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乒乓球教学设计及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乒乓球教学设计及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体验发现的乐趣。

2、知道瘪的乒乓球受热恢复原状的办法。

3、培养幼儿善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若干乒乓球、空玻璃杯、热水、吹风机、筷子。

活动重点：

认真观察实验。

活动难点：

理解瘪的乒乓球重新变圆的办法。

活动过程：

一、导入：引出乒乓球。

1、小朋友们玩过哪些球或见过那些球啊？（举手回答）



2、老师给大家到来了很有趣的球，认识的小朋友就大声喊出
它的名字吧！

3、那么它跟小朋友们认识的篮球比怎么样啊？有什么不同和
一样的地方啊？（利用比较了解乒乓球的大小、轻重）

4、可以找小朋友掂掂拍拍篮球在拍拍乒乓球。

5、小朋友们比较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老师给你一个乒乓球你
想怎么玩啊？（师范给大家看）

二、实验。

1、小朋友们玩的很高兴，可是老师这里有一瘪的乒乓球在哭
泣说：“我不小心被踩瘪了，谁能帮助我呢？”

2、小朋友们快动脑筋想一想有什么好办法让它变回原来的样
子呢？（小朋友说出自己的想法）

3、小朋友们真棒，积极动脑筋想问题。

4、老师也想了一个办法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帮助它呢？

5、看看老师准备了什么？（幼儿说出准备的材料）

6、那这些有什么用呢？老师要做什么呢？（引发幼儿兴趣）

7、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小实验，仔细看哦！

8、老师这里有一个空玻璃杯，把瘪的乒乓球放进杯子里然后
倒入开水，想想开水倒进去后会发生什么呢？乒乓球会不会
在水底不出来了呢？哇！原来乒乓球浮在了水面上（过一小
会）老师现在要用筷子取出乒乓球，小朋友们想想老师为什
么不直接用手去拿呢？（引导幼儿说出里面是热水，直接用
手很危险，倒入开水环节也会涉及安全问题）



10、小朋友们想想为什么倒入开水后，乒乓球就变回原来的
样子了呢？（小朋友们猜想）

11、小朋友你们学会这个办法了吗？

活动延伸：

会跳舞的乒乓球。

1、乒乓球变圆了很开心，它说：“谢谢小朋友，我要给你们
跳支舞”

2、乒乓球会跳舞好神奇啊！小朋友们想看吗？

3、拿出吹风机，吹风机把乒乓球吹起来并在空中跳舞

4、乒乓球跳的'好看吗？我们来给它鼓鼓掌

5、小朋友们把会跳舞的乒乓球告诉给爸爸妈妈让他们和你一
起分享好不好？

小结：小朋友们今天的课《有趣的乒乓球》你们开心吗？那
我们以后多做一些有趣的小实验好不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让我们跟客人老师说再见吧！

活动反思：

受热膨胀是生活中常见的科学现象，但是幼儿年龄较小，可
能见过却不明白其原理甚至说不出原理的名称，所以本节课
真正的目标是体验发现的乐趣。

中班幼儿的思维发展特点仍然是具体形象的，所以不要求幼
儿说出乒乓球恢复原来样子的复杂科学的原理，只需要知道
用什么办法就可以了，因此只是用简单形象的语言讲解乒乓
球遇到开水是怎样变圆的，整个过程多以提问猜想为主然后



进行验证，既激发幼儿的兴趣引发好奇心又培育想象力发展，
既然设计的是一节小实验，就顺便让幼儿观察欣赏和乒乓球
有关的有趣实验，因此设计了会跳舞的乒乓球，只是让幼儿
对周围事物现象感兴趣，充满好奇心，由于时间等问题不可
能让幼儿一一操作，所以在幼儿离园时可以告诉家长回家和
幼儿一起尝试。

至于乒乓球可以进行有趣的制作可以作为一节美工课单独去
设计，让幼儿了解并动手操作，因此本节课没有涉及，实验
时会有一些变量存在，可能过程会和预想的不同，这一点要
有所准备。

乒乓球教学设计及教案篇二

1、杨博然：老师了解到你在学习上，好学上进，有一股不服
输的韧劲儿。但动作有时完成得不是很到位，要多努力和专
心。

2、姜乐：乒乓球动作的练习就要持之以恒，行动证明你的决
心，努力吧！

3、姜畅：美中不足的是你练习正手攻球还不是很到位，要多
努力和专心。

4、徐子涵：在这批培训中，你的基础是最好的。但技术动作
的掌握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希望在以后的练习中勿骄勿
躁、脚踏实地。你的乒乓球水平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5、徐洁如：多一份勤奋，多一份刻苦，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
你会取得好成绩。

