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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游戏在高职院校乒乓球教学中的运用
李俊霖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四川 眉山 620564）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素质教育对高职体育课教学的要求逐渐提升，教师需要采取多种手段激发学生参与体育教学的积

极性，促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以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具体到高职院校乒乓球教学，教师可以引入游戏教学法，借助体

育游戏活跃课堂氛围、丰富课堂内容，促进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因此，本文结合笔者实践经验，就体育游戏在高职院校乒乓球教学中

的运用进行探究，以期为高职体育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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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学习的原动力，激发高职生学习兴趣有利于挖掘其的

学习潜力，促进其学习效果的提升。乒乓球本身就一项富有感染

力的体育活动，具有启迪智慧与激发感情的双重作用。高职体育

教师应抓住体育教育的这一特点，将体育游戏引入课堂，从而促

进体育课程教书育人职能的有效发挥，体现教育改革对高职生全

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体育游戏对高职院校乒乓球教学的促进作用

（一）提升高职生身体机能

相较于传统的篮球、乒乓球而言，乒乓球运动幅度较小，是

一种富有多种育人价值的于“小球”类运动。乒乓球的运动要素

和技巧可以精炼为“快、准、狠、转、变”五个字，其与游戏化

教学进行融合之后，可以对高职生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促使他们

在追捕、搬运、钻越、走、跑、跳等练习中有效锻炼力量、呼吸、

耐力、协调性。比如，教师可以将“喊数抱团”“贴膏药”游戏

作为教学载体，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体育锻炼，以达到提升教学效

能的目的。

（二）激发高职生的运动兴趣

在当代社会中乒乓球运动是一项普及度较高的运动形式，因

此高职生对乒乓球教学的接纳度较高。基于游戏化教学对乒乓球

训练内容进行创新设计，有利于改变学生心中的固定学习思维，

将传统教学模式转换为教、学、做一体的新型教学模式。比如，

调查发现 60%以上高职生认为乒乓球运动趣味性较高，但是基础

运动技能训练较为枯燥，对基础运动技能训练教学内容进行游戏

处理之后，85%以上的高职生逐步感知到训练趣味性，并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日常训练中。

（三）培养高职生的运动习惯

持之以恒是高职生掌握一项运动技能或者提升身体素质的关

键，将体育游戏应用到乒乓球教学中可以缓解其学习压力、提升

其学习体验，让原本枯燥的教学过程体现出较高的趣味性，这对

于学生运动习惯的养成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游戏化的乒

乓球教学还便于教师渗透体育精神，继而借助课程思政推进学生

运动习惯的养成，如合作、竞争、互助等元素都可以被有效渗透

到游戏化教学中，促使学生进一步了解良好体育习惯的价值。

二、体育游戏在高职院校乒乓球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一）深化游戏应用层次，强化体育兴趣引导

