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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爱好者陈意没想
到自己只学了3个月的瑜
伽，就被瑜伽馆的“老师”
盯上了。“老师”频繁鼓励

“去考瑜伽教培证”。
本来练瑜伽旨在健身

的陈意并没有“考证”的打
算，“所以最开始是拒绝
的”。但瑜伽“老师”很坚
持，一再劝说，称考证能让
她从教练的角度去学习瑜
伽动作和原理，对瑜伽体
式的理解会更到位，更上

“层次”。
在湖南湘潭一家瑜伽

馆学习的张楠也有相似经
历。“只要是学了一定时间
的学员，能固定坚持来上
课的，‘老师’都会劝你考
证。”

为了“忽悠”更多学员

考证，“老师”们用来打动
人的说辞还有“兼职”。“老
师告诉我们，馆内的学员、
课程越来越多，老师不够，
只要考了教培证就可以在
馆内兼职，一次课能拿到
80元课时费。”陈意说，“这
一点对想挣外快的女性有
诱惑力。”

记者发现，在湖南，瑜
伽馆的会员年卡一般收费
仅 1000 到 3000 多元，而
考证培训虽然周期短、课
程少，费用却要8000元到
一两万元。同前些年瑜伽
馆以年卡收费为主要盈利
模式不同，考证，已成为当
下瑜伽行业一些场馆的新
生意。

由于抵挡不住瑜伽老
师不停地游说，陈意最终

还是花一万元报考了教培
证，“在四五线小城市，这
个价格已经是很优惠了”。

陈意的考证培训持续
三个月，说是每天练习一
到两小时，“但其实没时间
不去培训也没关系”。据
她说，培训内容其实与之
前的学习差别不大，只是
老师会教你从教练角度看
出别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
纠正。

只要交钱，培训四天就“变”教练
——瑜伽市场乱象调查

6月21日是国际瑜伽日。作为一种身心锻炼修
习法，瑜伽在世界各地受到不少练习者追捧，近些年
在中国也发展迅速。

但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大众对“舶来品”瑜伽了
解不多，加之一些培训机构“花式赚钱”挖空心思，瑜
伽领域不乏“连环套”“坑中坑”，有的经营活动形同
“传销”，存在考证乱、师资差、噱头多和功效虚的四
大乱象。

瑜伽起源于印度，有的
因与宗教哲学的牵连而带有
宗教色彩，有的因为追求某些

“功效”而具有“神秘色彩”。
许多专家认为，瑜伽在中国的
传播和发展应立足于服务大
众健身。

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社
体中心成立了“全国瑜伽运
动推广委员会”，确定了中国
化的瑜伽推广模式——“健
身瑜伽”。“健身瑜伽”去掉了
印度传统瑜伽体系中的宗教
因素，考虑了体式的难度系
数的普适性与安全性，同时，
体育总局也开始对段位制、
国家健身瑜伽教练员等级考
评有了明确规定。

“体育部门对‘健身瑜
伽’项目段位、考证的设置，
在市场中仍属于正面引导，
并非经营门槛和必要条件，

因此不能也不宜动用行政执
法来取消未考证的教练、场
馆的执业和经营权。”海英表
示，解决一些“瑜伽乱象”还
有待于大众提高对瑜伽的认
识和判断力，不被商业化“噱
头”迷惑，消费者“用脚投票”
来规范市场发展。

很多瑜伽界人士建议，
瑜伽行业协会应当对消费
者加大瑜伽知识的宣传，对
从业者和经营场馆加大监
督，进一步引导行业规范运
营。可通过行业协会定期
举办培训班和管理、学术研
讨交流，督促瑜伽培训机构
自觉守法，以“行规和行约”
有效提升行业自律，让瑜伽
行业坚持走健康有序的“正
轨”，远离坑蒙拐骗的“邪
道”。

（据新华社）

除了来历不明的瑜伽证
书之外，专家们提醒，瑜伽还
有一些常见的“坑”，消费者
需要提高警惕。

——巧立名目，夸大功
效。记者了解到，瑜伽有哈
他、艾扬格、普拉提等各种流
派，流派之间很是不能相容，
有的甚至互相诋毁。近年
来，市场上瑜伽特色培训更
是名目繁多，肩颈理疗、塑形
瘦身、丰胸美胸等，还打出

“七天瘦二十斤”“10天练就
小蛮腰”等广告语夸大功效。

“针对现代社会的压力
和需求，行业里出现了很多
千奇百怪的养生、疗养项目，
编造‘噱头’以收取高额费
用。而消费者要认识到，瑜
伽有助于身心健康，但并不
能迅速减肥，更不能替代治
疗。”瑜伽领域资深人士孟然
说。