6、方熙正：你是一个非常聪明、机灵还有点调皮的孩子。你
矫健的身姿，拼搏的精神，夺冠的'斗志，感染着我们每一位
同学。



7、钱来泽：任何成绩的取得，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只要有
恒心，肯学，肯改，相信你在乒乓球的学习和纪律上一定能
取得更大的进步。

8、胡奕阳：你知道要掌握乒乓球的技术都要付出艰苦的训练，
只要有恒心，肯学，肯改，相信你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9、陆嘉奇：在乒乓球训练中，你的动作是那样棒，老师为你
喝彩！

10、余隽之：乒乓球动作的练习就要持之以恒，行动证明你
的决心，努力吧！

11、李济民：心动不如行动，你只要能给自己培养一份恒心，
给自己增加一点自制力，你的乒乓球技术会进步的。

12、吴方曹：老师欣赏你认真、踏实的学习态度。你的自觉
性很强，能刻苦锻炼，希望能更上一层楼。

13、齐济放：初学乒乓球就是这样，只要你肯下苦功夫，就
会取得很大进步。

14、洪姜皓：聪明的你对待学习态度端正，能够认真地完成
老师布置的任务。15、徐千：你练习动作时是那么的认真，
老师和同学们打心眼里佩服你。

16、徐金明：你在练习动作时总是不断追求，不屈不挠，愿
成功永远伴随你！

17、陈胡浩：在乒乓球训练时，你既投入，又认真，深得同
学的好评。

18、周慧：老师了解到你在练习乒乓球时，有一股不服输的
韧劲儿。希望在以后的乒乓球练习中保持这种劲，才能对乒



乓球这种项目有更深的了解，才能对乒乓球感兴趣。

乒乓球教学设计及教案篇三

二目标：

1探索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乒乓球弹性的变化

2知道力的大小与弹性的关系.

3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

4对”乒乓明星`乒乓运动感兴趣。

三准备：

1乒乓球人手一份,记录表人手一份。

2辅助材料:棉花、木板、纸板球拍等。

3中国获得多哈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冠军总数以及乒乓球明星的
图片与资料。

四过程：

1师生问好.。

2谈话------多哈亚运会与乒乓球

师幼小结：略。

3探索乒乓球弹性与力的大小关系。

（1）师：小朋友手上都有一只乒乓球，请你玩一玩，有什么
新发现？告诉老师和小朋友。



（2）幼儿操作，教师参与幼儿活动。

（3）师启发幼儿小结：玩乒乓球时用的力大乒乓球跳得高，
用的力小乒乓球就跳得底。

4出示棉花、纸板、木板让小朋友猜一猜乒乓球在哪种材料上
跳的'高并出示记录表，请小朋友在表格内记录下自己的猜测
结果。（记录时可以用数字，或用标记）

结果

5请小朋友用同样的力气去三种材料上试试，并记录乒乓球在
哪种材料上跳得高。

材料、棉花、纸板、木板

结果

6师引导幼儿从猜想与操作的对比中小结：乒乓球的弹性会变
化，当遇到比较坚硬的材料时弹性大跳得高。当遇到比较柔
软的材料时弹性小，跳的低。乒乓球的弹性与力的大小有关
系用力大跳的高，用力小跳的低。

7小竞赛--------谁是第一

师：小朋友，找你的好朋友，两人或多人一组比一比，看谁
拍的乒乓球数多。引导幼儿在比赛的过程中探索发现乒乓球
跳的高度与频率的关系。

8师幼共同小结。

乒乓球教学设计及教案篇四

一、教学目标：



1、学习乒乓球的反手推挡技术，使100％学生了解本课学习
目标，80％的学生能够运用这一技术。

2、通过乒乓球的反手推挡技术练习，提高学生的快速反应能
力及身体灵活性。

3、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以及对国球的热爱。

二、教材分析：

乒乓球是我国的国球，有着广泛的群众的基础、完善的乒乓
球设施，并且随着我国乒乓健儿一次又一次的奥运会、世界
锦标赛等各种国际大赛上夺得冠军，人们对乒乓球这项运动
的期望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我选择了乒乓球
反手推挡技术为本课主教材。

三、学情分析：

1、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肌肉弹性较差。骨骼肌肉以及
内脏发育尚不完善，需多加强小肌肉群及灵活性练习。

