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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而诞生的
，是一种融技能教育、体能教育和学生自身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教学模式。
它提倡自主创造学习、发现学习、解决问题学习，强调课内外体育与社会体育有机结合，使学生全面
系统掌握一两项终身体育锻炼的项目。
为了适应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跟踪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我们根据教育部面向2l世纪体育
课程改革的要求，结合湖南省各高校长期教学改革的经验，为实行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各兄弟院校
的教师与学生编写了该丛书。
　　该丛书包括“体育文化、体育锻炼、体育规则、体育欣赏”四大板块。
　　体育文化板块。
包括项目的起源与发展：项目的古代、近代、当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与演变；项目的中外文化发展
对比；项目的特色与功能等。
该板块主要是让学生系统了解项目的来龙去脉与健身价值，突出体育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树立健康意识和终身体育观念。
　　体育锻炼板块。
包括项目的基本结构、基本技术、基本战术、身体素质要求；单项技术的教学与自学方法、学习的步
骤；学习中易犯的错误与纠正办法等。
该板块主要教学生如何学习掌握运动技能，满足课堂教学需要和日后自我发展要求，是教材的主体部
分。
　　体育规则板块。
包括项目的比赛规则；国际竞赛规则；大众群体竞赛规则和裁判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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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而诞生的
，是一种融技能教育、体能教育和学生自身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教学模式。
它提倡自主创造学习、发现学习、解决问题学习，强调课内外体育与社会体育有机结合，使学生全面
系统掌握一两项终身体育锻炼的项目。
为了适应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跟踪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我们根据教育部面向2l世纪体育
课程改革的要求，结合湖南省各高校长期教学改革的经验，为实行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各兄弟院校
的教师与学生编写了该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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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影响弧线的要素　　（1）球出手的角度：由击球瞬间的拍面角度和用力的方向决定。
　　（2）球出手的初速度：初速度越大，弯曲度越大，打出距离越长。
　　（3）球的旋转性质：旋转性质不同，弧线及落台后的反弹效应也不同。
　　4.回击不同来球对弧线的要求　　（1）回击上旋球时，要压低弧线曲度，缩短打出距离。
　　（2）回击下旋球时，要有意识制造弧线，增长打出距离。
　　（3）回击底线球时，弧线的弯曲度要大一点，打出距离适当长一点。
　　（4）回击近网球时，应根据不同来球的高、低，调节弧线的曲度，但打出距离要短。
　　（5）击球点越低，回球弧线的弯曲度应越大，打出距离也越长。
　　（6）击球点越高，距网越远，越要注意制造弧线，打出距离越长。
　　（7）削球时，应保证较低的弧线，最好近似擦网而过。
　　（8）发球时，不管什么旋转性质，落点都应尽量减小弧线的弯曲度。
　　二、球的旋转　　1.球产生旋转的基本原因　　击球时作用力不通过球心，是使球产生旋转的基
本原因。
球旋转的强弱决定于作用力的大小和力臂（即作用力线到旋转轴心的垂直距离）的长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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