——盲目追求高难度体
式。许多人以能否做出高难
度体式作为判断瑜伽水平深

厚的标准。但多位瑜伽领域
专家指出，瑜伽应量力而行，
以身心舒适为主，过分追求
高难度体式，易伤到背、腰和
颈部。韧带拉伤、软骨撕裂、
关节炎症等都是常见的“瑜
伽病”，一味追求拉伸扭拧，
肌肉纤维可能会越来越松，
对健康损害很大。

——“洋教练”受追捧，神
秘主义抬头。有瑜伽领域资
深人士介绍，由于瑜伽来源于
印度，不少肤色黝黑的“洋教
练”成为瑜伽馆的“招牌”。湖
南省健身协会瑜伽专业委员
会会长海英告诉记者，实际上
大部分“印度老师”因语言不
通，无法了解习练者基础，上
课效果并不好。她还表示，为
了提高“身价”，一些瑜伽馆主
喜欢标榜自己是印度某流派

“某大师”的弟子，甚至搞莫名
其妙的宗教仪式，在教练过程
中宣扬神秘主义，这些不良做
法，对正确看待和习练瑜伽有
害无益。

“考试非常简单，感觉
就是走个过场。每个人自
己编排一节课给学员上，
有两个评委现场观看。”陈
意说，自己考试时很紧张，
一些讲解都说错了，但包
括她在内，所有报考学员
都通过了。

周婷拿到“空中瑜伽
教培证”只用了四天。“空
中瑜伽的体式动作很复
杂，但整个学习过程只有
两个周末共四天，感觉自
己根本没掌握。”周婷告诉
记者：“考证就是在自己的
瑜伽馆进行的，老师说愿
意参加考试的就模拟上一
堂课，我觉得自己完全没
有达到能给别人上课的水
平，就拒绝了。”

尽管没参加考试，周
婷还是拿到了证书，发证
单位就是这家瑜伽馆。她
对此非常疑惑，老师则告
诉她：“要是你觉得自己水
平还不行，可以免费再参
加一次培训。”

和周婷一起考证的学
员，有的人真的就此成了
教练。“我上过一次她的
课，口令完全说错，体式好
几次自己都没做对。听说
后来一位年纪较大的学员
去上她的课，空中倒立时
不慎摔倒在地，导致脊椎
受伤，疼了半年。”周婷说，

这番亲身经历让她对这个
行业产生了质疑，“我开始
相信，之前那些‘练瑜伽使
人受伤、致残’的报道案例
是广泛存在的”。

拿着“哈他瑜伽教培
证”，走过一段瑜伽“兼职
教练”之路的陈意，发现后
面还有“连环套”“坑中
坑”。

“组织我们考证的瑜
伽馆在当地有很多连锁
店，有证的学员就安排在
各个店内授课。”陈意说，
最开始一周能排两、三节
课，随着考证的学员越来
越多，就只能一周上一节，
后来连一节都很难排上。
这时，瑜伽馆就开始要求
她们报考更多门类、更高
级别的进修班，否则就不
排课。

为了能排上课，继续
考证的学员很多。然后，
瑜伽馆又向她们兜售其他
课程，比如营销课程，培训
几天学费就是好几千元。

“结果你当教练授课赚来
的钱，还不够交这些学费
的。”陈意说。

考证复考证，证书何
其多？一些学员拒绝继续
进修后，就被结束了在瑜
伽馆授课的资格。“而拿着
证书去别的瑜伽馆应聘，
才发现人家根本不看证

书，少数馆会考察你上课
的情况，更多馆则只聘用
在自家考证的学员。”一位
学员说。

那些不考证的学员
呢？简玲告诉记者：“我买
的是年卡，但学了大半年
发现，每次教的内容都差
不多。当我提出想要深入
学，老师直接回复我‘高阶
的内容是花了大价钱从进
修班学的，你想学就得交
进修考证学费’。”于是，部
分想在瑜伽上有所提高的
学员，又被迫走上了无休
止的考证进修之路。

“在目前的市场中，
教培证已演变成了赚钱
的套路，一环套一环，简
直像传销。”一位瑜伽爱
好者说。

记者调查发现，各类
瑜伽馆的证书五花八门，
如“国际瑜伽”“全美瑜伽”

“瑜伽联盟”“亚太国际瑜
伽培训学员”“瑜伽导师研
修中心”等，其来源存疑。
瑜伽爱好者李玲透露，在
考取了所谓“国际瑜伽联
盟协会”的“哈他瑜伽导
师”证书后，她才发现在淘
宝上能搜索出一大批，“售
价 218元，卖家说也能在
网上查到个人认证信息，
和我到手的证一模一样，
我上大当了！”

考证，竟成了一些瑜伽馆的“生意”

别入！瑜伽领域还有很多“坑”

健身，瑜伽要反“邪道”倡“正轨”

交钱，来历不明的“证书”用于“请君入瓮”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