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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小学体育与健康教育》丛书根据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的精神和要求以及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全

面理解新的课程理念、课程性质和课程价值编写而

成。自出版以来深受小学生喜欢，被广大读者称为富

有特色的课外阅读图书。

此次再版，我们主要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

做到量体裁衣，满足读者需求。

限于时间与编写水平，本丛书难免存在不足之

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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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化和课程改革的深入，“体育教

育”也改成了“体育与健康教育”，把广大学校体育教育的功能

明确定位于学生的健康发展。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正是带动

学校体育卫生概念与功能的转变，原有单纯只注重增强体质

和提高竞技水平的方法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更不能激

发和满足全体学生参与体育和健身活动的需求。现代体育教

育应立足于健康、公平与合作、环境、竞技与娱乐四个领域的

教学。体育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接受身体健康教育，使学生

在体育活动过程中享受体育的乐趣，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掌

握科学的锻炼理论与方法，为自身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使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实现了全方位的交流和

融合，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即将举行，全民健身运动如火如荼，

中国体育在世界体育之林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极大地激发了

广大青少年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２１世纪体育教育的

特点，既要满足广大学生身心发展过程的需要，体现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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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性、多样性、健康性、终身性”的特点，还要满足广大学生

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与爱好的要求。

体育教育要体现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必须树立“健康第

一”的指导思想，通过体育文化知识的传播，提高学生对体育

的认知，加强学生对人的生命过程和身体活动过程中各个不

同阶段特点的全面了解。为学生能科学地、自觉地、主动地锻

炼与维护健康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体育教育要树立全面的健康观，将体育与健康教育真正

落到实处。在实际教学中，加强体育健康理念知识的传授，使

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育健康理论知识，做到“懂体育、爱体育、学

体育、会体育”。

２１世纪的体育，将作为健身、享受、娱乐融进人们的生

活。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

要发动全社会关心他们的体质和健康。各级各类学校要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做好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工作，提高

小学生的整体素质，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打下良好的基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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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乒乓球运动概况

第一节　乒乓球运动的起源

对于乒乓球运动的起源，各国有不同的说法。

相传两千多年前在日本宫廷中就开始流行着一种

带羽毛的毽子游戏。直到１９世纪初叶，由于欧洲

网球运动的盛行，给乒乓球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当时传说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在英国首都

伦敦的某天，天气炎热，有两个青年到一个上等饭

馆吃饭。饭后，两个人闲聊时感到很闷热，于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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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雪茄烟盒的盖子扇起来。后来，他们又拣起酒

瓶上的软木塞子，以当时最盛行的打网球动作，用

盖子把塞子打来打去。此举吸引了不少食客和侍

者观看。当时，大家把它叫做“ＴＡＢＬＥＴＥＮＮＩＳ”，

即“桌子上的网球”。英国的新闻界颇感兴趣，把它

誉为时髦的运动，并做了充分的报道。很快，英国

的一些大学生，以室内餐桌做球台，采用比草地网

球小的橡皮实心球裹上丝织物代替软木塞，将羊皮

纸贴在窄长拍柄、椭圆形拍面作为击球工具。此种

亦称“小网球”的游戏，在贵族中很快流行开来。

当时，不但英国有这样游戏出现，在莫斯科和

彼得堡的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也流行着一种飞球运

动，球是软木塞插上羽毛制成的。

到１９世纪末，美国也出现了打带羽毛的球的

游戏，还使用一种外面蒙上一层丝织物的橡皮实

心球。

与此同时，日本沿海港埠横滨，外国商船来往

频繁，商行里经常进行类似乒乓球的游戏。于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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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也模仿起来，他们把饭桌或制图桌当做球台，

用毛巾或书籍堆起来做球网。球有的是胶质的，有

的是丝织物，而球拍则是用盛饭的木勺子代替。

传说在我国清初时，云南、四川交界的苗族人

民用梧桐或柑子树的果子晒干作球；清末在珠江流

域一带，人们把猪尿泡吹气做成球，用木拍在以门

板制成的台子上或地上相互对击。这就是我国乒

乓球运动启蒙阶段的游戏形式。

１９０４年，上海四马路一家文具店的经理王道

平，从日本买来十套乒乓球器材，摆设店中，还亲自

做打球表演并介绍在日本看到的打乒乓球的情况，

从而我国开始有了乒乓球活动。从以上各种传说

中不难看出，很早以前，在世界各国人民当中，已经

有了类似乒乓球运动的各种游戏。它们就是乒乓

球运动产生的萌芽和基础。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前，乒乓球运动基本上停留

在游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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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一、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诞生

２０世纪初，正当乒乓球运动在世界各地逐渐开

展起来的时候，由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顿

了一个时期。１９１８年后，随着大战的结束，欧洲许多

国家都相继成立了乒乓球协会，乒乓球的竞赛活动

也在各国之间日益增多。为了便于交流经验和促进

乒乓球技术的提高，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

织。１９２６年１月，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乒乓球邀请赛

期间，由德国的Ｇ．勒曼博士倡议，在柏林网球俱乐部

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当时参加的有英国、德国、匈牙

利、瑞典等国的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国际乒联，

并委托英国乒协举办第１届欧洲乒乓球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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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１届欧洲

