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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程性评价是教育评价的基本类别，加强过程性评价也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已有研究对过程

性评价的数字化建设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在体态测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大学生因数字时代颈椎腰

椎病等体态问题早发频发，提出了数字体态建设。通过数字体态软件对207名大学生进行体态分析，研

究发现现阶段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过程评价数据采集、挖掘教育数据价值，加强反馈与调控，成为新时代

强化过程性评价的重要驱动力。通过对大学生数字体态的研究，针对他们存在的较严重的体态问题，结

合个性化教育理念，建立大学生体态健康机制，并在有效实施的基础上，对高校教育培养个性化、终身

学习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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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cess evaluation is the basic category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strengthe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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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Previous studies 
have lacked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process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the-
ory of posture assessment, this article proposes digital posture construc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posture problems such as cervical and lumbar spondylosis among col-
lege students in the digital age. Through the use of digital posture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posture 
of 207 college students, it was found that at present,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for process evalu-
ation data collection, mining the value of educational data, strengthening feedback and regul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strengthening process evaluation in the new era. By con-
ducting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postur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ddressing their serious posture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personalized education, we aim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Based o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this will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ersonalized and lifelong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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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5 月 29 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教育数字化是我

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要求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

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要求“坚持科学有效，改进

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2]。由此可见，过程性

评价在教育评价体系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近几年，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开始影响整个教育领域，为更好地实施过程性评价、增强教育效果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3]。但如何将数字技术与教学甚至与体育，与人健康发展的有机的联系到一起，是目前大家关心的热

点。为此，本研究提出数字体态的研究，分析大学生的体态健康问题现状与原因，探讨关于个性化教育

理念的大学生体态健康预警反馈机制，希望能够减少大学生由于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使用导致的体态问题，

为大学生体态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价值。 

2. 现状 

学校教育正在经历全球性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仅涉及为学生和教师提供电脑设备

和建设校园网络，更重要的是在数字化改造的方面对学校进行深层次变革： 

2.1. 学校课程教学基层的数字化改造 

学校教学数字化改造主要为两方面：教师个体表现和机械化考试转向多学科交叉的网络化课程教学

团队；进行学校管理服务体系的数字化改造，创新体制与机制。大量表现优秀的课程成果和工作以网络

开放课程的形式向同行展示、共享，推动学习方式创新，将导致学校课程教学数字化改造、一体化开发、

网络服务新体制、新机制的产生。但目前的难题是教师背负传统教学和网络教学的两个重担，要求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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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高。如何破解难题，在现阶段智能时代中，我们要主动使用智能工具，减少教学中的重复性劳动，

更多地关注和研究学生，进行个性化教育，从基层推动机制和体制创新与管理流程再造。 

2.2. 问题导向和参与到真实的项目中，是国内外公认的成功教学模式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学习和创新环境方面提出了各种理念，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成功案例。我国在学

校智能化课堂建设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家级网络精品课程种类繁多，但深化创新的关键是适应问题化、

项目制学习，创新评价体系，创建开放的智能学习空间。打破传统课堂限制，实现学校、社会教育及终

身教育的紧密结合。 
针对体态健康问题，国内李墨灵在《高职院校学生体态现状分析》中提出良好的体态不仅能提升气

质，展现精神面貌，还能反映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大学生不良体态高发，相关体态研究较少，体态知

识不普及。应当增加体态评估，弥补健康体测的不足，能够全面评测学生健康。还应重视相应体态问题

的矫正训练，进行体态知识宣讲，培养体态意识，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对于不良体态，可以选择功

能性训练来进行矫正，这也是后续研究的方向[4]。张潇云在大数据视野下民办高校大学生体态评估体系

构建的研究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从小我出发，加强学校建设，将提

高学生的体育教育和养成健康的行为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体态评估

体系的建立可以更有效的贴近高校大学生自身的需求[5]。马玲等在《武汉市大学生不良体态现状分析》

中提出应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增加不良体态纠正的内容，使大学生拥有标准体态观，并保持正确的坐姿、

站姿、卧姿与行姿，必要时应参与纠正功能性训练[6]。 
关于软件，马玲等人使用了 PosetureScreen 软件，软件动态捕捉效果不错，但是手机版价位是 398 元，

费用较高，而且只有苹果手机 APP 里可以下载，而国内软件通过检索，大部分安卓手机可使用的软件精

确度不够，很少有告诉受试者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健身房里有专业的体态测评软件，也是价位在三位

数以上。 

3. 大学生体态健康分析 

为 200 余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约四分之一的人对自己的体态状况是不确定的，认为非常不好和非

