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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从律动方面与音乐理论知识结合，谈推广乒乓球 

韵律操的重要性 
◆刘  坍 

（广东省茂名市第二小学） 

 
摘要：现阶段，我国倡导的素质教育初衷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健康发展，在新形势下，如何提升体育课在日常教学之中的地位，

扭转体育教学形式单一化局面，激发学生运动积极性和热情，这已经成

为摆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传统校园体育教学缺乏特色项

目，严重导致教师和学生粘性减弱甚至丧失。为此，作为国内改革排头

兵的沿海地区 先意识到教育改革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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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推进，如何让传统的小学
选项课教学变得更加具有活力，创新必不可少。因此，我校用乒
乓球韵律操替代原有的课间操，并以我校作为实验地进行推广。
通过致力于打造乒乓球特色学校，我校的办学特色得以凸显，得
到了各级政府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一、乒乓球韵律操的概念 
为凸显学校教学特色，树立学校社会形象，我校因地制宜。

乒乓球韵律操是体操和舞蹈二者的巧妙结合。通过肌肉张弛，配
以节奏性较强的音乐，乒乓球韵律操便可以培养学生控制肢体运
动的协调意识和能力。 

二、乒乓球和韵律操的关系 
之所以将乒乓球和韵律操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二者具有互补

性和技巧性。乒乓球这一项体育运动中的反手推挡、正手攻、反
手拉等基本动作有助于调动学生运动积极性，在音乐节奏的配合
之下，教师可以更好地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训练课程，优化体育教
学内容。 

韵律操和乒乓球运动的共通之处在于适用性和技巧性极强，
可涵盖低年级和高年级等学生。两项运动都需要学生掌握一定的
技巧，这样学生个人才可以在训练之中融入集体，极具可视性和
审美性。 

三、乒乓球韵律操在体育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趣味性 
乒乓球韵律操，具有极强的律动性和音乐性。这是因为律动

知识与音乐理论知识贯穿于整套乒乓球韵律操之中。有音乐的加
入，原本较为枯燥的乒乓球韵律操便变得更具节奏感和吸引力，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具有技巧性的乒乓球韵
律操可以适时充实音乐理论知识和律动知识。由此看来，小学体
育课程便更加灵活和富有趣味性。 

（二）拉近教师和学生的心理距离 
通过增设乒乓球韵律操等课程，可以增加广大学生对乒乓球

运动的认识，让这一项具有群众性的运动可以更加深入人心。教
师通过引导学生学习乒乓球运动基本技术动作，增强和学生的交
流，以更加民主、平等的方式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 

（三）增强学校的办学特色 
致力于打造乒乓球特色学校，通过以乒乓球韵律操取代传统

课间操的做法来增强学生对于乒乓球的了解，乒乓球韵律操的逐
步推广是有的放矢，是符合学校发展方向做出的创新设计。宏观
角度来看，大部分学校以教授文化课知识为主要目的，从而让校
园和课堂变得严肃乏味，丧失了自身的办学特色，不利于提升学
生、学生家长、教师和学校的粘性。通过推广乒乓球韵律操，各
学科教师可以拥有更多话语权，教师一些大胆的想法可以通过实
践变成现实，从而推动学校往特色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四、乒乓球和韵律操巧妙结合的具体表现 
（一）形式结合 
乒乓球韵律操的推广应该结合每个学校的实际情况，为迎合

时代发展要求和国家政策，在市政府的大力倡导之下，我校实行
“以球代操”。一来可以突出该校作为乒乓球学校而凸显的办学

特色，二来也可以以更具张力的课间操取代传统的课间操，大大
解放学生的天性。 

（二）内容结合 
乒乓球韵律操 大的特点应该是灵活性、科学性和趣味性。

教师要想 大程度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区别于传统
的课间操和体操，乒乓球韵律操需要配以音乐，这就对教师提出
新要求，那就是各体育教师应该密切配合音乐教师，以真正做到
律动教学和趣味教学。 

1、体现节奏美 
律动教学贯穿乒乓球韵律操的整个教学实践之中，教师的律

动动作的设计需有一定的节奏性。基于教材特点、教材内容和音
乐情绪等基础上，我校体育教师和音乐教师合理沟通，以突出设
计重点，从而引导学生在律动中感受乒乓球韵律操的节奏美。   

2、体现舞蹈美 
乒乓球韵律操强调的是学生的体态律动训练，学生通过感受

音响节奏来调动身体的各个部分做出回应，因此，整套乒乓球韵
律操的设计应该具有舞蹈美。和节奏美不同的是，舞蹈美强调可
视性。学校教师通过游戏法等形式让学生充分感受韵律操之中的
舞蹈美，从而真正做到“舞起来，动起来”。 

3、体现和谐美 
传统的体育教学较为机械，配合体育运动的音乐是较为单一

的。因此，在乒乓球韵律操的教学过程之中，我校教师通过用拍
手、拍击身体其他部位，来引导学生认识到节奏拍子的变化，舞
蹈和乒乓球的优势全部彰显在韵律操之中，具有一种和谐美，从
而更好地陶冶学生情操和审美情趣。 

（三）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韵律知识和音乐知识属于音乐学科范畴，将其融入到乒乓球

韵律操的教学之中，这就需要体育教师和音乐教师展开跨学科合
作。推广乒乓球韵律操，有助于推动传统体育运动和现代音乐的
结合。 

综上所述，乒乓球韵律操的推广和创新，离不开教师、学校
和社会多方的努力。营造出“人人爱运动”的良好氛围，让传统
文化精粹走出无人问津的困境，激励更多的学生正确对待传统文
化和现代文化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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