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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素质教育背景下，为探究高校乒乓球选修课设计符合当前学情背景的技术教学模式，采用文献法、

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以吉林体育学院乒乓球选修课师生为研究对象，对“自由进入式”技术教学

模式进行应用分析，得出主要的结论是：专家对“自由进入式”技术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和设计思路持

肯定态度。“自由进入式”乒乓球技术教学模式将学情背景作为教学模式的重要依据，设计了课程初期、

中期、末期三个板块。重点在于课程初期的学情背景深入了解阶段，通过项目展示、观察、问卷调查、

访谈等方法进行信息搜集。难点在于课程中期的“一班一案”的设计落实。该模式在落实过程中，教师

工作量较大，学生由于被尊重和关注的感受，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互动的主动性更强，互

动的层次更丰富，课堂的氛围更加积极、和谐和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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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quality educ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echnical teaching model of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college table tennis, the design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academic 
situation is adopted by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aking table ten-
nis elective cour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free entry” technical teaching mode is analyzed, and the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ex-
perts ho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sign ideas of the “free entry” 
technical teaching model. The “free entering” table tennis technical teaching model takes the back-
ground of the academic situation 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eaching models, and has designed three 
sections: the initial, middle, and last period of the course. The focus is on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rning background of the course of the course, and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through 
project display,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The difficulty 
lies in the design of the “one class and one case”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is model, teachers have a large workload. Because students are respected and 
concerned, students and students are more initiative to interact wi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level of interaction is richer, and the atmosphere of the classroom is more positive and harmo-
n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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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随着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教学模式的改革也越来越受到众多体育界同仁的

关注，普通高校教学模式也正不断向规范化、合理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乒乓球在我国有着雄厚的群众

基础，大多数普通高校学生在入学前有过一定的学习或者游戏基础，自然形成了授课对象水平差距较大

的情况，另外普通高校学生已经成年，理解能力、自学能力均较强，就此，很多一线的教研人员做过大

量的教法研究，袁玉峰的论文《双分教学模式在乒乓球普修课技术教学中的实验研究》[1]，刘芳等的论

文《分层次教学法在高校乒乓球技术课中的应用》[2]，沈静波的论文《普通高校乒乓球专选课程的特点

及教学》[3]等科研成果都关注了授课对象群体的认知水平及个体间乒乓球基础水平差距的问题。目前不

同教学方法所采用的乒乓球技术教学程序是一致的，即：示范–模仿–练习–纠错–练习，而考虑到高

校授课对象群体的认知水平及个体间乒乓球基础水平差距的这个前提，本课题计划尝试改变教学流程，

探讨新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教学模式，如“自由进入式”：学生依据自身乒乓球基础自由进入学习，经由

学生展示和教师观察等学情信息搜集之后，教师设计具体的教学方案，学生在自我感知的前提下理解教

师讲解示范的符合美学、运动生物力学规律的技术动作，再进入模仿练习等传统环节，以获取更优的教

学效果和学习体验，为探索一种能适应现代素质教育的教学模式，为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提高体育教学

质量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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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人工查阅文献和计算机检索，阅读并研究有关体育教学、教育教学理论等研究资料，了解了与

本课题相关的动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2. 专家咨询法 

以教学目标为指导，以构建教学模式的理论为依据，初步确定了普通高校乒乓球技术课的教学模式，

以此走访了乒乓球界、教育界的一些专家、教授，请专家讨论“自由进入式”教学模式在普通高校乒乓

球选修课技术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表 1)。 
 
Table 1. A list of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d experts 
表 1. 访谈专家基本情况一览表 

专家 工作单位 职称 

1 吉林体育学院 教授 

2 吉林体育学院 教授 

3 吉林体育学院 副教授 

4 吉林体育学院 副教授 

5 吉林大学 副教授 

6 东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2.3. 问卷调查法 

对吉林体育学院不同专业乒乓球选修课技术课教学中采用“自由进入式”教学模式，在课程进行过

程中向学生和教师发放问卷，综合分析教师与学生的感受和教学效果(表 2、表 3)。 
 
Table 2. A list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teachers surveyed by the questionnaire 
表 2. 问卷调查教师基本情况一览表 

教师 工作单位 职称 

1 吉林体育学院 副教授 

2 吉林体育学院 副教授 

3 吉林体育学院 讲师 

4 吉林体育学院 讲师 

5 吉林体育学院 讲师 

 
Table 3. A list of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classes taught b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表 3. 问卷调查授课班级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专业 年级 班级数 