常好的同学占比很小，约一半的人认为自己体态是比较好的。但具体到存在的体态问题时，60%有颈部前

倾问题，33%有高低肩问题，O/X 型腿和含胸问题约占 25%，最为严重的是有 11%的学生有脊柱侧弯。

本文所选取的 207 名大学生为本校大一大二的学生随机选课选择的结果，样本量基本具有随机性和代表

性，同时符合本人近年来教学观察的结果。 
在本程序数据收集过程中学生要求穿着贴身的衣物，露出耳朵脖子脚踝等几个需要定点的位置，拍

摄正面背面和侧面三个维度的照片，要求是以学生认为舒服的姿态站立，本程序是根据美国 ACSM 体态评

定，以及悉尼大学的运动力学体态研究实验室的相关标准安排测定点的(本人在悉尼大学访学并跟随多位教

授参与多项运动健康实验)，同时也考虑了学生常见体态问题，所以测试的重点放在颈部前倾高低肩，脊柱

侧弯，骨盆前倾，膝超伸，O 型腿和 X 型腿等问题上，在准确性以及误差上，学生容易出问题的，就在侧

面照片上，容易一听到拍照就抬头挺胸自动转为摆拍，一般此时也会专门提醒同学，但事实情况下误差是

存在的，但总数不多。而体态问题，一旦出现，大小角度其实不论，都是需要重视以及去进行矫正的，当

然在此并不是说角度不重要，而是说目前的仪器来说，精度很难达到一毫米，是我们未来要达到的目标。 
体态问题在初期时常常是没有感觉的，虽然通过核磁共振可以扫描，但是大学生普遍出现了中老年

慢性病早发的趋势，而且接近一半的同学体态问题已经持续 2~5 年。约 50%的学生平时有肌肉或关节疼

痛，其中颈部、肩部、腰部是平时最容易疼痛的部位，颈部疼痛达到一半，这大概率是因为同学们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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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手机，打电脑的时间较长。 
同时同学们也认为周边大部分人都有体态问题。他们对自己的自检显示，每天久坐 4 小时以上，80%

的同学也认为体态问题会影响自己的情绪，会引起焦虑与自卑。一半的同学会想去改善自己的体态问题，

但是只有接近 10%同学有接受过专业的体态指导。 

4. 大学生体态健康机制研究 

通过对评价现状分析，以及基于大学生的个性化差异以及根据问题导向的学习方法的基础上，结合

数字技术与体态测评方法，建立有效可行的大学生数字体态过程性评价机制。首先，建立实时准确的个

性化体态测评预警与干预机制，该机制能够针对大学生的不同体态问题进行实时预警，同时能够系统有针

对性地进行体态问题干预；其次，建立高效、实时、互动的大学生体态健康信息反馈路径，可根据大学

生的个性差异、体态健康等特点建立多条反馈路径，确保及时有效地解决大学生所面临的体态健康问题。 

4.1. 个性化教育与体态测评的关系 

4.1.1 数据驱动的个性化 
如同个性化教育收集学生学习表现等数据，体态健康管理可收集个体的生理数据(如骨骼发育情况、

肌肉力量、身体平衡等)、日常行为数据(坐姿、站姿、行走姿势、运动习惯等)。通过分析这些数据，能更

精准地了解个体的体态状况和问题，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体态健康管理方案。 

4.1.2. 个体差异的关注 
每个学生的体态都有其独特之处，可能受遗传、生活环境、习惯等因素影响。在个性化教育中，教

师会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同样，在体态健康管理中，也需针对个体差异提供不同的指导和训练，

例如对于脊柱侧弯倾向较大的学生，制定专门的矫正训练计划；而对于平衡能力较差的学生，加强相应

的平衡训练。 
个性化教育理念是当前提出的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挖掘每一位学生的“优

势潜能”，个性化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智力培养和知识技能的获得，而是通过对学生兴趣、态度、动

机、情绪、好奇心、想象力和个性特征的培养，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潜能的发展[7]。大学生的运动技能的

学习快慢，表现好坏，与日常生活习惯，久坐，运动经历有很大关联。因此基于个性化教育理念的体态

健康重点在研究大学生的体态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体态的差异化，根据不同学生的问题，从自

身出发，解决各自不同的体态问题，通过体态也改变他们的不自信的性格，培养自信开朗，有科学研究

精神，身体健康，为未来工作生活打好基础。 

4.2. 基于个性化教育的大学生体态预警机制 

2023 年新闻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人数已经超过 500 万，成为危害青少年健康第三大疾病，大

学生体态预警机制应包含以下原则：① 实时反馈性，数字体态能够通过手机电脑等个人智能设备随时了

解当下自身的状态，做出有效的判断，给予相应建议。② 系统全局性原则，大学生体态健康是一个全局

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根源是日常生活习惯，需要追根溯源，才能解决问题。③ 在高效的状态下准

