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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乒乓球是我国的“国球”。
乒乓球运动集健身、竞技、娱乐于一体，具有球小、速度快、变化多、设备简单、运动量可大可小，
以及不受参与者年龄、性别和身体条件限制的特点。
经常练习不仅使头脑反应快，身体灵活，而且可以改善心脏功能，提高心脏工作效率，增强心血管系
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从而提高整个身体机能水平。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乒乓球运动正以飞速发展的势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并已融入到
体育爱好者的生活中。
为进一步普及与推动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提高乒乓球运动的教学、训练与实际操作水平，本书在
汲取世界和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最新信息的基础上，针对乒乓球运动最实用的技战术并结合练习方法
，尽量采取图文结合的方式，以帮助掌握动作要领，增强可操作性。
本书在乒乓球竞赛规则不断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对乒乓球竞赛的组织、编排及裁判法进行了较为详细
的理论阐述。
本书共分10章，力求注意吸收乒乓球技术发展的新思想，博采众家之长，尽力做到内容丰富，简明扼
要，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突出知识性、实用性和系统性。
因而，本书对乒乓球教学与训练以及广大乒乓球爱好者的学习将起到有益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本书既可作为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和普通高校大学生专项选修课教材，也可作为广大乒乓球爱好者
学与练时的参考用书。
本书编写人员及编写分工如下：袁文惠（郑州轻工业学院）编写了前言、第二章第二节至第四节、第
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二节和参考文献，刘杰（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编写了第一章、第二
章第一节、第九章、第十章，赵长玉（焦作职工医学院）编写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附录，贺
战冰（郑州大学）编写了第五章第三节。
本书由袁文惠担任主编，制定编写思路与纲目，并负责全书的统稿修订工作；由刘杰、赵长玉、贺战
冰担任副主编。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河南省乒乓球界前辈刘昌纯、刘天祥老师的大力协助与支持，同时引用和借鉴了有
关著作的内容和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肯定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希望读者和有关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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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乒乓球运动概述、基本理论、基本技术、组合技术与运用、基本战术、双打、教学
、训练、竞赛规则和规程及其管理、竞赛法、附录等。
本书既可作为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和普通高校大学生专项选修课教材，也可作为广大乒乓球爱好者
学与练时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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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一时期举行过7届世界锦标赛（第19-25届），世界冠军金牌共49枚，日本选手竟夺走了24枚
，占总数的49％。
在第25届锦标赛上，日本运动员达到了高峰状态，获得了7项冠军中除男子单打以外的6项冠军。
这是乒乓球运动史的第二个发展时期。
（三）第三发展阶段：1959～1969年中国直拍近台快攻打法崛起世界乒坛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称霸世
界乒坛的时候，中国也开始登上世界乒坛。
通过参加几届世界锦标赛，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技术上保持了快和狠的特点，训练上狠抓
基本功，加强了击球的准确性和变化，提高了对削球的拉攻技术，逐渐形成和创造了以“快、准、狠
、变”为技术风格的独特的直拍近台快攻打法。
在1961年第26届世界锦标赛中，中国队既过了欧洲削球关，又战胜了远台攻球加“弧圈球”打法的日
本选手，第一次获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并连续获得第27、28届男子团体冠军，震撼了世界乒坛。
中国近台快攻的优点是站位近、速度快、动作灵活、正反手运用自如，比日本远台攻球打法又向前发
展了一步。
在第26～28届的3届世界锦标赛中，世界冠军金牌共21枚，中国运动员夺得11枚，占总数的52％。
这说明，60年代中国乒乓球的技术水平，位于世界乒坛的最前列，技术优势由亚洲的日本转移到中国
。
这是乒乓球运动史的第三个发展时期。
（四）第四发展阶段：1971～1979年欧洲的复兴和欧亚对抗在亚洲日本、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的同时
，欧洲乒乓球选手一直处于探索和动荡之中。
他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并发展了日本的弧圈球技术，吸取了中国近台快攻打法的优
点，经过20年的努力，不断总结，终于摸索出自己技术发展的方向，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创造了
适合他们的以弧圈球为主结合快攻和以快攻为主结合弧圈球这两种先进打法。
它的特点是旋转较强、速度快、能拉能打、低拉高打、正反手都能拉弧圈球，回球威胁性较大。
他们把旋转和速度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乒乓球技术又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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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乒乓球教程》是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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