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四川省高等教育“质量工程”

子项目申报表

项目类别： 教材建设与改革

项目名称： 运动训练特色专业优秀教材

子项目名称： 乒乓球教学与训练（优秀教材）

所在学校： 成都体育学院

子项目负责人： 刘建和

填报日期： 2011 年 10 月 19 日

四川省教育厅 制表

二Ｏ一一年十月



填 表 说 明

1. 项目类别与附件 1 一致。

2. 项目名称与附件 1 一致。

3. 子项目名称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1 年度高等

教育“质量工程”专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所确定的子项目名

称申报。

4.子项目所填写的前期建设基础的相关成果，截止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5.申报表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明

确、简洁。所在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6.表中空格不够时，可另附页，但页码要清楚。

7.申报表限用 A4 纸张打印填报并装订成册。

8.优秀教材项目可报送编写提纲、出版合同等必要附件，并

与项目申报一起装订报送，其他申报项目原则上不再上报附件材

料。



1.子项目负责人

1-1

基本

信息

姓 名 刘建和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55.11

学 历 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电 话 028-85093280

学 位 博士
行 政

职 务
副校长 传 真

所在院系 运动系 学科专业 体育教育

1-2

教学

情况

（含承担本专科教学任务、开展教学改革与研究情况，总计不超过 10 项）

1、乒乓球，1978 年至今，体育教育专业学生。

2、乒乓球，1993 年至今，硕士研究生专业课

3、指导体育教育本科生毕业论文

4、指导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1-3

学术

研究

（近年来主持的科研项目、获得的科研成果，总计不超过 10 项）

1、后北京奥运的中国竞技体育体制走向，200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课题组组长

2、从技术哲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竞技运动技术发展规律，四川省社会

科学研究，2005 年度规划项目，课题组组长

3、提高四川省残疾人竞技体育水平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四川省残联，

2009－2011，课题组长

4、应对乒乓球 11 分赛制的训练学思考，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一作者，

2003.6

5、关于完善体育院校乒乓球本科教材内容体系的构想，体育教育研究，

2004.1

6、运动竞赛学：现状与研究重点，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9

1-4

获奖

情况

（近年来，获得的主要的教学、科研奖励情况，总计不超过 10 项）

1、《乒乓球教学与训练》，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获得四

川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课题组长，2009

2、荣获第三届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09

3、论运动技术的序列发展与分群演进，四川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课题组长，2008



2.子项目参与人员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职称 学历 所在单位 项目分工

岳海鹏 男 38 副教授 硕士 运动系 参编

唐小林 男 50 教授 本科 运动系 参编

李 林 男 42 副教授 博士 运动系 参编

3.校外参与共建单位（无合作共建单位项目可不填写）

单位名称 承担工作



4.子项目建设的前期基础

4-1 项目建设已具有的前期基础、取得的前期成果等。

教材 2002 年开始立项研究，2004 年底完成成果并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之

后成为成都体育学院的乒乓球专业教材，多个体育院校也采用本教材为其乒乓球专业教

材。

1、多次重印，成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体育院校通用

教材

本教材自 2004 年 11 月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以来，受到包括我院学生在内的全国

各专业体育学院及师范大学和其它大学体育院系老师和学生的普遍好评。至 2008 年 9

月，已进行第二版、6次印刷，发行量已超过 5万 5千册。根据 2008 年 1 月 3 日教高司

函[2008] 2 号《关于对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补充)选题进行公示的

通知》，本教材入选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并于 2008

年 9 月出版。

2、学生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实践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教材强化对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积极开展教学实践、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并逐

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实践教学体系与模式。强调对实践能力的培养，给学生独立实

践教学的机会，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性的发挥提供宽松的环境和条件。通过近几年

的实践证明，毕业生质量明显提高。

3、为教学改革和新的教学模式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根基

项目首先在体育教育专业 2004 级试点的基础上，于 2005 年在体育教育专业和运动

训练专业广泛推广，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通过本成果的实施，推动了

乒乓球的课程建设。

4-2 项目与《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 2010-2012 年项目建设规

划》中规划项目之间的关系（无规划项目支撑的申报项目不填写）



5.子项目建设目标

项目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针对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建设目标）

项目建设立足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着力于在教材的建设过程中吸收最渐进

的理论成果，处理好新旧内容的关系，充分关注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将加

快教材的配套建设，编写教法参考和进行教学视频的制作工作，使教材建设趋于立体

化。

1、改革原有教材内容，使教材结构与内容都更加完整

吸收最新理论成果，力求满足社会的发展、公众健身需求的多元化需求。并通过

实验教学等手段，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培养的关注。

2、通过配套教材的建设，实现教材的立体化

通过编写出版教法参考书，达到满足学生课外自学的需求。同时，实现对学生参

与教学实践的理论指导与帮助的目标。

3、通过制作配套教学视频，使学生的学习更加形象，达到提高学习效率的目的

配套教学视频的建设，力图实现专业与普及的统一。既保证内容的专业性，又实

现形式的简单性，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的直观性，促进视觉的形象性，进而达到提高

