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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乒乓球作为我国的国球深受人们的喜爱,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必须学习一门体育技能,乒乓球作

为大学中的一门体育选修课程深受学生的喜爱,这就对高校乒乓球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学流程以及教学

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就从教学的实践为出发点,以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

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教学经验,来研究影响乒乓球选修课学生学习成绩达标率的因素,找出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通过达标成绩提出相应的改变措施,为下一步的教学做好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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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班级授课制制约。在大学体育教

学过程中,选修乒乓球课程的同学对乒

乓球都有较高的兴趣。经过相关调查发

现一部分同学抱有提升技能的态度；一

部分同学是抱有容易达标合格的态度；

还有一部分同学是因为课程安排在室内,

既能完成学分而且运动量不大,不会晒

太阳。就现阶段的大学乒乓球课教学而

言,一般采用的是班级授课模式。由于课

时量及授课对象水平参差不齐的制约,

教师主要传授最基本的正手发上旋急长

球,正手攻球,反手推挡。因此导致很多

基础好、想要提升乒乓球技术的学生感

到枯燥乏味,渐渐失去了对乒乓球课学

习的热情。 

1.2乒乓球理论知识的薄弱。目前,

大学体育教学更多地注重实践教学,往

往忽视了理论的学习。实践固然重要,

但是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是必不可少

的。理论能够指导实践,理论实践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学习一项技能。乒乓球作为

我国国球,深受人们喜爱。我国乒乓球竞

技成绩在世界属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但

是绝大部分学生对我国乒乓球的历史,

乒乓球技术、战术、裁判规则等相关理

论知识了解甚少。因此导致乒乓球学习

过程中只是单一的教师教、学生学,很多

学生在学习乒乓球技能时是盲目的,缺

乏自主学习、思考的能力。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本文以苏州大学应用

技术学院2019、2020级乒乓球选修课学

生为研究对象,其中2019级学生为对照

组,2020级学生为实验组,以教学大纲为

指导设计教学方案和考核标准。 

2.2研究方法。(1)文献资料法。通

过查阅大量有关乒乓球选修课程文献、

阅读大学体育课程、乒乓球运动教程等

相关资料,对大学生乒乓球选修课程大

量研究数据进行整理。(2)数理统计法。

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收集的乒乓球

选修课学生的成绩等资料数据进行输入,

并作统计学分析。(3)实验法。对照组课

堂进行传统的讲解法、示范法对学生正

手发上旋急长球,正手攻球,反手推挡进

行相关教学。 

反手推挡考试：测试者在左半台(反

手位斜线)用反手推挡技术进行考试,以

测试者在一分钟内推挡成功的次数来计

算成绩。两次测试机会,失误可继续进行,

计最好成绩。 

表1  考核标准 
标准

内容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0 30 20 10

反手

推挡

男： 50 45 40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22 20 18 16

女： 45 40 37 34 32 30 28 26 24 22 20 18 16 14 12
 

对2019级乒乓球选修课学生反手推

挡技能成绩进行统计,达标情况如表2： 

表2  2019级学生达标成绩情况统计表

(N=121)  单位：人 

不及格 及格 良好 优秀 总计

男生 5 10 22 31 68

女生 3 9 23 18 53

总计 8 19 45 49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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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9级学生达标成绩情况统计图 

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2019级学

生中不及格8人(7%),期中男生5人(占男

生7%),女生3人(占女生6%)；及格19人

(16%),期中男生10人(占男生15%),女生

9人(占女生17%)；良好45人(37%),期中

男生22人(占男生32%),女生23人(占女

生43%)；优秀49人(40%),期中男生31人

(占男生46%),女生18人(占女生40%)。 

实验组课堂运用比赛法、游戏法、

发现法等教学方法进行相关教学；课后

组织学生进行乒乓球教学视频、比赛视

频的观看；校队训练和比赛的现场观摩；

简单技术的小型比赛。 

3 结果与分析 

3.1 2020级乒乓球选修课学生学习

前后达标成绩。 

表3  2020级学生学习前后达标成绩情

况统计表(N=207)  单位：个 

学习前 学习后 P

男生 28 39 0.000

女生 20 35 0.000

整体 23 37 0.000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20级学生学习

前平均反手推挡23个,学习后为37个；男

生学习前平均28个,学习后39个；女生学

习前平均20个,学习后35个。 

表4  2020级学生达标成绩情况统

计表(N=207)  单位：人 

不及格 及格 良好 优秀 总计

男生 2 6 29 30 67

女生 2 10 72 56 140

总计 4 16 101 86 207  

 

 

 

图2  2020级学生达标成绩情况统

计图 

从表4和图2中可以看出,2020级学

生中不及格4人(2%),期中男生2人(占男

生3%),女生2人(占女生1%)；及格16人

(8%),期中男生6人(占男生9%),女生10

人(占女生7%)；良好101人(49%),期中男

生29人(占男生43%),女生72人(占女生

52%)；优秀86人(41%),期中男生30人(占

男生45%),女生56人(占女生40%)。 

对比分析2019级与2020级学生达标

成绩,2020级学生的达标成绩有所提高,

降低了不及格和及格比例,提高了良好

率。2020级学生学习前与学习后成绩有

显著性提高。 

4 讨论 

4.1改变教学方法。乒乓球选修课

的教学内容包括体育的基本知识和技

术技能,具有系统性和广泛性的特点。

在现代体育选修课的要求下,高校教师

在上选修课时,应该注意改变传统的教

学方式,增强课堂教学的娱乐性,为学

生营造良好的教学气氛,增加乒乓球教

学的使用性和对抗性,使学生从心理上

真正接受这种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

体的教学模式,减轻学生的精神压力,

落实良好的教学宗旨。根据素质教育的

要求,学生进行乒乓球选修课时可以对

学生采取分层次逐级教学方式,在强度

和难度上分别有所侧重。在教学过程中

讲究精讲多练,通过讲解和示范等教学

方法,使学生完成一定的练习,掌握一

定的基本技术。同时,还应给学生介绍

不同类型的打法,演练简单的战术,丰

富教学内容。例如,在乒乓球教学中引

入趣味游戏、加入趣味小比赛、进行模

拟赛场等,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还可以使学生学到相关技术、战

术、理论知识。 

4.2组织乒乓球课外活动。高校乒

乓球课外活动不仅是选修课在课外的

一种延伸和补充,同时也是高校体育教

育的一个重要部分。积极开展高校乒乓

球交流活动和培训能够对对乒乓球选

修课起到很好的推广作用。在对我省高

校开展乒乓球竞赛情况的调查中发

现,55%的学校直接由学生社团组织进

行,教师参与和指导的只有15%。举办一

些趣味性的交流比赛,不仅能使学生享

受到乒乓球的快乐,也符合高校开展乒

乓球选修课的宗旨。教师可以不定期地

组织学校和学校之间的教学交流赛,这

样学生学习的乒乓球技能能在比赛和

活动中得到应用、提高,学生和教师也

可以在协作中进行互相交流、学习,实

现资源共享。 

体育教师还应该根据学生的反馈信

息,组织不定期的培训,这样不仅能够巩

固课堂上的所学知识,还能使学生在走

到工作岗位后坚持自己的体育事业。 

5 结语 

寓教于乐,寓教于赛是对传统班级

授课制教学方式的一种改变,在乒乓球

选修课堂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教学

中教师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兴趣,科学

的采取多样性的教学手段,这样不仅仅

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并且有助于提

升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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