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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试析羽毛球教学训练中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张  波  万仁山 

（云南中医药大学  650500） 

 
摘要：羽毛球在我国属于一项普及程度较高的运动形式，并且在学校体

育课程中都有涉及，证明其对于社会成员身心素质的健全和创，新技能

的舒展有着独特的 效用。 在此背景下，笔者决定针对我国学校羽毛球

日常教学训练中的创新能力培 养加以细致化校验解析，希望借此大幅度

提升相关学习主体训练实效，为他们今后轻松挑战升学压力和诸多生活

困境，提供较为可靠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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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技能培养路径在素质化教育大力推广的背景下，学生在体育

课上能够自由地参与相关实训项目，通过羽毛球竞技和动作重复
性演示，进行个人技能完善和思水平的提升，保证今后在面对更
难的知识内容和生活困境时，能够不断创新既有知识和技能，将
眼前所有问题予以灵活独立地分析解决。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
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时刻凸显学生创新技能培养的中心目的，
结合最新技术设施和实践操作手段完善教学引导措施，保证不同
学生都能获得富有针对性的教学训练方案，尽快辅助该类群体树
立起科学完善化思维体系，为今后多元化创新技能括展，奠定基
础。教学材料，主要就是结合学校实际状况选择相对应的教材版
本，尽管说教材自身比较优质，不过大多数都偏重于理论性的阐
述，对于学生实际训练成果提升并不会产生较为有力的推动辅助
作用。所以，今后各类训练指导教师要在选取沿用指导教材前期，
结合各类现实状况进行反复考察思索，尽量选取和学生基础较为
贴合的教学内容，保证能够为学生基础动作练习、校正产生辅助
作用基础上，令学生在今后养成终身运动的良好行为习惯。 

1、长期以来我国羽毛球教学训练中遗留的弊端研究 
1.1 学生技术、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存在较大差异；羽毛球

一直作为一类选修课程，依照学生个人喜好进行相关课程内容布
置，不过任何班级中都存在身心素质、运动技能良好的个体，同
时也有一些体弱多病、身体协调性较差的学生。整体状况对于广
大羽毛球训练教师来讲，是一类巨大难题，具体就是如何在日常
教学中利用高水准的训练技术，令一些素质较好的学生发挥自身
积极性和技术优势，同步在课堂和课余时间激励一些素质差的学
生。 

1.2 专业化羽毛球教学场地相对比较缺乏；羽毛球运动项目
一直以来广受学生热衷，不过透过实际调查发现，我国现阶段并
不是所有学校都设置专业化羽毛球训练场地，一些经济实力较差
的学校往往会选择直接占用有限的篮球和足球场空间，进行羽毛
球教学训练，根本无法进行正常教学。因为教师通常面对数十位
的学生，原本就不能确保能够针对该类群体一切错误动作进行细
致化观察、示范和校正，一旦说因为教学场地受限而无法保证正
常教学进度和训练频率，师生投入该类课程的积极性便都会遭受
限制，最终教学质量也就变得愈加不够理想。再就是一些选择共
用篮球场进行羽毛球教学训练的学校，如若遭遇大风和阴雨天
气，学生便根本不能正常地进行练习并且怨声载道，导致现场教
学秩序出现严重的混乱现象。 

1.3 现有的羽毛球教学应用教材内容和形式都过于单调乏味  
2、新形势下我国羽毛球教学中的创新能力培养途径解析 
2.1 不断改良完善既有羽毛球教学训练模式；结合我国学校

体育教学现状，羽毛球教学活动已经逐步朝向较强独立性、较高
训练质量等方向过渡，实际上该类科目和其余教学实践项目并未
存在太大出入，都主张在课堂和实践训练环节营造起轻松愉悦的
交流氛围。 而想要在现代羽毛球教学训练中切实贯彻落实学生
的创新技能培养目标，第一要务便是调查确认不同学生身心发展
状况，如学生实际年龄、羽毛球运动基础技能、体质水平、压力
承受潜质等。之后结合学生具体状况设置所用创新的教学引导模
式，设置相互协调的教学管理目标并形成完善的控制体系，保证

