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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袁 本研究探讨了在线教学下应用视频反馈法提

高网球技术教学的效果袁对丰富网球在线教学手段尧提升在线教学效果具有理论

与现实意义遥 本研究以高校选修网球课程的大学生为实验对象袁运用文献资料法尧
问卷调查法尧实验法尧数理统计法等袁对视频反馈法如何改善在线教学效果进行分

析遥 研究认为院在线教学环境下袁视频反馈法能够显著促进大学生网球学习初期正

反手技术的形成遥 同时袁自主控制反馈内容更利于激发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袁从而

有效地提升网球技术的在线教学效果遥
关键词院 在线教学曰视频反馈法曰自我效能感曰网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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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d COVID-19 pandemic, this research explored how to use the video feedback

method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online tennis skill teaching. The research is supposed to have theo-

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 for enriching online tennis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online

teaching effect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college students taking the tennis course, and analyzed

how the video feedback method could improve th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by using methods of lit-

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experiment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online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 video feedback method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acquisition of forehand and backhand skill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ennis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elf-control of feedback content is more conducive to boost the sense of self-efficacy among col-

lege students, thereby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online teaching effect of tennis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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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袁 中国教育部和上海市

部署了野停课不停教尧不停学冶的统一安排袁高校体育

课程开展野延期开学尧在线教学冶遥区别于传统的面授

教学方式袁如何充分发掘大学生自主运动动力袁增加

师生互动尧保持和提高教学效果袁成为体育教师在线

教学中迫切关注的问题遥 随着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

等移动设备在日常生活和运动中的频繁使用袁 运动

学习过程的视频分析和反馈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体

育训练或教学工具遥 国外视频反馈研究主要被应用

于职业网球训练领域袁 用于教练员指导专业网球选

手特定的技术或战术训练中 [1-3]遥 而国内相关研究多

见于大学体育专业的网球课程袁 通过运用视频反馈

法提高专业训练效果 [4-5]袁研究人群相对单一袁不能

对当前形势下普通大学生的体育教学提供普遍性的

参考建议遥 本研究探讨了视频反馈法如何提升在线

网球技术教学效果袁 以及如何影响高校普通大学生

在线学习的自我效能感袁 以期为高校网球技术教学

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遥

本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 2019 级本科网球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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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大学生为实验对象袁人数共 60 名袁分 3 组进行实

验院实验 A 组渊N=20冤尧实验 B 组渊N=20冤与对照组

渊N=20冤遥 参与者均未进行过网球正反手技术学习袁3
组均由同一位网球教师教学袁 并采用相同的教学内

容和考核方式遥

本研究查阅视频反馈法尧 网球教学与训练相关

的中外文献资料袁 了解国内外视频反馈教学的研究

现状及学术前沿袁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持遥

实验采用由 Schwarzer 等人编制的尧并由王才康

等人于 2001 年翻译修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渊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袁GSES冤中文版量表 渊以
下简称 GSES 中文版量表冤遥 GSES 中文版量表符合

心理测量学要求袁具有较好预测效度[6]遥
本研究分别于实验开始周和测试周发放 GSES

中文版量表袁 于测试周发放体育课程教学效果评价

问卷遥

教师教学前录制标准动作视频袁 利用网络平台

ZOOM 进行在线教学袁讲解动作理论和关键动作袁学
生进行线下练习和统一测试遥对照组采用线上授课袁
线下自主练习袁无反馈作业遥

为了探究教师控制反馈内容与学生自主控制

反馈内容对网球技术在线教学的效果袁以及大学生

在线学习中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袁 实验组分为 A尧B
两组遥 实验组学生的课后作业均是递交一份 2 min

