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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瑜伽专业技术课网络教学的现状调查及研究

姚 敏

云南民族大学 中印瑜伽学院、国际太极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目的:了解瑜伽专业本科生开展瑜伽技术课网络教学的现状,发现问题,改善不足,以提高技术课的

网络教学效果。方法:现场观看法线上教学30学时;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云南民族大学瑜伽本科学生153
人,访谈法访问了瑜伽教师9人;数据分析法分析数据。结果:教师运用多种软件和网络平台授课,授课形

式多,但运用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学生学习效果受网络教学弱点,教师指导局限、网络质量不好和家庭

居住环境不佳等因素影响。建议:瑜伽技术课以网络教学方式授课必须缩小班级规模,以小班教学为宜;

瑜伽技术课以网络教学方式授课必须比课堂教学速度慢;学生必须提交视频作用,教师必须一一反馈练习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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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瑜伽体式的练习是学习瑜伽文化的起始和入门

要求,瑜伽体式的练习能让身体更健康,还能减少干

扰冥想的生理因素。瑜伽体式的精进需要老师不断

指引,所以瑜伽专业技术课程即瑜伽体式课,是瑜伽

专业学生重要的基础课程。2020年春季学期推迟开

学,为了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云南民族大学将

瑜伽本科专业课程全部改为线上教学。不仅理论课

开设网络课,瑜伽技术课即体式课程也全面展开线

上教学。目前所有课程已授课2个月,这期间教师

和学生也都受益匪浅,同时也发现不少问题。本次

针对云南民族大学瑜伽专业1-3年级本科生153
人和教师9人进行了关于瑜伽体式课授课现状的调

查,并分析教学的相关问题,探索解决的方法。

一、研究方法

(一)现场观察法
通过观看瑜伽技术课网络课程30学时,了解网

课实际情况,发现问题。

(二)问卷调查法
向瑜伽专业三个年级本科生发放调查问卷160

份,回收153份,回收率为95.62%。

(三)访谈法
访谈教授瑜伽专业技术课程的全部9名老师,

获得网课教学的真实资料。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瑜伽技术课网络教学开展现状
 

云南民族大学中印瑜伽学院目前有3个年级的

本科学生,三个年级共开设瑜伽技术课8门,8门课

程均开展了网上教学。学生153人,全部参加网络

教学学习。基本做到课程应开尽开,学生全员网上

学习。学校提供了专业的网络平台钉钉和雨课堂作

为授课软件,并多次培训教师实用二种软件授课。

(二)网络教学中教师的授课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

1.课程运用软件及平台

表1 课程运用的软件及平台

授课形式 使用课程(门) 使用课程比例(%)

视频会议 8 100

直播 8 100

录播 4 44.44

8门课程中单独运用视频会议授课的2门;单独

运用直播授课的1门;其余5门采用直播+视频会

议的模式。单独运用一种软件或平台的5门,运用

二种软件和平台的2门,运用三种以上软件或平台

的1门。8门课程上课形式有三种:直播、录播或视

频会议。8门课的老师大多采用了先直播、或录播讲

解主要技术动作要领,然后用视频会议模式进行动

作指导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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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为网络教学提供了雨课堂和钉钉二种平台

支持。在实际教学中,各个老师又根据与学生的联

系情况、学生听课的效果自行选取了微信、QQ和腾

讯会议等软件作为辅助教学手段完成课程。其中钉

钉直播和钉钉视频会议运用最多。

2.课程运用资源及形式

8门课程中没有老师运用慕课教学;网络资源教

学仅有2门,且时间较短;其他资源教学仅1门。网

络教学无疑给教学资源运用带来了方便,但我校瑜

伽专业为我国高校中首创,没有慕课资源可用。教

师更多是利用网络搜索的视频资源作为示范或举

例,这种情况也是偶尔运用。

3.上课存在的影响因素

表2 影响教师教学的因素

存在问题 教师人数(人) 教师比例(%)