1 运动人体科学专业 20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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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 运动康复专业 2020 2 

3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2019 2 

4 运动训练专业 2019 2 

5 体育教育专业 2021 2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自由进入式”的定义与教学模式理念 

3.1.1. 定义 
本文提出问题的背景是在高等院校中开设乒乓球选修课，共 32 学时，一般开课周期为 8 周，周学时

为 4 学时，通常设定的学情背景为乒乓球技能为零基础的在校大学生，而实际多年授课过程中发现，通

常授课对象中 30%~50%有基础，传统课程将学生视为零基础的考量与实际情况已经严重不符，鉴于一些

高校尚无足够的条件依据学生的水平开出不同难度的课程，在只能按照自然班级进行选课安排的情况下，

需要探讨新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教学模式，如“自由进入式”。 
“自由进入式”教学模式一方面指学生的过往体育技能经验被充分了解与尊重，学生过往项目经验

是课程教学设计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自我觉知和个性化的体验被充分的理解与

尊重。 

3.1.2. 理念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通过自身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主动的去构建

新知识的过程，是把学生作为评价的主体，通过自我评价，反思自身的学习过程，总结经验，使其在自

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的共同作用下前进[4]。以此为依据，课程的实际教授环节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重

视学生的本体感受，促使学生积极获取新知识，而教师则在这一过程中做好引领者、协助者的角色，运

用美学、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原理与规律引导学生的技术养成；教师的课堂任务之一是创造良好的学

习环境、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创新精神等，所以在技术

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化，鼓励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以便学生实现新

知识的构建。 

3.2. “自由进入式”的教学模式设计 

3.2.1. 课程初期(1~2 周)教学阶段设计 
1) 教师立体展示项目 
教师与助教围绕课程大纲设定的技能教学目标展示乒乓球基本技能：包括正手攻球、反手推拨、正

反手搓球、正反手弧圈球、正反手削球、发球；教师与助教展示基本练习方法：徒手挥拍练习、单球对

练、多球练习；教师与助教展示竞赛过程和竞赛方法。通过具象的展示与讲解向学生呈现一个立体的乒

乓球项目剪影，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入与学生的互动，以完成师生的关系破冰和课堂氛围的初步建立。教

师在展示与讲解过程中，观察学生的反应，以确定下一步观察和调研的重点学生。 
2) 充分了解学情 
① 学生技能展示 
学生结合所观察到的教师展示内容自主寻找搭档上台自由展示技能或竞赛，教师与助教协助沟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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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配。教师与助教观察学生的技能水平并进行记录：学生的项目基础总体情况，哪些学生具备规范性

的基础，哪些学生具备游戏基础，不同基础的学生分别掌握了什么技术，到达什么程度，有什么问题等。 
② 教师访谈交流 
教师对班级干部进行访谈以了解学生基础的思想状态及学习状态。教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对有基

础的学生进行访谈与试练，了解其项目经历及能力，教师根据观察情况进行尽可能全面的访谈。访谈的

问题主要有：学生对项目的兴趣，学生对项目的理解，学生在课程中的目标及愿望，学生对自身技能背

景的介绍，学生比较感兴趣的项目问题等。向所有学生发放课程学习基础情况及意向的调查问卷，主要

包括对乒乓球项目的了解情况、乒乓球技能掌握情况、对教学方式的倾向、课程中角色意向、对具体学

习效果的期待、对课程的意见与建议等。 
③ 结合实际学情制定教学文件 
教师以教学大纲为指导，通过处理观察、访谈、问卷搜集到的学情信息，细化不同学情背景班级的

教学内容、次序、方法等，做到一班一案。 

3.2.2. 课程中期(3~6 周)教学阶段设计 
依据教学文件实施教学过程，做好教学过程的相关记录为教学改革积累素材。在第 5 周向所有学生

发放调查问卷，进一步搜集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对课程的意见与建议等信息，为调整教学设计积累资料。 

3.2.3. 课程末期(7~8 周)教学阶段设计 
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对学生进行技能考核。在结课时向所有学生发放调查问卷，搜集学生关于“自

由进入式”教学模式的学习体验和对课程的意见与建议等信息，为评价教学设计积累资料。 

3.3. 专家调查结果分析 

所有专家都是业内一线教师，对教育教学有着深入的理解，多年的一线教育实践，使得专家们非常

认同目前的乒乓球课程技术教学的学情背景，对“自由进入式”技术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持肯定态度。

应对目前的学情背景，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尝试改革是必要的。部分专家认为“自由进入式”

