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案例二： 

在线教学课程案例——乒乓球技术动作教学 

宋丽 

按照教学统一安排，确保疫情防控期间能按时有效开展教学，《乒乓球俱乐部》课

程教学本学期通过在线教学方式组织实施。根据本课程的特点，对教学方案、线下课程

衔接和在线授课情况等进行详细安排。在去年各班所建的教学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

又增加了体育骨干群、老师助理等，并通过 QQ 和微信系统进行线上教学演练。通过体

育骨干统计出勤和汇总，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够进入网络课堂，同时切实关注偏远地区学

生的网络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出积极应对，形成自己的网课风格。最终使学生在这

个特殊时期能掌握一定的乒乓球技能和通过居家有氧健身练习提高身体素质。 

一、在线教学课程介绍 

1.任课教师 

宋丽，体育学院,教师，长期主讲体育赛事管理与运营、乒乓球俱乐部课程。 

2.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乒乓球技术动作和居家有氧练习的运动实践课程，主要学习乒乓球的裁判

与规则、乒乓球百科知识、正反手平击发球、正手近台攻球、左推右攻、正手左侧下旋

发球、搓球、发球抢攻和居家有氧健身练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乒乓球技术动作的重点

和难点。复习上学期学过的技术动作同时学习新的技术动作，建立起新的初步的技术动

作概念，便于返校后进一步学习提高。在此基础上搜集许多有氧健身居家锻炼视频来提

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让我们每一位同学懂得通过居家健身练习来提高身体素质和增强免

疫力的重要性。 

3. 教学重点 

乒乓球技术动作复习及学习，居家有氧健身练习。 

4. 教学难点 

新的技术动作的学习，适合学生居家有氧练习动作的规范度、练习密度和强度。 

5. 教学支撑材料 

电子教材、参考书、网络教学平台、搜集的教学视频等。 

二、在线教学课前准备 

1. 建立本课程微信和 QQ 教学群,完善课程相关信息和在线教学方式。 

正式上课之前建立微信和 QQ 教学群，确认各班学生名单，将 8 个公共课程教学班

学生全部入群，通过体育骨干完善和统计汇总各班的学生人数和上课前点名签到模式，



 

保证通知信息畅通，正常完成线上教学环节，教学提问采取集体回答、点名回答和集体

讨论等互动模式。利用体育骨干提前发布相关的教学要求、信息和课程作业等。 



 

 



 

 

 

 

 

 

 

 

 

 

 

 

 

 

 

三、线上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案设计 

针对乒乓球俱乐部课程特点，结合体育骨干对本班的调查，并兼顾到网络平台的稳

定性，最终确定适合本课程的教学方法。采用课前学生了解教学内容+课内（语音+文字

+PPT+视频+互动+限时问答+老师分析解答）+课后有氧练习的任务（作业）布置检查考

核加分，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在线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外为了鼓励学生进行身体素

质练习，对学生的运动锻炼视频进行单个分析和交流，分析动作完成情况提出改进方法，

对动作完成认真的学生进行统计，并且做好记录，作为平时表现给予表扬加分。鼓励学

生在家坚持锻炼，更加的亲情化。 

四、线上教学环节设计 

1.课前交流把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对学生进行正能量的引导 

通过微信和 QQ 教学群让体育骨干发相关的学习课程任务和视频，尽可能的做好预

习。同时利用课前时间对学生进行正能量的引导。 



 

 

 

 

 

 

 

 

 

 

 

 

 

 

 

 

 

 

 

 

 

 

 

 

 

 

 

 

 

 



 

 

 

 

 

 

 

 

 

 

 

 

 

 

 

 

 

 

 

2.课中教学 

（1）通过学习平台进行数字签到，体育骨干在课前十分钟开始检查签到人数统计好后，

截止到上课前两分钟发在群里，对未签到学生及时提醒，确保每位学生都能按时进入在

线教学活动。 

（2）在 QQ和微信教学群，按照教学内容发送相关的链接和视频，和学生同步观看。具

体教学内容主要采用语音（文字很多的情况下）、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在教

学过程中，老师讲解和学生的回答提问并重，同时利用微信或者 QQ 的功能、随机提问

学生答题、集体进行讨论、集体回答等手段进行互动式教学，实时了解学生的参与上课

情况，偶尔也会和学生以风趣语言来调节课堂气氛。  

上课学生端实时互动界面： 

 

 

 



 

 

   

 

 

 

 

 

 

 

 

 

 

 

 

 

 

 

 

 

 

 

 

 

 

 

 

 

 

 

 



 

 

 

 

 

 

 

 

 

 

 

 

 

 

 

 

 

 

 

 

 

 

 

 

 

 

 

 

 

 



 

 

 

 

 

 

 

 

 

 

 

 

 

 

 

 

3.课后作业和答疑 

通过微信和 QQ 平台定时让学生完成课后练习，通过视频的形式发给本班的体育骨

干，体育骨干发给老师，老师在课后把学生完成动作的情况通过微信和 QQ 的形式反馈

给学生。主要是针对上课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对于一些个别学生模棱两可的问题可以在

下课后和学生交流。下图为作业完成情况。 

 

 

 

 

 

 

 

 

 



 

 

 

 

 

 

 

 

 

 

 

 

 

 

 

 

 

 

 

 

 

 

 



 

 

 

 

 

 

 

 

 

 

 

 

 

 

 

 

 

 

 

 

 

 



 

五、在线教学小结与思考 

教学小结： 

1.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相融合 

在线开课以来，最大的收获，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居家防控抗疫的日子里，

不断的督促学生利用这段日子努力充实自己，要学会从网上课堂进行学习。不断的提升

自身的自律性和身体素质。 

2. 能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情况灵活把握课的内容 

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需要特殊对待网课教学，从几乎没有任何网络教学经验到通过

三周的教学实践，在摸索和探究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也遇到和付出了比正

常教学更多的困难和艰辛。 

3.线上与线下合理衔接 

疫情防治期间的在线教学计划、方案和内容，待返校恢复正常上课后，将线上和线

下两者合理衔接，为以后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积累一定的经验。 

思考： 

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存在需要在以后课程中思考的问题。比如：如何更好的监

管学生的听课质量，课上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核？如何在线上更好的提高每位同学的听

课和居家健身练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如何能更好的发挥体育骨干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