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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初中体育乒乓球有效教学课堂 

李燕丰 

（江苏省常熟市孝友中学  215500） 

摘要：乒乓球是我国的国球，是一项集娱乐性和竞技性于一体的体育运动，深受广大球迷爱好者的追捧，尤其是在校园内备受

青睐。但在体育乒乓球教学中，因为此项运动的具有非常高的技巧性，并且对人的协调性和灵敏度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本文从乒乓

球教学课堂出发，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对构建初中体育乒乓球有效教学课堂提出相应建议，希望对读者能够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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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是一项世界流行的体育项目，发源于英国。由于对场地

要求较低，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乒乓球运动对于开展条件要求不

高，室内室外都可以参与。乒乓球是一项全身都能参与的运动，对

于身心健康非常有益。同足球篮球等运动相比较，不需要直接的身

体对抗，可以自行控制运动量，非常有利于推广普及[1]。在中国国

内，乒乓球非常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并且受到国人普遍喜欢，

普及程度非常高，尤其是在校园内部。 

1乒乓球运动项目概述 
在欧洲始终非常盛行网球运动，然而由于网球是室外运动，所

以受天气影响较大，英国人便将网球转移到室内，在桌子上打，这

就是现在乒乓球的雏形，所以乒乓球在英文中又称桌式网球。乒乓

球规则与网球大体一致，但是又有明显区别，乒乓球是以聚合物为

原材料的塑料球，有白色和橙色两种颜色。分为单打、双打、混双

等多种比赛形式，目前采用 11 分制，七局四胜或者五局三胜。 

乒乓球拍有别于网球拍，是由木板、胶皮以及海绵构成，三种

材质的有效合理搭配从而决定了乒乓球拍的质量。在购买底板时，

不但要观察外观，还要对底板结构进行查看，选择最适合自己击球

力度的底板。在胶皮选择上，要结合自身使用球拍的方法而定，主

要分为正胶和反胶两种，正胶球拍颗粒向上，对于球的控制比较容

易[2]。反胶击球旋转力度大，适合打弧旋球。球拍两面可以依据自

身的喜好对胶皮自行选择，而由于手握球拍姿势的不同，球拍又分

为直板和横板。直板球拍擅长进攻，正反手转换较快。横板操作相

对容易，适合初学者运用。 

乒乓球台主要由台面、拦网、底座构成。拦网划分双方控制区

域，台面一般由木料制作而成，具有一定的弹性。台面的弹性强度

以及弹性的均匀程度严重影响了乒乓球技术的发挥，台面漆膜与木

质材料的融合程度，以及台面漆膜的光滑程度，都对乒乓球的速度

和旋转产生一定影响。 

2乒乓球有效教学课堂重要意义 
乒乓球运动属于智力运动，利用上肢和下肢的有效配合，通过

球拍将乒乓球传给对方，利用这项运动可以充分锻炼学生的身体素

质以及心理机能。在打乒乓球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学生的脑力和体

力能够充分有效配合。乒乓球在国内体育运动中是重点推行运动，

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乐趣，还可以给国家乒乓球运动

事业培养优秀人才，给国内体育事业打好坚实的基础。 

在校园内部，对于乒乓球的教学必须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热

情，只有学生对乒乓球产生兴趣，才能够让学生主动投入到体育运

动中来，体育兴趣可以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逐渐养成[3]。可是实践

工作当中，学生对于体育运动极为排斥，在所有学科当中，体育教

育最不受重视，以致于在实践工作中对于学生的体育锻炼很难推

进。随着新课标的下发，学校逐渐加强对于学生体育运动兴趣的培

养，进而使学生在学校期间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在所有体育运动项目当中，乒乓球运动最具趣味性，不仅可以