学习效率的目的。

6.子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高度概括项目建设主要内容所包含的要点，限 300 字以内）

1、项目建设将主要着力于整合原有教材内容，体现时代特色，把乒乓球界最先

进、最新的研究成果吸纳进教材。如用“乒乓球竞技制胜因素”的概念整合“影响击

球质量的五大因素”。

2、充分考虑教材内容对培养学生素质和能力、适应社会需要等方面的作用。用

制胜因素的概念整合击球质量的五大物理要素；用一定的篇幅，以图片与文字说明相

结合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当今世界乒乓球运动中的高级技、战术情况。

3、辟出专章论述技术诊断、纠正及考核，加强对学生专项能力的培养。

4、通过对教材内容的进一步研究，编写教法参考书以完成教材的配套建设。在

此基础上，制作技术动作教学录像以促进学生学习与训练的直观性与形象性。



7.子项目建设方案

（项目拟采取的主要措施、实施办法、进度安排等内容）

1、项目拟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实施办法

通过对原有教材的重新审定，论证内容与结构等的完善程度。同时，召开教材修订

会议，讨论与确定教材补充与完善内容并开始教材的修订工作。在此基础上，同步进行

配套教材《乒乓球教法参考书》的编写工作与教学录像的摄制工作。并制定工作时间进

度计划，定期进行检查与验收，确保教材修订、配套教材建设及教学录像摄制工作的如

期、顺利完成。

2、项目建设的进度安排

确定修订大纲与内容 2011.9——2011.12

书稿编写 2012.1——2012.5

统稿与审定、配套教材编写 2012.6——2012.9

修订教材出版、配套教材审稿与修订 2012.10——2013.3

配套教材出版 2013.4——2013.6

配套教材计划投入使用 2013.7

教学录像摄制 2013.8

教学录像投入使用 2013.8



8.子项目预期成果、效益与主要特色

8-1 项目的预期成果与效益

（含项目实施的覆盖面、预期的学生培养成效、人才培养效益和社会效益、

成果的推广使用范围等）

教材修订后将将满足学院体育教育专业、运动训练专业、社会体育专业主修与专修

学生总计约 1000 余人的课程学习需要。同时，作为由人民体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体育

院校通用教材，将为全国各专业体育学院及师范大学和其它大学体育院系老师和学生的

学习提供帮助。随着项目的实施，教材会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

应用项目成果将使学生具有极强的技术纠错能力，具备熟练的沟通与交流技巧。同

时，应用教法参考书将使学生对专项教学、训练方法更为熟稔，具备极强的就业能力。

学生的实践能力将大为增强，知识将更为全面。教学录像的投入使用为学生和乒乓球爱

好者提供了极大的学习与自学机会，实现服务社会的最终目的。

8-2 项目主要特色

（项目主要的创新性，与其他同类项目相比较的独特性和优质性）

1、密切结合学生就职后的工作需要

教材辟出“对未来乒乓球教学人员的几点建议”专章，以“未来乒乓球教学人员

的工作要求”为前提，要求学生“对乒乓球运动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尽可能掌握与

乒乓球有关的知识”、“要善于进行乒乓球教学设计”、“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学习’因

素与‘训练’因素的关系”、“要有较强的纠错能力”、“要有很强的动作示范能力”、“要

熟练掌握与学生的交流技巧”，等等。

2、突出技术诊断、纠正及考核

我们对体育院校现行所有术科教材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技术诊断与纠正方面的专论

极少。为此我们在新编教材中列出“技术诊断、纠正及考核”专章，重点解决学生在技

术教学中“纠错”能力的培养。为便于学生自学，我们编制了《纠错对照检查表》，涵

盖了握拍法、基本站位与基本姿势、步法、推挡、攻球、弧圈球、搓球、削球、发球、

接发球、组合技术等教学内容，每一项内容均包括易犯错误、表现形式、致成原因、纠

正方法等四方面的分析。

3、新增乒乓球比赛的组织与裁判法教学中的范例

以往教材中“乒乓球比赛的组织编排法与裁判法”部分，基本是套用乒乓球竞赛规

则的内容。此举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学生往往是从理论到理论，印象不深。我们力求

在保留原有教材部分必须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选择典型的范例，以加深学生的印

象，使学生在今后实际工作中遇到类似情况时，能对解决问题起到参考作用。



9.学校支持与保障政策

本项目是运动训练特色专业综合改革的子项目之一，该项目已列为我校

“十二五”期间质量工程重点项目之一。我校将按照《成都体育学院质量工

程建设与管理办法》，为本项目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计划安排好编写人员

的时间，确保项目如期顺利完成。

10.子项目资金预算与安排
序

号

支出科目

(含配套经费)

金额

(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1 配套教材出版 10000

2 教学录像制作 10000

合 计 20000

项目的经费来源

省财政经费

学校自筹经费 20000



11.学校审核意见

同意申报，保证从人、财、物三方面给予项目建设充分支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2011 年 10 月 25 日

12.教育厅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