的练习视频袁并使用手机尧照相机录制练习视频遥 实

验 A 组由教师控制反馈内容袁即学生按照教师布置

的作业袁录制视频袁教师给予指导遥 实验 B 组则由学

生自主控制反馈内容袁教师依据学生反馈内容袁给予

指导遥
4 周教学后的测试内容是 3 组学生都上传一份

相对静态的网球正反手击球的动作视频袁 以及对墙

击球测试遥为避免实验主观偏差袁技评考核由非实验

教师执行渊网球专业教师冤袁确保技评标准和测试标

准的一致性遥
对墙击球测试由学生站在距离墙 3 m 外的有效

区域袁进行正反手击打落地球遥若学生在测试中进入

无效区则为无效击球袁 需重新回到有效区域发球继

续测试袁最终将击打球的累计数计入成绩袁测试时间

为 1 min遥 对墙击打落地球测试场地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对墙击球测试场地示意图

实验所得数据均通过 SPSS15.0 处理和分析遥

网球是一项隔网对抗类项目袁 每一次有效击球

需要学习者动作稳定袁 脚步移动配合双手协调发力

完成遥随着网球教学后期移动击球的增加袁初期技术

动作的形成与稳定显得十分重要遥 本研究招募的普

通高校大学生均未学习网球技术袁 对网球运动的认

知较少遥同时袁网球初学者在技能形成初期具有注意

范围狭窄尧知觉准确性低尧动作不协调尧错误动作反

复出现等特点遥 因此袁结合视频反馈的在线教学袁可
以及时有效地帮助大学生纠正网球技术初学中易犯

的错误袁直观理解击球原理袁学习和掌握静态的网球

技能遥
静态网球正反手技术考核满分各为 10 分袁主要

从准备姿势尧侧身引拍尧击球动作尧随挥动作 4 个部

分袁 对大学生上传的正反手技术视频的关键动作呈

现尧动力链的完整及重心的转移等方面考核袁评定结

果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静态网球技术评定结果渊X依SD冤

从表 1 可以看出院静态动作袁实验 A尧B 组动作

评定的均分高于对照组袁实验 B 组的均分最高遥 正

反手击球技术是网球运动的基础袁 更是该项运动的

主要技术遥该项实验表明袁及时的视频反馈对增强正

反手技术的初步形成能起到促进作用遥
3 组组间的静态技术评定结果显示院 实验 A 组

与对照组的正反手技术评定 P 值分别是 0.034 2 和

项目
实验 A 组

渊N=20冤
实验 B 组

渊N= 20冤
对照组

渊N=20冤
正手技评 / 分 6.50依0.95 7.15依1.18 5.60依1.57
反手技评 / 分 6.95依1.15 7.55依1.05 5.95依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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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5袁呈显著性差异渊P＜ 0.05冤曰实验 B 组与对照

组的正反手技术评定 P 值分别是 0.001 1 和 0.001 0袁
呈显著性差异渊P＜ 0.01冤遥 这说明结合视频反馈教学

的实验 A尧B 组袁网球技术动作形成效果显著优于无

视频反馈教学的对照组遥 同时袁实验 A 组与 B 组间

的正反手技术评定 P 值为 0.062 4 和 0.092 4 遥 这说

明实验 A 组和 B 组之间的评定结果虽有差异袁但不

显著遥以上结果说明院自主反馈内容与教师控制反馈

内容对普通大学生网球正反手技术形成的促进作用

相当袁 相对无视频反馈教学均能对静态正反手动作

教学效果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遥
综上所述袁在相对静止状态下袁实验组整体动力

链完整袁身体重心转移和平衡感好袁动作形成效果明

显曰实验 B 组袁正反手技术关键动作清晰到位袁教学

效果更为突出曰 而对照组的整体动力链虽然比较完

整袁但关键动作不准确袁部分学生存在明显的错误动

作袁比如类似羽毛球持拍的直腕和直臂挥拍遥由此可

见袁针对网球技能学习初期进行可视化尧关键信息的

反馈袁有利于大学生短时间内形成正确的动作认知遥
尤其是满足个体需求的自主控制反馈内容方式袁更
利于大学生关注和识别个人的关键技术信息袁 例如

持拍手手腕与拍柄的角度袁上臂与身体的夹角袁身体

重心的转移程度及击球拍面的角度等袁 促进了静态

网球正反手技术动作的形成遥

网球反弹变化对练习者的移动和控球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挑战袁与相对静态的动作技能评测相比袁练
习者动态击打落地球的任务难度增加遥 网球初学者