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召开了第１次国际乒联全体代

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正式成立国际乒乓球联合会

的决议和国际乒联的章程，讨论了乒乓球规则，推

选英国乒协的负责人Ｉ．蒙塔古为国际乒联的第１

任主席。

参加第１届欧洲乒乓球锦标赛的国家有德国、

匈牙利、威尔士、英格兰、奥地利、瑞典、捷克斯洛伐

克、印度和丹麦。由于印度是亚洲国家，提出更改

名称，国际乒联决定把第１届欧洲乒乓球锦标赛改

为第１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第１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只举行了男子团体、

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和混合双打５个项目

的正式比赛。第２届增加了女子双打，第８届增加了

女子团体。此后，每届锦标赛都举行上述７个正式项

目的比赛。此外，还设有男、女单打安慰赛和元老杯

赛。但这３个非正式比赛的项目须由举办协会提出

申请，经国际乒联批准后，方能组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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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届世乒赛谱写了乒乓球早期运动的历史

新篇章，为今后的世界锦标赛奠定了基础。从１９２６

年至１９３９年，每年都举行一次世乒赛。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停办。从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７年，仍然是每

年一届。从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９７年，每两年举办一届比

赛。１９９９年，第４５届世乒赛因战争首次“一分为

二”，单项比赛和团体赛分别于１９９９年在荷兰、

２０００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第４６届世乒赛再次“合

二为一”，于２００１年４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第４６届

世乒赛以后又“一分为二”，单数年进行单项的比

赛，双数年进行团体比赛。从第一届比赛至２００６

年共举行了４８届世乒赛。

二、欧洲乒乓球运动的全盛期（１９２６—１９５１年）

１９２６—１９５１年，国际乒联共举办了１８届世界

乒乓球锦标赛，除第１３届在非洲的埃及举行外，其

余１７届比赛均在欧洲国家举行。参加比赛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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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欧洲最多，各届冠军获得者，也以欧洲为最多。

总计１８届锦标赛，共有１１７项次冠军（第１１届女子

单打未能确定冠军），除由美国选手夺得８项次外，

欧洲选手取得了其余的１０９项次的世界冠军。其

中匈牙利队获得５７．５项次，捷克斯洛伐克队获得

２５．５项次，英格兰队获得１０项次，奥地利队获得５

项次，罗马尼亚队获得４．５项次，德国队获得４项

次，波兰队获得１．５项次，苏格兰队获得１项次。欧

洲国家获得的冠军占总项次的９３．１％。在这一时

期，欧洲在世界乒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在乒乓球的技术发展上，这个时期由于胶皮颗

粒球拍出现有利于增大球的旋转，加上当时的球网

较高（１７厘米），球台较窄（宽１４６．４厘米），球体较

软，有利于促进削球技术的发展，从而改变了木拍

时代的单调打法。当时匈牙利选手较充分地利用

了这些条件，有效地发挥了本身的技术水平和工具

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第１１届世界乒乓

球锦标赛之前，由于没有时间限制，比赛往往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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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以第１０届锦标赛为例：１分球，最长的时间用

了２小时２０分钟；一场男子单打，最长的时间用了７

小时３０分钟。这种“马拉松”式的比赛，使观众失去

了兴趣。为此，第１１届锦标赛之后，国际乒联对规则

作了重要的修改，把球台放宽到１５２．５厘米，把球网

降低到１５．２５厘米，比赛改用硬球，限定了比赛的时

间。这些改变为攻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此削攻

结合的打法逐渐发展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以攻

为主的新打法。但由于时间短，攻球技术一时还难

以达到足以对付削球的程度，因此，这一阶段以削为

主的打法占据了世界乒坛的主导地位。

三、日本队称雄于世界乒坛时期（１９５２—１９５９年）

日本乒协早在１９２８年就加入了国际乒联，但

直至１９５２年才第１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

日本选手采用了直拍长抽的进攻型打法，并成功地

运用了海绵贴面的球拍，在孟买举行的第１９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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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打败了欧洲横拍以削为主的选

手，夺得了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和女子双

打４项冠军，从而开创了直拍与横拍、进攻与防守

相互对抗的新局面。

当时日本选手使用的海绵球拍击球速度快，声

音小，大多数的对手都很不适应，于是引起了一场

关于能否使用海绵球拍的国际争论。直至１９５９年

国际乒联才规定，球拍海绵上必须覆盖正胶粒胶皮

或反胶粒胶皮，而海绵和胶皮的总厚度不得超过４

毫米，其中胶皮的厚度不得超过２毫米。由于球拍

的革新，提高了击球的速度和旋转，促进了乒乓球

运动技术的迅速发展。

１９５２—１９５９年，日本选手蝉联５届男子团体冠

军（第２１～２５届）、５届男子单打冠军（第１９届、第

２１～２４届）、３届女子单打冠军（第２３～２５届）。在

第２５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除男子单打外，日本

选手取得了６个项目的冠军。在这８年中，共举行

了７届锦标赛，总计４９项次冠军，日本就获得了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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