丁未等讨论了手机与农民

工自主性获得的关系袁认为赋权是一种自我效能袁通过提升

主体强烈的个人效能意识袁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动机[11]遥
对广场舞爱好者来说袁 心理赋权提升了她们的自我效

能遥 正如表 4 所示袁144 位广场舞爱好者一半以上都感觉广

场舞有助于她们提升摆脱孤独尧克服自卑尧更受尊重尧做事更

高效尧能更好面对挫折的能力袁但更好支配时间和更好支配

金钱提升则不明显遥有超过三成的广场舞爱好者在被问及是

否有助于克服自卑时回答野说不准冶袁当继续追问原因时袁大
部分广场舞爱好者表示袁 自己根本不自卑曰 被访问调查的

144 位广场舞爱好者有 87.5%感觉广场舞不同程度 野有助于

她们摆脱孤独冶袁野广场舞让她们的生活充满了正能量冶遥
表 4 广场舞为上海中老年市民带来自我效能方面的提升渊%冤

焦点访谈中袁笔者发现广场舞参与时间长短与广场舞

自我效能方面的赋权明显相关遥
经单因素 ANOVA 分析方法袁笔者发现两者存在着一

定的联系遥 广场舞锻炼时间越长袁与广场舞爱好者在野有
助于摆脱孤独冶渊F=3.924袁P=0.005冤和野有助于克服自卑冶
渊F=3.153袁P=0.016冤的自我效能都存在显著相关遥 据此我

们可以认为袁研究假设 H3袁即野广场舞锻炼时间越长袁广场

舞爱好者的自我效能也就越高冶袁获得证实遥

广场舞对爱好者来说袁心理赋权还意味着提升了他们

的群体认同遥 如表 5 所示袁144 位广场舞爱好者七成以上

都感觉广场舞有助于他们结交朋友尧家庭更和睦尧更适应

社区邻里尧能更好融入上海的能力遥
表 5 广场舞为上海中老年市民带来群体认同方面的提升渊%冤

被访问调查的 144 位广场舞爱好者中袁九成以上的广场

舞爱好者感觉广场舞不同程度有助于她们适应社区邻里袁广
场舞让他们加强了与家庭尧朋友尧社区和城市的链接袁大大提

升了她们的群体认同袁也有助于构建健康的和谐社会遥

 体型更健美 精力更充沛 容貌更靓丽 举止更优雅 

1 很不赞同 1.4 1.4 1.4 1.4 

2 不太赞同 2.1 1.4 2.8 2.1 

3 说不准 12.5 2.1 31.3 27.8 

4 比较赞同 45.8 54.2 36.8 40.3 

有

效 

5 非常赞同 38.2 41.0 27.8 28.5 

 

 
有助于 

摆脱孤独 

有助于 

克服自卑 

更受 

人尊重 

做事 

更高效 

更好 

面对挫折 

1 很不赞同 1.4 1.4 2.8 2.1 0.7 

2 不太赞同 1.4 4.2 1.4 4.2 7.0 

3 说不准 9.8 30.1 30.1 28.0 31.5 

4 比较赞同 47.6 34.3 32.9 32.4 32.8 

有

效 

5 非常赞同 39.9 30.1 32.9 32.9 28.0 

 

 结交更 

多朋友 

家庭更 

加和睦 

更适应 

社区邻里 

更好融 

入上海 

1 很不赞同 2.1 1.4 0.7 0.7 

2 不太赞同 0.7 0 0.7 0.7 

3 说不准 9.1 18.9 6.3 18.9 

4 比较赞同 50.3 44.1 51.0 42.7 

有 

效 

5 非常赞同 37.8 35.7 41.3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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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小组访谈中袁发现公园及闹市广场两个场地对广场

舞群体认同方面的赋权明显遥 经单因素 ANOVA 分析方法袁
的确找到两者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遥 如表 5 所示袁公园及其他

