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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教学法在师范类院校乒乓球公体课中运用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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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环教学法特点在于教师通过启发、引导、辅导等方

式，教授运动技术之中讲授理论知识，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激发

兴趣、主动探究并生成相关知识与技术体系。在师生双边动态教

学活动中，重视理论引导实践，促使学生不仅知道浅层知识而且

懂得深层知识的效果，将其最大限度地反应在实际生活运用之中，

达到灵活运用的效果。有助于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运动锻炼习惯，

建立“终身体育”的指导思想。

本文研究对象为某师范类院校乒乓球公体课中的实验研究，

在教学实验当中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该校 2017 级初专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进行了为期十八周教学实验，将实验对象采纳随机选取

分为两组：实验组（五环教学法）、对照组（常规教学）。通过

运用 5 环教学法，基于学生所掌握乒乓球的三项技术水平、学习

兴趣、期末综合成绩等方面的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对比与分析，

得出结论：

（1）通过兴趣问卷调查，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之间存在显

著的差异。表明在课堂教学融入五环教学法，学生兴趣高涨、增

加课堂参与等；

（2）在实验后两组学生间在期末综合成绩中存在显著效果，

即实验组期末成绩优于对照组。表明五环教学法在实验组当中存

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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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探究性与创新性人才在当今时代越发受到关注和重视，在日

益竞争激烈的社会之中发挥着强大的效能。培养具备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前沿知识与科学技术的高素质人才，是目前世界各国

备受关注的焦点。

五环教学法在教学的基础上加入参加、探究、解释、深入、

点评的教学环节。从理论上有利于打破一言堂的的教学形式，使

得学生之间有了更多更好地交流与交往的机会。突出“以学生为

中心”的课堂教学思想，使学生产生积极内驱力立行于实践之中。

实际上，五环教学法可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和实践，并以分

组形式实现团队合作的既定目的，此种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可

极大提升授课效率。

本文主旨在于促使学生手脑协调发展，实现“教”与“学”

的完美大一统，并依据该师范类院校乒乓球公体课的培养目标，

将五环教学法融入其中进行研究，期望为未来师范类院校乒乓球

公体课教育教学事业献出微薄之力。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五环教学法在某师范类院校乒乓球公体课教学中的教学为研

究对象，便利选取某师范类院校 2017 级初专学前教育专业的两个

班作为实验对象。两班乒乓球技术均处于零基础水平状态，且两

组总体水平无明显区别。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从 SportDiscus、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检索国内外相关本课题

论文、乒乓球教学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对资料成果进行整理归纳。

而后获取本领域的相关热点及行业动态，以此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

2. 问卷调查法

构设调查问卷时，应切实遵循相关实验原理。实验前、后的

两次问卷调查，学生均在教师的监督下填写完整并当堂统一回收，

确保调查具有可靠性。

3. 数理统计法

在实验的各个阶段，应切实做到对实验组、对照组两组学生

所获取的相关数据进行总结与整理，而后利用 SPSS18.0 软件分析

有关内容。

4. 逻辑分析法

结合有关统计结果开展合理、科学的推理分析，整理得出五

环教学法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5. 实验法

（1）实验时间

2017年9月——2018年1月，每周2学时，18周，共计36学时。

（2）实验地点

实验地点：乒乓球训练场地

（3）实验变量

五环教学法在实验当中为自变量，其中乒乓球基本技术水平、

学习兴趣、期末乒乓球考试成绩为实验的因变量。在本实验当中

运用双盲实验，是为了确保未有“霍桑效应”的产生。

（4）实验设计

课前：在每堂课之前，教师要依据教学的目标、学情等设置

相关的问题，并遵循学习规律、实验流程等将问题排序，并对所

设计的问题一一设计，贯穿于整个课堂中，为课中打下扎实的“地

基”。

课中：在课堂教学当中，首先，教师对所学新内容进行大概

的讲解、示范，此刻教师抛出问题，引起学生兴趣、积极参与及

促进探究欲的形成。其次，教师为学生设定适中的学习目标与要求，

使得学生能够一清二楚地辨别出所学内容的侧重点。而后，学生

可借助小组合作之模式开展互助学习，借此提升自身解决问题的

能力，进而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技能，同时增加学生团队精神、

责任感、自性心等。教师遵循因材施教原则适时适当的辅助和指

南于学生，促进学生所学内容的升华，最终在实际运用当中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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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学活用，举一反三的良好效果。

