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羽毛球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学院名称 体育运动与健康学院 课程性质 必修

课程类型 专业课

授课对象 公共体育选项课班
学分/学

时
1

章节名称 使用教材 羽毛球运动教程（第二版）

授课题目 正手击高远球技术；结合步法的素质练习

教学目标

认知目标：使学生明确在羽毛球比赛中应用正手击高远球技术的时机。

技能目标：通过练习使 75%左右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初步掌握正手击

高远球的技术动作，25%左右的学生能够独立完成正手击高远球技术，

提高学生上下肢协调配合的能力。

情感目标：使学生主动参与、积极学练、懂得感恩。在活动中培养合作

意识和行为。

教学重点
以肩为轴，通过大臂带动

前臂，最后“闪”腕击球
教学难点

全身协调发力力；

选择击球点

课程思政理念

通过教学活动各环节的设计来带领学生解读体育精神的显性教育

和隐性教育相融合的过程，实现羽毛球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向同

行，实现协同育人的目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 PBL(问题式学习） 分组分层 榜样带动 混合式

教学设计

环节 教学过程 课程思政

【问题导入】
什么是高远球？正手击高远球技

术的动作要领是什么？ 1、通过教师启发式教学，

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对羽毛球

课的兴趣，同过学生探究，教

师讲解，加深学生对动作要领

的领悟与理解。重复发挥了教

师的主导作用和主体作用。

2、正手击高远球技术对初

【知识讲授】

1、顾名思义，高远球就是既高又

远的球。

2、击高远球的技术要领：①准备

动作要领：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侧

身使左肩对网，两脚间距与肩同宽，

重心在后脚， 右手握拍屈臂举羽毛球

拍于右侧，左手自然上举，眼晴向上

注视来球，使拍面对着球网。

②引拍动作要领：羽毛球拍上

提并后引，使躯干成微微的反弓形。

同时，身体向左转动 或面向球网。此

时，右肘上提，使拍框在身后下摆，



学者来说比较难。重复、多次

练习，学生感到枯燥，容易导

致中途放弃。面对强大的磨难，

大学生需要做的不是本能的退

缩，而是要学会吃苦耐劳，学

会积极应对。塑造顽强的意志

品质。

3、练习中的一对一配合，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学生的

合作意识与协作精神，不仅有

利于学生很好地掌握羽毛球技

术，更能加强学生的合作、进

取，对大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和合作精神的培养也有毋庸置

疑的效果。分组互助学习，以

好带差，培养学生们的协同创

新，共同进步、互相帮助的集

体主义精神，加强学生们的交

际能力。

4、自觉挥拍 50 次是对学

生更好的诚信教育，教师可以

引用名人名言“最大程度的诚

实是最好的处世之道”；“诚

实就是对所有人都要以诚相

待，有品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

诚实，因为诚实，所以要一诺

千金，以坚强的意志实现诺

言”.....。培养学生的严谨、

诚信、拼搏、爱国爱校、爱专

业等高尚情操。

5、羽毛球步法练习往往使

学生感到单调、重复、枯燥无

形成引拍的最长距离。

③挥拍击球动作要领：挥拍击

球动作从后脚后蹬开始，紧接着转体、

收腹，肘部向前摆 动，并以肘为轴，

以肩为支撑点，前臂旋内加速向前上

方挥动。在击球的一瞬间，主要依靠

前臂、手腕和手指的协调用力，取得

最佳的速度(手腕的爆发力在挥拍过

程中产生较大的挥 拍速度)。此时，

手腕在内收的状态下迅速屈腕，并握

紧拍柄，运用拇指和食指的顶、压动

作，产生出最大的爆发力。击球点在

右肩上方，持羽毛球拍手臂在几乎伸

直的情况下，以正 拍面击中球托底

部，将球击出。左手协调地降至体侧，

协助转体动作。

④随前动作要领：击球后，右

手顺势向左下方减速摆臂，最后收至

体前。身体重心迅 速左转至体前，右

脚向前动一小步，为下一步中心做好

准备。

【启发探究】

1、怎么样才能实现既高又远的

效果？

2、如果扔东西，怎么样才能扔的

既高又远？

【学生讨论】
3、看谁扔的远？让学生边思考

边试验

【知识讲授】

4、教师领做（边讲边做，由慢到

快，强调拍触球一瞬间的闪腕发力）

→ 学生挥拍练习（自觉完成 50 次）

→学生一对一练习（一人抛高球，一

人击球）→ 集中练习（教师发高远球，

学生回高远球，教师有针对性指出不

足之处）→ 一对一练习（一人发高远

球，一人击高远球，强调配合的重要

性） →分层分组（技术掌握好的学生

一对一练习，技术掌握不好的由教师

重新讲解技术要领后做“喂”球练习）

→分层分组（“强带弱”的分组模式）

→ （教师）个别指导

【启发探究】

1、什么是羽毛球步法？

2、为什么打羽毛球要学习步

法？

3、学生了解的步法有哪些？

【学生讨论】 学生讨论后，并采用自觉或点名



味,学生易产生疲劳厌练的情

绪,直接影响训练的质量。一方

面通过结合有球练习激发学生

兴趣，另一方面教师要让学生

明白步法的重要性。羽毛球的

手法是表现，步法是内力，要

打好羽毛球，没有步法的支撑

是打不好羽毛球的。树立学生

终身体育思想可以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

6、素质练习也很累。这时

体育教师要不断鼓励，并提醒

学生，如果放弃，你输掉的不

仅是任务，还有大学生的体育

精神。激励他们在学习和生活

中不断奋斗。培养学生勇于面

对困难与挫折、不屈不挠的品

质。

7、搞好体育馆内卫生，创