场地袁其广场舞爱好者的群体认同在野结交更多朋友冶渊F=19.939袁
P=0.000冤和野更适应社区邻里冶渊F=19.832袁P=0.000冤存在密

切相关遥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袁研究假设 4袁即野不同广场舞场

地袁其广场舞爱好者的群体认同存在差异冶袁获得证实遥
结合 71 .1%的广场舞爱好者认为广场舞理想时间

为 19:00~20:00 的诉求袁以及大多数广场舞爱好者野对广

场舞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冶的回答都是野希望政府开辟更多

场地冶的诉求袁是否可以建议上海市政府将公园开放时间

从晚上 6~7 点延长到晚上 7~8 点闭园袁以缓解上海广场舞

场地不足的问题袁并且让更多人享受广场舞在野结交更多

朋友冶和野更适应社区邻里冶的赋权遥

近年来上海老龄化的问题日益凸现袁构建健康的老龄

化社会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分遥 叶中国人口老龄

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曳指出袁中国于 1999 年进入了老

龄社会袁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15]遥 据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袁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13.26％ 袁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8.87％ 袁同 2000 年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袁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93 个百

分点袁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1.91 个百分点遥这些数据

表明中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袁野正在变老冶成了中国人口

给世界的最新印象[16]遥在众多健身活动中袁野广场舞冶因其简

便易学尧易开展尧运动量因人而异等特点后来居上袁成为中

老年人特别是中老年妇女最为青睐的健身活动之一遥
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曳中指出院野推广简便易行和适合

不同年龄尧性别尧职业特点与体质状况的体育健身方法曰挖
掘和整理我国传统体育医疗尧保健尧康复等方面的宝贵遗

产袁发展民族尧民间传统体育冶遥 广场舞作为群众全民健身

重要手段袁一直以来缺乏针对性管理保护遥 虽然广场舞健

身热潮不断袁人们体育锻炼热情不减袁但场地矛盾尧噪音污

染与邻里关系矛盾同样日趋深化袁促进人们健身健心的同

时袁在社会和谐方面也遇到了瓶颈 [17]遥
通过本次调查袁笔者发现上海市民参与广场舞的热情

非常高袁广场舞赋权呈现一系列特征袁概况如下遥
首先袁广场舞在自我认同尧自我效能和群体认同方面都

有不同程度的赋权袁广场舞让其爱好者体型更健美尧精力更

充沛尧容貌更靓丽尧举止更优雅袁有助于他们提升摆脱孤独尧
克服自卑尧提升尊重感尧做事更高效尧能更好面对挫折袁也加

强了他们与家庭尧朋友尧社区和城市的链接袁大大提升了他

们的群体认同袁非常有助于构建健康的和谐社会遥
其次袁人口学特征角度看袁八成以上上海广场舞爱好者为

已婚女性中老年群体袁 而七成五的广场舞爱好者为女性本地

城市户籍人口袁这说明广场舞赋权还只局限在本地女性袁而对

于外地籍的居住者袁广场舞普及率还不高袁更谈不上赋权遥
还有袁在焦点小组访谈中不少广场舞爱好者提到社区

老年体育组织对自己特别有帮助袁如杨浦区老年协会或各

社区居委会在雨天会主动提供场所遥 杨浦尧虹口区还有不

少有组织的广场舞团队定期去敬老院表演袁给更年迈更弱

势的老年群体带去欢乐袁这无疑是广场舞二次赋权的最好

例证遥 这些广场舞爱好者经历了一个从无权到有权尧从弱

权到强权的自我赋权过程袁 伴随着 2014 年扰民事件不断

曝光袁又从过度赋权回归到冷静遥在最后开放式问题里袁大
多数广场舞爱好者野对广场舞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冶的回答

都是袁野希望政府开辟更多场地冶遥 也明确表示袁野我们很热

爱广场舞袁但也不愿扰民冶遥
他们通过广场舞实现为更弱势的老年群体赋权袁这样

一群鹤发童颜的老年人袁他们通过广场舞不仅实现了自我

赋权袁还用自己的行动使广场舞成为赋权的手段袁让这个

城市越来越和谐美好遥 广场舞已超越了它本身的健身意

义袁让越来越老龄化的上海更加从容自信遥很遗憾袁本文主

要关注赋权的自助层面袁后续研究则可以进一步深入对互

助和外部支持的赋权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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