教师能够结合学生具体状况制定实施负荷较小、持续时间较短的
训练内容，必要时借助示范方式令学生自主完成肌肉强化任务，
避免在今后高强度羽毛球训练过程中产生消抵抗心理。 

2.2 在羽毛球教学训练基础上灌输融入心理学等理论内容；
为了确保学生在高强度羽毛球训练过程中能够尽快锻炼创新技
能，教师需要不断强化对心理学知识的钻研掌握力度，同时将其
自然地融入到日常羽毛球教学训练事务之中，令学生一切心理变
化细节得到精准化掌控，同时结合他们身心变化特征、现场训练
状况、进步提升幅度等因素，制定针对性较强的辅助教学措施，
令他们能够时刻维持对羽毛球运动研习的积极主动性。在该类教
学环节中，教师需要结合学生主体诉求对其进行创新能力激活调
试，保证他们在特定逻辑线索指引下灵活拓展发散思维路径，同
步参与到其余和羽毛球运动相关的训练单元之中，透过多元化实
践项目收集整理宝贵实践经验，保证技能创新改造能够有据可
依。 

2.3 全方位关注对学生情绪和个性化的规范控制状态；运动
训练学羽毛球日常教学和训练的参与主体始终是学生，如若其主
观情绪上产生任何动摇迹象，都将直接限制后期该类运动项目整
体教学质量和学生技能创新性培养效果。 所以 ，在开展该类训
练工作环节中，作为教师要精细地观察学生不同阶段情绪反应，
依照他们自身意志力坚定性和实际忍耐限度，制定个性化鲜明的
培养方案，使该类群体实际生理和心理的壮大需求得以同步满
足，为日后创新能力逐层延展，提供较为妥善稳固的身心适应基
础。 如在开展羽毛球训练过程中，针对部分表现不佳的学生制
定其能够接受的训练监督方案，令其在自尊心得以保护基础上，
利用应对不同挑战任务建立可靠的自信心，充分发挥出自身个
性，可以适当减轻今后高强度运动训练附加的压力，为今后该类
群体创造性思维衍生提供广阔的适应空间，对于他们今后全面长
远地发展，必定十分有利。 

2.4 交叉沿用其余体育运动训练法则；保证羽毛球教学训练
模式的多元化羽毛球作为体育项目中不可或缺的结构单元，其实
际教学训练方式可以说和其余体育项目有着共通之处，因此可以
透过其余运动训练法则沿用基础上进行自身诸多不足问题的弥
补。所以，在今后羽毛球教学训练过程中，教师需要配合多重手
段将羽毛球教学模式和其余运动适应法则加以灵活自然地交接
融合，借此保证羽毛球教学训练活动的多元性、趣味性，避免学
生在重复单一训练动作环节中产生懈怠抵御心态。需要注意的
是，羽毛球教学过程中，必然会涉猎较为繁琐困难的训练动作，
教师要透过其余体育训练手法中积极汲取养分，如结合田径训练
模式提升学生奔跑速度，结合篮球教学改善学生身体反应的灵活
机动性，长此以往，可令当下羽毛球教学训练质量得以大幅度提
升，保证最终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可靠性。 

结语 
综上所述，在羽毛球运动项目日常教学训练过程中，想要成

功激活调整学生的独立创新技能，就必须同步运用多重引导式策
略，避免该类群体在重复接受填鸭式灌输模式的基础上产生消极
抵抗心理。具体来讲，就是在日常教学和训练环节中，不断培训
教师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素养，并组织构建更高水准的指导团
队，保证日后训练手段的多元和优质化特征，方便学生在提升体
能和心理素质前提下，不断激活创新能力，最终朝着国家所需的
人才培养改造目标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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