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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不同形式追加反馈对推拿扌衮法技能学习效果的影响比较*

李 靖1，2 孙 筱1 陈熹微1

丁氏㨰法是由腕关节的屈伸与前臂的旋转运动复合而

成的动作技能，具有着力面积大、力量深透等优点，临床应用

广泛，是最具影响力的中医推拿手法之一[1]。同时，㨰法动作

技能的学习难度较大，是中医推拿手法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传统推拿教学中，教师主要依靠肉眼观察和临床经验对

学生的㨰法操作进行指导，如“吸定点位置不对”、“肘关节屈

伸角度太小”、“腕关节活动度不够”等。这种指导在动作技

能学习（motor learning）领域中属于追加反馈（augmented

feedback）[2—3]。然而，教师追加反馈是对操作行为的定性判

断，显得比较粗略，缺少精确数据，又带有一定的主观成份，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4—6]。目前，已有研究

致力于对㨰法技能动作进行定量测量。例如运用三维影像

解析技术和压电传感技术分析㨰法操作的幅度、频率及力量

等[6—7]并研制出了多种推拿手法测试仪[4，8]。这些仪器设备运

用于㨰法教学中可以为学生提供定量追加反馈信息。本研

究拟系统运用动作技能学习的理论和评价方法，定量测试和

比较练习前后的㨰法操作水平，从而对教师和仪器这两种追

加反馈方式单独或联合使用时㨰法技能的学习效果进行客

观评价。本研究成果可以为㨰法技能教学中科学地应用不

同形式追加反馈提供实验依据。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 60名女大学生作为受试者，平均年龄 22.98±

1.56岁。受试者纳入标准：从未学习过推拿手法，身体健康

且自愿参与本研究。将受试者随机分为 4组：教师反馈组、

仪器反馈组、双重反馈组和无反馈组，每组15人。

2 研究方法

2.1 观看教学录像

受试者通过观看一遍㨰法教学录像，学习动作要领。在

录像中，推拿专家细致地讲解㨰法的动作要领，并演示全部

技能动作。如果个别受试者未完全理解录像内容，允许反复

观看。

2.2 练习手法并施加追加反馈

观看录像后，受试者在米袋上练习㨰法，共 30min。练

习时不再播放录像。在练习过程中，为各组受试者提供如下

不同形式的追加反馈：

教师反馈组：在教师观察下练习，可得到教师提供的语

言反馈信息，“吸定点位置不对”、“肘关节角度太小”、“腕关节

屈伸度不够”等，学生根据这些信息调整技术动作。本组在练

习过程中不进行仪器测试，也不可以查看仪器中的数据。

仪器反馈组：练习前和练习过程的第 10、20min分别使

用推拿手法测定仪（ZTC-2型，上海腾荫教学仪器有限公司）

进行测试。学生通过电脑显示屏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㨰法

操作曲线和力量、频率、离散度等数据，同时也可以查看教师

的标准手法曲线，进行对比。

双重反馈组：练习过程中同时给予教师反馈和仪器反馈。

无反馈组：练习过程中不提供教师反馈和仪器反馈，也

不可以查看仪器中的数据。

2.3 绩效测试

绩效是指在特定情境中技能操作的水平[2—3]。本研究对

受试者㨰法技能共进行3次绩效测试，分别为练习前、练习后

即刻和练习后1周。这3次绩效之间的差异反映学习效果。

使用ZTC-2型推拿手法测定仪进行测试。测试时，受试

者在该测定仪的测力平台上连续操作㨰法 30s，平台内设置

有压电传感器，可以实时测试和传输X轴（水平横轴）、Y轴

（水平纵轴）、Z轴（垂直轴）三个轴向的力量、频率及离散度

等数据。

2.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17.0 软件，运用重复测量设计方差分析对数

据的组间及组内差异进行比较。所有检验方法的检验水平

均为0.05，结果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

3 结果

3.1 力量

教师标准手法各轴向力量：X轴 68.8kJ，Y轴 265.8k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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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轴：练习前、练习后即刻和1周后X轴操作力量无显著