锻炼学生的反应速度，还可以训练学生的身体协调能力以及身心耐

力，在掌握乒乓球运动技巧之后可以增强学生的运动兴趣。在开展

乒乓球运动时，必须提前做好热身，亦或是通过小游戏增强学生对

于乒乓球的喜爱，并且可以在团队协作中训练学生的默契程度，以

及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总而言之，乒乓球运动是学校教育课堂

得以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也是能够对学生起到增强体质效果的运

动项目。 

3乒乓球有效教学课堂具体措施 
3.1 微教育模式 

微教育模式过程中，教育必须要根据学生的需求展开，所以首

先要对学生的学习需求展开深入调查，充分掌握学生在本学科的兴

趣以及重点关注事项。其次要对教育内容进行展开和细化，面对一

些无关紧要的次要内容进行压缩。在微教育模式之下，必须充分明

确教师教学内容以外，还必须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展开预判
[4]。此种教育模式非常注意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力求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引发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微教育模式与常规教学有所不同，

对于课堂教室必须精心设置，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角色扮演，整个

学习过程要充分加以记录，并展开课后讨论。利用对学习记录的分

析，学生能够对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有更为直观的把握，教师

能够更为准确的掌握教学任务是否完成。 

例如，在乒乓球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微教育模式，把学生对于

乒乓球技术的掌握情况在课前进行摸底，制定乒乓球学习内容，在

课堂对教室进行布置，教师示范乒乓球击打技巧，学生展开练习。

根据学生掌握情况，对学生进行角色划分，进而进行班级内部乒乓

球比赛，做好课堂记录。课后整理教学方案，修改其中不足之处，

为后续教学内容做好充足的准备。 

微教育模式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使乒乓球教学更容易让学生

参与其中，也是可以轻松引入乒乓球教学课堂的重要因素[5]。首先，

乒乓球运动具有非常高的技术特点，对于技术细节要求非常严格，

而微教育模式特别注重对于细节的把控，所以有助于乒乓球教学重

点内容的突出。不仅如此，乒乓球也是一门注重实践的运动，微教

育模式将实践与学习相结合，尤为适合乒乓球教学，利用比赛代替

课堂训练，用训练替代传统教学模式，会产生非常好的学习效果。

其次，微教育模式利用角色划分，有助于乒乓球教学的进一步推进，

学生可以参加比赛，可以做教练辅助队员，也可以做裁判参与其中，

甚至可以做观众为同学加油，所有角色的不停转换，使学生能够更

充分的了解乒乓球运动，掌握乒乓球文化。最后，微教育模式关注

对教学成果的评估，这样有助于在乒乓球教学期间对问题的及时发

现，比分落后的同学会对乒乓球技术要领更深一步了解，发现动作

要领没有掌握，及时修正，利用课下时间的反复训练提高技术水平。

利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讨论，对于突出问题及时发现迅速解决。 

3.2 多媒体教学 

在国内校园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乒乓球运动，但是对于乒

乓球技术的掌握需要一段时间，为了推动乒乓球项目在校园的开

展，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多媒体技术运用在乒乓球教学过程当中[6]。

把乒乓球教学中遇到的难点通过多媒体视频、音频加以充分展现，

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进而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并且，

学生在学习乒乓球期间，借助多媒体技术对于技术动作的展现，可

以有助于吸引学生学习的注意力。此外，乒乓球教学过程中，有相

当多的技术动作难度系数特别大，教师无法在传统课堂上进行展

现，借助多媒体技术方式对技术动作进行分解，给学生进行重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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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并且要结合错误动作进行比较分析，更有助于加深学生的印象，