不能及时提问 7 77.78

无法精确讲解示范 9 100

教学效率低 9 100

无法及时纠正动作 8 88.89

无法观察到所有学生 9 100

学习热情不足 8 88.89

运动损伤多 6 66.67

学习主动性不好 8 88.89

网络问题 9 100

学习环境不好 9 100

场地、器材缺乏 7 77.78

瑜伽技术课对师生互动要求高,可网络教学中

互动比较困难。首先学生不能及时提问,教师无法

准确把握教学中学生的问题。其次,由于摄像头拍

摄范围和角度有限,讲课时动作示范要多角度反复

进行,多次讲解,教学效率低。而且通过摄像头观察

学生技术动作,只能看见学生的一个面或者局部练

习,观察不全面。第三,线上的班级设置与线下课程

相同,每个班有30-40人构成,视频也无法同时显

示所有学生的练习,所以不能及时纠正每个学生的

动作。由于互动指导的困难,学生的运动损伤出现

较多。第四,没有老师、同学在旁,有些学生动作学

习热情不高,经常有懈怠情况,学习主动性差故学习

效果不佳。第五,学生多数家在农村,网络质量差,
网课时常延迟或中断,停电还时有发生,使得听课效

果受到影响。第六,学生在家,只能利用家中有限的

地方和场地,所以有时技术动作施展不了,从而影响

教学效果。

(三)网络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现状及问题

1.课程学习参与

本学期推迟开学,所有课程只能先以网课形式

开展。学校和老师都在开课前通知学生相关事宜,

并培训上课软件和平台的使用方法及网络要求。三

个年级学生全部都提前准备好了符合上课的要求的

网络及设备。网课开展2个月,全部学生都参与到

学习,没有任何人因为硬件问题耽误课程。

2.学习热情

2个月的网络学习,学生学习热情逐渐下降。开

课初期,学生都盼望能与老师、同学交流,对新形式

的教学方法也充满了好奇,提前到直播间或在群里

提前签到。随着课程的全面启动,由于课程数量和

作业量加大,学习互动少,没老师监督等各方面因素

的影响,学生出迟到、早退现象增多,勤率下降;上课

练习水平下降,做不相关事情的情况增多。对网课

学习热情下降,学生普 遍 期 待 尽 快 开 学,回 课 堂

上课。

3.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

表3 影响学生学习的因素

影响因素 学生人数(人) 学生比例(%)

学习气氛不好 102 66.67

不能及时提问 125 81.70

无法精确讲解示范 113 73.86

无法及时纠正动作 131 85.62

运动损伤多 38 24.84

环境、家人干扰 57 37.25

场地、器材缺乏 43 28.10

网络不畅或流量不够 79 51.63

停电 27 17.65

网络课程开设至今,学生普遍反应技术课学习

效果不好,影响因素众多。首先是没有上课的气氛,

自己一个人中家练习体式,提高技术动作,会觉得很

孤独、很枯燥。其次是上课时老师的指导不方便,提
问要输入文字或是对着手机讲话,即打断动作的连

贯性,又费时间。第三是网络不稳定,视频会议模式

时经常会出现卡顿、自动退出等情况,而直播模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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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内容滞后的问题。有时电力供应不足,发生停

电情况也导致不能听课。第四是家庭环境比较杂

乱,经常会有人为因素干扰。而且家中也没有技术

课所需要的场地和器材。特别是很多学生生活中农

村,居住环境比较杂乱,也是造成上课不能专注,影
响听课效果的因素。

三、结论
(一)瑜伽专业技术课网络教学硬件水平到位,

教师和学生均能很好的利用软件或平台进行教学

活动。
(二)瑜伽专业技术课网络教学教与学的效果均

不理想。
(三)不论是直播、还是视频会议教学,技术课网

络教学存在了互动较差,不能亲自指导,不能时时观

察的软肋。
(四)学生在家上课受干扰因素多,学习主动性

没有课堂上强,导致线上专业技术课效果不好。

四、意见和建议

(一)建议小班教学
瑜伽技术课以网络教学方式授课必须缩小班级

规模,以小班教学为宜。由于网络教学可视范围小,

按目前的班级人数,老师不可能同时观察30-40名

学生的技术动作,如果是轮流观察指导,每次屏幕上

只能显示9个学生,全部学生轮流检查一遍,需要时

间很长。在没有轮到时,学生练习情况无从把控。

所以建议改为小班教学,每个班10人左右。

(二)建议增加课时
瑜伽技术课以网络教学方式授课必须比课堂教

学速度慢。线上教学,技术动作示范和讲解需要多

角度,多次重复。这与线下课程比较就更费时间,所
以想要提高线上课程质量,必须增加课时。

(三)建议学生每天都交视频作业
学生每天都必须提交视频作业,教师必须一一

反馈练习问题,以及时指导纠正学生动作的错误。

疫情结束后,课堂教学需与网络教学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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