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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这项运动在进攻与防守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而控制与反控制则是完成所有战术技术和风格打法的关键，在整
个比赛过程中贯穿着控制与反控制，为了战胜对手、控制对手
正常发挥球技而达到充分发挥己方球技的战术目的。

1  乒乓球运动中完成控制与反控制的基本因素
乒乓球运动中对于控制与反控制的研究要根据了解对手实际

情况为准，然后根据对手的各项情况开展策略和行动做到对对手
的控制。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应该要在前提
意识下进行战略部署，从而让整个战术过程更具灵活性、多变
性与针对性。在对战过程中，将己方的战术完全表现出来。

2  乒乓球运动中完成控制与反控制的因素分析
2.1乒乓球运动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意识特征
乒乓球比赛中的各项因果关系可以在理论方面体现控制与反

控制的辩证关系，乒乓球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利用各种战术策略
并取得良好成效，是由于对控制与反控制的辩证关系有深刻的理
解和掌握，所以在乒乓球运动中完成控制与反控制的学习是拥有
先进意识的表现，在乒乓球运动中研究控制与反控制的特征和意
识就具有积极意义。

第一，有明显的目的性。在乒乓球这项运动比赛过程中，
运动员的各项行动都有一定战术目的，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会部署一种具体的战术目标。运动员在乒乓球比赛过程中的所
有目的和结果都是在运动员脑中长期存在的观念。也就是说，
运动员的进攻和防守都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相应方法存在
的，然后才采取先觉行动，从而让对方在己方控制内。

第二，有行动的前瞻性。一场乒乓球比赛十分激烈，且迅
速几秒的时间内场上局势可能千变万化。因此，运动员为了在
比赛中得到最好的行动效果，必须完成控制与反控制的行动预
见，根据行动的预见性来判断应该采取的攻防措施，并在此基础
上做好各种应对方式。

第三，有行动的灵活性。乒乓球比赛场上的局势变幻莫测，为
了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应该重视行动的灵活
性。根据场上具体情况分析，灵活变换攻防趋势，寻找最佳的突
破点和时间，采取合理的防守方式进行战略布局，从而达到对选
手的控制与反控制的目标。

2.2乒乓球技术运用中的控制与反控制
乒乓球运动在竞赛中的最小的单位是一分球，对于每一分球

的争夺都是从每一板球中开始，所以每一板球的击打都需要一定
的战略和技术。在控制与反反控制中实现对得分的把握，将主动
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对方处于被动状态下。对与反控制而言，就
是利用自己娴熟的技术和各项战略技巧躲开来自对方的控制，为
对方制造困难，并找准时机变被动为主动，所以在乒乓球运动中
控制与反控制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在己方控制对方的同时
要重视不被对方控制，当对方控制自己时也要注意摆脱控制，变
被动为主动。

首先，控制与反控制的前提是判断。在乒乓球这项运动中，根
据对方打球时给出的出球方向、出球位置和球的旋转，运动员会
通过一系列信号传导大脑中，大脑根据信号发出指令，从而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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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产生动作回应大脑给出的信号，越明显指令就越清晰，
动作也会更加果断。如果信号模糊，运动员容易产生紧张和迷
茫感，进而导致击球动作僵硬、犹豫，不能通过击球动作给对
方造成压力，因此也不能做到控制与反控制。

其次，控制与反控制的基本是优秀的技术。优秀的技术是
对对手进行控制和摆脱对手控制的重要基础，若是某一技术还存在
欠缺，则容易让对方抓住弱点从而被控制，或者是发现对方对某一
技术环节的缺点，从而巧妙运用达到反控制的目的。在乒乓球比赛
过程中，发球技术是唯一一个不受到对方控制的技术，该技术的主
动性较强，所以在乒乓球运动中发球往往是得分的关键，也是对对
方控制的开始。击球后球的弧线决定了击球的命中率，击球的角度
变化、用力方向、用力大小等对技巧的质量有决定性因素，下旋球
的飞行弧线要比不转球的飞行弧线更高、更长，上旋球的飞行弧线
比不转球的飞行弧线更低、更短。

2.3乒乓球战术运用中的控制与反控制
乒乓球的战术指导思想是变则通。在比赛中，双方都想控制

对方最终战胜对方，但是比赛形式千变万化，双方的战术都会阻
碍对方的发挥。因此，在比赛过程中如何运用正确的战术去达到
控制对手的目的需要在临场作战中随机应变采取有效措施。如此，
在乒乓球比赛过程中“变则通”则成为了其指导思想，通过在比
赛过程中摸清对方的战术和强弱点来采取措施，进而制胜。比如，
中国队特有的直板正胶快攻打法利用直拍横打的方式代替防守推
挡，使得直板运动员反手进攻能力差的缺陷得到有效弥补。

2.4乒乓球比赛心理上的控制与反控制
在乒乓球比赛过程中，通过各种战术和技术策略来达到控制

与反控制的目的，这属于有形的控制，而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在比
赛过程中是无形的不论是赛前、赛中还是赛后运，动员的心情都
十分复杂。赛前需要运动员具有备战心理，赛中需要运动员的心
理进行积极应对，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其实已
经对对手造成了一定的控制，若是由于赛前心理压力大恐慌，则
会导致运动员丧失自信，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运球水平，这也是
一种无形的控制。

3  结语
综上所述，乒乓球运动中的控制与反控制本身存在矛盾，

而运动员需要正确理解这一矛盾完成防守与突破的正确转换，从
而起到控制对手的效果。控制与反控制两者相生相克、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运动员只有在充分掌握各项基础技能和战术技巧的条
件下才能完成控制与反控制，还要注意从心理上控制对手，对对
手造成无形的与无形的双重控制与反控制。进而在比赛中大概率
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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