确判断体态问题，让学生正确认识问题，重视引导。 
基于大学生个性化教育特点，建立预警体系，家校联动，监督学生体态健康动态，通过预警指标预

测危机。依据简约翰逊的《体态矫正指南》、美国 ACSM 体态评定，以及悉尼大学的运动力学体态研究

实验室的相关标准安排测定点的(本人在悉尼大学访学并跟随多位教授参与多项运动健康实验)，同时依

据本人多年对大学生体态评价的分析，所以测试的重点，设置了大学生容易出问题的三个平面八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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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颈部前倾，含胸、骨盆前倾、正面：高低肩，O/X 型腿，假胯宽，背面：脊柱侧弯、身体倾斜。在

本程序数据收集过程中学生要求穿着贴身的衣物，露出耳朵脖子脚踝等几个需要定点的位置，拍摄正面

背面和侧面三个维度的照片，要求是以学生的日常自然舒服的姿态站立，在准确性以及误差上，学生容

易出问题的，就在侧面照片上，容易一听到拍照就抬头挺胸自动转为摆拍，导致颈椎角度出现误差，一

般此时也会专门提醒同学，但事实情况下误差是存在的，但总数不多。而体态问题，一旦出现，大小角

度其实不论，都是需要重视以及去进行矫正的，当然在此并不是说角度不重要，而是说目前的仪器来说，

精度很难达到一毫米，是我们未来要达到的目标。 
考虑到学生的相关体态知识的缺失，在 APP 的结论方面可以请学生思考体态问题出现的原因并给予

常见事例，我们可以在结论中询问一些相关的不良习惯是否有例如高低肩问题是否有长期单肩背包的情

况？X 型腿是否有脚尖朝内走路的情况。 
建立高校体态健康三级预警体系。一级：学校和健康中心，学校负责规划和数据支持，体测中心建

立档案并提供咨询。二级：学院、辅导员和家庭。这是大学生体态健康教育的重要支持，家庭成员之间

的互相监督与鼓励，有利于亲子关系和健康动力的持续，向学院和辅导员提供反馈。学院和辅导员主要

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进行面对面沟通，增强感情，消除距离。掌握学生健康数据并反馈给健康中心。

三级预警体系包括宿舍舍友、特派教师和体育课小组成员。舍友和体育课小组成员是大学生日常学习生

活中最亲近的群体，是大学生体态动态最直接主要的发现者，体育课成员和舍友可以向教师和学院反馈

体态和锻炼信息，以便及时调整体态问题。建立高校学生体态健康三级预警体系，实现信息互通，帮助

学生改善体态问题，建立正确健康的生活方式[8]。 

4.3. 基于个性化教育的大学生体态问题干预机制 

在完善高校体态健康预警体系的基础上，以大学生个性化差异为主体，多措并行，各方联动的大学

生体态健康危机的干预机制。首先，通过网络体态知识小课堂与现实的体态健康讲座，以及师生交流的

方式普及体态健康的相关知识，结合大学生的自我关注高的心理，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

询问，同时由于学生有相当部分的社恐心理，也设置网络联系方式，也更保护学生隐私。体态健康危机

干预重点在于要解决体态问题，也要追根溯源找到问题发生的根源，即日常生活方式有哪些问题。 
大学生体态危机干预需要准确识别问题。由于大学生体态问题隐蔽，难以察觉，识别更加困难。学

校、健康中心、家庭、学院、辅导员、体育小组、宿舍舍友和体育老师是大学生体态健康预警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解决体态问题和危机干预的关键力量。 
在家校各方的联动下，在精准体态测评的干预体系辅助，通过对主要干预力量在体态问题干预方面

的培养，以及数字体态软件的使用，使大学生可以高效且有针对性的解决体态问题。如此，全方位、内

外联合的体态健康干预机制既能使学生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同时也有多方面监督干预，为改善体态问

题提供了保证。 

4.4. 基于个性化教育的大学生体态健康反馈机制 

为了帮助大学生解决体态健康问题，高校可建立畅通高效反应快速的体态健康信息反馈机制，可根

据大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心理特点等建立多条反馈路径，确保学生在面临体态健康问题时能够及时有效

的得到帮助，减少脊椎疾病等早发，帮助学生建立健康正确的生活方式。 
高校体态健康反馈体系中体育小组成员和舍友是基础，平日中相互监督提醒，一起进行正确积极的

运动健身，从而营造良好的运动氛围。健康中心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对高校体育教师的反馈进行持续

跟踪，以此构建一个大学生体态健康档案的动态数据库。根据数据库中的数据特征和类别，可以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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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体态问题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严重、较严重、一般和关注。此外，通过上传数字化的体态照片，可