生开始注意教师和同学对自己的态度，会积极的投身到学习
中去并努力表现自己。

四、教学过程：

一、准备部分

1、创设乒乓情境，激发参与兴趣。

在课的开始，我请学生将收集的乒乓球资料以及小知识向全
班同学展示交流，并借此传授乒乓球的相关知识及乒乓球运
动为何当之无愧地被我们称之为“国球”。

2、介绍乒乓球基本知识。认真观看学生搜集的乒乓球材料。



学法：观察法、研讨法、实践法。

3、熟悉球性。（托球练习）

热身练习过程中，我采用由下至上练习，先从脚步（并步、
滑步、交叉步）练起，再进行摆臂练习（正手、反手）。熟
悉球性采用托球接力、颠球比多等基础练习，使学生尽快找
到球感，为本课的新授内容奠定基础。

二、基本部分

乒乓球——反手推挡技术（以直拍反手为例）

动作要领：体前倾，手外旋，上升期，推出去。

重点：前臂和手腕发手、重心落在脚上。

难点：在球的上升期借反弹力将球推回。

教法：启发法、直观教学法、多媒体演示法

在新授教学内容中，我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充分
利用教学光碟。这样不仅可以更直接的剖析动作要领，还可
以让学生更清晰的观看到示范动作，迅速找到正确的击球部
位以及挥拍的手臂轨迹。台上练习中我采用二人、三人、四
人分组练习，这样不仅克服了学生多、球台少的难题，同时
也为学生帮教和区别练习创造了条件。在练习过程中，教师
深入学生中去帮助指导，。学生会很直观的观察到自己的动
作是否正确，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研
究性学习能力。分组提高过程中，我会重点关注掌握速度较
慢的学生，从基础一点点抓起，不让任何一名学生失去对乒
乓球的兴趣。同时，选派小组长组织掌握较好的学生进行小
组比赛，使每名学生都在运动中享受乒乓运动的乐趣。



1、观看教学片。分析动作。

2、原地摆臂----上台练习----选优示范----分组提高。3、
教师讲评。

学法：观察法、研讨法、实践法。

1、看教学光碟。

2、分析反手推挡技术----徒手挥拍练习----分组练习----观
看自己动作---分析正误----分组提高----区别对待。

组织：二人一台

----三人一台----四人一台、

要求：动作规范，准确到位。

三、结束部分

最后，选择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作为放松曲，使学生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结束本课。

1、放松韵律操，教师领做。

师生共同随音乐放松。

2、评一评：宣布下课

教学反思：

针对我校初中部的乒乓球台只有两台，而上课学生又比较多，
不利于分配球台的情况，我在教学中采用4人一台、两两对应
的练习形式，有进也采用多人一台进行接力练习的方法，提
高球台的使用率。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觉得还要注意训练、帮助基础较
差的学生，掌握技术与纠正动作。

另外，还要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看起来，乒乓球运动没有
其它运动激烈，没有铅球运动等的直接危险性（砸伤人），
但是，乒乓球运动中身体移动快速多变，在教学前应注意球
场周边环境的清理，以免学生在练习中摔倒受伤，尤其是场
地是否湿滑等。

乒乓球教学设计及教案篇五

a部分动作：倾听前奏，然后~随音乐有节奏地走4步，再扔接
乒乓球，停住。（后面动作同上）

b部分动作：将乒乓球放置于手背上随b部分音乐走圆圈线，
保持乒乓球不掉，结束动作（单手扔接乒乓球）并谢礼。

二、教学活动建议

【活动准备】

1、乒乓球20个（自带）

2、音乐《天生星星下凡来》

3、场地上画有能站16名幼儿的圆圈线。

【活动目标】

1、能根据a部分音乐有节奏的玩乒乓球。

2、通过练习探究和交流经验初步掌握乒乓球的几种玩法及技
巧。



3、培养幼儿的专注力和控制能力。

【活动过程】

1、故事导入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有
一个奇妙的王国，王国里住着的全部都是乒乓球，每一年，
乒乓王国都会举行一次盛大的舞会，舞会会邀请很多的人去
参加，今年宋老师也受到了邀请，国王想要邀请咱们小朋友
去参加舞会，为了表示对国王的尊敬和谢意，所以今天我召
集咱们小朋友一起学习二下_乒乓王国的礼仪舞，下面呢，让
我们先一起来听听‘乒乓之舞’的音乐。”

2、a部分展示

(1)a部分动作示范并提问：“乒乓公主和老师做了哪些动作？
每个动作做了几次？”

(2)师与幼儿徒手练习动作后渗入音乐练习

(3)幼儿无音乐实物练习，并解决难点（怎样才能稳稳地接到
球？）。

(4)教师鼓励幼儿，并随音乐实物练习。

3、b部分展示

(l)谈话、休息

(2)部分动作示范

(3)幼儿随音乐与教师共同在线上练习。



(4)难点解决（轻轻地、慢慢地走，眼睛盯着球，保持平衡）。

4、将a、b两部分动作随音乐完整展示并谢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