课后：教师对此次课进行课后反思与总结，依据学生在学习

之中存在的不足、掌握的实际情况，编写下节课的教学方案。在

课下之余，学生成立学习小组并选出1—2名球技较优者担任组长，

课余时带领、组织、帮助组内成员进行练习，从而营造出良好的

课外实践氛围。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五环教学法的运用对学生乒乓球基本技术成绩的影响

1.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乒乓球基本技术达标成绩对比

在实验结束前，可对实验、对照两组的学生进行测试，考察

其对乒乓球技能的掌握情况，并对其达标测试结果进行检验，得

出如下结果：

（1）乒乓球三项基本技术的达标成绩显示，在实验组内的学

生大多处在优、量阶段，且全部达标合格。同时，获得高分的学

生也较多与对照组。

（2）通过技术考核分析表可呈现出：A、B 两实验组均为正

态分布的整体态势，在授课教学效果当中，运用五环教学法的 A

要优于 B。

2.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实验前后乒乓球基本技术技评成绩对比

通过课堂教学采用五环教学法的实验组学生在实验前、后的

测试结果进行配对 t 检验，实验记过表明：借助此实验方式，两

组间的乒乓球技术科产生明显差异。

3.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乒乓球基本技术水平技评成绩

对比

在教学过程中，实验组、对照组在实验结束前一周再次对两

组学生的乒乓球三项基本技术水平技评成绩进行测试，并对其所

学技术进行检测，可得出以下结果：

（1）从三项基本技术角度看，对照组和实验组存在较大差异

（p ﹤ 0.05），在正手攻球单项技术技评水平存在高度显著性差异。

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可能与两班的大部分学生握拍方法（多数为直

握拍）有很大的直接关系；

（2）在乒乓球公体课教学当中融入五环教学法，对于促进实

验组学生的基本球技有很大促进作用。

（二）乒乓球运动项目学习兴趣测试结果

在实验前后两组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对情况。在实验后，对照、

实验两组间的差异较为明显。例如，学生所接受的授课方式、对

五环教学法的授课理念、对乒乓球技术体育课等。

（三）实验组与对照组乒乓球期末成绩对比

在 2017-2018 上半学期的教学实验结束后，分别对实验组与

对照组的学生进行期末成绩对比与分析，通过卡方检验，得出结

果并表明：采用五环教学法的实验组与使用常规教学的对照组在

期末成绩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实验组学生的成绩明显优于对

照组。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环教学法在实验组、对照组两组学生的乒乓球基本技术技

评水平之间存有显著性差异。五环教学法在乒乓球公体课教学中

的应用，注重理实结合，在实践中升华理论，达到理想的授课教

学效果。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期末成绩中存在显著效果，表明 5 环

教学法在实验组中的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2. 通过兴趣问卷调查，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之间存在显著的

差异。表明在课堂教学当中融入五环教学法，学生可被激发兴趣、

调动学习热情、增加课堂参与。

3. 在实验后，运用五环教学法实验组学生的试教能力优于对

照组，存在显著效果。表明实验组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自主探究，

以分组合作进行互助式学与练，潜移默化之中形成并提升学生的

试教能力，有助于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提高。

（二）建议

由于本人对于五环教学法相关理论的挖掘度不够，五环教学

法设计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单凭教师在教学之中针对五环教

学法精华的感悟和把控略显微薄和粗糙。鉴于存在的种种问题并

提出的若干建议：

1. 更新教师知识储备，保障学生营养供给；

2. 树立课堂以“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

3. 规划五环教学法蓝图——优化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交

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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