动觉感受性和动作控制力较弱袁 初期的动态击球过

程中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袁比如关注动作袁击球

的数量减少曰关注数量袁动作难以到位遥因此袁保持稳

定性对初学者掌握动态网球技术是至关重要的遥 实

验采用野1 min 对墙测试冶来检验大学生动态网球正

反手技术的掌握程度遥 数量考核以实际完成的击球

数计分袁不设满分袁完成的数量越多袁则代表技术的

稳定性越好遥 技术评定主要从对墙测试中呈现的动

作完整性尧稳定性尧关键动作掌握等情况综合评定袁
满分为 10 分遥 测试结果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动态网球技术评定结果渊X依SD冤

从表 2 可以看出袁3 组学生对墙测试的有效数

量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院实验 B 组尧对照组和

实验 A 组曰 技术评定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院实
验 B 组尧实验 A 组和对照组遥 综合考量袁视频反馈法

对增强大学生动态下的控球能力起到了显著的提高

作用遥
3 组组间的动态技术考核结果显示院 实验 A 组

与对照组的数量和技术评定 P 值分别是 0.502 9 和

0.070 5袁无显著性差异遥 实验 B 组与对照组的技术

评定 P 值分别是 0.705 7 和 0.002 4袁 技术评定差异

显著渊P＜ 0.05冤袁数量评定差异不显著遥 实验 A 组和

B 组评定 P 值分别是 0.089 5 和 0.051 7袁 无显著性

差异渊P＞ 0.05冤遥 以上结果说明袁教师控制反馈内容

和学生自主控制反馈内容对大学生正反手动态下的

控球能力的促进作用相当袁 相对无视频反馈教学均

能起到提升作用遥 实验 B 组采用自主控制反馈的方

法袁在获得教师反馈前袁对比视频标准动作回顾与总

结了练习中出现的问题袁 提交符合自身需求的反馈

内容袁得到反馈后的练习效果更好袁因此实验 B 组

比 A 组的动态正反手技术的稳定性更高遥
综上所述袁实验 A尧B 组袁视频反馈作业中展现

了个人练习的实际情况袁 教师对主要问题给予针对

性的反馈指导袁测试的综合效果更好遥对照组无视频

反馈袁测试中部分学生错误动作出现的频率高袁不能

有效地保证动态正反手技术的稳定性遥

自我效能感是 Bandura 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

念袁 指个体对自己面对环境中的挑战能否采取适应

性行为的知觉或信念袁它强调人是行动的动因袁以及

人对于自己能力的主观性感受遥 大多数行为受事先

设定的目标调节袁 而个体目标设定受自我评估的影

响 [7]遥 网球技术动作认知的一种主要功能是使学生

预见学习和练习中出现的情况袁 创造控制这些情况

的方法和手段遥相信自己有较强能力的学生袁对一些

复杂的网球技术动作能够有效地分析尧思考袁从而更

容易掌握该技术遥 实验 A尧B 组和对照组在实验前后

自我效能感的变化如表 3 所示遥
表 3 实验前后自我效能感调查结果渊X依SD冤

注院* 表示实验前后自我效能感差异具有显著性袁P＜ 0.05

项目
实验 A 组

渊N=20冤
实验 B 组

渊N= 20冤
对照组

渊N=20冤
数量评定 / 个 12.20依1.91 13.30依2.08 12.90依4.22
技术评定 / 分 6.95依0.76 7.55依1.10 6.35依1.23

组别 实验前 实验后

实验 A 组渊N= 20冤 2.74依0.05 2.76依0.06
实验 B 组渊N= 20冤 2.72依0.12 2.80依0.11*

对照组渊N= 20冤 2.74依0.06 2.76依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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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ES 中文版量表共 10 个项目袁 涉及个体遇到

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袁采用李克特量表袁各项目均

为 1~4 评分袁分值越高则自我效能感越好遥自我效能

感是以自信理论来看待个体处理生活中各种压力的

能力[8]遥 表 3 显示院实验 A 组和对照组在实验前的均

值比较接近袁分别是渊2.74依0.05冤和渊2.74依0.06冤袁实
验后两组自我效能感略有提高袁分别是渊2.76依0.06冤
和渊2.76依0.05冤袁这两组实验前后的差异不具有显著