技术教学模式中，课程初期的教学阶段，教师搜集整理授课对象的技术水平、性格特点、角色期待、对

具体学习效果的期待等信息的工作量比较大，可能对整体教学模式的实施有较大的影响，建议结构化的

解决问题，比如：选拔乒乓球主项学生做助理教学工作；设计标准化问卷完成信息搜集；优化设计学生

技能展示活动；发动学生干部课前进行信息搜集与整理。结合专家意见，在具体的课程阶段设计中实践

了一些环节，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4. 教师反馈分析 

3.4.1. 课程初期(1~2 周)教学阶段教师反馈分析 
在此阶段，教师的工作量比较大，对教师的技能经验的要求都很高。在项目展示阶段，教师和助教

的乒乓球技能水平及默契程度对项目展示的效果影响较大，其中，默契程度可以通过备课来提高。技能

水平高的教师和助教展示的效果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与学生的实时互动性强；教师和助教的乒乓球

技能水平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多媒体观看提前录制好的视频来完成这一环节，但是互动性受到的影

响较大。 
在了解学情的阶段，信息搜集的情况与教师的经验成正比，学生技能展示环节一般在课堂上的时间

是 20~30 分钟，教师需要应用自己的经验在这个时段内完成对所有学生技能水平的观察和记录，并寻找

到在后续课程中具有协助教师推进课程内容潜能的学生。经验不足的教师，就要依赖助教的辅助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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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登记。 
在教师访谈交流的阶段，对不同面向学生的结构化问卷搜集资料的效果较好，处理和整理问卷信息

的工作量较大，可以配备助教，或者发动有意向的学生来完成，也能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 
结合所有信息编制教学文件，做到一班一案是整个设计的核心和难点，根据各个班级学生技能水平

的差异来考量教学方案，通常情况下班级内都会有部分学生具有一定项目基础，其他学生基本没有基础，

可以在教法设计上应用分层教学，分组教学，优化和发挥有一定技能水平的学生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合

作能力、创新能力。 

3.4.2. 课程中期(3~6 周)教学阶段教师反馈分析 
在这一阶段，各个授课班级学情背景均有差异，教师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一班一案”的设计，需

要付出较多的教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从学生的技能水平掌握情况和情绪体验的观察来看，教学效果较

好；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从各个授课班级的差异背景中寻找共同性，总结差异性，面对学情背景的

差异性与共同性而采取不同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的归纳和总结是下一阶段研究的重点。 

3.4.3. 课程中期(7~8 周)教学阶段教师反馈分析 
从技能考核的客观结果看，充分重视学情背景差异的“自由进入式”教学模式与传统将学生技能基

础视为零基础的教学模式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在课堂氛围方面有明显差异，在重视学情背景

差异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互动的主动性更强，互动的层次更丰富，课堂的

氛围更加积极、和谐和融洽。 

3.5. 学生反馈分析 

从教学初期、中期、末期三个阶段，对学生发放的问卷分析可知，学生对自身主动参与学情背景展

示和调查的教学模式是欢迎的，能够在展示和参与调查的过程中，把自己过往的项目经验经历全面立体

的呈现出来，均有不同程度被尊重和关注的感觉，由此在课程过程中的参与性更高，更主动，与其他学

生及教师的沟通更深入。 

4. 结语 

“自由进入式”乒乓球技术教学模式充分尊重学生的过往体育技能经验，理解和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性，将学情背景作为教学模式的重要依据。教学模式设计有课程初期、中期、末期三个板块，重点在课

程初期的学情背景深入了解阶段，难点在于课程中期的“一班一案”的设计落实。从专家访谈结果分析

可知：专家对“自由进入式”技术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持肯定态度。对“自由进入式”教学模式授课教

师反馈结果分析可知：在课程初期，教师搜集学情背景信息的工作量较大，需要充分借助助教、发挥学

生的力量来完成；课程中期，需要付出较多的教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从学生的技能水平掌握情况和情

绪体验的观察来看，教学效果较好，面对学情背景的差异性而采取不同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的归纳和

总结是下一阶段研究的重点；在重视学情背景差异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互

动的主动性更强，互动的层次更丰富，课堂的氛围更加积极、和谐和融洽。对“自由进入式”教学模式

授课对象反馈结果分析可知：学生喜欢自身主动参与学情背景展示和调查的教学模式，由于被尊重和关

注的感受，而使课程过程中的参与性更高，更主动，与其他学生及教师的沟通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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