造更好的教学环境，劳动让我

们快乐,劳动让我团结,劳动最

光荣，培养学生的功德意识。

8、放松的显性功能通过两

人之间的默契配合很好的发挥

了思政教育的隐性功能：

9、给学生布置观看高水平

比赛视频的任务，让他们感受

运动员仅仅只为得一分，为一

个球的获胜而奋勇拼搏的精

神，只要有一丝反败为胜的希

望都绝不轻易放弃。潜移默化

地影响他们，让他们在日常学

习中不轻言放弃，只要有一丝

希望在球落地之前，每球必争，

奋勇拼搏，绝不认输。

的方式让学生回答以上问题。

【知识讲授】

1、教师补充学生回答不全面的

地方。

2、分别讲解示范左右移动步法、

前进、后退 步法。并带动学生练习。

3、在羽毛球场地前、右各摆放 10

个羽毛球（废球），学生 4 人一组，

一人先把场地上前场的 10 个羽毛球运

用羽毛球步法移到后场，再把右边的

移到左边，后再挪回开始位置。练习，

其余 3 人观摩，帮其纠错。一个人做 2

次。

4、游戏：接力赛

①游戏规则讲解

②游戏开始

③要求：必须结合步法进行

下课之前，

下课之前要求学生：

1、让学生清理场地上的废球归置

垃圾桶。

2、两人一组互抖手臂、互背对方

放松。

【课程小结】

1. 本节课同学们的表现良好，课

堂学习积极。70%以上的学生完成了教

学任务，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本次课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充分调动起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为

今后的教学开了好头。

2. 随着教学的不断深入，课的密

度和运动负荷将有所提高，希望同学

们课后加强锻炼，保证学生身心素质

和技术协同发展。

3. 复习思考及作业：（1）正手

击高远球球的动作要领是什么？

（2）课后每天挥拍最少 50 次

（3）预习下节课内容：挑球技术

的动作要领

（4）观看高水平羽毛球赛，并找

出击球来回次数最多的视频



教学反思

本节课，我做了充分准备，在尊重个性的同时，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学习。

并重视学习过程和方法的指导以及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所以在教学设计上我做了

精心设计。课堂上，学生有着良好的精神面貌，多数学生能主动热情地参与，师生关系融

洽，呈现出了师生、生生互动的富有活力的场面，课堂气氛活跃。下面浅谈几点感想。

1. 明确目标，让教学操作简单、易掌握

正手发高远球技术的难点在于不好把握击球时机和击球点。本次课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

何让学生全身协调发力并找到击球点，并能基本完成技术动作将球击出。所以明确目标，

就能细化技术动作，让学生能更好的理解、掌握技术要领。从本次课的学习结果看，基本

达到了预期设定的技能目标。

2. 实施有效教学，简化技术、突破难点

针对协调发力和击球点难以把握的情况，我通过又慢到快、从徒手挥拍到挥拍击固定

球、扔球等多种手段，学生通过反复练习，让学生形成初步的技术动作定型，最后在尝试

性的进行完整技术练习。结果 70%以上的学生基本上能通过所学技术将球击出。

3. 利用游戏比赛练习脚步移动、培养团队意识

游戏比赛是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游戏教学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竞争意

识、团结合作、热爱集体和遵纪守法等优良品质。结合羽毛球教学实际，本次课的游戏设

计为”米字”脚步移动接力赛，通过比赛，不仅培养了学生的优良品质，同时也巩固了羽

毛球运动中脚步移动的基本动作方法。在练习中，学生积极参与，气氛热烈，使本堂课氛

围达到了高潮。

4. 认识不足、优化教学

本节课虽然按照初步预想完成了教学，但在操作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同时

针对相应问题提出了以下解决办法:首先，组织教学稍显呆板、老套，学生积极性还有提

升空间。可通过变换组织形式进行教学，如:自主看图学习、小组讨论学习、提示探究学

习等多中学习方式，这样更能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与创新意识。其次，教学侧重点还应突出。

在技术讲解上应精讲多练，应让学生多在实践练习中体会摸索，教师可针对性的巡视指导。

最后，课后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不足。羽毛球课堂教学中，任课教师对于思政元素的挖掘与

融合能起到直接的引导作用，那么对于学生课余体育活动、学生课余体育兴趣爱好、学生

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又如何进行思政教育呢？评价体系中，能否按照“学生自评、学生互评、

教师评价、考核结果认定，学生学习体验—分享交流—教师提炼整合—教法运用跟进”等

一条连锁链方式进行？这些不成熟的思考，值得在以后的课程教学中不断探索和研究。

教学延伸

1. 保持电话畅通，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随时解惑学生的疑难

2. 分析本节课教学的不足，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并在课后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提

高思政修养和业务水平。

了解学生，才能更好的教学。本节课弱生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找机会走近他们、了解

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