作为一项关键的高职体育教学内容，乒乓球需要关注教学内

容的传递与兴趣引领，从而促使学生能够在运动过程中有所感悟

体育收获，达到提升教学有效性的目的。正手攻球、接发球、发球、

握拍等乒乓球技巧既是基本功，又是最核心的训练内容，为了促

使学生在长期的重复性训练中保持积极性、发挥创造性，高职体

育教师可以在游戏化教学理论指导下开展教学设计工作。比如，

高职体育教师针对教学内容的差异性，将穿过防空洞、小小搬运工、

托球绕台走、高人矮人、托球接力等体育游戏个性化地融入抛球

吸球类乒乓球教学中；将背后接球、弹球过人、扔球进筐、绕台

追逐跑、吹乒乓球、走乒乓球阵地、勇敢者之路等体育游戏个性

化的融入徒手类乒乓球教学中；将工兵运地雷、滑步接步法组合

接力、反应移动、抛球绕台跑、八字踩点、移动换球、运珍珠等

体育游戏个性化的融入步法类乒乓球教学中。在此基础上，教师

还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训练情况，将其分为若干小组，引导他们

进行组间对抗，进一步调动其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促进其团队协

作能力的提升。这些小体育游戏在乒乓球教学中应用，可以大幅

度弱化学生对训练本身的关注，促使其将注意力放在游戏过程上，

促进了学生训练体验的有效提升，有利于教学目标的落实。

（二）融入体育游戏，培养体育精神

人们常用团结来形容多人联合起来共同完成任务的状态，并

将这种状态的形成视为完成某一目标的关键。在现代社会发展中，

人们更是将团结的力量发挥到极致，通过各种形式的团结协作更

为高效地完成工作，因此团结是高职生参加社会活动、适应行业

发展所必需的精神品质。在高职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传承团

结的体育精神，借助体育游戏的运用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团结

意识。比如，合作与实践是乒乓球课程教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每

一名学生都是体育活动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传统乒乓球教学以技

能锻炼为主，高职生很容易因为重复的基础技能训练内容感觉到

枯燥。当高职生产生精神疲劳、厌学情绪时，教师可借助体育游戏，



192 Vol. 4 No. 10 2022经验交流

激发学生对乒乓球基础技能训练的参与兴趣。首先，师生共同商

定游戏规则，体现学生对教学设计参与性，可以促使学生积极参

与体育活动，并自觉遵守游戏纪律，有利于学生乒乓球技术与团

队意识的共同提升。以“传球游戏”为例，教师可以与学生共同

商定传球规则、传球次数、获胜标准，引导学生自己为自己设计

训练形式。其次，教师还要有意识地创新语言引导方式，为学生

营造快乐体育的游戏氛围，让学生在愉快的学习体验中培养自己

的传球技巧、协作精神。

（三）融入体育游戏，提升课堂感染力

感染力是一种可以引发人类相同思想感情的神奇力量，具有

启迪智慧与激励感情的双重作用，普遍存在于体育游戏过程之中。

高职体育教师可以巧妙地将体育游戏融入乒乓球课程教学，以提

升日常训练对高职生的参与兴趣，帮助他们消除在体育训练中形

成的焦虑和逆反心理。比如，教师可以将运动准备活动设计为绕

台追逐走，让学生比一比谁走得快，从而达到活跃课堂氛围、激

发学生参与兴趣的目的。相比于传统的慢跑运动，绕台追逐走游

戏更为符合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可以促使学生在趣味性的运动体

验中慢慢提升身体机能活动能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将学生运

动形式设计为“走”，限制学生运动速度，可以避免学生运动太

过激烈造成肌肉、关节组织损伤。将学生运动形式设计为“逐”，

可以营造竞争氛围，有利于提升学生参与乒乓球技能学习的热情，

能够为开展正式乒乓球技能教学做好铺垫。如此，就通过趣味性

的运动准备活动，促使学生全身心融入体育活动中，让学生在体

育课上玩耍、学习两不误。

（四）游戏教学贯穿整堂课，发挥教学实践效能

在高职乒乓球教学中游戏教学贯穿整堂课，包括训练调整活

动以及准备活动等环节。在引导学生做准备活动时，高职体育教

师可以针对乒乓球运动教学的具体内容对热身运动进行游戏化设

计，从而将课堂时间更为充分地利用起来，帮助学生有效调动各

骨肉群，避免学生因训练造成身体损伤。比如，在教学乒乓球运

动技能时，高职教师可以将喊数抱团、贴膏药游戏应用到准备活

动环节帮助学生调整学习状态，促使他们快速适应训练环境，并

产生训练欲望，从而提升他们对课堂教学的期望值。在引导学生

开展乒乓球专项训练时，教师则可以融入学习竞赛，让学生在激

烈的比赛氛围中学好乒乓球运动技能。在训练结束阶段，教师可

以引入不倒翁、抓耳朵游戏，帮助学生放松心情、消除疲劳感、

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引导其在愉快的学习体验中完成由训练状

态向平稳状态的过渡。

（五）利用游戏训练优势，有效传递方法和技巧

游戏化教学是实现寓教于乐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帮助教师

平衡“教”与“学”之间的关系，促进学生学科素养的快速提升。

实践发现，体育游戏在乒乓球课堂上有以下3种应用优势：第一，

该教学方式可以提升课堂娱乐性，在游戏化教学所营造的愉悦氛

围中，学生的兴趣与创造力更加容易培养；第二，该教学方式可

以提升课堂教学目的性，借助丰富的教学方式完成教学内容的传

导，有助于教师教学目的的达成；第三，该教学方式可以提升课

堂教学氛围的竞争性，在优化的竞争过程中可以体现多种教学形

式的转换，有利于提升学生游戏体验和参与感。因此，高职教师

要合理实施游戏方法提升实践教学的趣味性和有效性，以丰富学

生在乒乓球学习中的获得感。比如，教师可以针对发球的精度训练，

组织学生参加小组对抗赛。首先，使用纸板在球台一侧围出大小

不等的圆圈，规定不同圆圈代表不同的分值，圆圈面积越小所代

表的分值越低。其次，相互对抗的两个小组各自派出一名队员计

算分值，保证比赛公平性。

（六）加强体育兴趣引导，深化游戏应用层次

在高职乒乓球教学中，教师即需要重视教学内容的传递效果，

也需要关注对学生的兴趣引领，从而有效提升学生学习感悟与运

动技能。乒乓球技巧主要由正手攻球、发球、握拍、接发球等技

巧构成，教师可以在学生初步接触这些内容时让学生参与到游戏

设计中，以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比如，高职体育教师可以

要求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收集关于乒乓球技巧与“游戏前准备工作”

的相关资料，促使学生通过借鉴他人成功经验参与到教学设计中，

并激发学习对课堂内容的预习兴趣。这项工作的有效完成，有助

于教学内容的丰富以及教学实施效果的提升。教师要积极积累准

备活动的游戏化设计方法，然后结合学生的游戏兴趣、体育技能

发展水平以及课堂内容特点进行选择。体育准备活动的游戏化开

展方式要富于变化，以便持续带给学生新鲜的参与体验，使其持

续保持参与兴趣。

三、结语

总而言之，体育活动是以人类智慧为基础，以肢体为载体的

文化活动，可以促进学生身体发育、智力发展，高职体育教师应

抓住体育课程的实践性、参与性特点，将体育游戏个性化的融入

乒乓球课程教学中。在游戏化的乒乓球训练中，可以实现对学生

兴趣的有效引导，以及对技能教学目标与德育目标的有效实现，

有利于高职体育教学的层次与深度的提升，教师要将其作为重要

的实践内容和教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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