以灵活调整这些等级分类，从而实现对大学生体态问题的更精确评估，以便提供更加针对性的帮助。年

级和班级辅导员、体育老师可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使学生即使脱离学校的环境，依然能够保证良好的作

息与生活习惯。 

5. 基于个性化教育理念的大学生体态健康机制的实施途径 

遵循个性化教育理念，大学生健康体质的管理被视为高校中的一项重要预警和危机干预机制，同时

也是体态健康反馈机制的组织保障。为了全面实施这一机制，我们构建了一个集学校、家庭和学院于一

体的支撑体系，旨在为大学生体态健康管理提供实施基础。这个体系结合了课堂教学和小组活动，形成

了基础体系。此外，我们还建立了包括体态健康咨询、体态健康专题讲座和体态健康网络分享在内的技

术体系，这一体系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全覆盖。这三个体系的有机结合，为高校大学生的体态健康管理工

作提供了全面的支持和保障。 
首先，大学生体态健康工作的推进需要一个由学校、家庭和学院共同构成的支撑体系来协同进行。

在这个体系中，辅导员和体育教师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应当加强与学生家庭的沟通与互动。通过这种

沟通，可以让家庭成员更好地了解学校在体态健康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和活动。同时，辅导员和体育教师

还应为家庭成员提供体态健康工作的指导和建议，以确保家庭能够积极配合并参与到学生的体态健康管

理中来。通过提升家庭成员的体育科学知识和加强对他们体态健康工作的指导，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相互

督促，一起改进。 
其次，学校应当提升所有体育教师的体育科学知识水平，以确保教师与学生之间能够进行有效且良

好的交流与沟通。接下来，学校应将体态健康教育融入到体育课程教学以及学生课外的团体活动中，以

激发师生双方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体态健康的学习和实践。 
最后，通过提供体态健康咨询、举办健康专题讲座和进行体态健康网络分享，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

动性，鼓励他们主动咨询和研究，从而提高自我检测和自我运动康复的能力。此外，通过一对一的体态

健康咨询服务，可以直接针对大学生面临的严重体态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以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6. 基于大学生体态健康机制的具体实施步骤、预计效果评估以及长期跟踪反馈 

6.1. 具体实施步骤具体实施步骤 

体态监测与数据采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智能设备、手表传感器等，使用体态软件定期对大学

生进行体态监测；收集包括脊柱曲度、肩颈姿态、骨盆位置等关键体态数据；对评估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确保评估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数据采集与录入：组织大学生进行体态评估，并记录基础数据；建立体态健康数据库，用于存储和

分析数据。 
建立体态预警系统：分析收集到的数据，设定合理的体态健康阈值；当监测数据超出预定阈值时，

系统自动触发预警，提醒学生及管理人员注意。基于大学生身体状态较好，设计久坐提醒和颈椎前倾 45
度角以及背面中重心偏移提醒即可。 

干预措施制定：针对不同的体态问题，设计个性化的矫正方案和锻炼计划；-提供必要的矫正器材或

辅助工具。 
健康教育与宣传：开展体态健康知识讲座和工作坊，提升学生对体态健康的认识；制作并分发布宣

传贴普及正确的体态知识和维护方法。 
定期复评与调整：设定定期复评的时间表，如每季度或每学期进行一次；根据复评结果调整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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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预期效果评估 

通过对比实施前后的体态评估数据，观察体态问题的改善情况；可在学期开始后和学期结束前通过

问卷调查大学生对体态健康机制的满意度和认知度；分析体态预警系统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6.3. 长期跟踪与体态预警系统的有效性保证 

持续监测与更新：定期更新体态评估标准和预警系统参数，以适应大学生体态变化的新趋势；跟踪

大学生的体态变化，记录并分析数据，优化预警算法。 
反馈机制：鼓励大学生提供体态预警系统的使用反馈；设立专门的反馈渠道，及时响应并处理用户

反馈。 
专业支持与维护：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确保体态预警系统的稳定运行；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和升

级，以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准确性。 

6.4. 干预措施实际结果的评估 
 

 
Figure 1. Body assessment process diagram 
图 1. 体态评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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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期复评，对比干预前后的体态数据，量化干预效果；收集大学生对干预措施的主观感受和评

价，了解措施的可接受性和实用性；分析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评估其长期可持续性和推广价值。体态

评估具体路线图见图 1。 

7. 结束语 

本文旨在通过对大学生体态健康问题的有效识别，并深入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结合大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和问题导向的学习方法，融入个性化教育理念，构建了一套有效且可行的大学

生体态健康体质管理体系。该体系涵盖了大学生体态健康的预警机制、危机干预措施以及反馈机制，全

面提升大学生的体态健康水平。通过全面实施，高效实时解决大学生所面临的脊椎病早发等问题，对高

校培养开朗自信、运动健康的新时代社会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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