性差异（P>0.05）。与无反馈组相比，教师反馈组和双重反馈

组练习后即刻X轴力量变化显著（P<0.01），练习后1周均显

著增大（P<0.01）；并且，教师反馈组和双重反馈组练习后即

刻和1周后X轴平均力量方向均与标准手法一致，而仪器反

馈组和无反馈组则与标准手法相反，呈负值（表1）。

Y轴：与练习前相比，练习后即刻和练习后1周Y轴操作

力量均明显增大（练习后即刻P<0.05，1周后P<0.01），但操

作力量均呈负值；各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表1）。

Z轴：练习前、练习后即刻和1周后Z轴操作力量无显著

性差异（P>0.05），各组之间亦无显著性差异。然而，练习后

即刻和1周后，教师反馈组Z轴力量方向均与标准手法一致，

无反馈组的力量方向则均与之相反，呈负值（表1）。

3.2 频率

与练习前相比，练习后即刻和练习后1周㨰法操作频率

均显著提高（P<0.01），见表2。

练习后即刻，与无反馈组相比仪器反馈组和双重反馈组

操作频率均显著提高（P<0.01）；练习后 1周，与无反馈组相

比仪器反馈组和双重反馈组操作频率亦均显著提高（P<

0.01），见表2。

3.3 离散度

X轴：练习前、练习后即刻和1周后X轴离散度无显著性

差异（P>0.05）；各组之间亦无差异。

Y轴：练习前、练习后即刻和1周后Y轴离散度无显著性

差异（P>0.05）；各组之间亦无差异。

Z轴：与练习前相比，练习后即刻Z轴离散度显著降低

（P<0.05），各组之间无差异；与练习前相比，练习后1周双重

反馈组Z轴离散度显著升高（P<0.05），其他 3组均显著降低

（P<0.05），见表3。

4 讨论

绩效的持久提高体现学习效果[2—3]。练习后即刻绩效与

练习前的差异反映短期学习效果；练习后间隔一段时间进行

保持测试，其结果与练习前和练习后即刻的差异反映持久学

习效果[9—10]。本研究无反馈组练习后即刻操作力量增大（以

Y轴显著）、离散度降低（以Z轴显著）、操作频率加快，且1周

后仍保持。表明无反馈练习对于改善㨰法的力量、稳定性和

熟练程度等具有一定的短期和持久学习效果。然而，本研究

也发现该组XYZ三个轴向力量与教师标准手法方向相反。

㨰法施力方向是由操作者躯干及上肢的位置和动作综合决

定的。各轴向反向表明诸多技术环节存在错误，操作者没有

掌握㨰法动作要领。可见，对于初学者没有追加反馈的手法

练习不利于㨰法技能学习。

表1 各组练习前后各轴向扌衮法操作的力量 （kJ）

组别

教师反馈组

X轴
Y轴
Z轴

仪器反馈组

X轴
Y轴
Z轴

双重反馈组

X轴
Y轴
Z轴

无反馈组

X轴
Y轴
Z轴

注：“-”与标准手法方向相反；①与本组练习前比较P<0.05；②与本
组练习前比较P<0.01；③与无反馈组同列比较P<0.01

练习前

-4.55±42.74

15.39±65.99

18.47±113.94

4.19±19.16

-12.19±39.22

32.37±71.81

-17.55±53.58

-6.71±43.77

0.46±66.68

5.84±46.71

-35.02±81.97

-1.61±112.16

练习后即刻

38.4±78.16③

-25.14±130.72①

21.95±81.04

-28.95±88.7

-58.68±120.27①

-23.95±120.59

8.11±108.15③

-48.21±189.17①

-6.35±121.96

-39.05±133.66

-60.03±85.21①

-49.69±132.23

练习后1周

28.85±64.18③

-41.47±106.88②

25.82±120.11

-35.11±138.57

-86.94±123.97②

4.57±87.29

43.33±122.67③

-37.91±122.39②

51.81±172.1

-9.747±100.21

-69.87±84.35②

-40.24±105.72

表2 各组练习前后扌衮法操作的频率 （次/min）

组别

教师反馈组

仪器反馈组

双重反馈组

无反馈组
①表示与本组练习前比较P<0.01；②表示与无反馈组同列比较P<
0.01；教师标准手法的操作频率为158次/min

练习前

109.20±36.74

110.80±32.52

105.47±37.37