性 渊P＞ 0.05冤曰 实验 B 组的自我效能评分从实验前

渊2.72依0.12冤提高到实验后的渊2.80依0.11冤袁差异具有

显著性渊P＜ 0.05冤遥 在线教学中袁实验 B 组的学生常

常表现出更愿意参与教学袁与教师积极互动袁有更清

晰的目标和主动改变的意愿袁 对自我学习的掌控力

和体验感更好遥 该调查结果表明自主控制反馈内容

更利于激发大学生在线网球技能的自主学习意识袁
使其获得更强的动力袁形成良性循环遥

网络直播教学是体育教师在疫情期间必须面对

的新型教学方式袁教学情境单一袁调动学生积极性非

常困难袁且不可控因素较多袁比如网络延时或者学生

出现突发情况等袁教学效果更难于保证遥 因此袁需要

一些辅助的教学手段袁 一方面可协助教师完成教学

内容和目标曰另一方面能增加有益互动袁解决学生遇

到的练习困难袁保持和提高在线教学效果遥本研究参

考上海交通大学体育课程的教学评价体系袁 从教学

能力尧教学手段尧师生互动及学习效果 4 个维度对实

验教学效果进行评价遥 问卷的每个维度有 3~4 个选

项袁每个选项采用 1~4 级评分袁满分为 64 分遥 实验

A尧B 组和对照组的评教结果如图 2 所示遥

图 2 教学效果的评价结果

从图 2 可以看出院实验 A 和 B 组袁教学效果均

分 渊括号内转换成百分制冤 从高到低依次是实验 B

组的 54.35 分 渊84.92 分 冤尧 实验 A 组的 50.45 分

渊78.83 分冤和对照组的 49 分渊76.56 分冤遥结果说明院3
组学生对 4 周的在线教学效果的认可 渊按照满分为

百分袁均超过了 75 分冤遥 同时袁有视频反馈教学的实

验组对在线教学效果的认可度高于对照组遥 4 个维

度教评的具体分值如表 4 所示遥
表 4 实验教学效果的评价情况渊X依SD冤

从表 4 可以看出袁3 组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能力

评分比较接近袁对照组略高于实验 A尧B 组遥 在教学

手段尧师生互动和学习效果 3 个维度袁实验 A尧B 组

评分整体高于对照组遥
教学能力评价主要是对教师讲解与示范能力尧

语言表达能力尧 处理教学现场和突发事件等能力的

检验遥 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在线教学均为同一位

老师袁讲解与示范相同的教学内容遥 因此袁3 组学生

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评价比较一致遥同时袁对照组的评

分略高于实验组袁该结果说明院教学实验中袁教师对

不同组别的教学态度一致袁没有偏倚袁注重了组别及

学生的个体差异遥
教学手段评价主要是对教师的教学内容设计是

否合理袁各环节安排是否妥当袁教师授课中是否会传

授相关的运动负荷尧运动损伤等运动知识袁教师的教

学内容是否丰富袁 教学手段和方法是否多样化等能

力的检验遥在线教学中袁教师设计了相同的课上教学

环节及课后的配套练习遥 从表 4 结果可以看出袁3 组

学生对教学手段的评价均分从高到低依次是实验 B

组渊12.78依1.40冤尧实验 A 组 渊12.13依1.60冤和对照组

渊11.52依0.41冤遥 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对在线教学中

运用视频反馈法的态度是认可的遥 这表明在原有网

球正反手技术的教学方式基础上增加视频反馈袁能
丰富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遥

师生互动评价主要从教师是否鼓励学生主动锻

炼袁是否注重培养学生的运动和自主学习能力袁与学

生的关系是否融洽袁学生在课程中是否感到放松尧心
情愉悦等方面的检验遥 从表 4 来看袁评价从高到低依

次是实验 B 组渊14.57依0.42冤尧实验 A 组渊13.12依1.25冤
和对照组渊12.46依0.83冤遥 结果显示在线教学下袁实验

组在师生互动的认可度上高于对照组遥 这表明有视

频反馈的实验组要完成反馈作业袁 能主动安排自主

练习遥实验组在练习过程中袁通过对教师上传的专业

教学视频与自己拍摄的练习视频进行对比袁 减轻了