从而掌握乒乓球技术动作要领。在学生展开练习期间，课堂播放画

面会反复在脑海中出现，不但能够有对学生错误动作精心纠正的作

用，还可以充分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认真听课的学习态度。 

例如，在对乒乓球弧圈球技术进行教学过程中，则能够利用多

媒体教学来加强学生对于弧圈球技术的掌握。弧圈球是乒乓球运动

中难度系数较高的技术之一，主要是使乒乓球在击打过程中增加旋

转，从而加强乒乓球的攻击力。在常规教学过程中，对于弧圈球技术

的教学，教师只有利用重复示范的方式来加强学生的了解，但是，由

于受场地环境的影响，学生注意力不能全部集中，造成部分同学对于

教学内容不能有效接收，使教学效率严重降低。因为教师示范动作通

常较快，在进行一对一教学期间，由于动作速度偏慢，或者用力方式

不到位从而使教学效果并不理想[7]。因为受班级学生人数影响，教师

并不能对全部同学展开辅导，导致学生对于教师课堂学习内容的接收

程度参差不齐。假如利用多媒体方式对弧圈球技术展开教学，可以有

效避免常规教学出现的弊端，多媒体教学可以将弧圈球的整个技术动

作过程进行慢动作展示，对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充分展示在学生

面前，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掌握弧圈球技术特点和动作要领。此外，

学生如果对哪些细节不够清楚，可以进行重复观看，利用多媒体技术，

对整个技术动作进行反复播放，经过对细节的慢放、暂停，再加以技

术讲解，更加有效的使学生迅速掌握这项技术。 

多媒体是目前较为先进的技术，并且使用较为普遍，在教学过

程中的运用，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推动国内教育事业的

发展。在初中体育乒乓球课堂教学中，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从而

使教学内容更为丰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更有利于教学任

务的顺利完成。 

3.3 兴趣教育 

兴趣教学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首先是热身。因为乒乓球场

地相对较小，运动过程中又需要有效对抗，所以，教师必须在教学

展开之前带领学生进行热身，可以有效防止因剧烈运动而产生的肌

肉拉伤。其次是教学，在展开教学过程当中，可以将学生临时划分

成若干小组，两两展开对抗，可以有效提高学生注意力。例如在对

学生进行发球、回球等技术学习过程当中，利用小组对抗的方式进

行，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并更为积极的参与到教学内容中

来。并在积极的气氛中更好的学习发球、回球等技术动作，充分掌

握动作要领，在小组内部总结经验，及时对错误动作进行修正。最

后是练习。在练习过程中，能够更加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反应速度以

及四肢的协调能力。在此环节之中，对于学生的身体素质有严格要

求，在练习期间，部分学生由于体力不支容易产生抵触情绪，会对

可让气氛产生影响。如果将兴趣教学法融入其中，根据学生身体状

况编排不同的游戏，进而利用体育游戏的开展来完成练习的目的，

在充分满足学生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可以更好的吸收课堂教学知

识，从而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3.4 比赛教育 

在初中体育乒乓球课堂教学过程当中，利用游戏或者比赛的形

式展开教学，从而创造一种活泼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

性和主观能动性，进而调动学生对于乒乓球运动项目的兴趣，能够

更为有效的提升乒乓球教学质量。乒乓球运动具有很强的竞技特

点，利用学生普遍的好胜心理，在乒乓球教学过程中充分安排比赛

项目，促进学生对于乒乓球技术的实践运用，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于

乒乓球运动项目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教学期间组织班级内部展开比赛，划分小组展开两两

对决，失败一方自动淘汰，胜利一方再次进行划分，展开新一轮对

决，最后决出班级内部乒乓球单打冠军，并给予表扬，或者可以颁

发奖状以兹鼓励。这种比赛教学法可以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努力向

优秀学生看齐，从而带动班级整体学习氛围。 

结语 
综上所述，乒乓球在各种体育运动项目中始终占有不可忽视的

地位，因而，国内各个学校都将乒乓球列入体育课程之中。乒乓球

虽然体积不大，但是却是一项对抗性很强的运动，难度系数非常大，

要想将乒乓球运动在校园中深入开展非常不容易。目前，绝大多数

初中学校，在开展乒乓球教学过程中，仍然使用传统教学方式方法，

教学理念老旧，教学模式僵硬，形式过分单一。其中最为突出的问

题就是教学过程采用集体开展，对所有学生实行统一模式，特别不

注意对学生个性的差异性表达，从而也忽视了乒乓球运动比赛过程

中的技战术等细节特征，进而导致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抵

触心理，表现出极度不适应，对于动作要领不能充分掌握，最终无

法实现预想的学习效果，不能有效完成最初阶段制定的教学任务。 

乒乓球运动作为学生普遍较为喜爱的运动项目，初中生对其兴

趣的开发需要在反复学习中逐渐进行充分培养，作为教育工作者，

必须充分优化教育内容，丰富教育手段以及方式方法，提高学生掌

握新技能的信心和勇气，积极调动学生学习乒乓球的兴趣，从而推

动乒乓球运动项目在初中校园能够更进一步得到普及和推广，并为

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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