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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ble tennis has always been the sports with Chinese people’s pride, it is an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content in sports teaching. With the continues improve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lso rises, and table tennis teaching has gradually 

highlighted its deficiency. The deficiency has some restrictions on improving the students’ table 
tennis level. The use of micro education model in table tennis education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improving quality of table tennis teaching, and provides students with their own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 education pattern" in table 

tennis teaching and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 and provides a good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learn table 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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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微教育模式”在乒乓球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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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乒乓球一直是国人引以为傲的体育运动，是体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教育水

平也随之上升，乒乓球教学也逐渐凸显出其中不足。这些不足对于学生们乒乓球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限制。微教育模式在

乒乓球教育中的运用，对乒乓球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了显著效果，为学生们提供了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本文对“微教育模

式”在乒乓球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以及具体实施建议进行探讨，为学生们学习乒乓球提供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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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国球的乒乓球，在各种比赛中一直被寄予厚望，这项体育运动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各类学校

的体育课上也是重要部分。乒乓球虽不及篮球、足球那么声势浩大，但是它却是需要灵活的技巧、快速的

大脑，强大的体能为一体的高要求高标准体育运动。绝大部分学校的乒乓球教学模式都亟待改善，老师缺

乏新的教学方法，学生也厌倦老套的教学模式，这导致绝大部分学校的乒乓球教学质量停滞不前。传统乒

乓球教学模式面向的群体是所有学生，教学活动集体化，老师不强调个体差异性，不注重实践教学，导致

学生学习乒乓球运动时缺乏兴趣，缺乏自我思考与锻炼，从而教学质量大打折扣。 

1“微教育模式”的概念 

1.1“微教育模式”的含义 

微教育模式的概念来自于美国，其主要把教学内容与规范化实践相结合，强调细节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虽然“微教育模式”从教学细节出发，但是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在强调细节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充分理解所

学内容，逐渐掌握知识。在运用“微教育模式”教学过程中，学生积极性被调动，学习内容简化，老师教

学任务也会相对轻松，学生的成绩得到有效提高。 

1.2“微教育模式”的特点 

微教育模式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从学生出发决定教学内容。传统教育模式都是由老师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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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己教学的内容，学生以老师所教的内容为中心，这种教学模式老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围绕老师转。

微教育模式则改变了教学的主导地位，以学生为中心。老师在教学前对学生进行一系列的测评，根据学生

需求和个人特点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不但调动了学生积极性，而且注重学生个体化教学。第二、积极开展

针对性的实践活动。注重实践是微教育模式的一大特点，通过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把课堂上的知识与实践充

分融合，所学知识得以运用到实践这对学生的鼓舞效果极大。通过实践才会发现知识的不足，从而不断完

善自己的知识，逐渐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第三、注重教学环境的优化。当学生处于良好的教学环境中时，

学生的学习氛围以及兴趣会得到改善，课堂上的知识接受率得到提高。第四、教学评价促进老师不断完善

教学方法。通过教学评价的方式，既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可以促进老师们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2“微教育模式”在乒乓球教学中运用的必要性 

时代不断进步，各个领域都追求创新，追求改变。“微教育模式”是教育领域提出的完善的教学方法，

在乒乓球教学中运用“微教育模式”是提高当今乒乓球教学水平行之有效的方法。 

2.1“微教育模式”满足乒乓球学习的需求 

如今乒乓球教学需求对学生的思想素质和技能要求越来越严格，现代教育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人

们希望不仅在学习乒乓球时学到优秀的技能，并且体验到乒乓球的乐趣从而爱上乒乓球运动。但是乒乓球

运动是一门对技术要求以及体能要求都比较高的运动，想要真正熟练掌握打乒乓球的技术必须要经历艰难

的学习过程。传统的理论教学以及死板的技术教学不能有效的激发学生兴趣，导致许多学生不能真正感受

到学习乒乓球的乐趣，甚至半途而废。微教育模式通过有规划的实践活动，使得学生对乒乓球运动产生深

刻的理解。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学生既体验到生动的理论教学，又可以在实践学习中密切联系理论。 

2.2“微教育模式”对乒乓球教学的影响 

乒乓球运动的技术要求较为细节化，而且包含了丰富的运动技巧。一场比赛的胜负往往决定于选手对

细节的处理，小小的失误可能导致比赛满盘皆输。微教育模式注重细节教育与实践，乒乓球运动则是一项

注重细节的实践性体育运动。所以微教育模式可以通过实践比赛来教学，在实践中教会学生技巧与知识。 

微教育模式采取角色扮演的教学方式非常适用于乒乓球教学，学生们通过体验不同的比赛角色，例如

参赛选手、裁判、观众等。通过不同角色的体验，学生可以充分理解乒乓球运动的精髓。 

微教育模式教学评价是乒乓球教学中值得采纳的手段之一。通过教学评价，有利于老师反思自己教学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生向老师反映学习过程中的心得，老师们之间进行相互交流学习。通过镜头记录学