项目
实验 A 组
渊N= 20冤

实验 B 组
渊N= 20冤

对照组
渊N= 20冤

教学能力 / 分 11.25依0.21 11.44依0.36 11.81依0.35
教学手段 / 分 12.13依1.60 12.78依1.40 11.52依0.41
师生互动 / 分 13.12依1.25 14.57依0.42 12.46依0.83
学习效果 / 分 13.95依0.53 15.56依0.32 13.21依0.88

实验 A组 实验 B 组 对照组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50.45
54.35

49.00

渊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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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网球学习初期由于缺乏指导袁 盲目练习导

致的挫败感袁保持了最初选修网球课的兴趣与动力遥
同时袁视频反馈方式在增进师生的有益互动袁弥补在

线教学的师生疏离感中的作用明显遥 尤其实验 B

组袁调查结果表明师生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袁学生在课

程中感到更为放松遥
学习效果评价主要从本学期的在线授课中大学

生是否掌握 1~2 项网球技术袁 是否学会网球的几种

自我锻炼方法袁身体素质是否得到提升袁课外是否会

自主锻炼袁是否对网球运动认识加深等方面的检验遥
从表 4 可以看出袁 学习效果评价均分从高到低依次

是实验 B 组渊15.56依0.32冤尧实验 A 组 渊13.95依0.53冤
和对照组渊13.21依0.88冤遥 本次实验教学的目标与考

核方式对没有网球基础的普通大学生来说袁 具有一

定的难度与挑战遥 网球课程的在线教学与常规面授

教学相比袁教师普遍关心教学方案能否顺利实施袁教
学目标能否达成袁教学效果能否保证等问题遥结果显

示 4 周在线教学实验均达到设定的教学目标遥 有视

频反馈的实验组能利用空余时间结合教师的针对性

反馈进行改进袁 正反手技能的学习效果优于无视频

反馈的对照组遥 尤其采用自主控制反馈内容的实验

B 组袁 在课程中掌握了更多的网球自我锻炼与纠正

的方法袁更愿意积极地参与课外自主练习袁因而学习

效果更好遥
综上所述袁 视频反馈法丰富了网球教师在线教

学手段与方法袁增进了师生有益互动袁促进了在线教

学目标实现袁提升了网球技术的在线教学效果遥

在线教学环境下袁视频反馈法能够显著促进普

通高校大学生网球学习初期正反手技术的形成遥 采

用视频反馈的实验组通过反复观看教师上传的标准

动作视频袁与个人的练习视频进行对比尧分析袁结合

教师的针对性反馈进行改进袁 正反手技能的学习效

果优于无视频反馈的对照组遥
视频反馈法中自主控制反馈内容更利于激发

普通高校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遥在线教学中袁自主控

制视频反馈内容的大学生更愿意主动参与教学袁与
教师积极互动袁有更清晰的目标和主动改变的意愿袁
对自己学习行为的掌控感和体验感更好遥因此袁实验

证明自主控制反馈内容更利于激发大学生网球技能

初期学习的自主学习意识袁获得更强的动力袁形成良

性循环遥
视频反馈法提升网球技术的在线教学效果遥采

用视频反馈法的网球在线教学实验袁 丰富了网球教

师在线教学的手段与方法袁增进了师生有益互动袁促
进了在线教学目标的实现袁 提升了网球技术的在线

教学效果遥

在线教学环境下袁标准教学视频更需专业化的

剪辑袁应重点突出关键技术动作遥 同时袁采用简单易

操作的配套练习辅助教学遥
在线教学环境下袁应开发网球运动专业视频分

析程序袁提供拆分屏幕和覆盖层功能袁将技术与模型

进行比较或添加注释功能袁方便体育教师教学使用袁
以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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