107.33±30.70

练习后即刻

143.73±34.48①

149.33±33.33①②

148.40±18.93①②

128.80±21.95①

练习后1周

126.00±28.49①

156.80±44.02①②

131.60±34.62①②

116.67±28.33①

表3 各组练习前后扌衮法操作的离散度（单位：无）

组别

教师反馈组

X轴

Y轴

Z轴

仪器反馈组

X轴

Y轴

Z轴

双重反馈组

X轴

Y轴

Z轴

无反馈组

X轴

Y轴

Z轴
①与本组练习前比较，P<0.05；教师标准手法各轴离散度：X轴0.17，
Y轴0.02，Z轴0.26。

练习前

1.49±1.11

2.88±4.91

3.04±5.63

1.41±1.58

7.65±23.56

2.39±4.36

4.19±9.31

2.36±2.86

1.42±1.98

1.77±1.96

1.50±2.23

1.99±4.69

练习后即刻

0.65±0.78

0.49±1.18

0.57±0.41①

1.97±3.93

0.44±0.61

1.74±3.63①

0.79±1.01

0.64±1.33

0.52±0.70①

1.19±1.92

1.10±1.96

0.76±1.00①

练习后1周

3.96±12.22

0.47±0.60

0.74±0.95①

1.36±2.53

0.73±1.00

0.95±1.57①

0.53±0.45

0.53±0.80

1.49±3.99①

1.20±1.58

1.06±1.76

0.45±0.33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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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反馈可以提高学习效果。教师反馈组在练习后即

刻和 1周后不仅㨰法的离散度降低、频率提高，而且X、Z轴

施力方向均与标准手法相同，X 轴力量还显著优于无反馈

组。表明教师反馈在操作力量方面具有突出的短期和持久

学习效果，这可能是由于教师反馈能够帮助学习者及时纠正

错误动作，较快地掌握动作要领。有学者报道教师指导使学

生更加高效地掌握网球、武术、滑冰等动作技能[11—13]，与本研

究一致。可见，传统手法教学在㨰法技能学习中仍有明显优

势。同时，本研究也发现教师反馈组练习后Y轴力量反向，Z

轴力量无明显提高。由于Y、Z轴力量是㨰法操作的关键。

上述结果表明 1次手法练习不足以使初学者完全掌握㨰法

技能，多次练习是学习㨰法的必由之路。

仪器反馈也能提高学习效果，但与教师反馈作用不同。

本研究仪器反馈组操作频率接近标准手法，显著优于无反馈

组，表明仪器反馈在帮助初学者掌握㨰法操作频率方面具有

独特优势。研究表明仪器反馈比语言指导更有利于学习者

掌握动作技能的位移、速度、频率等运动特征[14—18]。然而，力

量是㨰法技能的灵魂，力量的大小方向决定了㨰法的质量和

疗效。本研究仪器反馈组操作力量不及教师反馈组，与无反

馈组无明显差别，亦存在各轴向反向和力量不足等问题，可

见仪器反馈对于促进初学者掌握㨰法力量无明显作用。因

此，将仪器反馈作为初学者的唯一追加反馈方式不可取。

双重反馈的效果不是教师反馈和仪器反馈的简单叠

加。双重反馈学习效果受动作技能复杂程度、学习者初始水

平和接受能力等因素影响[19]。本研究双重反馈组操作频率

与仪器反馈组一致，短期和持久学习效果良好，表明双重反

馈学习环境未影响仪器反馈优势的发挥。然而，在操作力量

上双重反馈不及单一教师反馈。虽然双重反馈组X轴力量

与教师反馈组相当，但Z轴力量方向不稳定且离散度较高。

这可能与学习者的信息处理能力有关。本研究受试者为初

学者，理论及实践基础薄弱，难以适应双重反馈这一复杂学

习情境；注意力被仪器反馈信息大量占用，就影响了对教师

反馈信息的处理。由于力量控制在㨰法教学中居于核心地

位，本研究认为初学者手法练习应以教师反馈为主，以双重

反馈为辅，这样既确保重点，又能促进㨰法技能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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