习过程，老师直观的了解学习过程的优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3“微教育模式”在乒乓球教学中运用的建议 

在乒乓球教育中运用微教育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制定科学的学习目标与计划、为学生提供良好的

学习环境、积极组织教学评价交流活动等。老师通过以上方法，让学生对乒乓球运动产生兴趣并且充分学

习乒乓球知识与技巧，从而乒乓球教学质量得到有效提高。 

3.1 制定学习计划与目标 

在乒乓球教学中运用“微教育模式”首先要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特点制定符合个人发展需要的学习

目标和计划。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要以学生的特长以及个人兴趣为主导，根据学生学习乒乓球的需求来制

定，而不是依靠老师的意愿来决定。在制定好目标与计划后，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注重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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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在“微教育模式”下接受乒乓球教学，能够细致的学习乒乓球技巧

与知识，得到乒乓球技能与个人思想的共同提高。 

3.2 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制定好个人学习目标和计划后，乒乓球老师可以从改善学生学习环境方面着力，其中包括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运动器材与场地等。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融入“微教育模式”教育的思想，注重细

节化教育，特异性教学。老师不能泛泛的把学生归为一类，只进行填鸭式的教学。首先要注重改善课堂气

氛，适当进行角色扮演练习，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然后对同学们进行分类划教学，根据学生特长与兴

趣进行分类教学。乒乓球运动是一项技巧丰富的体育运动，每个学生因为不同身体素质而擅长不同的乒乓

球技术。老师应该根据学生个人特长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使学生在其擅长的主攻方向不断进步。此外不

能忽视教学器材与场地的建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学生在舒适的课堂上才能全心全意的投入课

堂，接受课堂的内容，从而逐渐爱上乒乓球运动。 

3.3 开展教学评价交流活动 

教学评价可以通过学生对老师评价，老师之间互评，学生对自我评价以及学生互评来进行。评价要在

课程结束后及时评价，每个人发表自己最直接的评价，从自身以及其他人身上吸取经验与教训。老师提供

课程评价，发现自己课堂上的问题，积极改善教学方法，随时为学生解决困惑。学生提供教学评价，认识

自己在课堂上的表现，学习其他同学的优秀表现，努力避免错误的发生。在最后的考核时，老师应该针对

不同特长的学生进行不同的考核方式。乒乓球运动的学习与普通理论知识学习大不相同，学习乒乓球主要

在于锻炼身体和学习乒乓球的竞赛技术，让学生了解乒乓球，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4 结语 

国球运动在中国的各类体育项目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前各学校也开设了乒乓球教育，然而多数乒乓球

体育课程均采用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其单一的教学形式和僵化的教学模式不利于乒乓球教学效果的提

高，传统乒乓球教学法忽视了对乒乓球战术细节的分析和教学，多数学生都表示出对传统乒乓球教学的不

适应，对技战术动作不理解。而乒乓球的微教育模式能解决传统乒乓球教学中的教学难题，为师生带来新

的教学突破。在乒乓球的微教育模式中，需要学校和教师做好以下工作。 

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中，教师应该正确树立“微教育”理念，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充分

进行教学调研，在了解学生对乒乓球的学习需求的情况下合理制定出科学的教学目标，以便在教学实践过

程中能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有效的教育点拔。“微教育”理念还要求教师要对乒乓球教学课堂进行灵活的教

学，并以教学活动来展开乒乓球教育。好的教学方法能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由此，教

师应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个体的学习需求，做到分层次有针对性教学。“微教育”理念要求教师要树立角

色互换的意识,重视让学生通过不同的角色学习乒乓球的文化和技术，由此，教师应当为课堂构建有激情

的情境，提升学生的学习氛围。“微教育”理念要求师生重视教学反思，对摄像记录进行剖析,瓦解学习

难题，并解决学习难题，从而真正掌握学习。“微教育”理念要求师生重视课堂交流，以此促进学习。 

好的评价考核机制有利于师生的共同进步，乒乓球的微教育中，要注重评价主体的差异性，对不同层

次的学生进行不同标准的评价，注重过程评价，降低结果、分数评价的作用，从而发扬乒乓球的竞技精神。 

综上所述，将微教育模式引进乒乓球的教学，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促进师生对乒乓球学习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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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让师生体验到乒乓球文化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热爱乒乓球，学习乒乓球，从而弘扬乒乓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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